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石楼县：尽锐出战 奏响决胜贫困新乐曲
□ 本报记者 王洋 通讯员 王永平

▲

岚 县 生 态 扶
贫实现增绿增收
双赢。

▲

石楼县金鸡扶贫项目建设标准化蛋鸡
养殖区6栋，标准化青年鸡养殖区4栋及配
套的饲料加工厂、蛋品加工中心、有机肥厂，
打造年存栏80万只蛋鸡养殖全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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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条宽阔平坦的水泥村道，一座座整齐排列的移民新

村，一片片新建的农业特色产业园区，一幅幅令人心旷神怡的

生态美景……仲夏的临县，草木葱茏，风光秀美，生机勃发。

临县是全省贫困人口最多、攻坚任务最重的深度贫困县。

全县建档立卡贫困村 447 个、贫困人口 23.2 万人，贫困发生率

38.9%。近两年来，该县坚持以习总书记视察山西重要讲话为

指引，坚决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攻坚深度贫困的决策部署，深

化攻坚举措、强化政策落实、激发攻坚动力、凝聚攻坚合力。

2017 年以来，该县脱贫攻坚工作连续两年保持全省第一方阵。

2018年，综合考核位居吕梁市全市第一。到 2018年底，全县剩

贫困村 136个、贫困户 22551户、贫困人口 48626人，贫困发生率

8.3%。

“我们村里的这支由平均年龄 65岁，54位农民组成的红枣

专业合作社队伍，不到一年时间就创造了奇迹，让村民人均增

加了不少。现在我和老婆每个月在社里能拿 3000多块钱，比以

前种地、收枣卖枣好多了。”提起村里的红枣专业合作社，临县

罗家山村 61岁的张秋大弹落烟灰一脸兴奋。

今年以来，临县抓住省委、省政府实施“10+1”政策的契机，

针对产业扶贫难题，启动实施了“3N35”产业扶贫计划，铺开打

造 10 户以上龙头企业、100 个以上种养加基地、1000 个以上合

作社，以确保贫困户每户有 2个以上稳定增收来源。今年先后

在 10 个村铺开“三变改革”试点，最大限度激发农村的发展活

力。为进一步激发贫困群众内生动力，临县参照合作造林的做

法，先后成立了农村水利水保、公路养护、环境整治三种类型的

合作社，最大限度实现贫困劳力就近务工增收。同时与国内电

子商务企业合作，助推农产品市场开拓，引进上海云月集团，建

设特色农业暨休闲食品产业园；引进深圳环晋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建设电子扶贫车间和建设电商扶贫创业园，进一步推进“一

村一品”产业发展，带领贫困户早日脱贫。

说到这两年来的变化，喜移临县城庄镇五和新居、85 岁的

王玉金老两口坐在搬迁新房里满是感慨，“俺们如今搬迁住上

这宽敞明亮的五和新居，过上幸福的好生活，全凭党的惠民好

政策！”

和王玉金老两口一样，去年 6月初，来自刘家村、杨家沟、李

家焉、甘川沟、周家沟村这 5个村的 162户贫困群众通过易地移

民搬迁项目入住“五和居”，实现了搬出大山去、拥抱新生活的

美好愿景。“十三五”期间，全县规划搬迁 4万人（其中贫困人口

2.4万人），目前已搬迁入住 1.2万人。剩余 2.8万人将于今年 11
月底前搬迁入住。

为进一步缓解农村赡养难题，临县实施了扶贫孝心基金工

程，全县 70周岁以上 1.5万名贫困老年人受益。今年，将范围拓

展到 65 周岁以上，2.14 万名老年贫困人口受益。同时，选聘健

康扶贫专职代办员 788名，为行动不便的老年人、残疾人代报代

办医保报销、民政救助等业务。

“2019年，我县计划减贫 4.7万人、全部退出 136个贫困村、

贫困发生率降到 1%以下，实现整县脱贫摘帽目标。作为党员

干部，我们一定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重要讲话精

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保持背水一战的心态、越战越勇的姿

态、奋发有为的状态，决战深度贫困，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县脱贫

摘帽任务！”在扶贫一线，临县的干部这样表示。

20172017年年 66月月 2121至至 2323日，习近平总书记亲临书记亲临山西视察，对全省工作提出了五项

重大任务重大任务，，为类似石为类似石楼这样的深度贫困地区如困地区如何打赢脱贫攻坚这场“硬仗中的硬

仗仗”，”，提供了根本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实践路线线。。两年两年来，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的指引下的指引下，，石楼石楼县委、县政府带领全县上下县上下，，鼓鼓足拼劲干劲、激励担当作为，改革

创新创新、、奋发奋发有为，确保讲话精神在石楼落地生根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两年来，脱贫攻坚作为第一民生工程工程，，取得取得了明显的减贫成效。2017年度全

县 22个贫困村 10250口贫困人口脱贫退出贫退出，，22018年度全县 34个贫困村 12370口

贫困人口脱贫退出，2018年底全县累计实现累计实现 880个贫困村 43119口贫困人口脱贫

退出，贫困发生率由 55.96%降低至 1111..3737%%；；全全县所有行政村都达到了 2万元以上

的集体经济收入，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连续支配收入连续两年增幅保持全市第一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深度贫困地区脱困地区脱贫攻坚是硬仗中的硬仗”。为攻坚深

度贫困，石楼县不断聚焦聚力、综合施策合施策，，结结合实际制定了《关于深入学习贯彻习

总书记视察山西重要讲话精神的实施方案实施方案》和《全力实施“三五工程”攻坚深度贫

困行动方案》，并不断向纵深推进进，，一条条具一条条具有指导性和操作性举措加快推进、扎

实推进，坚决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效践行的成效践行总书记讲话精神，全县形成了担当实

干、奋力攻坚的浓厚氛围。实行了实行了““一切扶扶贫工作到支部”“一切扶贫工作项目

化”工作机制，全面压实了责任链条责任链条，落细了攻了攻击点位点位。实行了“党支部+”党建促

脱贫新模式，县委把产业发展业发展、、项项目实施的主的主导权下权下放到村党支部，村党支部由

被动执行到自主决策策，，并以各并以各种形式组织贫贫困群众参众参与到产业项目的实施当中，

推动了“我要脱贫贫””成为了广成为了广大贫困群众的行的行动自觉觉。实行了“党支部+造林合作

社”生态脱贫新机制脱贫新机制，，形成了“资源共享享、、生生产互助助、利益共沾”的合作社运行机

制，切实使建设绿切实使建设绿水青山的过程变成群众脱群众脱贫增收收和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的过

程程。。实行实行了社会力量参与机制与激发贫激发贫困群众内众内生动力机制紧密结合的新模

式，爱心扶贫超市通过贫困户参与劳动获参与劳动获取“爱心积心积分”兑换生活物品，实现了购

物不花钱物不花钱；；开展开展““五进五进””活动活动，，以消费扶贫以消费扶贫帮助贫困贫困户销售和签约特色农产品，增

添了贫困群众的发展动力添了贫困群众的发展动力。。完成了完成了““村村村响响””无线无线广播所有行政村全覆盖，好声

音好故事唱响了奋力脱贫主旋律音好故事唱响了奋力脱贫主旋律。。

20192019年以来年以来，，围绕围绕““巩固脱贫成效巩固脱贫成效、、退出退出 3333个贫困村个贫困村 11..22万贫困人口万贫困人口，，贫困人贫困人

口漏评率口漏评率、、错退率错退率、、贫困发生率低于贫困发生率低于 22%%，，群众认可度达群众认可度达 9090%%以上以上，，实现高质量脱实现高质量脱

贫摘帽贫摘帽””这个目标这个目标，，石楼县以战时导向石楼县以战时导向，，建立县有建立县有““总部总部”，”，乡镇有乡镇有““战区指挥部战区指挥部””和和

“作战部”，村有“战斗队”，户有“战斗员”的战斗体系。九个战区成立“临时支部”

靠前指挥督导帮扶，乡镇党委“作战部”统筹力量主战总攻，各村“战斗队”成立

“临时支部”在村冲锋陷阵。全县所有行业部门都把 70%以上的精力用于脱贫攻

坚；所有干部都是“战斗员”，尽锐出战，合力攻坚。全县正步履铿锵地向着如期

实现整县“脱贫摘帽”的目标迈进。

两年来，改革创新不断发力。聚焦重点领域持续发力，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任

务落实落地。率先实施了职业教育改革，职业中学与天坤集团合作办学，完善了

以就业为导向的办学模式。完成了资产收益扶贫改革，“金鸡计划”产业项目投

产运营，形成以“整合资金建厂、企业租赁经营、贫困群众分红、集体经济受益”为

核心的“金鸡”资产收益脱贫模式。创新“PPP”模式建设“农村四好公路”，积极破

解县财政投资基础设施的困难，撬动金融资金，率先启动了覆盖所有行政村的

“农村四好公路”建设，走在了全省前列。

两年来，聚焦转型发展不松劲。引进了山西水塔醋业股份有限公司与县树

德枣业公司合作成立联合公司，并签约供货；引进了山西中资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与我县食用菌合作社签约“灵芝全自动智能化产业链项目”落地石楼。特别是

“一气双电”项目取得重大进展，天然气开发项目具备生产条件；光伏发电项目全

部完工并网发电，光伏资产收益分配让贫困村、贫困户受益；风力发电项目建成

投入试运行，风能资源开发和利用进入了实质性阶段。

两年来，民生事业日益改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公共体育场、

室内体育馆从无到有，文化馆、美术馆开工建设，教育、医疗、社保各项政策全面

落实；全力整治环保突出问题，城区主干道两侧居民住房实现集中供暖，屈产河

水质达到三级以上优良标准，大气、水污染防治取得良好成效；创新乡村治理、开

展扫黑除恶、强化安全生产，保持了社会和谐稳定，民生福祉持续改善，正在发生

“润物无声”的变化。

谆谆嘱托、殷殷期望重如千钧。两年来，在讲话精神的指引下，石楼以脱贫

攻坚为统揽的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得到了长足发展攻坚为统揽的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得到了长足发展。。全县各级各部门以及广大干全县各级各部门以及广大干

部群众从脱贫攻坚中汲取的尊严自信部群众从脱贫攻坚中汲取的尊严自信、、从青山绿水中累积的文明涵养从青山绿水中累积的文明涵养、、从创业发从创业发

展中凸显的后发优势展中凸显的后发优势，，正在转化成正在转化成““绿色生态立县绿色生态立县、、红色旅游兴县红色旅游兴县、、特色产业富特色产业富

县县、、脱贫攻坚强县脱贫攻坚强县””的强大力量的强大力量，，石楼必将迎来新时代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新石楼必将迎来新时代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新

局面局面。。

仲夏时节，兴县蔡家崖晋绥边区革命纪念馆，

群山巍巍，草木葱葱。

两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在此缅怀先烈，慰问老

战士，嘱托当地干部群众要将革命精神薪火相传。

两年时间过去了，激动人心的镜头定格在兴县父老

乡亲们的脑海里，亲切的关怀仍然温暖着老区人民

的心房。

站在新的起点上，回望历史、砥砺前行。兴县

时刻牢记习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视察山西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以习总书记视

察山西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改革创新、奋发有为，

奋力开拓改革、发展、民生等各项工作的新局面，努

力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新征程上走在全市前列。

初 夏 的 兴 县 城 ，处 处 是 发 展 、祥 和 的 喜 人 景

象。兴县人民牢记习近平总书记 2017 年在兴县蔡

家崖视察时的亲切叮咛，铆足了劲，在建设文明兴

县、生态兴县、富裕兴县的征程中阔步前行。

以两年为限，对比兴县今昔图，翻天覆地的变

化令人惊叹：县城美了，楼房新了，夜景靓了，道路

宽了，公园美了……

从兴县高速东口向县城西行，一种清晰感扑面

而来，行驶在蔚汾南北两路，金凤油城桥两头的花

墙沁人心脾，娇翠欲滴；环城路上盆景簇拥，汇成了

花带长廊，迎接着贵客的到来；南山公园草木丰隆，

万紫千红；新建成的双向四车道街道纵横交错、四

通八达；新建大医院宏伟壮观；古色古香的蔡家崖

红色一条街庄重而肃穆；蔚汾公园池榭回环、松柏

如黛；夏夜中的喷泉、音乐中的节拍与水雾中色彩

变幻、斑斓的夜景，城市灯光的辉煌、组成了一幅

神奇、美妙、绚烂的图案 !这就是县委县政府描绘的

兴县新画卷 !更是奏响的一曲大美、富强兴县的交

响曲!
规划已定，蓝图已画。根据规划方案，兴县进

一步完善基础功能，提升形象品位，增强承载力和

竞争力。先后新建成了东风客运中心、蔚汾大桥、

环城路、蔚汾大厦、南山公园、东风购物大厦，完成

了旧城“三街”改造工程，大大提升了县城品位。

两年来，一批崭新的道路、桥梁、重点项目相继

建成并投入使用，兴县城市的整体框架迅速拉开，

县城新区工程迅速拓展，不断推动主城区人口向新

区转移，“小城大美”框架初步形成。

见缝插绿、还绿于民。去年以来，该县持续加

大造林绿化力度，完成“三北”防护林人工造林 4.6
万亩、吕梁山生态脆弱区造林 7万亩，力争完成退耕

还林 10 万亩、经济林提质增效 4 万亩，并启动国家

储备林项目……绿色兴县正在渐行渐近。

每天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整个兴县城便流光

溢彩、璀璨夺目。缤纷变幻的光影之下，城市的风

情或清新、或端庄，置身其中，让人流连忘返。伴着

欢快动感的音乐和华灯，广场上的大妈、大爷踩出

一曲曲自信与悠闲。“以前兴县一到晚上就黑乎乎

的，现在灯亮了，很漂亮。”已经多年没回家乡的王

霞惊叹于兴县城的变化。

“白天看绿色、晚上看亮色”，城市夜景照明反

映着一座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城市品位和人

文精神。兴县逐年对县城重点区域的夜景灯光实

施 提 升 改 造 工 程 ，共 计 投 入 夜 景 工 程 建 设 资 金

1180万元。

民生连着民心，民心凝聚民力，民生建设没

有终点，只有新起点。今年，兴县继续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突

出解决群众反映最强烈、最集中的问题，继续实

施好民生社会事业补短板项目，在幼有所育、学

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

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让群众真正

共享发展的红利。

改革没有止步，创新正在进行。兴县仍将明确

努力方向、创新工作思路、提升建设水平，以更大的

决心、更大的力度，持续推进“三大攻坚”，努力实现

“三大跨越”，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为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收官打下决定性基础，以优异成

绩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

临县西头村的田
间地头，塑料大棚满地
开花，到处都是农民忙
碌的景象。

兴县山西华兴铝业有限公司
目前已形成年产 200万吨氧化铝
产能、3×240th 和 1×410th 高温
高 压 锅 炉 、2 × 25MW 和 1 ×
50MW 汽轮发电机组以及年产
132万吨铝土矿地采矿山。

本版图片由记者刘亮亮提供本版图片由记者刘亮亮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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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得青山在，不愁好日子。轰轰烈烈的生态扶贫让岚县大地荒山增绿，群众

增收，集体经济破零，受到习近平总书记、国务院、国务院扶贫办以及国家林业局

和省、市各级领导的鼓励和肯定，也成为人民网和人民日报、中国绿色时报、山西

日报等许多全国主流媒体关注和报道的典型。岚县生态扶贫成为 2017年全国生

态造林扶贫现场会连线观摩和大会经验交流的典型；世界银行将岚县探索的“合

作社造林”模式作为国际减贫十大典型案例；岚县林业局被授予“2018年全国林

业系统先进集体”。岚县圆满完成了国定贫困县脱贫摘帽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

务，当地群众终于盼来了好日子。

2015年，中央首次提出生态补偿脱贫一批的精准脱贫路径后，岚县县委立足

全县全县宜林荒山多、贫困劳动力多、积存苗木多的实际，在与黑茶山国有林管理局

合作造合作造林顺利推进的基础上，县领导班子开始规划下更大的一盘棋，思考能否成

立合作社立合作社带动贫困户把苗子栽到荒山上，增绿又增收。要实现这个目标，就要进

行改革行改革：：变变以往的专业队造林为合作社造林，变招标为议标。“当时我们是冒了点

风险的风险的，，但但县里的班子成员都认为，只要把住造林质量关，保证贫困户受益，这个

创新值得冒险创新值得冒险。”县委书记高奇英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三年来三年来，，全全县通过探索实施购买式造林、县局合作造林、扶贫攻坚造林专业

合作社造林合作社造林、、林林业资产性收益造林等多种造林模式，走出了一条农民增收、山川

增绿的创新发展增绿的创新发展之路，新造林近 28.04万亩，造林绿化率提升了近 10个百分点，有

效改善了生态脆效改善了生态脆弱的局面。全县形成了脱贫攻坚造林专业合作社 138 个，覆盖

1212 个乡镇个乡镇 121121 个个村 1677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带动 5155 余名贫困人口人均增收

40004000 余元余元，，三年来三年来全县造林总收益达 6 亿元，带动 1.2 万名贫困群众增收脱贫。

变农民为股民变农民为股民，，通过通过土地的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让“资源变资产、

资金变股金资金变股金、、农民变农民变股东”，使无劳动力农民享受产业分红确保收益，实现了资源

激活激活、、产业发展产业发展、、农农民增收、荒山增绿、集体经济“破零”的生态和经济多重效益。

大力发展沙棘大力发展沙棘经济林产业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岚县变为现实。岚

县林业局采取县林业局采取““公公司+合作社+村集体+农户”的模式，以退耕还林工程为依托，与

农户签订退耕地农户签订退耕地流转协议和资产收益造林合同，重点发展沙棘经济林。岚县建

立了全国首个沙立了全国首个沙棘产业院士专家工作站，全程跟踪技术指导，新建 40个沙棘繁育

全光雾化大棚全光雾化大棚，，年产沙棘良种 400万株，产值 1200万元。未来三年，岚县规划发

展沙棘产业展沙棘产业 5050 万亩，通过对沙棘根、茎、叶、花、果 5个方面综合开发，预计实现沙

棘产业收益 25 亿元，使 10万农民增收减贫，让绿水青山在岚县变成真正的金山

银山。王狮乡蛤蟆神村和界河口镇东口子村是岚县发展沙棘经济林的两颗璀璨

明珠。

蛤蟆神村成立的“别样红扶贫攻坚造林专业合作社”通过土地流转方式获得

2240 亩退耕还林地 20 年的经营权用于种植沙棘，给 413 户农户中的 171 户贫困

户带来了多重收益，其中收益最大的是“别样红合作社”的 51个贫困户社员。常

从柱一人流转了 19亩坡地给合作社种植沙棘，前 5年每亩可以从国家获得 1500
元的退耕还林补贴，每年还能从合作社获取 50元的保底收益。2017年，常从柱

参与沙棘造林获得劳务收入 3000 多元，之后他还可以在沙棘基地从事管护、剪

枝、整形、收果等工作，一年至少能挣 5000 元劳务费。5 年后，退耕还林补助结

束，沙棘也进入盛果期，按照目前的价格，每亩利润能达 5000元，每亩至少能分红

300元。“脱贫致富主要就指着它了。”常从柱笑逐颜开地说。沙棘产业也给蛤蟆

神村集体带来了活力，村集体在土地流转期内每亩每年能获得 10 元的公益金，

2017年，蛤蟆神村收入公益金 22540元，集体经济首次破零。

界河口镇的“林得财造林专业合作社”是岚县较早成立的造林合作社，2017
年春，该合作社承担完成 1500亩造林任务，参与造林的 38户 76名建档立卡贫困

村民劳务收入达 43万余元，人均增收 5000元。“林得财”让贫困户发财增收的消

息不胫而走，在群众中口耳相传，立即带来了蝴蝶效应，不到一年岚县成立了 102
家造林专业合作社，覆盖 1872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参与实施造林 9.87万亩，贫困

户人均增收 0.45万元。东口子村党支部书记郑二小算了一笔账，按沙棘果亩产

0.5吨计算，每亩沙棘能收入 4000元，“除了除草、剪枝等费用，每亩纯收入在 1000
至 1500元之间”。东口子村村委按 10元/亩的标准，每年向岚县晋森园绿化有限

公司提取收益作为公益公积金，一举实现了村级集体经济“破零”，让集体每年收

入 1.6万余元。

回首往事，两年前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吕梁时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我在从

北京来的飞机上往下看，看到吕梁山不少地方开始见绿了，生态效益显现。你们

提出在‘一个战场’上同时打赢脱贫攻坚和生态治理‘两个攻坚战’。要坚持下

去，不断取得实效。”两年来，岚县干部群众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吕梁时掷

地有声的嘱托，把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吕梁精神用在当代，咬定青山不放松，实

现了荒山增绿，群众增收，在“一个战场”上同时打赢两个攻坚战初战告捷。

临县：众志成城 凝聚攻坚深度贫困新坚深度贫困新合力力
□ 本报记者 刘子璇 通讯员 刘生锋 高翠峰

兴县：牢记使命 谱写老区脱贫攻坚新篇章
□ 本报记者 冯凯治 通讯员 杜凤英

岚县：改革创新 绘出荒山增绿群众增富新画卷
□ 实习记者 王卫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