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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脱贫攻坚脱贫攻坚 决胜吕梁决胜吕梁

本报讯 （记 者 木二东
通讯员 宋维丽）“举行以‘共
建食品安全，共享健康生活’
为主题的‘三小’条例宣传活
动，旨在进一步加强‘三小’条
例的宣传力度，提升‘三小’条
例的知晓率与普及率，增强‘三
小’从业人员的法律意识，努力
构建政府监管、企业自律、社会
协同、公众参与、法律保障的食
品安全共治格局。”柳林县食药
监局副局长王海兵采访时说
道。近日，柳林县食药监局在
清河广场举办“共建食品安全
共享健康生活”为主题的“三
小”条例宣传活动。

活动中，柳林县食药监局
宣传人员搭起宣传拱门，通过
设立宣传车、咨询台、发放宣

传资料、手册等多种形式向过
往群众广泛宣传《山西省食品
小作坊小经营店小摊点管理
条例》相关政策规定，并现场
接受群众咨询。

据了解，《山西省食品小
作坊小经营店小摊点管理条
例》于 2017年 12月 1日通过，
自 2018 年 5 月 1 日起正式施
行。《条例》的出台实施，既为

“三小”生产经营者和从业人
员加强食品安全管理、维护食
品安全环境提供了行为准则，
也是行政执法部门依法打击
危害食品安全违法行为的法
律依据，对规范全县食品生产
经营、监管行为、防范食品安
全风险、保障公民身体健康和
生命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一个产品要增强产业竞争力，实现高附
加值，必须走产品精细化的道路。为了形成
产业化、规模化，吕正杰又帮助村里成立了
石楼县丰驿种植专业合作社，并积极争取切
块资金 25 万元，新建了一座农副产品加工
厂，同时争取“一村一品”项目资金购置了
小米石碾设备、真空包装设备、核桃去皮设
备。

合作社实行“公司+合作社+农户”的模式，

并吸收了 20 户贫困户，提供收购、加工、贮藏、
销售等一条龙服务。

“十九大报告明确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
让我更坚定，车家坡村走对了发展路子。”吕正
杰表示，接下来，还要按照十九大报告提出的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
活富裕”的总要求，做大做强有机农产业，使之
成为车家坡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村民持续快
速增收的重要支撑。

在实施精准扶贫过程中，方山县马坊镇严格把关，始终把调查摸底和对象确定置于广大
群众的监督之下，按照农户自愿申请、村民代表会议民主评议、张榜公示的原则，公开、公平、
公正地确定危房改造对象。以精准识别贫困户为基础，瞄准经济最困难、住房最危险的农
户，全面调查、认真走访、登记造册，切实将住房困难贫困户全部纳入改造范围，不漏一户。
图为镇党委书记刘亮勤在危房户家中实地考察。 闫卫星 薛强 摄

交城县政协主席桑小
平、政协秘书长王兵反映：党
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按照“产业
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
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
求推进农业农村发展。但
是，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逐
步实施，新农村的垃圾处理
问题便成了新农村发展过
程中必须妥善解决的重大
课题。通过对交城县 50 个
行政村垃圾处理情况调研
发现，农村垃圾处理主要存
在 以 下 问 题 ：一 是 50 个 村
尽管都对村垃圾进行集中
清运，但仅仅是集中运输堆
放或填埋，造成垃圾围村现
象严重，且有较大的环境污
染；二是垃圾堆放占用了大
量的土地，再加上处置粗放，
造成一定的资源浪费。为改
变这种状况，必须积极探索
农村垃圾处理的科学模式，
对垃圾进行减量化、科学化
处理。

为此建议：一、政府应加
大投资力度，将垃圾处理纳
入城乡发展整体规划，列出
专项预算，解决垃圾处理编
制问题和资金问题。二、行
政村成立农村环卫队，设立
垃圾分类投放箱，同时进行
广泛宣传，鼓励农民将垃圾
进行分类投放。三、每个县
建立一个垃圾集中分类中
转站，将农村收集来的垃圾
进行分类处理。平均两个
县 建 立 一 个 垃 圾 处 理 厂 。
四、鼓励企业家利用可以再
生、循环利用的垃圾作为原
料，生产新的产品，实现垃
圾的减量化、资源化、科学
化利用。政府要对利用生
活筛选出的垃圾进行生产
制造的企业，在资金、政策、
信贷、税收等方面给予优惠，
并采取以奖代补的形式，鼓
励这些企业发展壮大，进而
真正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
友好型社会。

石楼县灵泉镇车家坡村第一书记吕正杰——

调出产业结构新气象调出产业结构新气象 撑起农民增收一片天撑起农民增收一片天
□ 文/图 本报记者 木二东 本报通讯员 赵婷婷 陈贞

沿着崎岖的山路，近日，记者来到石楼县灵泉镇车家坡村采访，一块块平整好的
土地映入眼帘。现场，机器声隆隆，300亩的坡地正在“化身”节水喷灌田，第一书记
吕正杰正在查看施工进度。

“等相关配套工程完成后，我们将用这片土地来种植有机蔬菜……吕正杰指着眼
前焕发生机的土地感慨地说：“这是我们车家坡村脱贫路上的又一希望。”

车家坡村位于石楼县灵泉镇以南，石永
线以东，全村所辖车家坡、郑家坡、豪子垣
3 个自然村，共有 240 户 702 口人。多年来，
村民一直以种植核桃、玉米等经济作物为
主，但受各方面条件限制，村民收入和村集
体收入还是很低，总体比较落后。自 2016年
起，第一书记吕正杰就扎根在这里，扑下身
子，一心为村里如何走向致富路、过上幸福
生活而努力。

上任后，吕正杰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村里

每家每户走访调研，摸清村里的基本情况，同
时组织召开村民大会、党员干部会议，了解民
情民意以及全村的基本情况。

通过了解得知，该村共有耕地 10611 亩，
土质优良，但全村只有第一产业，种植结构太
单一、产业效益低、收入不稳定是脱贫致富难
的重要原因。面对这种情况，吕正杰和村“两
委”主干根据当地的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研究
制定了“脱贫菜单”——调整产业结构，发展有
机谷子种植，增加村民收入。

虽然种有机谷子比种玉
米的经济效益高，但当初在
村里推广时却不太顺利。车
家坡村一直以种植玉米为
主，许多村民对种植有机谷
子的前景有所顾虑。

村民王金平告诉记者：
“谷子不仅产量低、种植也特
别费事，播种、间苗、收获等
工序都比较繁琐。效益怎么
样？销路怎么样……心想不
如种玉米心里踏实。”

为了转变村民的观念，

消除村民的顾虑，吕正杰带
领驻村工作队经常走村入户
给村民讲解各项惠农政策，
直到他们完全掌握。他给大
家算了一笔账：种玉米亩产
600 斤，种谷子亩产 300 斤，
但每斤谷子能卖 2元多，每斤
玉米只能卖 0.8元，种谷子收
入比玉米多，等转换期结束
后，谷子价格会更可观……”

在他的努力下, 村民打
算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试种有
机谷子。

为了让村民早日享受到
有机农业带来的经济效益，
吕正杰多次跑到省农科院经
作所请教专家，就车家坡村
发展有机谷子种植进行探
讨，并引进了省农科院经作
所培育的“晋谷 21 号”谷子
原种，免费提供给村民。同
时请来专家对村民进行种植
技术培训，指导大家进行有
机种植。之后，吕正杰又找
上了汾阳市皇米业有限公司
上门推销，并与该公司签订
了收购合同，以每斤高于市
场 0.2元的价格收购谷子。

不但管种，还包收，这彻
底打消了村民的顾虑。就这
样，车家坡村的有机谷子种
植红红火火地开展起来了，
并有了今天 1600亩的规模。

“今年俺计划继续种植
有机谷子，吕书记给俺们指
出了一条发展的好路子，让
俺们看到了脱贫的希望。”

“种谷子的确比种玉米收入
多，这多亏了吕书记。”“去年
俺们村谷子产量达 5.4 万余
斤,实现产值 91万余元”……
村民们信任吕正杰，也愿意
跟着他干。

调整产业结构 带领村民致富

“保守”的村民不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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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合作社 发展深加工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中必须重视农村

垃圾的科学化处理

吕正杰和村民在地里查看谷子的长势

▲吕正杰和村民讨论小米的
质量和成色

▲吕正杰农闲时和村民
在树下一起唠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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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林县食药监局开展“三小”条例宣传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