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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阳县政协副主席武永亮
反映：2018 年 1 月 15 日，教育
部、国务院扶贫办、国家语委发
布的《推普脱贫攻坚行动计划

（2018- 2020 年 ）》（ 教 语 用
〔2018〕1 号，以下简称《计划》）
中提出，到 2020 年，实现贫困
家庭新增劳动力人口应全部具
有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沟通交流
和应用能力，现有贫困地区青
壮年劳动力具备基本的普通话
交流能力，当地普通话普及率
明显提升，初步具备普通话交
流的语言环境。《计划》出台以
来，尽管各地也做了相应的安
排部署，但是从我市总体情况
来看，这项工作推进缓慢、成效
不明显。

为此建议：
1、深入贯彻《国家通用语

言文字法》，全面落实《计划》。
各级政府要加大工作力度和资
金投入，在市、县、乡、村每一层
级都要设立推普机构，都要制
定出台具体的工作目标和计
划；要充分发挥“政府主导、语
委统筹、部门支持、社会参与”
的工作机制的作用，建立健全
推普的各项规章制度；形成自
上而下的一整套推进措施和监
管机制。

2、做 好 推 普 的 前 瞻 性 和
基础性工作。一是加快编写
培训教材，教材内容要贴近农
民生产生活实际，语言要通俗
易懂，知识点要简明扼要，形
式上要图文并茂、形象生动，
页码在 100 页以内，可以借鉴
1965 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推广
普通话的指示》后，全国编写
的 300 多 种 学 习 普 通 话 手
册。二是培养优秀的推普员，
尤其是培养一批会说普通话
的农村干部。

3、加大宣传引导力度，营
造良好的推普氛围。一是通过
宣传引导，尤其是通过“由于不
会说普通话闹出笑话甚至影响
生产生活的”反面典型，让广大
贫困群众真正体会到学说普通
话的重要性，从而改变不想、不
会、不习惯说普通话的习惯。
二是利用农闲时节或农村集市
举办推普宣讲活动，教育引导
广大贫困群众逐步在工作和生
活中规范使用普通话。

4、全面拓宽途径，推动形
成“人人学说普通话”的语言环
境。一是通过工作场所、公共
服务窗口、农村广播推普。二
是宣传部门可定期举办猜灯
谜、成语接龙等简单轻松、寓教
于乐的各类推普活动。三是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进
农村”“访民情、惠民生、聚民
心”等活动与推普结合起来。

5、结 合 实 际 ，“ 因 材 施
教”。由上级驻村干部负责贫
困村推普工作，实施过程中要
针对不同对象有所侧重，对乡
村干部、学生注重字面和口语
化推广，对老年人等留守群体
注重宣传和字面解读，对外出
务工人员注重文字使用和口
语化使用。同时要结合实际，
对 45 岁以上文化层次较低的
农民，采取自愿原则，不做硬
性要求。

书能医愚 ，勤能补拙。上个世纪 80年
代，泥湾则村人解决了温饱住房问题，但还
算不上富裕。如何能让村里人真正富裕，大
家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关键，那就是抓好下
一代人的教育工作。

高珠峰，今年 58 岁，在吕梁市世行项
目办上班，是村里的第一个大专生。在上个
世纪八、九十年代，中专、大学的门槛很高，
但是泥湾则村人却锲而不舍，舍得在教育
上下功夫，节衣缩食，省下的钱都花在了孩
子的教育上。据高珠峰讲，那个年代，各家
都穷，但他和伙伴们的求知欲很强，想读书
却买不起书。于是他和村里的高福保、李天
喜等五个爱看小人书的同学每人出一毛钱
集资买了上下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连环
画小人书，大家互相传阅。

村民高牛照是一个残疾人，上个世纪 70
年代，大龄的他娶了个残疾妻子，生了一双
女儿，两个孩子从中学到大学基本上靠政府
救济、爱心人帮助完成学业，如今一个在附
近县上班，另一个在国务院某部委上班。

有耕耘就有收获，有几年，村里每年能
出十几个高中生，占暖泉镇的三分之一，村
里一茬茬孩子都迈进了大学的校门。泥湾
则村重教尉然成风，互相不攀比穷富，都以
孩子能上大学为荣。村里重教也染指了嫁

出去的姑娘，她们的孩子大部分也都进了
大专校门。村里仅一户人家没有大学生，却
也在县城靠卖烧饼住上了楼房。

至目前为止，泥湾则村两代人共有大
学生 100多名，其中不乏北大等重点大学，
还有美国、巴西、英国爱丁堡大学留学生 4
名。70多名学生走上了公务员、教师、医生
等岗位。

“泥湾则村就是好，村民素质高，村风
正。”邻村人对泥湾则村给出了极高的评
价。五十年来，该村没有发生过一起违法
犯罪记录，村民把这一变化归结于教育抓
得好。

这些年，泥湾则村人的日子过得一年
比一年好，村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
中阳县核桃富民战略和暖泉镇“生态立镇
经济林富民”政策的引导下，正常年份，仅
核桃一项每户年收入达 2万到 4万元。村民
还吃上了自来水，村里巷道、田间通道都已
硬化，村里安装了太阳能路灯，村民也住上
了宽敞明亮的新房子。过去村民想都不敢
想的事情，一件件却都实现了，泥湾则村人
在幸福的大道上越走越远。村民对改革开
放的体会更深，大家一致认为：“能过上今
天的幸福生活，全是因为党和政府作出的
改革开放英明决策。”

本报讯 （记者 木二东 通讯员
陈钰 闫志伟） 为深入贯彻落实关于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部署，及时发
现涉黑涉恶势力相关线索，全面掌握
辖区涉黑涉恶情况，近日，石楼县公安
局裴沟派出所组织警力深入各村庄开
展“扫黑除恶”宣传和线索排查。

期间，民警通过走访乡村干部、
当地群众等方式，围绕威胁政治安全
的黑恶势力、把持基层政权、操纵破
坏基层选举、利用家族、宗族势力横
行乡里、称霸一方、欺压残害百姓的

“村霸”等黑恶势力犯罪线索，向辖区
群众宣传当前“扫黑除恶”形势，深入

了解当地社会治安情况和涉黑涉恶
线索。

此次走访，民警共发放宣传资料
200余份，张贴线索举报通告 20余张，
充分提高了辖区群众对扫黑除恶的认
识，进一步营造了辖区群众广泛参与
扫黑除恶斗争的良好氛围。

将推广普通话

作为脱贫攻坚

的有效抓手

石楼县裴沟派出所深入开展“扫黑除恶”线索摸排工作

泥湾则村“变形记”
□ 本报记者 曹永亮 本报通讯员 刘世武

泥湾则，又名义湾村，是中阳县暖泉镇的一个小山村。
说它小，理由很充分，全村仅60多户200多口人。不过，这个
小山村却不一般，因为40年来，它发生了许多变化。它不再
是邻村人眼中那个破土窑集中、村中汉子难娶妻的穷村子，
它变得漂亮了，村容村貌发生了根本改观；它出名了，村里
出了100多个大学生，美名远扬。那么，40年来，泥湾则村究
竟发生了什么？是什么让它产生了如此大的变化？

村名与村子的来历息息相关，这一点，泥湾则也不例
外。村民称，古时暖泉河绕村流过，在村畔拐弯处冲刷形
成大量淤泥，村名由此而来。在村人的记忆和历史记载
中，村子总摆脱不了一个穷字，也总被邻村桔槔人压得喘
不过气来。

桔槔村是个大村，人多地肥，历史上村里有任、刘两
大户财主，其土地扩展至周边村。泥湾则村被桔槔村的
土地包围，出门就是桔槔村平地，泥湾则村只有阳、背山
上薄地维持生计。泥湾则村历代无一孔砖结构窑洞，住
房都是土窑和石窑。村里有一高姓人家算是村中大户，
也不过只有几孔石窑洞而已，大门用了不到百十块砖拱
顶。桔槔村任、刘两财主的住宅被当地人称小“乔家
院”。有民言：“桔槔桔槔灰 ，出门都是背顺顺”，指的
是阔气的样子。清朝时，泥湾则村人在村边修了一座小
庙，还是由桔槔村财主在大段地边捐献了几分，有庙碑记
载：泥湾则村地薄民穷。

进入民国年代，兵荒马乱，泥湾则村仍是个穷。新中
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村民生活逐渐稳定，但还是摘不了

“穷”帽子，村里人对未来陷入了迷惘，总以为天注定代代
贫穷。年复一年，村民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苦日子，以
至于年轻人娶媳妇都成为难题。

峰回路转，上个世纪 80年代国家实行家庭联产承包
责任制后，泥湾则村人看到了希望。受穷几个朝代的村
人痛定思痛，下决心要响应党的号召，团结一致，积极创
造美好生活。

如今村里 60多岁的老年人，那个时候正是 20多岁的
青壮劳力，他们没有杞人忧天，而是锲而不舍甩开膀子猛
干，首先解决了吃饭问题。当时，农村开始建房热，附近
村建房雇工，工人除了每天能吃上一顿白面外，还能领到
两盒烟。泥湾则村有个不成文的规定：一家建房全村帮
忙，吃饭不讲究，粗茶淡饭能吃饱就行，工地仅放一盒
烟。靠着团结互助节约，全体村民住上八十年代的新窑
洞，泥湾则村人彻底告别土窑洞。

“要过上好日子，必须改变观念，学会用勤劳和智慧
来武装自己。”几十年来，泥湾则村人通过实践得出了致
富法宝。今年 85 岁的高金全老人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
子。上个世纪 70 年代，他们一家日子过得非常辛酸，连
基本的吃穿都解决不了。而今老高生活大变样，几个子
女事业有成，生活安康，孙子都是大学生，都已参加工作，
都在城里买房安家。而且子女孝敬，还领着养老金，医疗
看病都有保障，享受着天伦之乐。老高逢人便夸：“我们
要感谢党和国家为我们提供了这么好的生活条件，这在
过去是不敢想的事情。”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村民刘喜元肩挑全部家当带着
老婆孩子外流在交口县逃荒。后来,得知老家政策松懈
村民个人敢开荒地了，刘喜元便举家返村。没几年农村
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从此，他就过上了好日子。如今
80 出头的他有十几个大学毕业的孙子、外甥，一家子其
乐融融。刘喜元称：“我们很幸福，赶上了党和国家的好
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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