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吕梁山西麓，黄河东岸，雄踞着一

座因境东通天山“石叠如楼”而得名的晋

西古城——石楼。回往历史，这里出土

的大量殷商时期青铜器和稀世之宝“龙

形觥”曾赋予了这座古城独特的人文基

因。1936年毛主席率领红军东渡黄河后

75天波澜壮阔的战斗史和在石楼创作而

成的千古绝唱《沁园春·雪》，则为这座古

城留下了珍贵的红色足迹。

然而与辉煌的历史相比，县境内川错

垣间，沟壑纵横，梁峁起伏的地形地貌也

成了祖祖辈辈石楼人摆脱贫穷的障碍。

石楼属吕梁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是全省

36个国家级扶贫开发重点县之一，今年又

被省委、省政府确定为深度贫困县。

面对深度贫困，石楼县委、县政府

举全县之力破解扶贫难题，纵深推进生

态建设、易地搬迁、特色产业、光伏扶

贫、转移就业五大重点，全面补齐健康

扶贫、教育扶贫、兜底扶贫、公共设施、

区域发展五个短板，夯实强化基层党

建、社会帮扶、资金投入、内生动力、责

任落实五个保障，圆满完成了 22个贫困

村退出、4115 户 12593 口贫困人口年度

“销号”任务，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役

中，书写着决战决胜的壮丽诗篇。

优举措 克深度贫困之“坚”

创新沟域经济脱贫模式。支离破

碎、沟壑纵横的地形地貌利用好了也会

喷发出潜在优势。以“一二三产业融

合”为路径，一乡一点示范推进，一沟一

策因地制宜，20多个极具石楼特色的沟

域经济发展新模式横空出世，初显成

效。2017 年实施的 3 个县级示范点，9
个乡级示范点，可辐射带动群众治理大

小沟域 100余条，受惠于沟域经济，全县

72个村庄有了自己的林业产业，3000余

户贫困户依靠产业实现了持久脱贫。

积极推进生态建设脱贫模式。认真

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论，将 25
度以上坡耕地应退尽退，共规划退耕还林

20万亩，2017年已完成造林 11万亩，狠抓

红枣核桃提质增效，2017年实施红枣核桃

提质增效管理工程 4.4万亩，成立了57家

造林专业合作社，吸纳贫困户 1000 户

3900人参与造林；共聘用 898名贫困户担

任护林员，人均年补助6000元。

全力推动“三个一”农业产业扶贫。

“一县一业”工程，推动“善农计划、金鸡

计划、银狐计划”三个产业发展计划。“善

农计划”已成立山西善农蜂业有限公司，

注册“甜蜜网事”品牌，进行欧盟有机产

品认证和地理标志认证，“金鸡计划”80
万只蛋鸡养殖基地基础工程已全面开工

建设，“银狐计划”小蒜镇王家畔水貂特

种养殖基地一期建设工程已完成，首批

丹麦种貂现已进场。“一村一品一主体”

工程，加快“六有”产业扶贫机制建设，吸

收 113个贫困村 5834户贫困户 15325人

参与。“一户一策”工程，出台了《石楼县

一户一策扶持奖励办法》，在落实省市补

贴政策的基础上，实现应补尽补。

光 伏 扶 贫 资 产 收 益 实 现 全 覆 盖 。

2016年 3.1MW 的 18个光伏扶贫电站已

并 网 发 电 ，574 户 贫 困 户 从 中 受 益 。

2017 年规划建设 14MW 的村级光伏扶

贫电站 13 个，覆盖 113 个贫困村，可带

动 2100户贫困户。

强力推进易地扶贫搬迁。将整自

然村搬迁调整扩大到 105 个，实现应搬

尽搬。坚持“两年任务一年完”的工作

要求，在 2017 年度 2684 人扶贫移民任

务全部落实的同时提前规划、同步开工

实施了 2018 年度的石楼小镇和小蒜镇

徐家峪两个安置点工程。

精心打造黄河岸边的“青岛村”，青

岛转移就业新增人数近 500人。贫困劳

动力培训就业以“吕梁山护工”为主，共

开展 7 期 822 人参加培训，同时还向京

东集团和北方汽修输送 100 余名“石楼

技工”。对外出务工超过 4 个月的贫困

户，拿出财政资金给予奖励。

强基础 解深度贫困之“困”

全面落实健康扶贫各项政策，启动

并运行了贫困户先诊疗、后付费“一站

式结算”服务，依托汾阳医院，构建了乡

卫生院、县医院、汾阳医院“三位一体”

的诊疗体系；成立医疗集团，有效整合

县乡医疗资源，投入 173.652 万元减免

了贫困户新农合个人筹资，投入 77.38
万元为贫困户交纳大病保险费用，开展

健康扶贫双签约，受惠贫困人口 4468
人。

全面推进“全面改薄”项目，落实十

二项教育扶贫政策，农村义务教育阶段

学生营养餐补助全部得到落实，对家庭

经济困难的 865名学前儿童和农村义务

教育阶段 142 名学生进行资助，对建档

立卡贫困家庭就读高中的 968名学生免

除了学费；对建档立卡 176 名贫困大学

生给予补助。

全面落实兜底扶贫政策。农村低

保提高到每人每年 3228 元，实现“两线

合一”，五保户每人每年 4000元，全年提

标 1100 元。全面提升贫困村公共设施

建设和公共服务水平。实施饮水安全

89 处，覆盖行政村 50 个；对需要通动力

电的贫困村实现应通尽通；对 2016 年、

2017年脱贫村实现互联网全覆盖；2017
年 22个脱贫村实现水泥路全覆盖.

聚活力 攻深度贫困之“难”

抓党建促脱贫。全面提升改造村

级活动场所，投入 1500 余万元，打造了

10 个示范点，完成了 17 个 2017 年脱贫

村、51个无阵地或危旧狭小活动场所建

设和 9个乡镇“五小”建设。所有行政村

实现了“村村响”无线广播工程全覆盖，

聘用了 134 名贫困户为宣传文化员；突

出党员干部教育，受教育党员干部 3971
人次；全面实施贫困村集体收入“破零”

工程，实现贫困村“破零”97 个，其中集

体经济收益 1万元及以上的 59个。

统筹各方形成帮扶合力。继续完善

“54321”帮扶机制，落实“双签”责任，形

成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三位

一体”的大扶贫格局。团中央及省、市、

县的 98 支扶贫工作队，300 余名工作队

员，3100名结对帮扶贫困户干部，在全县

113个建档立卡贫困村留下了扎实笃行

的默默背影。省市县三级帮扶单位共直

接投入各类资金 1009.8万元，参与帮扶

项目 127个，受益贫困人口 5756人。深

化县际结对帮扶，深化企业合作帮扶，加

大统筹资金力度，累计发放扶贫小额信

贷 1.27亿元，统筹各类涉农资金 3.8亿。

图强巨变的屈产河畔，一声声脱贫攻

坚的集结号角雄浑激越，一个个创新求变

的扶贫模式日臻完善。如今，走进石楼的

田间村落，处处涌动着一股披荆斩棘决战

贫困，勇往直前争创幸福的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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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今年 1月 12日是刘胡兰烈

士英勇就义 71周年纪念日，为深切缅怀

烈士文水县开展系列活动，进一步强化

广大党员干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

意识，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坚定理想信

念，展示新时代新风采，谱写新时代新

篇章。

活动期间，将举办专题纪念晚会，

以“战火育英雄”“家乡新美景”“紧跟领

航人”三大篇章展示英雄故乡 45万人民

在 党 的 十 九 大 精 神 鼓 舞 下 的 奋 斗 风

采。举办以“丰碑”为主题的红色记忆

书画展，展出全国著名军旅作家李本深

（文水籍）所创的红色书画作品，并邀请

其赴刘胡兰小学为学生们讲述《丰碑》

创作故事。开展集中宣讲活动，组织精

干力量深入机关、企业和学校宣讲刘胡

兰的先进事迹。举办入党宣誓活动，发

动全县各级党组织及党员到刘胡兰纪念

馆重温入党誓词。开展“红色电影放映

周”活动，展播一批具有较高思想和艺术

水准的经典红色影片“进校园、进社区、

进农村、进机关、进企业”。利用“文水宣

传”“吕梁文水党建”微信平台和《今日文

水》、电视台等全媒体融合开设“胡兰精

神大家谈”专栏，集中宣传烈士的光辉事

迹。组织开展“弘扬胡兰精神，传承红色

文化”主题征文活动等。 （昝佩）

文水县开展系列活动纪念
刘胡兰烈士就义 71周年

本报讯 （记者 李雅萍 通讯员 吴
晓静 任婕）日前，汾阳市妇联组织干部

走上街头，开展以“打好低碳减霾蓝天保

卫战，齐心共建生态美丽新汾阳”为主题

的宣传活动，用实际行动为治污减霾、建

设美丽汾阳贡献力量。

活动现场，汾阳市妇联工作人员向

市民介绍防霾措施、宣读倡议书、悬挂宣

传条幅、发放低碳生活宣传挂历等。“现在

一些民间公益组织、志愿者都在关注环

保，我们妇联作为群团组织更应该发挥自

身优势，积极投身到环保事业中。我们此

次活动顺应民意，为广大市民提供防霾小

知识，号召人人参与低碳生活，自觉选择

节俭绿色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形成人

人、事事、时时崇尚生态文明的社会新风

尚。”该市妇联主席尹国娇说。

一位市民说：“妇联制作的低碳生

活挂历很有新意，看了很受启发。今后

要自觉践行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

生活、保护环境的生态理念，为守护汾

阳蓝天碧水贡献力量。”

汾阳市妇联开展低碳减霾宣传活动

走进脱贫攻坚主战场

本报讯 近 日 ，文 水 县 金 源 煤 化

有限公司与江苏常州金凤凰农化有

限公司举行合作签约仪式，合资建设

吡蚜酮农药制剂生产项目。这是文

水县从沿海发达地区引进的首家高

技科企业，填补了该县农药制剂产业

空白。

吡蚜酮是一种广谱杀虫剂，广泛

用于小麦、水稻、玉米、蔬菜、水果等农

作物，具有低毒高效和低残留、分解周

期短的特点。生产过程中对大气、水

和土壤等环境指数影响甚微，是世界

农业组织和国家农业部重点推广的农

药产品。

江苏常州金凤凰农化公司是工信

部定点农药生产企业，具有 20 多年农

药生产历史。公司引进高科技人才，

拥有 5 项发明专利。金源煤化抓住时

机，以商招商，经过半年多的接洽，双

方达成合作建厂协议。项目一期投资

1亿余元，预计年产能 2000吨、年产值

4亿元、年纳税 5000万元。

该项目落地文水，是该县招商引

资工作的一项成果，项目选址在已停

产多年的废弃厂房，既盘活了闲置建

设用地，又提高了开发区土地利用效

益。项目将在今年前半年建成投产。

（马智勇 李涛）

本报讯 （实习记者 刘丽霞）为提升

我市家政服务质量和家电清洗标准，1月

5日，市家庭服务业协会携手该项目吕梁

唯一代理机构红马甲家政公司举办“苏

宁帮客·小狮净洗”清洗技术培训活动，

来自市区及周边县市的近百名家政服务

人员参加培训。

本次培训活动邀请了苏宁帮客的专

业技术人员对“小狮净洗”清洗技术以及

“健康使用家电”的品牌理念进行了全面

讲解，现场指导了家政服务人员对油烟

机、空调、电冰箱、电热水器等家用电器

进行专业清洗以及开展厨卫保洁服务，

严格规范了家电清洗标准，以消除操作

不当所带来的安全隐患，提升了家政服

务质量。

“通过举办家庭服务业专场技术培

训活动，不仅为我市家政服务人员搭建

了学习专业技术的平台，而且拓宽了家

政服务人员的就业渠道，促进了我市家

庭服务业进一步发展”。市家庭服务业

协会负责人王淇告诉记者。

图为市委书记李正印陪同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党组副书记、副会长郭长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红
十字会会长张建欣在临县白文镇徐家沟村慰问困难群众。 记者 刘亮亮 摄

攻坚克难 决战贫困
——石楼县精准脱贫工作纪实

□ 高寄洲

吡蚜酮农药制剂生产项目落户文水

本报讯（记者 李雅萍）1月 9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党组副

书记、副会长郭长江一行深入我市临县白文镇开展“红十字博

爱送万家”活动，为困难群众送来新年的问候。省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省红十字会会长张建欣，省政府副秘书长、省红十字会

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郭立，市委书记李正印，市委常委、副市

长郭震威一同慰问。

郭长江、张建欣、李正印一行冒着严寒，先后深入临县白文

镇徐家沟村贫困户张桂明、郝喜全、郝乃明、郝花连、张谈庆、王

福照等家中，与他们亲切交谈，了解他们的家庭情况和生活情

况。郭长江代表中国红十字会送去装有棉衣、棉被、毛毯、米、

糖等物资的红十字家庭包，张建欣和李正印也分别将省、市慰

问金送到了特困户手中，被慰问群众连声感谢党和政府，感谢

红十字会送来的温暖。郭长江一行鼓励贫困群众增强信心、克

服困难，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各级

党委、政府和社会爱心力量帮助下，过上幸福美满的日子。

“红十字博爱送万家”活动是中国红十字会每年在元旦、春

节期间集中对困难群众进行人道救助的一项活动, 旨在大力弘

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该活动自 1999 年起组织

开展以来，募集款物逐年增加，受益人群逐年扩大，得到了社会

的广泛认可，已经成为中国红十字会履行人道职能、保障和服

务民生、推动和谐社会建设的品牌。

据了解，在今年“红十字博爱送万家”活动中，我市临县、石

楼、兴县 3 个贫困县将有近 500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受益。救助

物资和救助金将通过省市县红十字会、驻村帮扶工作队和农村

第一书记一对一送到每一户贫困家庭手中，确保特困群众度过

一个欢乐、祥和的节日。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副会长郭长江一行赴临县慰问困难群众
张建欣 李正印一同慰问

图为石楼县龙交乡甘河村沟域经济综合治理区图为石楼县龙交乡甘河村沟域经济综合治理区。。 王永平王永平 摄摄

我市家庭服务业协会携手红马甲家政
举办“苏宁帮客·小狮净洗”培训活动

目前，脱贫攻坚考核已拉开序

幕。各级各部门一定要高度重视考

核工作的重要意义，以此为契机，切

实把脱贫工作持续抓实抓好。

挥动脱贫考核“指挥棒”，是为引

导各级干部全力扶贫。脱贫攻坚年度

考核工作由省委督导组来实施，对各

级扶贫干部来说，是压力，也是督促。

面对脱贫攻坚年末考核，各级各

单位要进一步落实精准方略，吃透精

神实质，主动查摆问题，下足“绣花”

功夫，全面查摆，主动认账，既要正视

自己存在的问题，也要从别人的问题

中得到警示。要压实主体责任，帮助

贫困群众增加收入、就业创业，做足

脱贫成色，凝聚帮扶合力，助力脱贫

攻坚实现再战再胜。

做好脱贫考核的吕梁答卷
□ 梁 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