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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城市每日一问

吕梁市申报创建 2020-2022年

度山西省文明城市。山西省文明城

市 2020年起每三年表彰一次。

吕梁市申报创建哪个年
度的山西省文明城市？

2021年 10月 8日，兴县蔡家会镇柳林村

顺利完成村党支部换届选举工作，研究生温

凯满票当选柳林村党支部书记，成为蔡家会

镇学历最高的村干部。

温凯于 2012 年 7 月山西财经大学研究

生 毕 业 ，进 入 兴 县 公 安 局 交 警 大 队 工 作 ，

2016年，担任兴县交警队驻奥家湾乡奥家湾

村工作队员。几年的基层工作，用心的帮扶

让他坚定了用自己的知识为家乡服务，推动

乡村发展振兴的决心。恰逢本次村“两委”

换届选举，县里下派他担任蔡家会镇柳林村

党支部书记，同时也得到全体党员的认可满

票当选。这之于他，是机遇，是挑战，更是施

展抱负的好时机。

上任第一天，温凯就把熟悉村情、摸

清家底作为开展工作的第一步，登门入户

走访摸实情,与村民拉家常交朋友。同时从

村容村貌、乡村文明、乡村振兴、村民致

富等多方面做了长远规划。“实现乡村振

兴，必须扎扎实实强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

这一法宝，从而同乡亲们共同实现产业兴

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

活富裕的美丽柳林。”温凯对建设好美丽柳

林充满信心。

“工作刚刚开始，但是能看出来温凯特

别积极，他挨家挨户的上门和大家唠家常

了解情况，对于不熟悉的业务能虚心的请

教，就凭这积极的态度我觉得他行！”柳林

村 上 一 任 党 支 部 书 记 康 连 清 非 常 看 好 温

凯。村民李吞油告诉记者，“温凯上任后每

天住在村里专心工作，能看出来他真正想

为我们村里做实事。每次需要填表格他都

会上门督促并指导大家，这种踏实认真的

工作作风一定会给我们村带来新发展。”

在采访中，柳林村村民普遍评价县里下

派的干部好，高学历的温凯对于柳林村是一

个新起点、新希望。

兴县今年村（社区）“两委”换届，像温凯

这样年轻、高学历、有能力的研究生还有两

名。选举中，在市委组织部的指导下，运用

“干部思维”，着重培养有政治素质和领导能

力，有理想信念能带好班子，有经济头脑能

带百姓致富，有良好品质能改进民风的优秀

人才，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增添新鲜血

液。

兴县蔡家会镇柳林村

村支书是个“85后”研究生
□ 本报记者 张娟娟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村 (社区)是
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也是国家治理体系

的“神经末梢”。村（社区）“两委”换届工作，

事关党的执政根基、事关基层社会稳定、事

关乡村振兴大局。选出一批党性强、作风

硬、敢担当的新时代“两委”班子带头人，对

巩固脱贫成效、推进乡村振兴、加快时代进

步、创造美好生活有着重大的意义。

在刚刚完成村“两委”换届选举的中阳

县枝柯镇南大井村，一批学历高、年龄低、能

力强的干部开始进入村“两委”班子，为基层

注入了新鲜血液。此次换届，中阳县组织部

本着“抓早抓实抓好”的原则，始终坚持把党

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和严格依法办事结合

起来，紧扣中央“双好双强”和“二升一降”目

标要求，积极推进队伍新陈代谢、班子吐故

纳新、干部新老交替，有力保障村（社区）两

委换届工作平稳平静、严格严控、有序推进。

“我们现在的村委班子成员里，4名有大

专以上学历，一名 30岁左右，两名 30-40岁，

班子整体结构更加年轻化，人员素质也实现

了跨越式的提升。”中阳县南大井村党支部

书记任明亮向记者说到。

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部。作为村

委班子的领头人，党支部书记是扎根基层

的“顶梁柱”，也是带动一方的“领头羊”。

任 明 亮 刚 担 任 南 大 井 村 党 支 部 书 记 的 时

候，村情不稳、信访混乱、乱象丛生，面对这

样的局面，他带领村委班子成员进行入户

走访调研，深入了解老百姓最真实最基本

的诉求。“我是地地道道的村里人，我的工

作也和老百姓息息相关，既然我选上了这

个村干部，就要任劳任怨的做下去。”任明

亮笑着说。

基于南大井村得天独厚的山地资源优

势，任明亮号召村民开展“种养结合”的肉

牛养殖新模式，并进一步开创了蚯蚓养殖、

土地推广等项目。目前，南大井村已初步

形成了“种草-养牛-牛粪-养蚯蚓-蚯蚓创

收-蚯蚓粪-还田或出售”的生态循环农业

新路子。在任明亮的带领下，一大批农户

开始积极投身于肉牛养殖的热潮中，村民

收入逐年增加，村委班子与村民的距离不

断拉近。到现在，南大井村“小事不出组、

大事不出村、矛盾不上交”的良好格局已基

本形成。

村“两委”换届看似是一段工作的终点，

其实也是基层工作中的一个新起点。南大

井村将以这次村“两委”换届为契机，继续团

结带领农村党员群众致富增收，推动肉牛产

业再攀高峰，以产业振兴推动乡村振兴，将

村美民富的新画卷描绘得更加惹眼、喜人。

中阳县南大井村（社区）

选准人 带好路 共致富 奔小康
□ 本报记者 韩笑

近日，市区荣宁年货市场

饰品街内，各家店铺摆满春联、

灯笼、挂件等年货饰品。不少

市民一家老小齐上阵前来采

购，喜迎虎年春节。

记者 郭炳中 摄

年货年货··年味年味

本 报 讯 （记 者 白 凯
冰） 1 月 27 日 ，我 市 举 行

2021年下半年市直单位退休

市管干部荣誉退休仪式，以此

表达对退休干部的崇高敬意

和关心厚爱，增强退休干部的

政治荣誉感、组织归属感、生

活幸福感。市委常委、组织部

长张欣宁和 30名市直单位到

龄退休市管干部出席仪式。

仪式上，张欣宁希望大家

离岗不离党、退休不褪色，将

坚守共产党员的初心贯穿始

终，继续做“两个确立”的坚决

捍卫者，“两个维护”的示范引

领者，永远听党话、感党恩、跟

党走。希望大家一如既往地关

心支持市委、市政府的工作，

主动投身到吕梁转型发展、创

建文明城市、推进移风易俗、

年轻干部成长等工作中，讲好

吕梁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弘

扬“吕梁精神”，为全方位推动

吕梁高质量发展、建设美丽幸

福吕梁洒余热、作贡献。

张欣宁要求，全市各级

各 部 门 要 更 加 注 重 党 建 引

领，更加注重发挥作用，更加

注重服务管理，带着敬重、感

情 和 责 任 关 心 照 顾 好 老 同

志，让他们时刻感受到“家”

的温暖和组织的关心，为他

们颐养天年、发挥余热创造

更优更好的环境。

本 报 讯 （记 者 刘 少
伟） 新春将近，岁寒情深。1
月 27日，我市组织召开“凡人

善举”感动吕梁座谈会，邀请

“见义勇为”代表贺升智、孙

庆涛和市直新闻媒体有关同

志就进一步落实市委孙大军

书记的批示精神，推动全社

会形成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的 浓 厚 氛 围 进 行 了 座 谈 交

流。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高

奇英主持座谈会。

会上，因冰河救人事迹

引 起 社 会 强 烈 反 响 的 贺 升

智、孙庆涛，参与采访报道的

吕梁日报、吕梁电视台记者

及市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分

别进行了发言。市委宣传部

相关负责人宣读了关于授予

贺升智等三人“感动吕梁人

物”荣誉称号的通知。

高奇英强调，贺升智、孙庆

涛、朱克毓三位同志在冰河里

的生死营救生动展现了吕梁公

民道德建设的新风貌和文明城

市建设的新成果，为全市人民

树立起了可亲可敬、可信可学

的好榜样。全市新闻工作者要

不断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

力，把新闻工作的触角延伸到

最基层，努力推出更多有思想、

有温度、有品质的作品，让正能

量产生大流量，让好声音成为

最强音；各级宣传部门要不断

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

作用，积极培育新时代文明新

风尚；要创新“感动吕梁人物”

“道德模范”等先进典型的选树

机制，广泛开展先进典型宣传、

学习、关爱活动，把榜样力量转

化为推动社会进步的生动实

践；要以文明城市创建为抓手，

广泛开展文明教育系列活动，

为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建

设美丽幸福吕梁提供深厚的道

德滋养和精神力量。

本报讯 （记者 王洋） 1
月 27 日，市政府机关党组班

子召开党史学习教育专题民

主生活会。市政府秘书长王

建强主持会议。

会上，王建强代表市政

府机关党组班子作了对照检

查，市政府机关党组成员逐

一进行了对照检查。王建强

要求，市政府机关党组要充

分运用好民主生活会成果，

坚持效果导向，着力推动问

题整改，对查摆出来的问题

和相互批评的意见，要细化

整改措施，明确整改时限，落

实整改责任，确保整改工作

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要把

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

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上来，进

一 步 提 升 党 组 班 子 的 凝 聚

力、战斗力和执行力，以持之

以恒的韧劲，苦干实干的斗

志，推动“三服务”工作再上

新台阶，以优异的成绩迎接

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张欣宁出席“初心永驻·薪火相传”
干部荣誉退休仪式

我市组织召开“凡人善举”感动吕梁座谈会

市政府机关党组班子召开
党史学习教育专题民主生活会

（上接1版）
“村容村貌很好啊！”总书记赞道。

村民师红兵一家三代五口人迎出门

外，热情邀请总书记到家里看看。

走进院子，迎面两垛金黄的玉米、一

笼下蛋土鸡、十几件常用农具、二三十袋

清洁煤，收拾得十分利落。

习近平总书记边走边看，顺手掀开

墙边一溜大缸的盖子，一一观瞧——一

缸蒸好的年馍，两缸新收的小麦。总书

记问道：“粮食够吃吗？”

“够吃。”师红兵答道。

总书记先后走进储藏室、厨房，察看

年货：生的有萝卜、白菜、猪肉、粉条、苹

果、大枣……熟的有豆腐、丸子、带鱼、酥

肉……打开冰箱，有菜有蛋；掀开锅盖，

刚蒸好的年馍热气腾腾。“想吃什么都

有。”总书记笑道。

看完吃的，看住的。

在去年 10 月份那场强降雨中，师红

兵家 4间窑洞全部倒塌。在当地政府帮

助下，很快就在原址重建了 2间新房。

师红兵告诉总书记，2 间房，50 平方

米，重建费用约 10万元，其中享受当地补

助和各方面援助 8.8 万元，个人只出了

1.2万元。“一家人可以踏踏实实过年了，

衷心感谢党、感谢政府！”

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其中一个房间。雪

白的墙壁，整齐的地砖，门口一个小煤炉烧得

旺旺的，墙边缝纫机上两盆水仙生机勃勃。

桌上摆着白面、红枣、红豆、黑豆，一

家人正在制作当地传统节日食品——霍

州年馍，总书记洗洗手也加入进来。

一小块白面搓成长条，两端向内一

卷，仿佛如意形状，再点缀两颗红枣……

总书记三两下就做出一个枣花年馍。

“很吉祥！”看着一家人做出的枣花、

登高、兔子、小鱼等各式年馍，习近平总

书记赞叹道，“给人年年向好的感受，代

表了广大父老乡亲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走出院子，雪渐渐停了。

习近平总书记对围拢过来的乡亲们

说：“让我感到欣慰的是，虽然这次灾害很

严重，但在党和政府关心帮助下，有你们

的自力更生，很快把灾后重建和秋冬补种

工作抓了起来。看了你们村，新建的房子

质量很好，补贴也到位，老百姓家里年货

备得足，很有年味，我心里有了底。”

听了总书记的话，大家不由得鼓起掌来。

“乡亲们在生产生活上还有什么困

难，可以提出来。”他嘱咐当地负责同志，

“党和政府要继续帮助解决，大家齐心协

力，一定要把这个年过好。”

风雪中的足迹，铭刻着一诺千金的分量。

十年前，习近平总书记顶风踏雪来

到太行山深处的骆驼湾村、顾家台村看

真贫、访真苦，吹响了脱贫攻坚的号角。

五年前，习近平总书记首次考察山

西，辗转奔波来到吕梁山深处的赵家洼

村，连看三家特困户，发出啃下深度贫困

硬骨头的号令。

两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再次考察山西，

深入田间，察看黄花长势，对村民们说，乡

亲们脱贫后，我最关心的是如何巩固脱贫、

防止返贫，确保乡亲们持续增收致富。

时光无言，绘就恢弘的史诗。如今，

摆脱贫困、千年小康的梦想已经实现。

如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接续

推进乡村振兴，是总书记此行考察的另

一个重点。

离开冯南垣村，穿山岭，过汾河，沿

着蜿蜒的道路，习近平总书记一行驱车

来到汾西县僧念镇段村。

这个村子属于原吕梁山区集中连片

特困地区，2014年全村还有建档立卡贫困

户 275户。通过种植、养殖、林果、光伏产

业等多元发展，于 2019年 12月整村脱贫。

在村便民服务中心，一张挂在墙上

的“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作战图”吸

引了总书记的目光。

“作战图”上，清晰列明 16 个脱贫不

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的名单，每一户的

监测识别时间、风险分类、帮扶责任人、

帮扶措施、解除风险时间一目了然。

“这个防返贫责任险怎么买？多少钱？”

总书记对图中的12项帮扶措施格外关注。

“是由政府统一为脱贫户代缴的，每

人每年 15块 8角。”

“光伏收益救助一年有多少？”

“我们村集体有一个100千瓦的光伏电

站，去年收益12万元，70%都用于脱贫户。”

“这个‘汾西防贫宝’是什么？”

“这是由我们的帮扶单位、县政府和

社会爱心人士共同成立的一项救助基

金，惠及所有农户，对因病因学因住房返

贫等情况都保障。”

“什么情况能享受这个救助？”

“在医疗报销、大病救助之外，剩余

自付的部分，我们进行阶梯式补助。”

“很好。通过政策兜底，建立了长效机

制。”一项项询问下来，总书记心里有了数。

小雪时下时歇，小山村一派祥和喜庆。

沿着平整的水泥路，习近平总书记

走进村民蔡文明家。

“总书记，冰天雪地的到山沟里看我

们。”老蔡十分激动。

“来看看你们，唠唠家常。”总书记面

带笑容，令人倍感亲切。

这是一座敞亮的平房小院，面阔五间、

四白落地，门口照壁上，彩瓷贴成的一个金

色大“福”字，寄托着幸福一家的美好祈愿。

今年 61岁的老蔡是村里有名的养羊

专业户，2014年开始养羊，2016年底就靠

这个产业摘掉了贫困户的帽子。

这几年，在政府贴息贷款扶持下，老

蔡的养殖规模逐渐扩大，门口羊圈里已

经有 90只绒山羊。前两天又添了 3只羊

羔，老蔡更是喜上眉梢。

客厅内暖意融融，总书记同一家人

拉起家常，询问养羊收益怎么样。

“ 好 着 呢 ，去 年 养 羊 纯 收 入 4 万 多

元。”老蔡说。

“除了养羊，还种些什么吗？”

“种了十几亩玉米，主要是用来当羊

饲料。”

“儿子做什么工作？”总书记目光转

向老蔡的儿子蔡金。

“以前在浙江做推拿。今年打算回

到本县发展，自己开一个店。”

“很好，这是一门手艺。”总书记鼓励道。

“现在村里水、电、交通都很好，大家

都有事做、有收入，我们赶上了好时代，

都是托共产党的福、托总书记的福。”老

蔡朴实的话语道出了真挚的心声。

“共产党就是给人民办事的，就是要

让人民的生活一天天好起来，一年比一

年过得好。”总书记说。

一天天、一年年累积的沧桑之变，见

证着幸福光景的来之不易。

抚今追昔，思绪纷飞。

“你们这边是吕梁山，挨着就是黄河

了，再过去就是陕西。我插队那个延川

县，离这儿也不远，地形也都是这样的丘

陵沟壑。黄土高原生活着我们的祖祖辈

辈，孕育着我们的中华文明。”总书记说。

老蔡望着总书记，绵绵的乡土情拉

近了彼此的距离。

“曾几何时啊！像我们这个岁数的

中国人小时候都吃过苦，住在城里的也

穿过补丁衣服，我在陕北农村还曾经自

己纺线织布。”习近平总书记感慨道，“过

去我到农村，看到这样那样让人揪心的

事儿，心里很是不安、难过。再看看我们

现在的农村，面貌完全改变了，吃的穿的

用的都不一样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的温

饱问题彻底解决了。”

走出老蔡家的院子，已是一片白雪

皑 皑 ，山 村 沟 壑 间 孕 育 着 丰 年 的 好 兆

头。白雪覆盖着家家户户的屋顶，衬着

红彤彤的窗花，年味更浓了。

村文化广场上，红灯笼挂满树梢，乡

亲们打起威风锣鼓、扭起秧歌，一曲《风

搅雪》把气氛推向高潮。

“威风锣鼓，好威风！”习近平总书记

的热情点赞，引来一阵欢呼声。

走进热闹的人群，总书记同乡亲们

谈及此行的感受：

“这次来山西看了两个村，看到大家对

现在的生活感到满意，我很高兴。下一步，

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第一个百年奋斗目

标实现了，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已

经开启，我们要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现代化离不开农业农村现代化，要

把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衔接好，

使农村生活奔向现代化，越走越有奔头。”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唯一选择就是为

人民群众做好事，为人民群众幸福生活拼

搏、奉献、服务。这种执着追求 100多年

来从未改变，多少革命先烈先辈为此付出

了生命，为国家建设改革发展付出了多少

心血，我们才走到今天这一步。”

展望未来，总书记接着说：“我们就是

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一代接着一代干，

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00周年时，中国、

中华民族就会更加坚强昂扬地屹立于世界

东方，就会为全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

坚定自信的话音，久久回荡在山村上空。

新华社记者张晓松、朱基钗 人民
日报记者杜尚泽、胡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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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就是给人民办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