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爱国情 奋斗者

“此图名为日月图，塞外地形纸上录。那是

山那是水那是通路，一处一处都清楚......”走进梁

家庄乡索家坡村北道沟，还没来得及欣赏山清水

秀、草茂地肥的自然美景，我们就被一阵阵字正

腔圆、清脆悦耳的晋剧唱段给吸引了过去。走近

一看，歌者头戴草帽、脚穿雨靴、手拿羊铲、身上

还背着自制小布包、衣着干净整洁，不远处一群

膘肥体壮、毛色发亮的牛儿挂着铃铛，悠然自得

地吃着山坡上的草。村干部忙不迭地向我们介

绍道，这位就是梁家庄乡索家坡村远近闻名的养

牛大王索维拴。

老索个头中等，身材精瘦，面庞黝黑，一道道

皱纹写满了无情的岁月以及艰辛的生活在这个

中年人身上留下的痕迹，然而十足的精气神却无

不彰显着他对劳动、对生活的热爱。认真交谈

后，方知老索养牛背后的艰辛，对老索的认识更

加全面、深刻了，一个头脑灵活、爱牛如子、艰苦

奋斗、勤俭持家、热爱学习、热爱生活、让人敬畏

的农民形象跃然眼前。

老索今年 53岁。幼时，因家中兄弟多，生活

过得很是贫寒。贫穷打碎了老索的求学梦，让他

饱尝生活的苦楚，也让他过早的成长成熟。13
岁勉强上完初中后，他便忍痛辍学，开始了外出

闯荡的生涯，并暗下决心立志要闯出条路子，活

成个样子！曾放过牛、砍过柴，曾去过太原当过

小工，也曾在戏班唱过戏。老索育有三女一子，

四处闯荡的他尝遍了没文化的苦，所以他立下狠

志就算砸锅卖铁也要让子女上学，圆了自己未圆

的大学梦！一个普通农民抚养四个孩子的艰辛

可想而知，更何况，老索的四个孩子年龄不相上

下，都要求学，都要接受高等教育，二女儿还上了

研究生，老索的生活更是可以想象到的不容易！

自打记事起，为了耕种方便，老索家里一直

都养着 1头耕种的牛。养牛、放牛的经历对老索

来说恍如昨日，仍历历在目、记忆犹新。对于牛，

老索的感情很是深厚！根据老索的情况，乡、村

干部为他量身定制了发展养殖产业实现脱贫致

富的精准脱贫办法。发展养牛产业技术要求高，

老索先后多次去文水学习考察，

也几乎走访遍全县所有养牛大户

交流探讨过养殖经验。发展养牛

产业是一项资本密集型的产业，

由于没有太多资金，老索以牛生

牛、滚雪球的方式慢慢发展，存栏

的牛从一头增长到了两头、三头、四头......手头稍

显活泛的时候，老索开始购买小牛犊调优品种，

如今，老索存栏 25头牛，有西门达尔、夏利来、利

木赞等多种优质品种。每年都能出栏 10 余头

牛，年收入达十万余元，老索一家顺利实现了脱

贫，日子也越过越红火。

走进老索家里，坐北朝南一排五间四合小

院，院内种着瓜果蔬菜，纯白的瓷砖贴满了外墙

也铺满了屋，去年给儿子娶媳妇时留下的喜悦还

弥漫在每间屋里，屋里屋外干干净净、齐齐整整。

都能看到老索的幸福与满足，可谁又曾知道

老索背后的艰辛？按老索自己的话来说：“养牛

是个受苦营生！”牛每天都得出坡，但凡有一日不

出坡，牛的毛色就不亮了、膘也掉了，再要养回来

就没那么容易了。老索每天 5点赶着牛群出坡，

晚上 8 点赶着牛群进圈，风雨不改、雷打不动！

啃馒头、喝凉水，餐风沐雨.....因常年野外劳作，

老索患上了皮肤病。牛儿却吃着坡上的草、喝着

山里的水，越养越壮！牛看着粗粗笨笨的，养起

来却需要抚养婴儿般的耐心和精细，稍不注意，

就可能得各种病。为了防患于未然，老索就自己

钻研养牛技术及牛病防疫知识。遇到母牛生产

的时候，老索付出的辛苦更是别提了！与牛同住

圈里，衣不解带、夜不能寐，每隔 2小时观察一次

牛的状况直至生产。遇到冬天，老索还要耐心地

用电吹风为刚出生的小

牛 犊 吹 干 每 一 寸 毛 皮 。

要养好牛，牛圈是必不可

少，甚至是十分重要的。

老索修盖了 2处牛圈。一

处依山傍水，一处是一溜

五间水泥平房，采光、通

风性能都比较好。老索

还是个肯钻研、爱动脑的

人，他在养牛的同时，总

结出了一套科学实用的

《养殖经验与教训》。翻

开密密麻麻的笔记本，无

不能体会到他养牛背后

所付出的辛苦和汗水。

一 分 耕 耘 换 来 一 分

收获！老索通过养牛摆

脱了贫困，走向了富裕的道路，也成为了远近闻

名的养牛大王。由于经验丰富、古道热肠、处事

公正，乡里很多养牛户都乐意和他探讨交流，什

么时候买牛、该不该卖牛、如何防疫牛病他都不

吝说出自己的想法。村里贫困户杨乃旺甚至成

为了老索的“小跟班”，凡是与牛相关的事无不

听从老索“指挥”。

“现在真是赶上好时代了，在党和政府的关

心支持和帮助下，我的养牛产业越做越大。孩

子们也都成人成才，日子越过越有劲儿！下一

步，我还要扩大养殖规模咧！”老索说得手舞足

蹈，兴奋地憧憬着未来。

养牛大王索维拴：把日子过得“牛气冲天”
□ 牛艳茹

索维拴一边放牛一边学习索维拴一边放牛一边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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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本报讯“以前想都不敢想孩子们上学还给

钱，这要感谢党和政府的好政策……”近日，在岚

城镇马家庄村邸云生家中，面对笔者就教育扶贫

的提问，老邸高兴地说道。像老邸家孩子上学得

到教育资助的家庭，全县还有许多，他们都是建

档立卡贫困户，过去因家庭收入困难，对孩子接

受教育不抱太多希望。自全县教育扶贫开展以

来，随着各项教育资助政策的落实，这些贫困家

庭被重新点亮了教育“心灯”。

近年来，岚县把教育扶贫工作作为全县脱贫

攻坚的基石工程，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教育扶贫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精准扶贫，不

落一人”的总要求，将教育扶贫与扶智扶志相结

合，全面落实国家教育各项资助政策，不仅圆了

贫困学子的求学梦，也将惠民政策实实在在地送

到贫困家庭的心坎上。

扶贫先扶智，为了让每一个贫困学子都享受

到平等的教育资源。该县结合全县贫困村、贫困

家庭实际，把“扶贫先扶智”作为脱贫的主要抓手，

制定出台《岚县教育科技局关于教育扶贫规范化

管理的实施办法》，并针对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

中教育、职业教育的受助学生逐一进行登记造册，

建立学生就学监控网络和详细标准化的学生成长

档案库，进一步规范学生资助流程管理体系，确保

政策享受不落一校、不落一户、不落一人。同时，

还通过改善贫困村办学条件，加大对贫困村教师

配备、扶持和管理力度，确保所有建档立卡贫困学

子都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2018年以来，对标

提升了普明镇小万村幼儿园、岚城镇南关村幼儿

园、王狮乡阳坡坪村等一批学校办学条件。

教育扶贫最佳的方式便是育人与帮扶相结

合。该县通过开展师生结对“育才行动”，即由一

名或多名教师在学业和生活上结对帮扶贫困学

生；开展“土豆宴”、电子商务、酒店管理、面点和

美容等职业技能培训，对贫困学生进行全方位培

训，培养他们树立自尊自信自强的思想观念，引

导他们切实摒弃“等靠要”的消极思想，鼓励贫困

学生考大学、学技术，不断提升贫困群众的综合素质，增强贫困

群众自主脱贫的“造血功能”。“有了这一身技能，就再也不愁找

不到好工作了……”在职业中学培训基地，正在参加培训的贫

困学子李毛毛高兴地说道。

据了解，自开展教育扶贫以来，该县严格落实教育资金发

放，2017年资助学生 33120人次，资金 2006.335万元；2018年资

助学生 69674人次，资金 1976.0971万元；2019年春季资助学生

34923人次，资金 1068.4021万元。 （杜丽君 李娟）

本报讯 近日，岚县对全

县县直机关单位一把手、乡镇

党委书记、乡镇长、组织员、农

村“两委”主干等 410 余人，分

四个考点一批次进行了党章

党规知识测试。考场上大家

仔细思考，认真答题，纪律严

明，秩序井然。

本次测试由县委组织部

统一命题，采取闭卷方式，试

题内容涵盖党章党规以及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等。此次测试旨在为

纪 念 中 国 共 产 党 成 立 98 周

年，以考促学、以考代训，进

一步深化科级干部、农村“两

委”主干对党章党规的理解，

进一步增强行动自觉和思想

自觉。

（程美芳）

岚县：脱贫攻坚驻村帮扶干部集中“充电”
本报讯 近日，岚县对脱

贫攻坚驻村帮扶干部进行了专

题培训。各驻村工作队队长、

农村第一书记、行政村支部书

记共计 500余人参加了培训。

培训会上，省委党校刘兆

征教授，省经济管理学院李艳

红、王宏明教授和市脱贫攻坚

领导小组第四督查组韦世平

等众多经验丰富的专家教授

和专业人员分别就《聚焦解决

“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

《脱贫攻坚成效考核》《新时期

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和问题解

答》《贫困人口动态管理常态

化》《全省脱贫攻坚的形式与

任务》《脱贫攻坚巩固提升工

作中如何做好帮扶工作》等内

容 作 了 全 面 细 致 的 专 题 授

课。此外，参训学员还结合学

习情况和工作实际，重点围绕

如何做好脱贫攻坚巩固提升

工作进行了分组讨论。持续

两天精彩纷呈的专题培训，内

容丰富、主题突出、针对性强，

使大家受益匪浅，受到了参训

各 基 层 党 员 干 部 的 一 致 好

评。 （孙涛）

正值仲夏时节，笔者来到岚县陈家庄

村，田野里齐刷刷的草玉米长势喜人。正在

锄草的王晋生向笔者讲述了他家过去一年

的收益：“去年，除了种地收入和秸秆收入

外，夫妻俩还在岚县祥泰草畜开发有限公司

饲草加工基地打工 5 个月挣 2 万多元，儿子

在饲草加工基地开铲车收入 15600元，收入

比以前翻了倍，过上了好日子。”老王的好日

子得益于陈家庄村利用秸秆发展生态循环

农业的新做法。

近年来，岚县陈家庄村紧紧抓住省市提

出的粮改饲战略，瞄准粮改饲新机遇，积极响

应供给侧改革，坚持技术导向和市场导向，以

“抓好一个项目，带动一个产业，富裕一方群

众”为目标，陈家庄村选准了岚县祥泰草畜开

发有限公司，并与其对接合作，于 2018年创

建了岚县祥泰草畜开发有限公司饲草加工基

地，通过“公司＋村集体+农户”的经营模式，

发展饲草种植并收购加工饲草，带动建档立

卡贫困户 200户 450人,有效解决了秸秆焚烧

问题，还使秸秆变废为宝，趟出了一条秸秆综

合利用生态环保，增值生效的发展路子。

顺着陈家庄村水泥路，笔者随村干部来

到岚县祥泰草畜开发有限公司饲草加工基

地，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前来买秸秆“面

包”的大小车摆出了“长龙阵”，装好车的秸

秆“面包”等着过称。祥泰草畜开发有限公

司饲草基地负责人王文青介绍，“去年，在陈

家庄村订单回收草玉米 235亩，全县订单回

收 1800 多亩，收储玉米秸秆制作青贮饲草

将达到 8000余吨，加工黄贮饲草 3000多吨，

生产的饲草除了供应当地养殖育肥基地，还

销往方山、离石、静乐、陕西等地。”

土峪乡组宣员刘建林说：“过去秸秆总量

大、消化渠道窄、乱堆放隐患大、影响环境卫

生，秸秆利用一直是个难题。如今，秸秆利用

好，不仅给牛羊提供了“口粮”，有效缓解了秸

秆焚烧带来的污染环境问题，还给农户带来了

一定的经济效益，可谓一举三赢。”去年，岚县

祥泰草畜开发有限公司饲草加工基地充分发

挥公司带动作用，出动清除机 3台，对周边秸

秆进行了清除作业，大大舒缓了秸秆禁烧的压

力。同时，该基地利用现有的 3个青贮池，青

贮秸秆 1万余吨，消化周边 4000余亩玉米秸

秆，每吨秸秆按 200元计算，就能使当地农民

增收 200万元，以往让老百姓犯愁的一堆堆秸

秆，现在真正成了助农增收的“香饽饽”。

“种植草玉米省工省力，每亩比卖玉米

多收 100多元，还能腾出时间在饲草基地打

工赚钱，好日子开始喽。”正在装货的村民王

海云接过话茬说道。

土峪乡陈家庄村党支部书记王海龙告

诉笔者：“发展饲草加工，可以带动群众增收

4000元，村集体资产增加 12万元，饲草加工

基地在补足区域短板、有效破解区域草畜不

平衡发展矛盾、解决不平衡发展问题上已初

见成效。今年，全村草玉米种植户从去年的

40户发展到今年的 63户。”

如今，在陈家庄村，牛羊吃绿色秸秆食

品，产绿色有机肥，绿色有机肥“大补”板结的

土地，形成了绿色秸秆、绿色牛羊肉、绿色土

质、绿色循环的链条，不仅有效解决了秸秆焚

烧问题，而且还使秸秆变废为宝，实现了陈家

庄村村民的稳定脱贫和持续增收。相信，随

着生态农业的秸秆利用方式持续推进，必将

推动全县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促进乡村振兴。

近日，“岚县面塑”亮相第二届
平遥国际雕塑节，“年俗、婚庆、祭
祀、时代”四大系列 500余件造型
各异、色彩艳丽，富有岚县特色的
面塑作品精彩纷呈，现场演绎了一
场以多彩面塑为主体的地域民俗
文化盛宴，让观展的全国各地游客
大饱眼福。 李娟 摄

农田秸秆变身绿色产业的“香饽饽”
——岚县土峪乡陈家庄村 出秸秆利用新路子

□ 牛燕飞

——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弘扬吕梁精神弘扬吕梁精神 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

岚县开展党章党规知识测试以考促学

图为工人们正在粉碎秸秆图为工人们正在粉碎秸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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