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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涛

2001年 10月，崔燕走上了三尺讲

台，成为了离石区龙凤小学的一名教

师，同年 12月她顺利入党成为了一名

光荣的共产党员。多年来，她以一个

共产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干一行

爱一行，主动上试教课、公开课，向学

生传递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与灿烂

的文化，同时经常向老教师请教，积极

参与课题的研究，认真组织和参加教

研组教研活动，积极参与集体备课，认

真完成带教任务，与其他年轻教师一

起学习，一起成长。

学习是一个认知的过程。对崔燕

而言，正确认识也是经历了一番波折。

“谁每天的‘学习强国’APP 积分

不达标，就要在教师群里通报批评。”

一开始，学校三番五次发通知，要求每

天登录“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学习规

定栏目，获取相应积分。“不就一个‘学

习强国’学习平台吗？”刚开始学习，崔

燕抱着应付的态度。

和所有的教师一样，一天的时间，

她安排得紧紧张张。学习不能耽误教

学任务，她只好把学习的时间安排到

早上。

早晨上班前，她打开“学习强国”

APP，边做家务，边收听时事新闻报

道，家务收拾得差不多了，学习任务也

完成了，于是立刻退出，绝无多学的意

思。“反正积分够了就行，多学一会儿

有什么用。”但是，随着学习不断深入，

崔燕对它的态度悄悄地发生了转变，

她的学习态度从被动变成了主动，逐

渐喜欢上了“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学

习强国”成了她的“良师益友”。

“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就是一个万

花筒，它的内容包罗万象。既有高深

的政治理论知识，又有与教学业务相

关的知识，甚至还有各种其他文艺理

论以及其他行业知识。仔细地阅读和

学习过“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提供的理论文章后，崔燕

发现，其中很多文章具有很高的理论深度和广度，对

自身素质提高裨益良多。

多年来，崔燕总是时常告诫自己，要做到谦虚谨

慎，勤奋好学，不断地增强自己的思想素质和业务能

力，尽快的进入管理者角色。她经常利用工作业余时

间，积极学习教育教学精神，在工作中以身作则，率先

垂范，忘我工作，从不计较个人得失，起到了一个共产

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这些年来，崔燕不断地思考，

认真地总结，使自己的思想理论水平又得到了一次升

华。她积极参加各级各类培训，努力提高自身业务能

力。在校本培训中，崔燕身先士卒，认真学习课改精

神和现代教育技术，苦练教学基本功。她还经常到市

内外各知名学校取经，通过学习，强化了自身思想素

质，提高了业务水平和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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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17日，离石区的 14

条连通城区和乡村的“一元

公交”线路开通，标志着该区

“一元公交”城乡全覆盖启

动。

此次开通的 14 条“一元

公交”线路共 21 台公交车，

其中 8 条为城乡公交线路、6

条为镇村公交线路。“一元公

交”开通后，线路覆盖的两乡

两镇群众的出行成本将大幅

降低。

对于深居大山的村民来

说，出行成本的降低是获得

感和幸福感的体现。这样看

来，“一元公交”着实通到了

群众心坎，打通了民心。

这件事还得从吕梁市人

大代表郭雪梅的一份“一元

公交进乡村”的建议说起。

今年 10月 27日，吕梁市

人大在离石区信义镇人大代

表联络站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其

间，吕梁市人大代表郭雪梅

提出了“一元公交进乡村”的

建议。离石区委、区政府仅

用 20 天就将这一条惠民建

议真正落地见效。这充分体现出市、区两级

顺应民心、关注民生，全心全意为群众办实

事、解难题的温度和力度。此次“一元公交”

的开通，群众的出行将会更方便，特别是“两

乡两镇”群众出行的成本将大幅降低，必将进

一步激活人流、物流、信息流，带动批发零售、

住宿餐饮、物流运输、文化旅游、“三农”领域

等行业快速发展。同时，对提升城市品位、提

高文明程度、提速城乡一体、提高群众满意

度，必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公共交通面向的是大多数居民的出行需

求，这也决定了公共交通是一项社会公益事

业，必须坚持低票价政策。同时，公共交通运

量大、占地少、低能耗、低污染，是解决人多地

少、环境污染等难题的有效方式。从这个意

义上讲，公共交通实行廉价服务，不仅方便了

居民出行，更有利于提高公交车辆的实载率

和公交资源的利用效率，对于缓解道路拥堵、

方便群众出行有着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镇村公交进入“一元时代”并实现全面覆

盖，降低了百姓出行成本，拉近了镇村之间的

距离，激活了人员和物资流动，从而促进改革

“红利”不断升级释放，让广大人民群众真正

成为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最直接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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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海砚

本报讯 11月 16日、19日，吕梁市关工委

接连召开两次主任会议，传达学习党的十九

届六中全会精神，要求市关工委班子成员把

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

精神，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学深悟透、融会贯

通，起到引领作用，并迅速对全市关工委系统

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作出

安排部署。市关工委主任薛万明主持会议。

大家一致认为，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是

在建党百年新起点上召开的一次具有开创

性、里程碑意义的会议。全会审议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

史经验的决议》，深刻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百

年奋斗的历史意义，概括提炼了经过伟大奋

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是中国共产党团结

带领人民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行动纲

领和科学指南，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

文献，为奋进新时代、走好新征程，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根本保障和长远指

导。

大家表示，要充分认识党的十九届六中

全会的重大意义，准确把握全会精神实质和

丰富内涵。要深刻领会三个“需要”、两个

“ 确 立 ”、 五 大 “ 历 史 意 义 ” 和 十 个 “ 坚

持”，牢记一个“根本问题”、做到四个“必

须”、响应一个“号召”。要把集中学习与个

人自学结合起来，原原本本学、原汁原味带

头学，学深悟透，切实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进

一步强化党员意识，不断坚定共产主义理想

信念，坚定社会主义道路自信，推动关工委

工作抓实抓细。要把学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

会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

要讲话和视察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及对关

心下一代工作重要指示相结合，与学习贯彻

落实山西省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和吕梁市第

五次党代会精神相结合，与深化党史学习教

育、传承红色基因和“中华魂”主题教育活

动等关工委本职工作相结合，推动全市关心

下一代工作高质量发展。

市关工委要求，各县（市、区）关工委“五

老”宣讲团要及时制定宣讲方案，广泛深入宣

传好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用广大“五

老”和青少年喜闻乐见的形式引领好、组织好

宣讲工作，努力营造浓厚的学习氛围，在全市

各级关工委、“五老”和青少年中迅速掀起学

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的热潮。

（李建龙）

市关工委：原汁原味学习 认认真真落实

连日来，农发行吕梁市分行先后通过听取总行党委副书记、行长讲解，党委首议题学习，党委中心组学习，集中交流研讨等方式，不断掀起学

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热潮。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最重要的政治任务。通过交流研讨，大

家形成一致共识，要把学习贯彻全会精神与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与党史学习教育结合起来，与“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

活动结合起来，精心组织宣传宣讲和专题培训，抓好市行第一、第二党支部，各县支行党支部，尤其是青年党员干部员工的学习，让全会精神深入

人心、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记者 杜帅 通讯员 高军峰 摄

一九七五年八月，我正式到报社工作。

那时的报纸，叫《吕梁通讯》。试刊于一

九七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创刊于一九七二

年四月一日。由许士英负责，和山西日报社

下放来的几位同志一起办。我记得有许靖、

杨君瑞、张宇、任子明、闫继尧、罗颂华、张子

杰。开始为周刊，后来改为周二刊。我去的

时候许士英已回到晋中，报社的十五人住在

一号楼的几个房子里。地委任命我为领导组

组长、党支部书记，党务、行政、业务都让

我负责，相当于现在报社的书记、总编辑、

社长。

虽 说 是 个 地 委 报 社 ， 编 辑 、 办 公 、 住

宿、印刷设备条件极其简陋。我去后摆在面

前的任务就是逐步改善这些条件。

《吕梁通讯》 在离石城北门外征了三亩土

地，已建起 18 孔窑洞，住进八户人家，但是没

水、没电、没取暖设备，没院墙，没厕所，新建的

窑洞由于建筑质量低，已成危房，开始裂缝，逼

着我抓基建。那时军代表刚撤出去，地委会议

特别多，每次会议都得参加。参加完地委会

议，处理完编辑业务，得抓紧“修建”。请建筑

公司派人给窑洞穿了钢筋，修了“爬山墙”，

才使住房安全了。然后雇民工，修了围墙、

厕所，新铺了自来水管，安装了电灯，使同

志们有了个安全住宿处。

报 纸 在 地 区 印 刷 厂 印 刷 ， 印 刷 铅 字 不

仅不全，而且磨损过度，印出的报纸有些

字模模糊糊。经多次请示，地委副书记李

玉明批准，购置了一付铜字模，这才取消

了排一次版，印刷后拣字归字架一次的陈

旧 做 法 ， 缺 下 什 么 字 ， 自 己 可 以 铸 什 么

字。后来地委又批准给一些铅，解决了铸

字缺铅的问题。

一 九 七 六 年 是 中 国 人 民 最 为 悲 痛 的 一

年，一月八日，周恩来总理逝世，七月六

日，朱德委员长逝世，九月九日，毛泽东

主席逝世。一年之内，失去了三位党和国

家的领导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缔造

者 ， 特 别 是 继 敬 爱 的 委 员 长 、 总 理 之 后 ，

伟大领袖毛主席又与世长辞，人们都悲痛

至 极 ， 也 鼓 起 了 无 限 的 干 劲 ， 苦 干 一 年 。

一 九 七 七 年 一 月 一 日 将 报 纸 办 成 周 三 刊 ，

改名为“吕梁报”。后应中共吕梁地委王瑞

生之要求，华国锋同志给“吕梁报”题写了报

头，题写为“吕梁日报”。“日报”报头一下来，

大鼓了地委办“日报的劲头”，更鼓足了我们

报社同志的干劲，一年之内干了许多过去未

曾想过的事。

为了办日报，首先得有办日报的人员。地

委决定在全区范围内抽调一批能办报的人员，

指定由我提名，地委新书记王国英审查定案，

地委组织部办理调动手续。先后调到报社的

除已调回来的王雅安、杨小中外，又指名调来

任怀勇、王焕奎、邸建基、周振义、衣乐玉、梁瑞

林、闫电山、闫鸣顺、许海英、李旦初、唐政学，

也有指名而未调来，顶替来了部分同志，如贾

炎明、武俊建、孙承华、郝兴彪、张旭勤、刘来虎

等，到冬季，报社增加至 50 人，其中领导组五

人，总编室七人，政治组七人、农村组十二人，

工商组三人、文教组三人、校对组八人，行政后

勤五人。

在抽调干部的同时，我又到山西日报拜访

学习了一回办日报的办法，请来了两位编辑同

志帮助总编的工作。

其次，接管了印刷厂，把地区印刷厂，改名

为“吕梁日报”印刷厂，经计委批准，招收新工

人 50名，全部是高中、初中毕业生，经过训练，

可以上岗工作，印刷报纸及地区级的文件。为

了适应日报的需要，我找到第一机械工业部副

部长孙有余（原经纬纺织机械厂副厂长），经他

帮助，由上海印刷机械厂订制了一套小轮转印

刷机，全套机器共计十二台。另外增购了照相

制版设备。

经地区计委批准，由财政拨给报社建筑费

12 万元。紧靠日报印刷厂，有建设中的散装

水泥厂新建的一幢二层楼房，上下有扇形口窑

洞 20 多孔，楼前面占有空地约三亩。我为了

办日报需要，经协商，让散装水泥厂另选地建

设，他们建筑二层楼共开支 116000元，我把财

政拨来的 12 万元建筑费全部给了水泥厂，买

下了这幢楼房和占地，计划作为新建吕梁日报

编辑楼和改建行政办公楼之用。

这一年，我吃在灶上，住在办公室，经过昼

夜的紧张工作，一边办《吕梁报》，一边筹建《吕

梁日报》，年底筹建已基本就绪。一九七八年

元月一日，《吕梁日报》正式出版。

一九七九年春，山西省委决定：凡地、市、

县级办的报纸，一律停办。就这样经过千辛万

苦办起来的《吕梁日报》七月一日正式停刊了。

我到报社五年，是创办和主编《吕梁通

讯》《吕梁报》和《吕梁日报》的五年，创建工

作还没有全部完成，就接到了停办的命令，

那么这五年的辛苦是不是白费了呢？以历

史的观点看，一点也没有白费。第一、选拔

和培养了一批干部。据杜志同志统计：从报

社人员中提拔任命了县级正副职干部三十

六人，副地级干部四人。有的同志初到报社

时，还是公社的一般干部，有的是工人，有的

还不是党员。在报社工作期间入了党，提了

干，报纸停办后，报社的人员有多数人成了

“抢手货”。地委给政策研究室留了四人，有

我、任怀勇、王焕奎、周振义，由我任研究

室 主 任 。 地 级 各 机 关 提 拔 留 用 了 十 六 人 ，

其中有：李旦初、衣乐玉、许海英、闫电

山等，派到各县七人，其中有邸建基、武

俊建、梁瑞林等，后来周振义也派到了县

上当了县委书记。省级机关也去了几人，如

王雅安、杨小中、卫裕国等；第二、给日报办

报 纸 打 下 了 部 分 物 资 基 础 。 如 房 屋 、收 报

机、印刷设备、照相暗室设备、办公设备等；

第三、积累了一些办报经验。我在《山西日

报》十年，熟悉的仅记者工作一门，至于编辑

工 作 ，东 一 把 、西 一 把 ，很 不 全 面 ，很 不 系

统。在吕梁报、吕梁日报这五年，编辑工作、

记者工作，都得参与，还兼管支部工作和行

政工作，还得过问校对工作，这是一门很重

要而又很不引人重视的工作。在这五年里，

积累了全面办报的经验。

摘自闫继烈《庚午忆旧》一文

编者按：今年是《吕梁日报》创刊 50 周年。50 年来，几代吕梁日报人励精图治，砥砺前行，历经铅与火的淬炼、纸与笔的磨砺、屏与网的

冲击，怀揣对新闻事业的挚爱，勇立潮头，执着坚守，积极宣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宣传阐释党中央及省委、市委重大决策部署，忠实

记录吕梁大地日新月异的沧桑巨变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风起云涌，热情讴歌吕梁人民共创美好生活的伟大实践，为时代鼓与呼，与时代同发

展，在吕梁社会变革、经济发展历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吕梁日报》创刊 50周年之际，我们诚邀老报人、老同志饱含深情地讲述“我和吕

梁日报”的故事，追忆与《吕梁日报》的过往情缘，并送上对《吕梁日报》的期许和祝福，以激励新一代吕梁日报人在新时代媒体融合的大潮中

坚守初心、奋勇前行！

办 报 五 年
□ 闫继烈

本报讯 11月 21日，星期日，吕梁日报社城乡

手拉手、“童”心共成长活动在单位乡村振兴帮扶

点临县招贤镇继续举行。此次活动创新形式，举

行了十岁遇百岁、少年心向党四年级学生成长礼，

使活动更具特色、更有成效。

临县招贤寄宿制小学有一至六年级学生 16
名，学生家庭和自身条件有限。为达到工农互促、

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目的，在党史学

习教育“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开展之际，吕

梁日报社驻临县招贤镇乡村振兴工作队建议单位

职工子女与招贤寄宿制小学学生开展城乡手拉

手、“童”心共成长活动。吕梁日报社女工委在社

长彭斌的支持下，于 11 月 14 日第一次组织一年

级、五年级的四对学生按年级分别结对。

开展第二次活动的是四年级学生。报社职工

子女赵诗煜在母亲罗丽陪同下与薛涛涛结对，报

社职工子女王子墨在父亲王耀、母亲贺琴琴陪同

下与贺吉龙、贺祥龙兄弟俩结对。报社职工子女

携带书籍、文具、体育用品、玩具、食物到各自的结

对学生家中，与他们认识、交流、学习、玩耍。

活动中，报社职工贺琴琴精心策划的十岁遇

百岁、少年心向党四年级学生成长礼主题向上、形

式新颖、仪式感强，给活动带来新的内容。成长礼

设置了行队礼、唱歌曲、诵经典、听故事、许誓言、

送祝福六个环节，在职工王耀的主持下，城乡学生

和家长、工作队员、女工委干部一起参与，让孩子

们接受了一次热爱中国共产党、努力成长的教

育。女工委主任张爱荣自费为小朋友赠送的成长

礼蛋糕更是让他们留下甜蜜的记忆。

学生们对这样的活动充满浓厚兴趣，全程认

真参与，互动良好，反应积极。三名农村学生都说

“今天太开心了！”报社职工子女赵诗煜说：“交到

了朋友，我很高兴！” （本报记者）

吕梁日报社创新形式
继续开展城乡手拉手

“童”心共成长活动

我为群众办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