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吕梁山区，是革命老区，也是全国集中连

片特困地区。一部《吕梁英雄传》，让全国人民

对这片红色的土地有了更加真切的了解。

革命战争年代，吕梁儿女用鲜血和生命

铸就了伟大的吕梁精神。如今，吕梁精神鼓舞

着这里的人民，与贫困决战，向着决胜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目标，续写新时代的传奇。

挪穷窝斩穷根“搬”来安居
乐业新生活

地处吕梁山区深处的山西省岢岚县，山

大沟深、坡陡地瘠。

“以前我住的是土房子，冬天四面透风，

下雨时四处漏雨。吃水得到很远的地方去

挑，做梦也没想到这辈子还能住进楼房。”在

岢岚县广惠园移民新区的新房内，62岁的贫

困户曹六仁说。

曹六仁过去住在赵家洼村一条狭长的

山沟里，生存条件极差，村民们概括有“三难

三不通”：三难是上学难、看病难、娶亲难，三

不通则是不通电话、不通动力电、不通网络。

2017年 9月 22日，包括曹六仁在内的赵

家洼村最后留守的 6 户村民“拎包入住”位

于县城的移民新区。

在这个可以容纳 2万多人的小区里，学

校、幼儿园、医院、休闲小广场一应俱全。“房

子大了舒服了，水龙头一拧开就有哗哗的自

来水，盼了大半辈子，我们的好日子终于来

了！”曹六仁兴奋地拉着记者参观他的新家。

“我家在村里的地都流转出去了，每年

有 1300 元的租金。我最开心的是在县城里

找到了一份新工作，每个月 2800多元，比过

去一年种地赚得都多！”曹六仁说。

整村搬出穷山沟，户户过上新生活。易

地扶贫搬迁通过变换生存空间，改变生产生

活条件，让群众有了获得感和幸福感。

在广惠园移民新区向东约 15公里的宋

家沟移民新村，有一座名为“温俭居”的农家

小院。小院主人、64岁的贫困户沈姚付过去

住在岢岚县口子村，吃水要赶着毛驴去河里

拉，一家人挤在不足 40平方米的土窑洞里，

过着靠天吃饭的日子。

2017年 5月，沈姚付和老伴刘林桃从口

子村搬到了宋家沟。告别了土窑洞，住进了

独门独院的新四合院，过起了他们原来“想

也不敢想”的生活。

住进了宽敞明亮的新房子，看病、坐车都

比以前方便了。沈姚付和老伴刘林桃开始寻

思：搬出了穷窝窝，怎么干才能走上致富路？

美好生活，需要贫困群众用辛勤劳动来

创造。看着村里来来往往的人群，沈姚付琢

磨：摆摊卖凉粉，山药蛋一斤才几毛钱，做成

粉坨子，一碗凉粉就卖 5 元钱。搬进新家不

到 1个月，沈姚付的凉粉摊就开张了。

沈姚付说，以前住在旧村，除了种地，

真想不出还能干啥。如今，自己办了农家

乐、摆摊卖凉粉，一年收入有 3万多元。

荒山披绿人增收 闯出“绿
富同兴”新路径

多年以来，干旱少雨、多山少绿、沟壑纵

横、土壤贫瘠，是吕梁山的严峻现实。“刨个

坡坡儿、吃个窝窝儿”，是吕梁农民祖祖辈辈

的生活写照。

“为了生活，山上能用的地大伙儿都用

了，种上玉米、谷子，眼巴巴地等下雨，可一

年下来，一亩地只能收 200元钱。”山西省大

宁县曲峨镇白村的贫困户冯还堂说。

大宁县位于吕梁山南端，是山西省10个深

度贫困县之一,生态脆弱是经济发展的桎梏。

如何破解深度贫困、打赢脱贫攻坚战？

按照“五个一批”脱贫措施要求，大宁县抓住

国家生态建设的利好政策，开创了生态治理

与脱贫攻坚有机结合的“生态扶贫”之路

——实施购买式造林，通过兴林增绿让群众

增收脱贫。

什么是购买式造林？简单说就是由政府

制订规划、标准，造林合作社承包林地种树，验

收合格后政府以购买社会化服务方式回购。

大宁县规定，购买式造林的承接主体，

必须是建档立卡贫困户占 80%左右的脱贫

攻坚造林专业合作社。

坐在山头眺望远处的黄河，68岁的冯还

堂常有时来运转的感觉，爬满皱纹的黝黑脸

膛上绽满笑意。

“以前为了生活，我下过煤窑，卖过豆

腐，常年在外奔波还是受穷。”冯还堂说。为

了供 6个孩子上学，他早年离开家乡到外地

打工。后来年纪大了，他不得不回到村里。一

家人种地那点收入，勉强能填饱肚子，日子

是越过越穷。2014年，经过精准识别等程序，

冯还堂一家被列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2017 年，白村成立造林合作社，鼓励冯

还堂参加。两个多月的辛勤劳作，冯还堂挣

了 4000多元。这让他感到很意外，干劲更足

了，之后每年都能挣近 2万元。

如今，荒山变绿林，大宁县恶劣的生态

环境得到改善，漫山遍野的生态经济林也成

为当地贫困户的“绿色银行”。

大宁县林业局局长冯晓明说，大宁县已

成立 37 家脱贫攻坚造林专业合作社，2019
年共种植 20 多万亩经济林和生态林，1578
名贫困人口人均年劳务收入超 1.5万元。

过去，吕梁山区年输入黄河泥沙占山西

省入黄泥沙的八成以上。青山带来了绿水，

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善，吕梁山区每年入黄泥

沙量至少减掉 700万吨。

仲夏时节，记者驱车穿行于吕梁山深

处，车窗外的绿色绵延不绝。从荒山秃岭到

一片林海茫茫，不断蔓延的绿色标注着吕梁

山生态环境的改善，也见证了更多像冯还堂

那样的吕梁农民摆脱贫困，走上小康之路的

历史足迹。

“志智双扶”练内功 啃下深
度贫困“硬骨头”

脱贫攻坚千难万难，最难的是贫困群众

精神疲沓。

吕梁山孕育了“艰苦奋斗、顾全大局、自

强不息、勇于创新”的“吕梁精神”。在新时期脱

贫攻坚的战场上，就得拿出当年吕梁人的那种

英雄气魄，杀出一条血路、干出一番天地。

靠着一股子闯劲，43岁贫困户许艳平只

用了两年时间，就从一名围着灶头、孩子、老

公转的“三转婆姨”转变为一个带动 100 多

名农村妇女就业的家政服务公司负责人。

许艳平生在山西省临县招贤镇一个偏

僻贫困的小山村里，家中姐妹六人，她排行

老五，家庭的窘境让她 11 岁便辍学回家开

始务农干家务。

为了生活，她卖过水果、做过保洁，打

过数不清的零工，还是入不敷出，后来为了

供两个孩子上学还欠下了不少外债。

然而，她的命运在 2016年发生了转机。

这一年，许艳平参加了吕梁市开展的“吕梁

山护工”培训。

一个月的理论学习和十天的实操训练

后，许艳平在太原一户人家当了月嫂，拿到第

一份工资的那一刻，她难掩内心的激动之情。

“我当时高兴坏了，以前做保洁，一个

月才 1500 元，现在一下挣了原来的两倍，

心里真是高兴得没法形容。”许艳平说。

很快，她从一名月工资 3000 元的普通

月 嫂 成 长 为 月 工 资 8000 多 元 的“ 金 牌 月

嫂”，月工资最高时过万元。

2018年5月，许艳平把自己做月嫂积攒下

来的 10余万元拿出来，成立了家政公司。公司

成立两年来，有 200多人在她的带动下从事月

嫂、育婴、家政等工作，走上了致富之路。

谈起今后的打算，许艳平自信满满，她

说：“下一步要带领更多的姐妹加入到家政服

务行业中来，帮助她们彻底摘掉贫穷的帽子。”

山西省扶贫办主任刘志杰说，精准扶贫

带来了观念的转变。近年来，吕梁山区越来越

多的农村妇女通过系统的家政技能培训，走

出大山，在北京、太原等地找到了工作，“吕梁

山护工”已成为扶志扶智的“金字招牌”。

仅在吕梁市，目前已有 2.1万多户贫困户

通过“吕梁山护工”劳务输出，实现增收脱贫。

今年 2 月底，包括大宁县、临县在内的

13个吕梁山集中连片特困片区县全部脱贫

摘帽，山西吕梁山特困区第一次摆脱了区域

性绝对贫困，吕梁儿女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交

出了一份精彩的脱贫答卷。

新华社太原6月18日电

吕 梁 新 传 奇
□ 新华社记者 柴海亮 王飞航

本报讯 （记者 刘小宇） 6
月 13 日，文水县举办“知青园里

觅初心、广阔农村竞风流”实训

班，组织机关事业单位到村任职

干部和各乡镇组织委员共计 50
人，赴陕西省延川县委党校（梁

家河培训学院）、延安革命圣地、

党建和产业发展先进的乡镇等

地开展实地学习培训。

学员们来到习近平总书记

度过 7 年知青岁月的梁家河，了

解人民领袖当年不畏艰苦、矢志

奋斗的宝贵经历，感受基层改革

创新的饱满干劲，感悟梁家河蕴

含的“大学问”，被总书记“一物

不知，深以为耻，便求知若渴”的

学习观深深震撼，并重温了入党

誓词。在革命圣地延安，学员参

观枣园革命旧址、杨家岭革命旧

址、延安革命纪念馆和王家坪革

命旧址，开展《延安时期水乳交

融的党群干群关系》《毛泽东与

毛岸英感天动地父子情》现场教

学，了解了党中央、毛泽东等老

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抗

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伟大胜利的

光辉历史，感悟了光照千秋的延

安精神，更加坚定了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的理想信念。

在 学 习 培 训 期 间 ，学 员 们

成立临时党支部，通过沉浸式

感悟学、体验式深入学、对标式

赶超学、互动式交流学，打通思

想关、价值关、责任关、能力关，

得 到 了 实 实 在 在 的 收 获 和 提

升。

回到文水后，实训班立即组

织召开实训交流会，分享此次梁

家河实训的感想感悟，进一步巩

固实训成果，提升了下派干部履

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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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实习记者 梁英
杰） 6月 17日，我市第二期农村

养老照护员培训班开班。

市民政局逐县推动农村养

老 服 务 工 作 落 实 ，集 中 三 年 时

间 ，逐 步 形 成 以 老 年 人 日 间 照

料中心、幸福小院为主体，护理

型中心敬老院和区域性敬老院

为 引 领 ，多 种 社 会 力 量 参 与 的

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利用光伏

扶贫收益资金，在中阳、石楼、

临县试点设立养老照护员公益

性 岗 位 ，其 中 石 楼 县 每 个 日 间

照 料 中 心 配 备 三 名 ，分 别 为 管

理员、保洁员、厨师，有效解决

农村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人员

短缺问题。

据了解，此次培训班的 75名

学 员 全 部 来 自 石 楼 县 ，将 按 照

“人人持证，技能社会”工作要

求，依托“吕梁山护工”品牌，接

受 为 期 十 天 的 培 训 ，充 分 发 挥

“光伏扶贫资金有效利用+公益

性岗位合理配置+吕梁山护工技

能提升 +农村养老服务质量提

高”的综合效应。

我市第二期农村养老照护员培训班开班

本报讯 （实习记者 刘丽
霞） 6月 18日，2020年全市普通

高校招生考试安全工作电视电话

会议召开，副市长任磊出席会议。

任磊指出，今年的高考是在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

贫攻坚大背景下的一次高考，是

在常态化疫情防控背景下的一次

高考，做好高考安全工作任务艰

巨。要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

深入研判风险隐患，周密采取针

对性工作措施，以非常时期的非

常之举，全力确保我市高考安全

有序进行。任磊强调，要精准落实

疫情防控措施，坚决守住疫情不

输入考点、考点不发生聚集性疫

情的底线，科学周密制定防疫工

作方案，严格人员健康监测，规范

设置考点考场，做好人员防护和

考点消毒，强化人员经费物资保

障，提高防范和应急处置能力；要

严格考试安全管理，牢固树立红

线意识，严把资格审查关，严把考

务人员选调关，严把考生入场关，

严把考场秩序关，严把技术防范

关，严把应急处置关，确保实现平

安高考；要认真落实考试安全主

体责任，强化综合治理，通力协

作，密切配合，强化执纪问责，建

立快速反应机制，严厉惩处各种

违纪违规行为，向全市人民交上

一份合格答卷。

任磊出席2020年全市普通高校
招生考试安全工作电视电话会议

本报讯 （实习记者 刘丽
霞） 6月 18日，2020年全省普通

高校招生考试安全工作电视电

话会议召开，副市长任磊在吕梁

分会场参加会议。

会 议 指 出 ，要 强 化 疫 情 防

控，树牢战疫意识，认真研判风

险隐患，坚持常态化疫情防控与

高考工作同部署、同安排，层层

传导压力，慎之又慎、细之又细

的做好考试各环节的疫情防控

工作；要迅速研究部署，制定周

密方案，做好应急处置工作，完

善支撑保障制度，提前谋划，加

强应急演练，做到有备无患；要

强化安全管理，严格加强对抽调

考务人员的管理，认真开展省、

市、县、考点考务人员的四级培

训，严肃考风考纪，强化法治警

示教育，切实增强监考教师和考

务人员的政治意识、担当意识；

要强化执纪问责，开展群众监

督，及时发现问题，第一时间进

行上报，对舞弊人员立案查处；

要强化舆论宣传工作，坚持正确

的舆论导向，运用主流媒体和新

媒体，及时准确全面的解读招生

政策，建立健全舆情监控机制，

高标准、严要求做好各项工作，

向全省人民交一份满意答卷。

任磊在吕梁分会场参加2020年全省普通
高校招生考试安全工作电视电话会议

文水县组织到村任职干部赴陕北实地培训

本报讯 6 月 15 日—19 日，

吕梁市管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读书班（第五期）在太行干部学

院进行延伸培训。

吕梁市管干部学习贯彻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读书班（第五期）从 6月 1日到 7月

1日在中共吕梁市委党校举办，一

共有 49名学员。到太行干部学院

延伸培训是其中一个环节。

延伸培训采用现场教学、访

谈教学、专题讲座、激情教学、学

员交流等方法，对学员进行了八

路军的忠诚与担当、学习八路军

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革命精神、

与时俱进大力弘扬太行建设、烽

火战歌忆太行等内容的培训。

无论是教室还是现场，无论

是白天还是黑夜，无论是雨天还

是晴天，学员们都认真学习。大家

专心听讲、仔细笔记、踊跃讨论，

学习氛围浓厚，学习效果明显。

通过形式新颖、质量优良的

教学，学员们普遍接受了一次深

入灵魂的教育，大家或为英雄的

事迹热泪盈眶，或为崭新思想醍

醐灌顶，表示要把太行精神带回

吕梁去，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

托，乘势而上，书写吕梁践行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

（本报记者）

吕梁市管干部第五期读书班
在太行干部学院延伸培训

（上接 1版） 要求过高的合理部分解决到

位；认识有误的教育疏导到位；有违法

行为的依法处理到位；生活困难的司法

救助到位；存在过错和瑕疵的纠正弥补

到位。

“我们还组建了由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及律师等组成的信访听证专家库，任何一方

对评查结果有异议均可提出听证申请，由听

证会给出第三方意见。”王瀚东说，案件交办

后，还会运用政法委的执法监督方式交办，

综治手段督办。

矛盾隐患发现在早处置在小

“三零”单位创建，重点是农村。

“矛盾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就发不了

案，形不成信访。”吕梁市离石区信义镇归化

村党支部书记王治平告诉记者，实现矛盾隐

患早发现就得依靠网格员。

去年夏天，村民李老虎养的十几头牛半

夜滚了村民辛其栓家的玉米地。辛其栓找

李老虎理论，结果不欢而散。网格员发现

后，立即报告了王治平。

王治平实地勘察后，认定被毁坏的玉

米达到两亩。按照亩产一千斤、每斤 0.9
元算，李老虎需赔付辛其栓 1800 元。李

老虎嫌太多，一直不给。王治平前后多次

调解。

今年 4 月，考虑邻里之间今后还要相

处，辛其栓决定只要 1000 元。李老虎当场

掏钱。双方握手言和。

“如果不是发现早、调解早，依两人的脾

气，早就打起来了。小矛盾就会成为治安案

件。”王治平说。

王治平告诉记者，村里矛盾纠纷，除了

村民之间还有村民与村干部之间。消除这

类隐患，就要做到党务、村务、财务定期、定

事公开；严格执行“四议两公开”工作法，让

群众的事情群众办，群众的事情群众说了

算。同时还要做好服务工作，常沟通才能常

泄压。

网格员李海兵最近压力有点儿大：区里

试点“全科网格员”，要求网格员今后在工作

中不仅能发现矛盾隐患、化解矛盾，还要在

服务群众方面实现“全岗通、全响应”。

“很多办事儿流程还不太熟，这不抽时

间就得学，不然人家问咱，咱不知道，多丢人

啊！”李海兵抖抖手里厚厚的一沓资料向记

者展示道。

（上接1版）原本就有不少硬仗要打，收官之

年又遭遇疫情影响，各项工作难度更大、任

务更重、要求更高。

在岚县普明镇的扶贫车间，移民搬迁脱

贫户胡安秀戴着口罩往来穿梭、浑身是劲，

“干起来，兜里才有真金白银。干起来，日子

才能越过越红火！”为了实现“稳得住、逐步

能致富”目标，突出全面落实产业、充分保障

就业、旧村拆除复垦、新区服务配套“四个重

点”，实施复产复工、组建新建、务工就业、招

商吸纳、拆除复垦、服务配套“六个一批”行

动。目前，全市已建成 54个扶贫车间和 31个

产业园区，493个迁出村已成立合作社或农

业托管组织；全市落实产业就业保障 2.19万

户，产业就业保障率 84%。

无独有偶。3 月 5 日，孝义的吕梁山护

工郭大姐坐上了市里的专车大巴，踏上了

前往青岛返岗复工的路。“以前是‘熬日子

’，现在是‘奔日子’。虽然已经脱贫了，还得

朝着富裕生活努力啊。”郭大姐眉梢间都透

露着信心。

好日子离不开好政策。这些年，我市认

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就业扶贫要解决

劳务组织化程度低的问题”的重要指示，坚

持“政府支持、专业培训、持证上岗、跟踪服

务”的推进机制，市场化择优建立了 11个培

训基地，建立覆盖京津冀和长三角地区的就

业服务网络，不断提升培训质量，全力打造

“诚信、勤劳、专业的”吕梁山护工劳务品牌。

目前，累计培训 28 期 5 万余人，就业人数达

到 2.6万人，其中贫困人口超过 1万人，就业

辐射全国 8省 20多个城市。

今年受疫情影响，农产品销售市场疲

软，出现滞销。我市结合实际，拓宽销售渠

道，在前四届吕梁市名特优功能食品展销

会基础上，将直播带货作为重要展示方式

之一，邀各县 (市、区 )长走进直播间，推动消

费扶贫，帮助群众增收。在直播带货节期

间，累计销售 20 余万笔、2000 多万元，签订

合同近千万元。随后，我市建立了直播销售

的长效机制，取得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双丰收。

掘 井 九 仞 未 及 泉 ，犹 为 弃 井 ；胜 利 在

望未全功，仍需努力。向往美好生活的吕

梁 人 民 ，一 定 会 以“ 长 风 破 浪 会 有 时 ，直

挂 云 帆 济 沧 海 ”的 信 心 ，以“ 千 淘 万 漉 虽

辛 苦 ，吹 尽 狂 沙 始 到 金 ”的 恒 心 ，攻 克 一

个 又 一 个“ 困 中 之 困 ”“ 艰 中 之 艰 ”，书 写

吕梁践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

章。

为了庄严的承诺

创建“三零”单位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

临县安业

乡前青塘村加

工的粽子味道

香、口感好，加

工粽子的村民

从 2018 年 的

13户增加到今

年的 60 户，销

售收入从 2018

年的1000万元

增加到今年的

3000 万 元 ，一

年 一 个 新 台

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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