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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阳县历史悠久，至今已有2200余年的发展历史，是山
西古老的县之一。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阳犹如一个朝气蓬
勃的少年，在党的领导下，以敢闯敢干的勇气和自我革新的
担当，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抚今追昔，挖掘峥嵘历史背后那些鲜为人知的往事，既
是对历史的回望，也告诫我们要珍惜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

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是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的关键之年。中阳县原是山西省拟定脱贫摘帽

的 3 个国定贫困县之一。交通条件落后，贫困

群众自身发展动力不足，再加上缺技术、因病、

因学、因残、缺资金、缺劳力等原因，脱贫攻坚任

务异常艰巨。自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县委、县

政府围绕“两不愁三保障”，探索形成了“增收、

减支、补短”三方面 24项措施，按照长、中、短结

合的思路，走出了一条具有中阳特色的康庄大

道。最终于 2018 年 8 月 8 日，经山西省人民政

府批准，退出贫困县，成为全省首批脱贫摘帽的

三个国定贫困县之一。

“如今的脱贫政策就是好，不然的话，像我

这样的贫困户想脱贫可就难啦！”家住在中阳县

武家庄镇枣坪村的刘宝廷提起自己的脱贫历

程，感慨万千。

枣坪村是贫困村，地处偏僻，交通不便，两山

夹一沟，典型的山高路远沟深。村民祖祖辈辈面

朝黄土背朝天，过着靠天吃饭的生活。全村贫

困户大多是深度贫困困户大多是深度贫困，，脱贫条件恶劣脱贫条件恶劣，，脱贫任务脱贫任务

非常艰巨非常艰巨。。刘宝廷曾经也是枣坪村贫困户中的刘宝廷曾经也是枣坪村贫困户中的

一员一员，，上有上有 9090多岁的祖母和年逾古稀的母亲多岁的祖母和年逾古稀的母亲，，下下

有两个读大学的孩子有两个读大学的孩子，，全家六口人的生计就靠他全家六口人的生计就靠他

打零工和种几亩山地艰难维持打零工和种几亩山地艰难维持。。20152015年年，，一直用一直用

来打零工的陈旧农用三轮车在一次事故中报废来打零工的陈旧农用三轮车在一次事故中报废

了了，，想买新的想买新的，，却囊中羞涩却囊中羞涩，，这让他的境况更是雪这让他的境况更是雪

上加霜。正在一筹莫展之际，县治超办帮扶干部

和村委领导闻讯给他送来了众人凑齐的 1万多元

购车款，并帮他联系到了打零工机会。

“咱赶上了好时代好政策好干部啊，如今光

靠新买的三轮打零工，就收入 4万多呢。我家两

个孩子在太原和运城读大学，‘雨露计划’给每个

孩子每年补助 2000元；地里的核桃树从耕地、施

肥到修剪等整体管护都是政府出资负责，虽然去

年核桃收购价格不高，但也卖了 6000多元；政府

还给了我们村特殊困难户每户 1000元；其他的比

如种地补贴、农保补贴等等，咱都享受了，年底一

算账，咱终于扔掉贫困的帽子，脱贫了。”刘宝廷

乐呵呵地给我们罗列了他家去年的收入详情。

脱贫致富奔小康

百年大计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为本；；千秋大业千秋大业，，教育为先教育为先。。党的十九大报告党的十九大报告

中指出中指出，，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必须把教必须把教

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加快教育现代化加快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今年今年 6969岁的刘兆宝回忆小时上学的情景岁的刘兆宝回忆小时上学的情景：“：“当时的教室简当时的教室简

陋破旧陋破旧，，阳光照不到屋内阳光照不到屋内。。课桌是用老木板垒起的一排排台课桌是用老木板垒起的一排排台

子子，，学生或坐或跪在木台子后边学生或坐或跪在木台子后边，，破旧裤子膝盖处常常磨出两破旧裤子膝盖处常常磨出两

个洞个洞。。由于教学条件差由于教学条件差，，学校老师不多学校老师不多，，往往往往‘‘身兼数职身兼数职’，’，这些这些

老师没有经过正规的师资培训老师没有经过正规的师资培训，，但责任心都很强但责任心都很强，，很多都是边很多都是边

学边教学边教、、边教边学边教边学。。上课时上课时，，老师手里的粉笔用到黄豆粒大小老师手里的粉笔用到黄豆粒大小

还舍不得丢掉还舍不得丢掉，，粉笔头在老师的手中化作汉字粉笔头在老师的手中化作汉字、、拼音拼音、、小数点小数点。。

学生们做功课学生们做功课，，写完作业本的正面用反面写完作业本的正面用反面。”。”

19771977 年年，，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冲击而中断了十年的中国高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冲击而中断了十年的中国高

考制度得以恢复考制度得以恢复，，中国重新迎来了尊重知识中国重新迎来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春天尊重人才的春天。。

今年今年3737岁的刘碧荣说岁的刘碧荣说，，自己是自己是19881988年上的小学年上的小学，，改革开放的春改革开放的春

风吹进新建的教学楼风吹进新建的教学楼，，书本散发着沁人心脾的油墨香书本散发着沁人心脾的油墨香，，于她而言于她而言，，上上

学成了一件最幸福的事学成了一件最幸福的事。。那时那时，，一个教室有一个教室有4040多个学生多个学生，，两人一张两人一张

桌子桌子。。学校没有铃声学校没有铃声，，上课下课都由门卫爷爷敲树上挂着的铁块上课下课都由门卫爷爷敲树上挂着的铁块。。

可就这样可就这样，，自己依然发奋图强自己依然发奋图强，，成为一名中阳一中高中政治老师成为一名中阳一中高中政治老师。。

谈及现在的教学环境谈及现在的教学环境，，刘碧荣感慨刘碧荣感慨，，与以前相比与以前相比，，如今的校如今的校

园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变园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变。。学校有了新的教学楼和运动场学校有了新的教学楼和运动场，，配备配备

了新的体育器材了新的体育器材，，增设了计算机室增设了计算机室、、音乐室音乐室、、舞蹈室舞蹈室、、实验室实验室，，添添

置了电脑置了电脑、、投影仪等多媒体设备投影仪等多媒体设备。。粉刷一新的教学楼粉刷一新的教学楼、、四季常四季常

青的绿化带青的绿化带、、干净平整的塑胶跑道带来全新的气息干净平整的塑胶跑道带来全新的气息。。

除了校园环境的变化除了校园环境的变化，，上课模式也发生了巨大变革上课模式也发生了巨大变革。。学校学校

采用大屏教学采用大屏教学，，给予孩子们实时激励给予孩子们实时激励，，用数据可视化的方式关用数据可视化的方式关

心每一位学生的发展诉求心每一位学生的发展诉求。。网络的普及也为学生打开了了解网络的普及也为学生打开了了解

世界的窗口世界的窗口，，舞蹈舞蹈、、音乐音乐、、美术美术、、体育等成为孩子们课余的兴趣体育等成为孩子们课余的兴趣

爱好爱好，，学生素质得以全面提升学生素质得以全面提升。。

““青春之觉醒青春之觉醒，，当由我辈共担历史之重任当由我辈共担历史之重任，，不驰于空想不驰于空想，，不不

骛于虚声骛于虚声，，挥洒赤忱的热血挥洒赤忱的热血，，传承千秋不灭薪火传承千秋不灭薪火。。如今如今，，社会对社会对

教师的素质要求更高教师的素质要求更高，，在今后的教育教学工作中在今后的教育教学工作中，，我将更严格我将更严格

要求自己要求自己，，努力工作努力工作，，发扬优点发扬优点，，改正缺点改正缺点，，开拓前进开拓前进，，为构建美为构建美

好的祖国奉献自己的力量好的祖国奉献自己的力量。”。”刘碧荣说刘碧荣说。。

时间的年轮时间的年轮，，刻印下奋斗者的足迹刻印下奋斗者的足迹。。20192019 年是新中国成年是新中国成

立立 7070周年周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之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之年，，是中阳县在是中阳县在

““两转两转””基础上拓展新局面的攻坚之年基础上拓展新局面的攻坚之年。。回望回望 7070 年不平凡历年不平凡历

程程，，一代代人以激情燃烧的接力长征一代代人以激情燃烧的接力长征，，上下求索上下求索，，奋斗拼搏奋斗拼搏，，谱谱

写了一篇篇奋进之歌写了一篇篇奋进之歌。。

文明建设展新风

中钢鸟瞰中钢鸟瞰

中阳下枣林乡神圪中阳下枣林乡神圪圪圪达达村村

中阳车鸣峪木耳基地中阳车鸣峪木耳基地

中阳县城中阳县城

“富口袋，更要富脑袋”，中

阳县在打脱贫攻坚战的过程中，

重视物质文明的发展，也重视精

神文明的建设。新时代，文化为

乡村振兴提供精神支柱和文化

滋养，文化“软实力”成为乡村振

兴的“硬支撑”。

金罗镇水峪村村民曹东娥

坐在文化广场上，一边享受着阳

光洒在身上的舒爽，一边看着秧

歌听着曲儿，思绪穿过时空，细

细数着村庄里的过往。

70年前，满是石头和小坑的

土路、布满裂纹的泥土墙、破旧

不堪的木门窗、摇摇欲坠的土坯

房，如今，硬化路、文化墙、砖瓦房；70年前，炊烟、草堆、木板车，

如今，阳光、路灯、小轿车；70年前，面朝黄土背朝天，如今种地、

打工、经商春风得意……

记忆中的小村落，对比现实中的大村庄，村民曹东娥脸上

的笑容愈发灿烂，嘴里不停地说:“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周年，

村中的变化咱们老百姓可是看在眼里，美在心里呢！以前村里

到处是垃圾，道路颠簸、河道污染、异味严重,而今,村里组织村

民广泛参与环境整治行动,卫生好了、道路畅了、河道清了,真是

旧貌换新颜,百姓们的日子，如同扭动着的秧歌，红红火火、蒸蒸

日上。”

“别看我们住在农村，是地地道道的农村人，但现在的村子

比当初的城里还要好，该有的都有，各种娱乐设施、基础建设不

比他们城里差。而且在党的好政策的帮助下，我们现在手头越

来越宽裕，体现在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日子好了，天天都像过

年。只有感受了当初的贫苦，经历了村庄的变迁，才会发现现

在的美丽乡村究竟有多美。”说起现在红火的日子，曹东娥说得

停不下来。如今，一排排农家小院，映衬于干净整洁的环境之

中，农家院外墙上绘制的一幅幅栩栩如生、图文并茂的宣传画，

把以前单一的墙面打扮得韵味盎然。走在村里，经常可以看到

村民们在文化墙边驻足观看，议论着画上的内容。村民们感叹

道：“以前的空墙面上都是乱七八糟的小广告，大家前脚撕后脚

又来贴，很让人反感。如今这么好看的文化墙，上面的政策内

容一目了然，这就是大家的小课堂，既美观又可以随时为我们

学习充电，真是一举多得。”

据了解，近年来，中阳县高度重视农村文明建设，把村中各

家各户的墙壁进行重新粉刷，绘制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

活的文化墙。文化墙上的宣传画围绕十九大精神、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传统美德、道德准则等主题，牢牢地定格在农户崭新

的房屋墙体上，成为了中阳县乡村建设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美丽乡村新气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