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脱贫攻坚始终是吕

梁农村工作的一个主旋律。我作为一名在扶

贫部门工作了近 30年的老同志，亲历了扶贫

开发的各个阶段。回顾这几十年的历程，有

很多感触，同时也想把一些扶贫开发的历史

过程跟大家分享。

中国科协扶贫团进驻
拉开了吕梁扶贫开发的大幕

1984年 9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

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从而揭

开了在贫困地区开展大规模扶贫开发工作的

序幕。

1985 年 9 月，由中国科协组建的讲师团

进驻吕梁，开展了教师培训等教育扶贫活

动。1986 年 9 月，讲师团完成工作任务返京

后，讲师团副团长苑郑民在中国科协领导的

全力支持下，又主动组建了中国科协科技扶

贫工作团，来吕梁开展科技扶贫活动，走在了

中央部委扶贫工作的前列。

为了配合中国科协扶贫团开展工作，地

区成立了科技扶贫办公室，人员分别从科技

局、民政局和科协抽调。我当时刚结束了吕

梁电大党政专业的脱产学习，科协领导便安

排我参加了科技扶贫办工作。

中国科协科技扶贫团进驻吕梁后，常年

驻地区和最贫困的兴县、临县、岚县、石楼等

县扶贫，这项工作至今已经坚持了 30 余年。

为便于开展工作，中国科协扶贫团的司局级

领导干部一般担任市政府副市长，县处级干

部一般担任所驻县政府副县长。

在科技扶贫团的全力协助下，吕梁开展

了颇具特色的科技扶贫活动，先后组织了多

项科普展览和科技扶贫项目规划论证，建立

了科技示范乡镇和科技示范村，开展了大规

模的实用科技培训活动。1992 年中国科协

和省政府联合在太原召开了“吕梁科技扶贫

经验交流大会”，各省和数百个地县派人参

会，向全国推广了吕梁科技扶贫工作的经

验。

30 多年来，历任科协主要领导、部门领

导和全国性学会领导以及众多的专家学者多

次亲临吕梁，考察调研指导科技扶贫工作。

中国科协先后帮助吕梁建设了马铃薯种薯繁

育基地，核桃、红枣育苗、种植基地，小杂粮生

产基地，通过农技培训，使 30 多万贫困劳力

掌握了一项或多项实用农技。他们还组织干

部职工开展捐资助学活动，赞助了吕梁的近

百名贫困学生。

地县成立扶贫机构
各项扶贫活动逐步深入开展

1988年 4月，地委、行署决定正式成立扶

贫机构，名称为“吕梁地区经济技术开发领导

组办公室”，确定了 15人的行政编制，同时将

科技扶贫办、下乡办、农工部山区科和民政局

双扶办各自承担的资金项目管理等职能整合

到一起。

1985年，国家确定重点扶持 18个集中连

片的贫困地区，包括吕梁山地区。省里确定

重点扶持 31个贫困县，有吕梁的 8个县，1986
年，又将岚县也划入贫困县，吕梁的贫困县就

确定为 9个县，并一直延续到现在。

从 1985 年起，国家开始投入扶贫资金。

上世纪 80年代到 90年代初，无偿扶贫资金主

要用于以工代赈、政策性补贴和基础设施建

设项目的补贴。用于发展生产的扶贫资金主

要是靠银行贴息贷款。国家还以低价投入扶

贫汽车、化肥、钢材、木材、水泥等当时的紧缺

物资给贫困县以扶持。

经过艰苦努力，吕梁贫困面貌有了明显

改观，吕梁农民人均纯收入在国家确定的贫

困线以下的人口由 1985年的 55.02万人 （人

均 纯 收 入 200 元 以 下）， 降 低 到 1993 年 的

23.96万人 （人均纯收入 300元以下），下降

了 56%。

“八七”扶贫攻坚
致力于解决贫困群众温饱问题

1994 年 4 月 15 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印

发<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通知》，明确提

出，力争用 7 年（1994 到 2000 年）左右的时

间，基本解决目前全国农村 8000万贫困人口

的温饱问题。我区 9个贫困县 1992年底人均

纯收入不达 400元的 128个乡镇、110.82万贫

困人口列入了扶贫攻坚范围。

这一阶段，吕梁重点是在缓坡地修造高

标准机修梯田和开展营造经济林的扶贫攻坚

战役，目标是每个贫困人口实现一亩高标准

基本农田和二亩经济林，其思路是靠一亩高

标准基本农田解决吃饭问题，以二亩经济林

解决花钱问题。7 年间，9 个贫困县新建高

标准基本农田 100.12 万亩，其中机修梯田

68.96 万亩；节水农田 7.95 万亩；沟坝滩地

17.21 万亩；旱垣地 1.62 万亩，实现了人均

一亩高标准基本农田的目标，人均基本农田

达 到 1.77 亩 。 同 期 新 发 展 经 济 林 80.13 万

亩，使经济林达到了 285.3 万亩，人均 1.64
亩，其中红枣林 140 万亩，核桃林 40 万亩，

仁用杏林 20 万亩，水果林 50 万亩，果品产

量达到 1亿公斤以上。与此同时，干旱山区

还新打旱井 8万余眼；推广地膜覆盖面积达

到 285.48万亩。

到 2000 年底，攻坚区有 83.92 万人达到

了解决温饱的目标，未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

剩余不到 30万人，“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目

标基本实现。

新世纪首个十年
绝对贫困问题基本解决

2001 年 6 月 13 日，国务院印发了《中国

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 年）》，对新

世纪第一个十年的扶贫开发工作进行全面部

署。在这一阶段，国家把贫困地区尚未解决

温饱问题的贫困人口作为扶贫开发的首要对

象；同时，继续帮助初步解决温饱问题的贫困

人口增加收入，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巩固扶贫

成果。扶贫对象调整为 2000 年底人均纯收

入 1000元以下的村，吕梁有 3532个贫困村列

入了扶持的范围，其中人均纯收入 625 元以

下的贫困人口 93.78 万人，626 至 865 元的低

收 入 人 口 43.47 万 人 ，需 扶 持 人 口 合 计 为

137.25 万人，贫困县分别改为国家和省的扶

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新阶段扶贫开发工作的重点是围绕扶贫

移民、整村推进、劳动力转移培训和产业化扶

贫四个方面开展的。

在 扶 贫 移 民 方 面 ，1997 年 开 始 试 点 ，

2001年后大规模铺开。1997年到 2010年，10
县区共完成移民搬迁 1317 个村、27335 户、

111826人。实际居住人口 100人以下的山庄

窝铺，70％完成了移民搬迁。

整村推进从 2004年开始，由贫困村的群

众自主选择产业扶贫或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按每人 1000 元的标准投入扶贫资金进行集

中扶持，同时整合其它渠道的支持资金，以更

好地发挥综合效益。从 2004年至 2010年，吕

梁共实施整村推进项目村 1775个，投入扶贫

资金 51347万元，扶持贫困人口 551753人。

进入新世纪以来，各级扶贫部门把劳动

力转移培训和农村实用技术培训放到了更加

重要的位置，全市贫困户劳动力转移培训基

地达到 23个，年培训具备专业技能的合格劳

动力 12000人以上。

在产业化扶贫方面，以投入贴息扶贫贷

款、对企业原有贷款贴息等方式，扶持了近百

家农副产品及养殖业龙头企业。此外，还全

力推进了交城县肉牛规模养殖；岚县、兴县、

方山马铃薯脱毒种薯基地建设；中阳、离石、

柳林、石楼核桃产业林带建设；临县、兴县、石

楼、柳林红枣产业发展等产业扶贫项目。从

2001年起，先后扶持沿黄四县红枣产区建设

了 3000余座红枣烘干房。

随着地方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市县两

级财政新增了自筹用于贫困乡村和群众的扶

贫资金，有的县每年投入达到了上千万元。

在这期间，各扶贫工作县农民人均纯收

入有了明显的增长，由 2001 年的 515 元增加

到 2010 年的 2645 元，增长了 4.14 倍，远远超

过了同期全市平均增长 2.82 倍、全省平均增

长 1.42 倍和全国平均增长 1.5 倍的水平，由

2001 年低于国家 625 元的贫困标准，到 2010
年增长到国家当年贫困标准 1274 元的 2.08
倍，贫困群众的绝对贫困问题基本解决。

精准扶贫
打赢脱贫攻坚战

2011 年 5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中

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 年）》，决

定对“吕梁山区”在内的全国 14 个连片特困

地区予以重点扶持，吕梁市列入其中的有，临

县、兴县、岚县、石楼 4个县。国定、省定扶贫

工作县和插花贫困县山西省没有调整。在脱

贫标准上，国家把贫困线标准由 2010 年的

1274 元一下提高到 2300 元，翻了将近一番。

按照新的标准，吕梁贫困人口总数为 99.56万

人，占全省贫困人口的近 1/4，占全市总农业

人口的 40%。

2015 年 11 月 29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又

发出《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要求到

2020 年，稳定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

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有保

障。实现贫困地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务主要

领域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确保我国现行

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

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

新世纪第二个脱贫攻坚规划实施 8 年

来，吕梁各个扶贫项目都扎实推进，特别是扶

持对象进一步精准到了贫困户。2015年底，

全市建档立卡的贫困人口减少到 48万人，年

均 减 贫 10.3 万 人 ，贫 困 发 生 率 下 降 到

15.1%。2016-2017 两年，又减贫了 31.25 万

人，贫困人口下降到 16.75 万人；2017 年，柳

林、中阳两县实现了整体脱贫。

在产业扶贫项目方面，2010 年以来，吕

梁开始实施以县为单位的片区产业扶贫开发

项目，重点支持贫困乡村发展集中成片的核

桃、红枣、土豆、大棚蔬菜等扶贫主导产业。

在扶贫移民方面，主要是将居住在边远

山区户籍人口 300人以下、常住人口 150人以

下贫困村实行移民，搬迁到县城或乡镇附近，

全市有近 10万贫困人口实现了移民。

在整村推进方面，安排实施整村推进项

目 600 多个村。2016 年以来，新增了光伏扶

贫，已覆盖到 1540个村，总容量超过 600MW。

在扶贫培训方面，吕梁在搞好常规实用

技术培训的同时，2015 年以来，突出了“吕

梁山护工”品牌的打造，选定山西医科大学汾

阳学院等 6所公办大专院校为基地，以“养老

陪护、病患陪护、月嫂育儿嫂、家政保洁”为重

点培训内容，对以贫困户为重点的学员进行

30 天的理论培训和 10 天的实践技能操作培

训。截至 2018年，已累计培训“吕梁山护工”

3 万多人，其中贫困人口占到 46.09%。学员

在北京、太原等大中城市就业的有 1万多人，

月纯收入一般都达到 4000元以上，实现稳定

就业脱贫。

从 2011年开始，实施了资助贫困地区大

学生入学的教育扶贫项目，资助标准为每生

一次性资助 5000元。7年来先后资助近万名

当年考入二本以上大学的贫困学子正常入

学。对进入高职、中职、中技的贫困户学员实

行费用全免的资助。

脱贫攻坚的成效还体现在农民人均纯收

入稳步提高上。

2010年，全市 10个贫困县农民人均纯收

入 2747 元，2017 年增长到 5760 元，翻了一番

还多。贫困县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幅超过了同

期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 3个百分点。

持之以恒
以扶贫开发统领农村各项工作

30多年来，吕梁的脱贫攻坚取得了显著

的成就，其主要特点：

一是党中央和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十

分关心关注吕梁的扶贫攻坚工作。党的多任

总书记都亲临吕梁，探望贫困群众，视察指导

扶贫工作，对扶贫攻坚工作分别作出了重要

指示。

二是地方党政领导亲自挂帅，以扶贫攻

坚统领吕梁农村各项工作。自 1986年开始，

吕梁地县两级党政主要领导都担任扶贫领导

组组长，把扶贫工作抓在自己手上，将扶贫开

发进展情况列入责任制考核的重要内容。

三是部门联动，围绕扶贫攻坚，全力推进

各方面的建设工程。通过不懈努力，贫困乡

村的各项基础设施和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发

生了历史性的巨变，奠定了脱贫致富奔小康

的物质基础。

四是全社会动员，下乡扶贫活动坚持了

几十年。各类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都

抽调人员，坚持到贫困乡村第一线开展扶贫

攻坚，帮助乡村和贫困群众发展脱贫产业，解

决生产生活中的困难，增强他们的自我发展

能力。

与时俱进
以改革开放推动扶贫开发不断深

入发展

30多年来，扶贫开发工作坚持了以政府

为主导的原则，同时坚持以改革开放的精神，

推动脱贫攻坚不断深入发展。

一是脱贫标准不断提高，贫困群众得到

更多实惠。

1984 年，国家确定的贫困线是农民年人

均纯收入 200元以下。1994年，贫困线提高到

500元（以 1990年不变价格计算）。2001年又

提高到 625元，2011年再次提高到 2300元。

二是扶贫资金不断增加，投资结构更加

合理。

1985 至 1993 年 9 年间，吕梁各贫困县

共得到扶贫资金 43372万元，其中国家财政

投入的扶贫资金 18889万元，平均每年 2099
万元；扶贫贷款 24482万元，平均每年 2720
万元。

1994 至 2000 年 7 年间，吕梁共得到扶贫

资金 121231万元，其中国家财政投入的扶贫

资金 73379 万元，平均每年 10482 万元；扶贫

贷款 47852万元，平均每年 6813万元。

2001 至 2010 年 10 年间，吕梁得到扶贫

资金 200955万元，其中国家财政投入的扶贫

资金 129064万元，平均每年 12904万元。

2011 年至 2017 年的 7 年中，国家和省对

吕梁脱贫攻坚资金的投入力度不断增强，仅

无偿投入就由 2010 年的 30952 万元增加到

2017 年 95600 万 元 ，7 年 投 资 总 量 达 到 了

314185万元，平均每年 44884万元，是改革开

放初期年扶持额的 20多倍。

三是扶贫对象不断瞄准，精准扶贫更加

深入。

改革开放初期，扶贫资金项目重点是用

于贫困县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中小型种养加项

目，能到村到户的很少。随着扶贫开发工作

的深入，瞄准机制不断健全。从上世纪九十

年代开始，扶贫资金项目逐步向贫困村和贫

困户瞄准，贫困户实行了建档立卡，产业扶

贫项目也集中安排在贫困村。近几年来，随

着脱贫攻坚战略的实施，精准扶贫的各项措

施进一步落实，贫困群众得到了真正的扶

持。

四是扶贫项目不断优化，更加切合实际

需要。

随着贫困乡村基础设施的不断改善和精

准扶贫的深入推进，扶贫项目也不断得到优

化，产业扶贫项目更加切合各贫困村、贫困户

的实际。近年来的扶贫项目集中在扶贫移

民、吕梁山护工培训、扶贫和生态建设结合、

光伏扶贫等贫困群众可以直接受益的项目

上，贫困户通过这些项目可以得到实实在在

的收益，增收效益十分明显。

四十年来，伴随着吕梁改革开放的步伐，

扶贫开发也在深入推进，贫困群众在稳定解

决温饱的基础上，正在向着小康目标迈进。

回顾吕梁脱贫攻坚所取得的硕果，我们深切

感到，党和政府对贫困群众的关怀和扶持，充

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坚持改革

开放，开发式扶贫，才是吕梁贫困群众致富奔

小康的必由之路。

（作者为吕梁市扶贫办原调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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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式扶贫、输血式扶贫、移民搬迁式扶

贫、就业式扶贫……无论哪种扶贫方式，根本

还在于贫困群众本身的脱贫意志与脱贫能

力。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扶贫攻坚已

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关键阶段，在“精

准”和“绣花”上下功夫，离不开每一个贫困群

众的发力，离不开党和政府的好政策与贫困

村、贫困群众脱贫本领的相呼应，通过扶志、

扶智阻止贫困代代传播，实现彻底脱贫。

多年来，贫困积贫积弱的现状不仅让青壮

劳动力外流，也让一些的村级组织流于形式，

软弱涣散，丧失了“战斗堡垒”的作用，贫困村

发展产业无门路，村民增产增收、脱贫致富没

想法，落入了“消极度日，靠天吃饭”的循环圈，

贫困户提不起精神，一味“等、靠、要”，使弱者

越弱，贫根深扎。由此，应从基层组织扶起，扶

起一个想干事、能干事的班子，或者引能人进

村，或者扶起有想法的农村党员，立足于贫困

村实际，放开脱贫视野，做好上下联运，打开尘

封的山门与心门，打通与精彩外界对话通道，

走出去请进来，寻找到凝聚村民、发展产业的

新路子；要从思想上扶、精神上扶，破除“认命”

的思想，“晒太阳”的行为，以政策、资金等为支

点，扶起一群敢闯敢拼、不畏艰苦、辛勤努力、

勤劳致富的脱贫先锋、致富模范，打开脱贫攻

坚的突破口，以一小部分人不甘贫困的心气激

励大部分人改变现实的心志，从“要我脱贫”到

“我要脱贫”，带头富、带领富，争先恐后脱贫摘

帽、致富奔小康。

在激起贫困户精气神的同时，还要让贫

困户学会智富的本领，才能减少农业生产的

盲目性，把握对产业培育的主动权，对进入市

场的话语权。因此，在职业教育、农业推广、

信息交流等基础性技能之外，要“一村一策”，

甚至“一户一策”，在科学技术的扶持上，提高

对当地产业的现代化之路认识，从核心技术

培训学习到市场经营驾驭，到算好增产增收

明白帐，一步一步、一点一点地去影响、引导、

塑造。要以社会化的合力为载体，发展较高

级的农业专业合作组织，不仅走出“抢团闯市

场”的路子，也提供专业化、高效化的农业服

务，顺应“互联网+”新形势，打造一大批有眼

光、懂技术、会经营、能筹谋的增产增收、脱贫

致富的“领头雁”。

农民认实理、看实情，只有把身边的致富

典型、模范树起来，才会祛除大多数人想要改

变却又怕担风险的犹疑，让越来越多的人主

动跟上来，才会改变贫困村“孔雀东南飞”的

困境。让希望润泽贫瘠的土地生根发芽、开

花结果，吸引越来越多的“孔雀”自愿飞回农

村、飞回家乡，让农村有生机、有生气、有持续

脱贫、增收致富奔小康的底气。让广大干部

群众撸起袖子加油干，咬定目标不放松，为尽

快打赢脱贫攻坚战，让人民生活更好、农村更

美、农业更强而出力加油！

脱贫攻坚在吕梁
□ 宋 毅

本报讯 去年以来，方

山县北武当镇农村信用社

结合当地实际，积极推进精

准扶贫工作，创新金融服务

模式，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

的扶贫攻坚之路。

该信用社与北武当镇

党 委 、镇 政 府 积 极 加 强 配

合，不断增强沟通联系，在

全面深入了解该镇的贫困

户家庭情况、贫困原因、收

入情况的基础上，实施“一

户一策”，精准发力，积极主

动开展扶贫工作。去年，共

发放助农资金 3600万元，其

中扶贫款 744万元。该社发

挥农村金融主力军作用，坚

守使命，精准定位，在金融

扶贫服务方式再下功夫，在

改善金融服务质量上再做

提升，全力保障和服务地方

经济社会发展，为农村经济

社会发展再做贡献。

（徐龙 李冬冬）

方山县北武当镇农村信用社金融扶贫一马当先

1 月 18 日，石楼县书法协会的书法家任海渊、陈云华、

刘亚军来到裴沟乡马家山村，为村民书写春节对联。图为

书法家正在挥毫泼墨。 李小明 摄

大吕洪钟大吕洪钟

扶志扶智激发脱贫内生动力
□ 徐龙

——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弘扬吕梁精神弘扬吕梁精神 攻坚深度贫困攻坚深度贫困

政务动态政务动态
zhengwudongtai

本报讯 （记者 刘小
宇） 1 月 29 日，副市长刘晋

萍带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相

关负责人等对我市市区春节

期间食品安全和各项监管工

作落实情况进行调研。

刘晋萍一行先后来到

美特好超市、城北农贸市场、

北方大酒店，查看了食品价

格、餐饮质量安全操作规范、

超市消防建设情况、农贸市

场规范管理、环境卫生状况，

了解了生鲜肉类、水果、蔬

菜、粮食制品等节日热销食

品价格、进货查验情况。她

强调，春节期间是各类食品

消费的高峰期，各职能部门

一定要履职尽责，加强食品

安全检查力度，提高抽查频

率，把好市场准入关、原料采

购关、进货查验关、检验检测

关等，切实保障各类商品的

质量。食品经营场所要保证

市场供应充足，安全可靠；提

高卫生标准，打造干净卫生

的购物环境；要注意电路维

护，组织开展消防等应急演

练，做好消防安全防范措施，

确保广大群众度过一个安全

祥和的春节。

本报讯 （记者 罗丽）
1 月 29 日，全市财政工作会

议 召 开 。 会 议 回 顾 总 结

2018年财政工作，安排部署

2019年财政工作。

去年以来，全市财政工

作取得了新业绩、迈出了新

步伐。2018年，全市一般公

共 预 算 收 入 完 成 174.8 亿

元，为年计划的 116.07%，超

收 24.2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5.96% ，总 量 再 创 历 史 新

高，连续 12 个月稳居全省

第 二 位 ，增 速 位 列 全 省 第

三 。 全 市 税 收 收 入 达

138.18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2.38%，占财政收入的比重

达 79.05%，收入来源更加稳

定，结构更加合理。

会议强调，2019年全市

财政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

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

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以深

化供改与综改为主线，围绕

建设“三大目标”，聚焦“四件

大事”，推进“十大举措”，加

大力度落实积极的财政政

策，发挥财政在扩大内需和

结构调整上的更大作用；实

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实质

性减轻企业负担，激活微观

主体活力；调整优化支出结

构，牢固树立政府带头过“紧

日子”的思想，加大财政支出

力度，全力支持打好三大攻

坚战，倾力服务转型发展和

民生需求；加快推进财政体

制改革，全面实施绩效管理，

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推

动全市经济在由“疲”转“兴”

基础上拓展转型发展新局

面。

刘晋萍调研市区食品安全保障工作

全市财政工作会议召开

（上接1版）
全市各级纪检监察机

关把“协助”职责落实到位，

通过强督促、严问责，强力

推动“两个责任”落地生根。

——推动落实“党风廉

政谈话簿”和县（市、区）委

书记抓党建问题清单制度。

——把好选人用人政治

关、作风关、廉洁关，全市回

复党风廉政意见4638人次。

—— 组 织 开 展 全 市 领

导干部警示教育大会和张

中生严重违纪违法案件专

题警示教育，督促县级以上

党组织召开反思马文革、成

林、周瑞美等严重违纪违法

案件专题民主生活会，督促

柳林县委、离石区委召开专

题反思剖析会，切实认清危

害，深刻汲取教训。

—— 加 强 党 内 政 治 文

化建设，编辑整理于成龙、孙

嘉淦、汾阳郭氏族规家训，举

办于成龙廉政文化发展学术

研讨会、“传承红色基因、弘

扬吕梁精神”座谈会，开展晋

剧《廉吏于成龙》全市巡演，

编撰《清官廉吏于成龙》，与

中国邮政联合发行“一代廉

吏”于成龙特种邮票等，挖掘

吕梁廉政文化资源，涵养党

内政治文化。

——用好问责利器，严

肃处理落实“两个责任”不

力、推进重点工作敷衍塞责

等问题，全市问责 41 个党

组织、505名党员领导干部，

其中问责县处级党政“一把

手”23人。针对吕梁学院离

石师范分校党委书记、校长

2017 年度目标责任考核测

评结果与实际工作不符的

情况，及时启动激励干部担

当作为和容错纠错机制，树

立起为担当干事者鼓劲撑

腰的鲜明导向。

有力的行动，体现的正

是纪检监察机关以党的政

治 建 设 为 统 领 、切 实 履 行

“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

的鲜明态度和高度自觉，相

信我市纪检监察机关定能

在夺取全面从严治党、党风

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中，

向党和人民交出一份满意

的答卷，实现新时代吕梁纪

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

保持政治定力 持续正风肃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