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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资讯

本报讯（记者 惠爱宏）2017
年，交口县把发展产业、增加就业作

为贫困户脱贫的首要之举，全县贫

困户 9218 户 25140 人中，接近 2/3
的贫困户有望通过产业增收，接近

1/3的贫困户有望通过就业增收。

该 县 搭 建 了“ 一 入 一 出 ”平

台，“入”指政府引进技术人才、加

大补贴扶持力度、打造服务环境，

以 增 大 香 菇 等 农 业 产 品 存 量 ；

“出”是指政府引进深加工企业、

建立交易市场、引进“网库”等电

商平台，让交口香菇卖到天南地

北。截至 2017 年年底，全县香菇

菌棒保有量达到 2000 万棒，参与

种植的贫困户达到 2000 户，实现

产业就业同步。

2017年，交口县一次性与山西

大象公司签订 50万头生猪养殖协

议，建设存栏 3.5万头、2万头和 1万

头生猪基地各一座，1100户贫困户

每户贷款5万元入股养殖基地，以托

管形式每户每年从中分红5000元。

交口县石口乡南山百世食安

农牧有限公司 50万头生猪养殖项

目，一期 10万头项目已建成投用，

可带动 1500户贫困户增收。

2017年全县共计培训人数达

10167 人，包括农业产业化、企业

务工、吕梁山护工等就业人数达

9800人，有劳力、有务工意愿的贫

困户 100%就业。

本报讯 （记者 惠爱宏）2017
年，兴县立足县情，实现年度脱贫

战役圆满完成。该县突出抓好光

伏扶贫，实现所有搬迁村光伏电

站全覆盖。

该县围绕易地搬迁，充分利用

光伏扶贫政策和金融扶贫政策，采

用“以村级电站为主，集中式、分布

式户用电站为辅”的模式，计划用 3
年时间建设光伏电站 6.2万千瓦，

实现所有搬迁村“村村有电站”、贫

困户“户户有收益”。2016年，规划

建设光伏电站 11个，总规模 1.15万

千瓦。2017年计划新建村级电站

170个，每个电站 300千瓦，总装机

容量 5.1万千瓦，目前正在进行选

址、初勘、规划设计等前期工作。预

计到 2018年底，全县光伏电站全部

建成并网发电后，年发电量可达

9072万千瓦时，年收益可达7711万

元，用于贫困人口收益的资金为

5443万元，可使全县所有贫困户年

户均增收不低于 3000元，整村搬迁

贫 困 户 年 户 均 增 收 不 低 于 4000
元。同时，保障贫困村集体经济收

入，壮大集体经济实力。

本报讯 （记者 惠爱宏）2017
年中阳县面临全县摘帽的艰巨挑

战。为了破解高龄、重残、重疾等

深度贫困难题，确保脱贫户稳定脱

贫，中阳县推出“强农贷”金融扶贫

新举措。政府牵线搭台，构建企

业、农信社、贫困人口利益联结机

制，有效应对银行信贷准入“门槛”，

彻底打通深度贫困户“真脱贫、稳

收入”绿色通道。

该县针对性地设计出“强农贷”

金融扶贫产品。“强农贷”以当地农

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为承贷主体，企

业与无法直接获得金融贷款贫困户

签订“产业扶贫入股合作协议”，即

可通过存单抵押方式获得“扶贫企

业项目贷款”，签约一户，给企业发

放5万元贷款，贷款以3年为限循环

办理，贷款利率、贷款贴息方面享受

扶贫惠农政策，最终由承贷企业负

责偿还本息，企业按每户每年 3000
元标准连续 3年给签约农户发放红

利。农信社打消放款顾虑，企业获

得资金注入，贫困户稳定脱贫，全县

实现顺利摘帽，最终取得“一箭四

雕”的完美脱贫。目前，中阳全县已

累计发放“强农贷”资金 3600万元，

惠及贫困人口720户。

中阳县全力打通
金融扶贫最后通道

交口县产业扶贫
带动贫困户就业

兴县实现所有搬迁村
光伏电站全覆盖

单位的扶贫点在石楼县裴沟

乡西南方向约五公里的山梁上一

个行政村，含四个自然村。虽然有

村村通公路，但坡度大路窄，初次

行车还是战战兢兢，遇到对面来车

更是捏一把汗。走访了两个自然

村的两户扶贫联系户，耳闻目睹以

及简单了解到的一些农村现状，对

当下正在进行的轰轰烈烈的扶贫

工作引发了一点思考，姑且叫做扶

贫忧思录吧。

我的联系户所在的薛家湾村，

户籍人口三百多，常驻人口三十多

人，在村里生活的全都是五、六十岁

以上的老年人，被村民称为队长的

老薛也六十多了，但村里上传下达

跑前跑后的事还得靠他，因为没有

合适的人了。五十岁以下的基本上

都在外面务工经商，年轻人都在城

镇长期居住，只有过年过节才回来。

村民的窑洞分布散乱，是典型

的山庄窝铺，村子中央一块较为

平坦的地方有一处院落，虽然已经

很久无人居住了，所有建筑都已经

垮塌，院内杂草丛生，一副破败镜

像，但带挑檐的大门及两侧厢房组

成的四合院以及院外的石碾石磨、

高大的桑树榆树一应俱全，似乎在

展示着昔日的繁华。.老薛说那是

过去财主家的院子，空下几十年了。

回想二十年前的农村，那时候

的农民希望在田野，人人都想着如

何在土里刨金，农村的人员结构也

是健全的，老中青都有，小学校飘

荡着朗朗的读书声，而现在的农村

只留下老年人了。我不由得想，二

十年以后，当这些习惯农村生活的

老一代农民消失之后，这些山庄窝

铺类的农村会不会像财主家的院

子一样成为废弃的遗址？今天我

们劳心费力所搞的一切投入会不

会也打了水漂？

村后的山坡上是成片的枣林，

可以想象当年这些枣树在农民眼

里一定是摇钱树。但连续几年的

红枣减收或绝收，枣树在农民心中

的位置大不如前，完全是有多少算

多少、自生自灭的管护状态。即使

遇到丰收年份，在外打工的年轻人

也不屑回村来打枣，所以，我们会看

到深秋季节里红枣仍然挂在树上

无人问津，实在令人心疼。产业是

农村发展的基础。像这类农村，经

济林无疑是村民致富的最佳选择，

如果红枣也被抛弃，农民还靠什么

稳定脱贫？

实事求是、因地制宜是我们一

贯倡导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思路，但

现在似乎正在被一股无法抗拒的

力量所左右，形式主义若隐若现，

新的四风苗头又起，无论是单位下

乡的第一书记还是扶贫队员一个

个疲于奔命，填不完的表格，打不

完的电话……

唯物辩证法讲到，事物的变化

发展，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本。扶

贫的外力再大，如果没有贫困户的

主观能动性，那么工作效果即使有

了也一定是短暂的。常听到扶贫干

部抱怨工作过程中的种种无奈，说

明现在的一些做法与农村农民的现

状严重脱节。同时，事物的发展是

有其客观规律的，人的差异性也是

客观存在的，我们谋划任何工作绝

不能脱离实际搞一厢情愿，否则难

以避免劳民伤财事与愿违的结局。

扶贫感言
□ 张剑平

为切实把十九大精神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落实好，并在矿区掀起学习高潮，2017年 12月 26日，山西焦

煤汾西矿业高阳煤矿举办“学报告学党章”知识竞赛，比赛由必答题、抢答题、共答题和风险题四种题型组成，

紧扣党的十九大报告、《党章》、党史内容，涵盖了时事政治、党章知识、党史内容等方面，对选手理论功底进行

了全面检验。 王小涛 摄

冬季对标

本报讯 （记者 梁瑜 通讯员 胡继兴
樊秉更）寒冬腊月，滴水成冰，但石楼县义

牒镇褚家峪村坡耕地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现

场，却是挖机、推土机机声隆隆，一座座山

头被推成平展展的机修梯田。石楼县水利

局副局长李青平说：“近年来，石楼县红枣

滞销，效益低下，严重影响农民收入的增

加；而坡耕地经过综合治理，成为机修水平

梯田，效益能稳定增加，深受农民朋友的欢

迎。”

石楼县褚家峪村位于石楼县县城西南

17.5㎞，隶属义牒镇。境内地形破碎，沟壑

纵横，坡陡沟深，水土流失十分严重，农民

群众长期贫困。这个村总人口 805人，全

部为农业人口，农村劳动力 250人，耕地面

积 430.34hm2，人均耕地 0.53hm2，人均纯收

入 2075元，人均占有粮食仅有 385.14kg。
2015年以来，他们紧紧抓住国家实施

坡耕地水土流失综合治理试点的机遇，苦

干三年，这个村的面貌开始发生翻天覆地

的变化，几年来，村里坚持以人为本、服务

民生的宗旨，农田综合治理充分征求群众

意见，尊重群众意愿，按照“近村、近水、就

缓、就低”的原则选择地块；开发治理与退

耕还林、基本口粮田建设、土地整理等项目

协调，科学规划，合理布局，避免重复建设，

最大限度发挥工程效益；综合治理优先安

排坡度小于 15°的缓坡耕地，对 15°～25°坡
耕地，按照集中连片、因地制宜原则修筑，

以便形成规模。

全村水土流失综合治理，以梯田建设

为重点，配套生产道路和田埂。在梯田建

设布局上，根据不同小班的地理位置、立地

条件，水平梯田田块等高布设，大弯就势，

小弯取直；对少数地形有波状起伏的，水平

梯田田块划分顺总的地势呈扇形，区内梯

田埂线亦随之略有弧度，不要求一律成直

线。在道路上，村里从服务群众生产出发，

把生产道路由干路和支路组成，干路要能

行驶汽车和拖拉机，主要用于运输农用物

资及农产品，路面宽 3m，线路是由坡脚成

之字形进入坡面内，其纵向坡度控制在

15°以内；支路即为人行路，布设在各梯田

之间，缓坡上呈斜线形，稍陡坡上呈“S”形

盘绕而上，并与干路连通，形成相互连通的

网络；排水沟一般布设在生产道路的一侧，

用以排除道路径流，并分段引入梯田地块。

通过三年项目的实施，现在该村增加

机修梯田 407.27hm2，每 hm2 增产按 2025kg
计算，每年增产粮食 54981.5kg，为当地粮

食安全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同时也大

大加快了脱贫致富的步伐。村民张四儿，

全家五口人，原有耕地 5.5hm2，2015 年项

目实施后全部变成机修梯田，当年购买黑

矾 100袋，猪、鸡粪等有机肥 50m3，2016年、

2017年连续两年亩产都在 1000斤以上，每

年的收入都在 8万元以上，成了村里的小康建设状元户。坡

耕地综合治理项目的实施，为该村增加生产道路 12.7km，有

效改善了人居环境和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使水土流失

得到有效控制，平均每年可拦蓄泥沙 21250t,提高了流域减灾

御害的能力，减轻各种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和水土流失所造

成的面源污染，促进坡耕地退耕还林还草和生态恢复，使区域

生态环境向良性循环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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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惠爱宏）2017年，石楼县

认真贯彻落实习总书记视察山西重要讲话

精神，把攻坚深度贫困作为坚中之坚，重中

之重，突出抓好三项工程，全面推进脱贫攻

坚，年底将完成 22个贫困村、9000口贫困人

口脱贫的任务。

生态脱贫取得新成效。坚持绿色发展

理 念 不 动 摇 ，全 力 推 进 生 态 脱 贫“ 五 个 一

批”。一是实施退耕还林脱贫一批。以退耕

还林为主战场，早动手，早安排，坚持生态效

益和经济效益兼顾，圆满完成了 6 万亩退耕

还林任务，提前铺开 2018年 5万亩退耕还林

规划设计工作。二是实施造林脱贫一批。

该县成立了 57个造林合作社，其中吸纳贫困

户 1000户贫困人口 3900人，全部承担了 6万

亩退耕还林任务，平均每个贫困户劳务费

5000元。三是通过护林脱贫一批。聘用 890
口贫困人口担任护林员，占全县护林员的

90%以上，每人每年通过护林可领取管护费

6000 元。四是干果经济林提质增效脱贫一

批。2017年该县实施红枣、核桃干果经济林

提质增效 1 万亩。对于实施整地、修剪、拉

枝、病虫害防治等措施的贫困户，每亩补助

200 元；对于实施嫁接改良的，每亩补助 500
元。五是林业产业脱贫一批。将造林绿化

以生态林为主转变为以干果经济林为主，全

县 6万亩退耕还林地全部栽植核桃、单季槐、

皂角、桑树、油用牡丹等经济树种。特别是

在裴沟乡曹穆流域生态经济型治理示范点，

规划实施了单季槐、油牡丹、苹果、梨等多元

特色经济林 13705 亩，工程覆盖 4 个村 2840
人，走出了一条特色产业发展之路，为退耕

户后续产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易地搬迁取得新进展。按照“五年任务

三年完成”目标要求，统筹推进扶贫移民与

城镇化发展，将“十三五”时期扶贫移民任务

统一规划、同步实施、整体推进。一是全面

落实 2016 年移民任务。通过采用“去库存”

方式，目前已有 413 套安置房全部安置到户

并已入住 165户，入住率达 40%；西河湾二期

312套主体已完工并分房到户。同步搬迁在

政府限定最高成交价的基础上，由搬迁户与

五证齐全的楼盘进行自主协商，自主选择户

型。二是建设移民点工程。全县共规划建

设 3 个移民点。2017 年移民任务以岔沟为

中心，依托城中村棚户区改造、扶贫移民等

项目，高起点规划、高标准设计，打造山水一

色、环境怡人的东城区。岔沟村龙山水岸移

民点占地面积 80 余亩，规划设计 8 栋 11 层

660 套，分为 40、60、80、100、120 平米五种户

型设计。分二期实施，第一期 3、5、4、7 四栋

楼目前已封顶进行加气块彻筑。第二期工

程中的 2 号楼已开工建设。2018 年移民将

建设 2个移民点，一是以郭村为中心，围绕石

楼悠久厚重的历史文化和传统文化，打造集

商贸、文化、旅游为一体的石楼小镇，安置

6881人，其中贫困户 4222人，同步搬迁 2659
人。二是在小蒜镇徐家峪建设移民点，安置

487 人，其中贫困户 367 人，同步 120 人。目

前 2018年移民安置点已全部开工建设。

产业扶贫实现新发展。一是大力实施

“一村一品一主体”。全县 89 个贫困村全部

都有脱贫产业和带动主体，累计扶持 5200口

贫困人口通过发展农业产业扶贫。其中有

带动企业的村 30 个，占贫困村的 33.7%，平

均每个带动主体吸收贫困户 55%；有股份合

作经济组织的村 30个，占全县贫困村总数的

34%，每个村的贫困户在特色产业中的受益

预计可达 3000元以上。二是大力推进“一户

一策”。围绕“二主多辅”产业布局（以红枣、

核桃为主导产业，以小杂粮、畜牧、中药材、特

种经济林等为辅助产业），该县制定了《贫困

户“一户一策”脱贫攻坚实施办法（试行）》，对

贫困户发展种植业、林果业和养殖业等产业

以及贫困人口外出务工给予补助，其中经济

林提质增效每亩补助 200元，绿色谷子每亩补

助 100元，舍饲猪、绵羊新购存栏 1头（只）补

助 200元；鸡、鸭等新购存栏 100只以上，每只

补助 10元，设施农业每亩补助 2000元，单季

槐、桑蚕树、皂角等每亩补助 300元。2017年

全县共投入产业扶持资金 1155 万元。与此

同时，该县加大小额信贷支持产业发展力

度。2017年累计贷款金额 1.08亿元，支持贫

困户 2274户发展各类农业产业。

“矿区已经征地 1600 多亩，我们又在此

基础上垫地一千多亩，现在可利用种植苋草

的土地估计就是个三千亩。加上 2017 年在

县城北部试种的两千多亩，2018年要发展万

亩苋草种植还需征地五千亩。”

“呼家湾那块地形地貌属高山丘陵型，

大多土地窄又不平整，不利于机械化大规模

集中作业，加上我县气候特点春旱比较严

重，会不会对苋草出苗有影响？”

“土地特点确实不利于我们机械化大规模

作业，这个可以在实施的过程中以区域划块集

中推平。至于春旱，苋草这种作物是不怕旱怕

涝，只要在出苗的那段时间保证水份就行了。”

……

2017年12月26日，已是中午一点多了，方

山县武当宾馆三楼会议室里依旧气氛热烈，参

加方山县苋草产业发展座谈会的与会人员围绕

2018年发展万亩苋草种植，带动农民脱贫致富，

促进全县整体脱贫摘帽，谈劲十足，此起彼伏，

忘了此刻已超出正常午饭时间一个多小时了。

2017年 1月份，方山县与中苋生态科技

（深圳）集团有限公司正式签约合作协议，投

资方计划在方山县种植 5 万亩苋草，其中

2017 年试种 2000 亩。预计 5 万亩苋草全部

种植后，可满足大约 170万头猪的饲料需求，

同时可使每头猪的养殖成本降低 100 元左

右，经济效益明显可观。一年过去了，在该

县马坊镇范围内的 2000 多亩苋草试种取得

了明显可观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实践证

明，苋草种植是一个产业转型升级、带动农

民增收、加快脱贫步伐的好项目。于是，该

县审时度势，与中苋集团进行更深层次的沟

通合作，扩大苋草种植面积，发展相关多元

产业，真正让好项目、好产业在脱贫攻坚的

战场上发挥更大更好更多的作用。

石楼县三项工程助力贫困户早摘穷“帽”

一点多了，会还在开……
□ 杨应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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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实习记者 王
卫斌） 2017 年 12 月 30 日上

午，市新元小区公租房分房

现场会召开，在市委常委、副

市长李建国宣布摇号分房开

始后，符合条件的 204户实物

配租房家庭在公证员现场公

证下参加了摇号选房。

新元小区公租房位于城

北街道乔家沟村，是市委、市

政府民生工程的重要部分。

为保证分房的公平公正，分

房现场采用报到抽序、摇号

选房、登记确认等严格程序，

并 邀 请 了 市 人 大 、市 政 协 、

市 监 委 、市 公 证 处 、离 石 区

公 安 局 及 市 直 有 关 单 位 的

人员进行现场监督。参与摇

号分房的家庭是从市直机关

及 企 事 业 单 位 报 送 申 报 的

216户家庭中，按照中等偏下

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新就业

职工、外来务工人员、军队退

役人员四类群体，经过“三审

核”、“两公示”程序，最终确

定符合配租条件的 204 户家

庭参与分配新元小区 A 幢楼

的房屋。

李建国在讲话中指出，

分配公租房是市委、市政府为

群众办的一件实事，也是广大

住房困难家庭期盼已久的喜

事和大事。新元小区公租房

的建成和分配，是我市住房保

障工作取得的一大成绩，符合

条件参加分房的每户家庭，都

能够选到一套住房，实现应保

尽保。每位工作人员必须从

讲政治的高度，秉公办事，切

实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

本 报 讯 （记 者 冯 凯
治） 2017年 12月 29日，由省

环保厅总工程师李凌 带队

的冬季大气污染防控强化督

导组就我市督查情况进行了

反馈。市委常委、副市长李

建国出席会议。

会上，李凌 对我市大

气 污 染 防 治 工 作 取 得 的 成

效表示肯定，他希望我市持

续 保 持 冬 季 大 气 污 染 防 治

的良好势头，坚决防止已经

关停的土小企业死灰复燃，

做到治理工作无遗漏、无反

复。

李建国对督导组为推进

我 市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和 环 保

工 作 付 出 的 辛 勤 劳 动 表 示

感谢。他表示，督导组在督

导过程中，既肯定了我市大

气 污 染 防 治 工 作 取 得 的 成

绩，又严肃指出了存在的问

题 和 不 足 。 各 级 各 部 门 要

提高认识，全面落实督导反

馈 意 见 ，明 确 治 污 责 任 ，继

续强化统一监管，严格进行

考 核 问 责 。 要 以 此 次 督 导

为 契 机 ，以 决 战 决 胜 的 姿

态 、务 实 的 工 作 作 风 、扎 实

的 工 作 态 度 ，集 中 精 力 、整

合 力 量 、加 速 推 进 ，坚 决 打

赢蓝天保卫攻坚战。

省冬季大气污染防控强化
督导组进行情况反馈

2017年吕梁市本级新元小区
公租房分房现场会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