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年前我退休了，退休前曾是中阳
县水利局办公室的一名档案管理人员。
多年来我一直穿行在文书、技术档案的
纸山丛中，在收集、分类、整理、归档、管
理、利用等环节上做过不少工作，因而对
档案这项“记录历史、传承文明、服务社
会、造福人民”的事业有着特殊的感情。

档案工作是机关职能的重要一环，
它肩负着非凡的使命，每一次重大变
革、细小变化，都有着详细的记载，装订
成册的档案就像一段一段的故事，里边
包裹着领导的决策和智慧，工程技术人
员的实地测量、伏案计算的劳动成果，
管理员默默整理的辛苦劳作，从一页页
的文字到一组组的数据，从一张张的表
格到一片片的图像，从一本本的案卷到
一卷卷图纸，档案管理人员是想当然的
见证人。

纵观我们县水利的历史变革，在我
从事的档案管理阶段中，经历过几次重
大的水利水保变革。一是拍卖四荒，通
过承包、租赁、股份合作等方式取得“四
荒”即荒山荒沟荒滩荒坡的资源使用
权；二是河流坝滩改造橡胶坝；三是水
利普查等等，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一摞
一摞的档案材料给我留下记忆的，最为

深刻的是 2013年的水利普查。
水利普查是我国水利事业发展史

上空前的、利国利民的、惠及子孙后代
的德政工程，对待这项工程我们就像盘
点这些年所做的、所有的和以后所要利
用的家底一样，从组织到宣传，从动员
到培训，从经费到设备，从人员到技术，
从专业到行业，从线路到对象，从方法
到操作，在每一个环节上都做了详细的
安排和部署，普查员遍布全县各行各
业，有个体、有企业、有单位、有村委，我
们做板报、写标语、发宣传画、印传单、
上电视，利用一切可以宣传的途径，同
时还收集了农业、统计、人口、国土、气
象、林业、环保等资料，划分了地理区
域，制定了普查细则，这一切的一切，从
采集到填表、从整理到装订、从审查到
报送，一页页文字、一张张表格、一组组
数据，都体现了普查员的劳动成果，村
里的每条渠，地里的每口井，川里流淌

不息的那条河，都在我们心里绕了一遍
又一遍，饮水房、蓄水池、灌溉渠、机电
井、矿泉井、地表水、地下水，居民生活
用水，企业生产用水，农业灌溉用水、生
态用水、自然用水都是普查的对象，那
密密麻麻的数字，就像是一座座宝藏，
要采掘、要挑选、要冶炼、要珍藏，在这
里没有歌声没有图画，有的只是艰辛和
汗水。我们在普查的同时，也领略了一
处处水利工程不是风景胜似风景的画
面，既为清水贵如油而感慨，也为黄河
之水天上来的壮观场面而陶醉。

水利档案是历史征程的备忘录，也
是水利进步的见证者，档案就像是历史
的记忆，以书面的形式代代相传，让我们
了解曾经的故事与智慧，如今纵观中国

上下，因为改革创新，已经发生了惊天动
地的变化，而档案恰恰是它的见证者。

历史不可能再现，而“室内藏日月，
架阁万卷文，室有黄金宝，卷含墨玉珍”
是档案价值的最好体现。

说起来水利档案在档案行业里只
算系列一角比较单纯，不可能像档案陈
列馆里那样系列多样、规范有序、分门
别类，可多年的档案管理工作也让我经
历了档案柜从木柜到铁柜再到排列柜
的进步，系列索引也从单纯的文书、科
技、专业到图片、影像的逐步扩展，记录
也有了类别到数字化的过度等等。

正如一位专家所言：“档案中有他
人的智慧，用起来可以照亮自己；档案
中有自己心血，传下去可以滋养他人”。

让档案里的智慧照亮自己滋养他人
□ 党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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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年来，柳林县按照“县委

领导、政府主导、部门协作、社会参与”相

结合的思路，通过兜牢夯实养老体系，调

优提质敬老服务，从“规划引领、功能提

质、服务优化、市场运作”四个方面协同

发力，狠抓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努

力让全县老年人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

和安全感。

坚持规划引领，在体系建设上下功

夫。柳林县辖 15个乡镇，197个行政村，

总人口 34.6 万人，其中 60 岁以上老人

4.4万人。家家有老人，人人会变老。近

年来，柳林县委、县政府将做好养老服

务工作作为兜牢夯实基本民生、全面发

展社会事业的重要抓手，把养老事业列

入全县“十三五”总体规划和医疗卫生

服务体系规划（2016—2020年），将养老

工作纳入每年政府工作报告民生实事

范围。先后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健全完

善特困人救助供养制度的实施意见》

《柳林县日间照料中心管理办法》等一

系列政策意见，明确了全县养老服务体

系建设的发展布局、目标任务和保障措

施，为推动养老服务事业长足发展提供

了政策保障。目前，全县共有 4 所区域

性中心敬老院，79 个农村日间照料中

心，1 所养老服务中心，1 所民办养老机

构，养老机构总床位数 1000余张。2019
年，柳林县敬老院 5 名养老护理员代表

吕 梁 市 参 加 了 2019 年 中 国 技 能 大 赛

——山西省民政行业养老护理员职业

技能大赛，5名队员全部获奖，并荣获优

秀组织奖；柳林县荣获全省民政系统

“2019年度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聚焦功能完善，在提质增效上做文

章。养老机构能否满足老年人需求，保

障功能是前提。为此，柳林县以养老服

务质量提升工程专项行动为抓手，统筹

资源调配，加大财力投入，全面打造功

能完备的养老机构。全方位支持特困

供养机构“强化功能”。投入 600 余万

元，对 4所敬老院照护型床位、消防安全

等 7方面进行了改造提升；投入 1200余

万元，新建了拥有 84张床位的柳林县石

西养老服务中心。同时，逐年提高了各

项社会保障标准，今年集中供养标准提

高到 9900 元，继续保持全市最高水平，

大大增强了入住老人的获得感。合理

化 引 导 农 村 日 间 照 料 中 心“ 调 优 功

能”。将运行经费纳入县财政预算，明

确对提供用餐和娱乐的按照不低于 3万

元标准给予补贴，对只提供娱乐的按不

低于 1 万元标准给予补贴。同时，采用

财政补贴一部分、村集体经济资助一部

分、社会力量捐赠一部分、子女献爱心

捐助一部分的形式，解决了日间照料中

心运行困难，带动更多日间照料中心完

善了服务功能，营造了更为舒适安全的

养老生活环境。

优 化 服 务 供 给 ，在 要 素 保 障 上 创

亮点。满足养老需求，优化服务是核

心。柳林县统筹能力、需求、载体三大

要素，一体化推进服务大提升。提升

能 力“ 专 业 化 ”服 务 。 坚 持“ 稳 人 心 ”

“强技能”并重，在全市率先完成了敬

老院事业法人登记，87 名护理工作人

员全部纳入事业编制。同时，结合服

务短板，定期对护理人员进行技能培

训，持续提升服务能力。对标需求“精

细化”服务。针对老年人健康生活需

求，以“日常项目养人、活动项目留人、

兴趣项目聚人”等方式提供精细化服

务，摸索出了“就近就地、低偿高质”的

农村日间照料新模式。特别是针对老

年人健康养老需求，出台了《关于加快

推进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相结合工作

实施方案》，在敬老院和日间照料中心

推进医养深度，通过县级医院对口支

援、基层医疗机构上门服务等形式，实

现 了 公 共 资 源 真 正 共 享 。 丰 富 载 体

“特色化”服务。通过开展“好院民”、

日间照料中心示范村创建、“孝进敬老

院”志愿服务、党员奉献日等一系列活

动，丰富了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不断

提高了入住老年人的幸福感。

加强社会引导，在市场运作上 新

路 。 养 老 既 是 大 民 生 ，更 是 大 产 业 。

柳 林 县 积 极 探 索“ 能 人 带 动 、民 办 公

助”等市场化运营服务模式。今年以

来，柳林县支持吕梁山优秀护工马金

莲 创 办 了 全 县 第 一 家 民 办 养 老 机 构

——吕梁懿星养老服务中心。该中心

采用国际流行的“单元式”照料模式进

行布局，配置的医生、护士、社工师、康

复师、健康管理师、心理师、营养师、养

老照护师等均由经过严格训练的“吕

梁山护工”担任，在全市首创了集生活

照料、医疗照料和精神照料于一体的

养老服务，着力打造“乡村精致型养老

机构典范”。自中心正式运营以来，已

经有 16 位老人入住，家属普遍反馈良

好，为柳林县加快社会化养老服务体

系建设 出了一条新路。

（解德辉 张少鹏 刘珍珍）

兜牢夯实养老体系 调优提质敬老服务
柳林县积极探索推进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新路径

白驹过隙，转隶到交口县纪委

监委一晃三年多过去了，我由一名

检察官过度成了一名光荣的纪检监

察干部。身份的转变丝毫未改变我

对反腐工作的衷心热爱，带着对纪

检监察工作的美好憧憬，面对新工

作带来的挑战，我在平凡的岗位上

默默地奉献着自己的微薄之力。

习惯在夜色的衬托下情不自禁

地欣赏院子里亮着的那些“窗灯”，

虽说这是司空见惯的一道“靓景”，

但此时往往会有一种莫名其妙地感

动在心中涌动。是的，能与这样一

群勤勉敬业、锐意进取的同事们朝

夕相处感到无比的愉悦，为自己能

在这样一支凝心聚气、充满活力的

团队里工作感到无比的自豪。我们

一起经历着纪检监察工作对每个人

的考验；体验着工作中点点滴滴的

辛酸；收获着工作得到认可时的缕

缕欣慰；见证着纪检监察事业日新

月异地变化……

他们能履职尽责，用实际行动得

到群众的理解，用辛勤的付出为纪检

监察工作增光添彩。原纪检监察二

室主任梁殿平始终以一个共产党员

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他虽然年龄

偏大些，但在工作中率先垂范，埋头

苦干，总是工作开始最早，结束最晚，

牺牲节假日更是常事。他牵头二年

内初核案件线索 30 余件，还利用熟

悉会计、审计业务的特长出色地主办

了三起重大、疑难、复杂案件；他公私

分明，公道正派，在查处一起土地补

偿款分配不公的案件中，一些农户以

家庭困难为由拒不退还多领的补偿

款。老梁主动上门挨家挨户做思想

工作，甚至自己掏钱替部分确实困难

的家庭退了补偿款。涉案人员最后

诚恳地说：“要是再不退款连自己也

交不了账。”在各种荣誉面前，梁殿平

谦虚地说：“组织和同事对我的认可，

就是我最大的精神动力。”平凡朴实

的话语，道出了纪检监察干部可贵的

“担当”精神。

案管室年轻干部王国辉是一个

瘦小的纪检监察新兵，进入纪检监察

机关以来，他一直从事案管室繁琐的

问题线索系统录入工作，他从“零”学

起，对每条线索分类过账、规范处置，

精准录入案管系统，经常一坐就是几

个小时。两年来，他凭借自己的一股

子韧劲儿，不厌其烦地和各类数据和

表 格 打 交 道 ，累 计 录 入 案 件 线 索

1400 余条，从未出现过任何差错和

纰漏。不记得什么时候，这个身体单

薄的小伙子开始变得“风度翩翩”了，

一条白色的毛巾经常工工整整系在

他脖子上，办公室、会议室、餐厅，成

了单位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后来才

得知，长时间的伏案工作让王国辉患

了严重的颈椎病，工作繁忙，又不太

愿意请假，他只能用敷毛巾的办法来

缓解病痛。时间长了，大家渐渐熟悉

了这条白色的毛巾，有一天他脖子上

的毛巾突然不见了，大家还有点不习

惯。不记得又是什么时候，交口县纪

检监察机关大院里，突然出了一个陕

北风格装束的年轻人。大家开玩笑

说，再给王国辉两根木棍，大家在单

位就可以欣赏到精彩的安塞腰鼓

了！就是这样，为了缓解颈椎病痛带

来的间歇性头晕目眩，他不得已把那

条白色毛巾牢牢箍在了头顶上……

许多和梁殿平、王国辉一样的

纪检监察干部一直在平凡的岗位默

默奋斗着。他们在忙碌、充实的脚

步声中工作从未懈怠。他们明辨是

非、激浊扬清，从未迷失过方向。没

有华丽的辞藻，没有感人肺腑的事

迹，更没有激动人心的豪言壮语，有

的只是属于纪检监察人的那份执着

和释然。

他们知道，选择了纪检监察这

个职业，就意味着选择了要做“铁”

打 的 人 ，就 意 味 着 选 择 了 无 怨 无

悔。他们没有丰厚的待遇，没有响

亮的名声，有的只是一份沉甸甸的

责任。他们用无私奉献尽情地谱写

着人生的华丽篇章，诠释着纪检监

察人的忠诚、干净、担当。

豪情跨江河，自信越千山。我

的纪检监察同事们，他们怀着对纪

检监察事业的忠诚和挚爱，在波澜

壮阔的新时代潮流中乘风破浪、披

荆斩棘；他们矢志不渝、众志成城，

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在基层反腐

败斗争的最前线砥砺前行……

浓浓纪检监察情
□ 陈文斌

本报讯 “咱村的‘两委’主干

和驻村干部今晚都在岗吗？”

“村里驻村干部共有……”

“一定要严格执行五天四夜驻

村工作制度，但还不能只驻不干，驻

下来就要驻出成效。”

这是中阳县脱贫攻坚纪律作风

督查组 6月 12日晚上对暖泉镇沙塘

村开展“四不两直”随机监督检查的

场景。

今年是决战完胜脱贫攻坚收官

之年，越到最后时刻越要保证纪律

作风，越要响鼓重锤。中阳县纪委

监委将之前成立的扶贫监督检查

组、帮扶责任及美丽乡村建设监督

检查组、扶贫项目及资金监督检查

组进行了整合提质增效，成立了脱

贫攻坚纪律作风督查组，深入各村

开展脱贫督查工作，为决战完胜脱

贫攻坚提供了坚强的纪法保障。

督察组针对脱贫攻坚中存在的

畏难思想、虚假招式及“四风”问题，

重点督查村“两委”主干和驻村干部

在岗情况，五天四夜驻村及请销假

制度落实情况和干部下沉一线帮扶

实绩，明确了收官之年狠抓纪律作

风的鲜明导向。

对推进脱贫工作绩效、脱贫政策

连续性稳定性以及脱贫摘帽后“不摘责

任、不摘政策、不摘帮扶、不摘监管”进

行监督检查，提升了监督质效；同时明

责守纪严律己，按照“谁主抓、谁负责”

的原则，明确进度安排和任务要求，严

守廉洁纪律，坚决杜绝利用工作之便谋

取私利等行为，用严纪律促强监督。

截至目前，督查组共发出《中阳

县脱贫攻坚纪律作风督查通报》20
期，通报问题 29条，提出工作建议 33
条。针对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部分单

位驻村队员不在岗的问题，中阳县纪

委监委、县委组织部主要领导集中约

谈了 5 个派出单位负责人。要求选

派单位要加强跟踪服务管理，防止干

部精力分散、被动应付、坐等过关等

松劲懈怠问题，确保驻村干部“脱产”

开展驻村帮扶工作的顺利进行。同

时通报了 2 起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

问题典型案例，用身边事教育身边

人，教育引导全县党员干部深刻汲取

教训，举一反三，引以为戒。

督查组要求各乡镇党委切实履

行脱贫攻坚主体责任，对扶贫干部

既关心爱护又严格要求，确保干部

尽心尽责、清廉自守。（本报通讯员）

中阳县铁纪护航
决战完胜脱贫攻坚

本报讯 6月 23日，离石区委统战

部组织统一战线人士在高家沟高级军

事会议纪念馆和林迈可、李效黎纪念馆

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引导统一战线

各界人士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通过这次学习培训，我深入了解

了中国共产党人为创建新中国抛头

颅、洒热血的艰辛苦难历程，以及各民

主党派的前辈为追求自由、民主、和平

与中国共产党精诚合作、肝胆相照、荣

辱与共的光荣奋斗历史。我们要以前

辈为榜样，坚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当

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亲

力者，为加快‘四区’建设做出贡献。”

参观完后，农工党离石小组党员刘燕

兴致勃勃地说道。

近年来，离石区委统战部高度重

视，精心组织，把对党外代表人士进行

爱国主义教育作为统一战线重点工

作，引导广大统战成员感受改革开放

以来社会经济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

进一步继承和发扬革命优良传统，为

离石区经济社会发展献智出力。

（张晋晋）

离石区统一战线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本报讯 （记者 冯海砚 通讯员 温霞） 端午

节前夕，离石区滨河街道交通路社区，凤山街道中

央公园社区、生态园社区通过不同的庆祝方式，小

区居民齐聚一起，包粽子、做香囊，传承中华传统

文化，进一步增强了基层群众参与活动的获得感、

幸福感、认同感、归属感。

6月 23日，在交通路社区，社区工作人员把泡

好的糯米、红枣、粽叶等材料整齐地摆放在桌子

上，社区居民围在一起包粽子。一边是线下体验，

一边是手机直播，前来参加活动的居民们都高兴

地说：“参加这次包粽子活动特别高兴，不仅让我

们感觉端午节的味儿越来越浓，而且在包粽子的

过程中，大家相互交流，一起体验劳动的乐趣，分

享劳动成果，增加了社区的节日气氛。”当天，社区

工作人员将刚出锅的热腾腾的粽子送给了辖区内

的老人、残疾人、低保户、老党员，为他们送上党和

政府的关心和节日的问候。

端午节除了吃粽子，还有赛龙舟、做香囊等习

俗。6 月 24 日上午，凤山街道中央公园社区携手

生态园社区开展了以“粽情端午，巧做香囊”为主

题的手工制作香囊活动，20多名辖区居民和网格

员积极前来参与，大家边学边做，通过制作香囊迎

接端午佳节的到来。

活动中，专业老师讲解了端午节的由来、习

俗，以及端午节制作香囊的来历，并介绍了做香囊

的效用以及制作方法，让大家在活动前对端午的

民俗文化有了更充分的了解。

在学做香囊的过程中，大家互学互帮，其乐融

融。参加活动的居民们高兴地说：“记忆中的端午

节除了吃粽子，还有绣荷包的习俗，但是随着城市

的发展，绣荷包这种传统习俗也越来越淡了，而社

区组织的这次主题活动，重现传统习俗，很有节日

气氛，邻里聚在一起也增进了感情。”

离石区离石区：：端午粽飘香端午粽飘香 温暖社区情温暖社区情

▲离石区中央公园社区老人们正在学做香囊。

离石区交通路社区工作人员把包好的粽子
送给老人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