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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阳柏洼山中阳柏洼山

根据山西省大气污染防治工

作领导组办公室《应对重污染天气

调度令》（［2018］第 1号）相关规定，

经市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研究

决定，从 2018 年 1 月 11 日 12 时起

至 1月 15日 24时，启动吕梁市重污

染天气橙色（二级）预警，并启动相

应级别应急响应措施，请各县（市、

区）人 民 政 府 及 市 直 相 关 单 位 于

2018 年 1 月 11 日 12 时起至 1 月 15
日 24 时启动重污染天气橙色（二

级）响应措施。

吕梁市人民政府

2018年 1月 11日

吕梁市人民政府关于发布
吕梁市重污染天气橙色
（二级）预警信息的通知

“脱贫攻坚打硬仗，湫河两岸摆战

场 ，干 群 同 心 都 上 阵 ，甩 掉 穷 帽 奔 小

康。”这是如今在贫困大县临县被人们

广泛传唱的一首秧歌。

临县，一块曾被“穷”字“附身”的土

地，因生存条件差、人口又多，多少年来

一 直 被 贫 困 大 县 的 帽 子 压 得 喘 不 过

气。不过，“十二五”以来，特别是新一

轮脱贫攻坚战打响后，临县干群同心合

力决战脱贫攻坚，在发展特色产业、整

合涉农资金、易地移民搬迁、金融生态

扶贫、抓党建促脱贫等多方面工作中，

积极探索出一条适合贫困县发展的临

县道路，其经验和做法，已在全省乃至

全国多个贫困地区推广。

年终岁末，走进临县这个全省脱贫

攻坚的主战场采访探寻，耳闻目睹这里

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令人感慨万千！

特色产业促进群众稳定增收

“我家凭着人家村干部帮扶，去年

盖起了香菇大棚，到年底纯收入超过 3

万元，没想到，一年就脱了贫！”地处湫

水河畔的白文镇庙坪村，贫困户郝侯蛋

逢人就高兴地说。

山 西 脱 贫 看 吕 梁 ，吕 梁 脱 贫 看 临

县。临县作为全省脱贫攻坚的主战场，

截至目前，全县有贫困村 333个、贫困户

52295 户、贫困人口 124133 人。作为省

委、省政府确定的 10 个深度贫困县之

一，全县有深度贫困乡镇 8个，深度贫困

村 160个，深度贫困人口 3.7万人。而这

些贫困人口，又大多分布在山庄窝铺和

黄土沟壑区，脱贫成本高、难度大、见效

慢，是多年扶贫工作中的“硬骨头”和

“老大难”。去年，攻坚深度贫困堡垒，

临县制定了《关于“四聚焦四确保”攻克

深度贫困堡垒的实施方案》，从聚焦深

度贫困县、深度贫困乡镇、深度贫困村、

深度贫困群体四个层面，出台了 28条超

常规举措，集中力量攻坚、万众一心克

难，脱贫攻坚探索走出新模式，取得了

突破性进展，一些难题得到了有效破

解。大力发展特色产业，实施红枣林提

质增效 14 万亩、高接换优 1 万亩, 惠及

12 个乡镇 176 个贫困村，受益贫困人口

35318户 89198人。新栽核桃林 5万亩，

实施提质增效 6万亩，核桃产量 1360万

斤，销售额近亿元。大力发展绿色杂

粮，建立绿色谷子示范基地 9310 亩，惠

及贫困户 5173 户，辐射带动 4.2 万亩绿

色谷子的种植。建立肾型大豆示范基

地 1.04万亩，惠及农户 3668 户，其中贫

困户 1940 户，辐射带动近 2万亩肾型大

豆的种植。扎实推进马铃薯一县一业

基地县建设，建立 2.12万亩绿色马铃薯

生产基地、2.03 万亩绿色高产马铃薯示

范基地，惠及贫困人口 1.04万户 2.67万

人，可带动贫困户人均增收 350 余元。

继 续 壮 大 食 用 菌 产 业 ，投 入 1162.2 万

元，对贫困户超过 70%的食用菌专业合

作社，加大补贴力度，目前，全县食用菌

种植村达到 66个，合作社 71家，实现产

值 7620 万元。积极推广养殖龙头企业

带动脱贫模式，投入财政奖补资金 1000
万元，通过财政资金扶持、贫困户带资

入社，支持 19 户养殖龙头企业，实施贫

困户结对帮扶项目，惠及 9个乡镇 16个

村 贫 困 户 1000 户 ，户 均 增 收 3000 元 。

大力引进市场带动主体，引进签约北京

大伟嘉 50万头生猪生态养殖、上海云月

特色农业暨休闲食品产业园等 10 个扶

贫合作项目。大伟嘉三交李家塔 1000
头放养场已投产，1 个能繁母猪场、3 个

万头育肥场正加紧建设。

“努力创建临县模式、下足临县功

夫、塑造临县形象、交好临县答卷！对

于临县这样的穷地方来说，必须努力培

育接地气、可复制、有特色、带动性强的

产业，才能摘掉戴了数十年的贫困大县

‘帽子’，才能早日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

宏伟目标！”县委书记张建国深有体会

地说。

生态脱贫实现增绿增收双赢

“感谢党的好政策，扶贫攻坚造林

专业合作社让我家还清了外债，脱贫过

上幸福的日子。”这是林家坪乡南圪垛

村沙垣组农民刘崇贵逢人便说的一句

话。几年前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

让不满 40 岁的刘崇贵全家生活极度困

难。正在一筹莫展的时候，今年南圪垛

村成立了广林扶贫攻坚造林专业合作

社，承揽了沙垣组四个山头上的造林工

程，吸收他们夫妇两人进入合作社，借

钱买了一辆农用三轮车帮助拉运树苗、

水管等，通过辛苦劳动，不到一年工夫，

就收入了 23400 元。这一来，刘崇贵不

仅还清了外债，还挤出一部分钱维修了

房子，生活基本步入了正规，小女儿上

学也有了保证，刘崇贵的脸上写满了久

违的笑容。同样，白文镇李家湾村的贫

困户杜桂香和老伴每天跟着造林合作

社上山植树，干了 6 个月就挣了 3 万多

元钱，顺利实现了脱贫。据统计，像刘

崇贵、杜桂香这样参与造林合作社的贫

困人口在临县已达 1.14万人。

作为生态脆弱县，临县积极探索生态

扶贫模式，努力实现脱贫攻坚与生态建设

的互促双赢。新一轮退耕还林以来，临县

坚持在一个战场打赢生态治理和脱贫攻

坚两场战役，让贫困群众共享生态治理红

利。去年，铺开实施百万亩生态建设扶贫

工程，春季完成造林绿化 26万亩，秋季又

铺开 22万亩任务，打造了县城东山环城

绿化、庙坪生态经济型林业、李家湾流域

生态修复等多个示范点。通过一年的努

力，全县增绿面积达 34.92万亩，生态环境

脆弱的局面正在逐步改善。

着 力 提 高 贫 困 群 众 造 林 护 林 收

入。全县组建造林专业合作社 291 个，

入社成员 1.3 万人，其中贫困劳力 1.14
万人，占 87.7%。建立完善了贫困户参

与方式、用工酬劳、收益分配、议标办法

等机制，着力提升贫困户生态建设的参

与度和获得感。春季造林中 258个合作

社参与，投入劳力 1.2万余人，其中贫困

劳力 7400余人，参与造林的贫困劳力人

均劳务收入达 7000 元左右。秋季造林

又 投 入 劳 力 1 万 余 人 ，其 中 贫 困 劳 力

6000 余人。对全县护林人员进行了重

新选聘，共聘任护林人员 1634 人，其中

贫困人员 1396 人，占 85.4%，人均年增

收 5700元。 （下转 4版）走进脱贫攻坚主战场

脱贫攻坚谱新篇脱贫攻坚谱新篇
———临县改写贫困历史攻坚深度贫困纪实—临县改写贫困历史攻坚深度贫困纪实

□ 刘生锋

图为临县在城庄镇新建的整村易地扶贫搬迁示范工程图为临县在城庄镇新建的整村易地扶贫搬迁示范工程。。 刘建荣刘建荣 摄摄

本报讯 1 月 11 日，市委宣传部全

体党员干部不畏严寒，深入帮扶村方山

县马坊镇开府村开展以送十九大精神、

送政策、送技术、送温暖为主的“四送”

到村入户活动。全体人员一一入户，发

放面粉、棉衣、被褥等慰问品和慰问金，

完善帮扶手册、政策牌等资料，讲解十

九大精神和扶贫政策，把党和政府的关

怀温暖送到困难群众家里、心里。

在贫困户乔建全家中，市委宣传部

驻村工作队队长薛波亲切询问老人的身

体和生产生活情况，她说：“党的十九大

上，习总书记说他最牵挂的就是困难群

众，党和国家都记挂着大家。现在政策

好，你们大家加把劲，我们帮帮忙，大家

争取早点过上好日子。”近年来，市委宣

传部坚决扛起脱贫攻坚的政治责任，着

眼于“扶贫先扶智扶志”，多措并举开展

各项帮扶工作。2017 年积极争取产业

扶贫资金 100万元，新建小杂粮加工厂，

修整河坝；投资 10万元，新建 200米文化

墙；组织送戏下乡、文化惠民演出 7场；

评选“孝老爱亲”等各类文明户 30户。

今后，市委宣传部将紧紧围绕市

委、市政府脱贫攻坚决策部署，以产业

发展为重点，以党建宣讲为抓手，以农

技培训为支撑，以精神文明创建为助

力，激发“造血式”发展动力，夯实持续

发展基础，扎实开展脱贫攻坚各项工

作。 （王爱瑗）

市委宣传部在帮扶村开展“四送”到村入户活动

“隆隆隆，隆隆隆……”连日来，在

交城县迎宾大道城西小学项目建设工

地上，响亮的打桩声不断响起。这所规

制为 6规 36个教学班的小学项目，建成

投入使用后可解决 1800 个适龄儿童的

入学需求。

为了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2017年

以来，交城县在战略上优先部署、经费

上优先保障、资源上优先配置，努力实

现学有所教、学有所成、学有所用。全

县各中小学校更是狠抓以教育教学质

量为中心的评价变革，以期末统考为手

段，牢固树立“质量就是发展”“质量就

是职责”“质量就是满意”意识，教育教

学质量得到全面提高，受到了广大人民

群众的一致认可。

大 力 推 进 中 小 学 课 程 和 教 学 改

革。全县各中小学全面落实国家课程

方案，加强对校本课程和学校课程的规

范管理和分类指导，改进教育质量和人

才评价机制，提高教育教学能力和水

平。建立起了普通高中学生发展指导

制度，指导学生学会选择课程，做好人

生规划。进一步确立了以学生发展为

本的教育理念，改革教学方式方法，倡

导启发式教学和研究性学习，营造独立

思考、互动交流、激励创新的教学环境。

大 力 改 进 高 中 阶 段 考 试 招 生 方

式。该县严格按照《山西省普通高中学

业水平考试实施办法（试行）》，进一步

完善全县高中学校招生制度，进一步规

范对学生的综合素质评价方法。严格

按照《教育部关于加强和改进普通高中

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意见》要求，在现

有普通高中综合发展报告制度的基础

上，对评价内容、评价程序进行调整，从

思想品德、学业水平、身心健康、艺术素

养、社会实践五个方面，由普通高中学

校按照写实记录、整理遴选、公示审核、

导入平台的基本程序，为每位高中学生

建立规范的学生综合素质档案，客观记

录学生成长过程中的突出表现。

加 大 教 育 投 资 力 度 满 足 教 育 需

求。面对城乡生源的结构性变化、群众

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交城县不断加大

教育投入，截至目前，全县教育基础设

施新建和改扩建项目总投资 17181 万

元，其中，城西小学校项目：设置 6规 36
个教学班，总投资约 5600 万元；交城二

中新建体育场、音乐舞蹈教学楼及学生

厕所建设项目， （下转 4版）

1 月 10 日，
石楼县职业中
学师生走进该
县消防安全教
育培训基地参
观学习消防知
识，了解了各类
消防器材的性
能，聆听了消防
安全知识教育
课，还亲身体验
了当“消防员”
的感觉，做到了
消防安全入脑
入心。
臧媛慧 陈贞
李 宁 摄

坚持问题导向，深入企业生产一线，

发现问题、剖析问题、解决问题；坚持上下

联动，各级领导带头深入企业，宣讲政策、

了解实情、解决难题……2017年以来，我

市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巩固和扩展万名

干部入企服务成果，全面优化营商环境，

推进机关干部入企服务制度化常态化。

健全服务长效机制
扎实开展入企服务

市委召开专题会议，李正印书记安

排部署机关干部入企服务活动；市政府

立说立行，成立以王立伟市长任组长的

服务企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

经信委；成立服务企业办公室，发改、财

政、国土、环保、金融等成员单位各自设

有相应的工作机构……2017年，市委、市

政府将服务企业、优化营商环境抓在手

上，落实在行动中。一年来，我市建立并

完善了重大问题会商制、定期汇报分析

制、问题责任清单制、分级分层负责制、

网上在线服务制、现场办公落实制、问题

办结销号制“七个长效机制”，为企业提

供常态化高效服务。坚持普遍服务与重

点帮扶相结合、服务规模以上企业与服

务小微企业相结合、市级服务企业与县

级服务企业相结合、市（县）领导服务企

业与部门包联相结合、帮扶困难企业与

服务重点项目相结合“五个结合”，着力

推进服务企业工作制度化、精准化。

山西利虎玻璃集团职工养老保险金

缴纳问题曾经困扰企业发展，影响职工

积极性，通过市、县分别召开联席会议，

问题得到有效解决。为了强化干部服务

企业意识，市委、市政府联合出台相关方

案，重点就各级干部服务（包联）企业工

作做出安排。市服务企业办公室则从建

立工作机构、畅通受理渠道、协调解决问

题、强化督查考核等方面提出明确、具体

的贯彻落实意见。

畅通企业问题受理渠道是做好服务

企业工作的入口和前提。我市充分发挥

“互联网＋服务”的作用，在市经信委门

户网站开设了“吕梁市服务企业办公室”

专栏，开通了“企业问题受理系统”，利用

微信等现代媒介建立了全市服务企业工

作交流群，畅通企业反映问题渠道，常年

受 理 企 业 问 题 诉 求 ，及 时 推 送 惠 企 政

策。截至目前，共发布涉企惠企政策 69
条，服务企业工作动态 17条。

一年来，各县（市、区）在推进服务企

业常态化制度化方面亮点纷呈：孝义市

在服务企业过程中创新服务，建设了联

络平台、融资平台、电力保障平台等七大

平台，制定了联席会议制度、现场办公制

度、工业经济分析制度等六项制度，为该

市服务企业工作提供了保障。汾阳市印

制了《汾阳市干部入企服务政策汇编》

《汾阳市干部入企服务企业简介汇编》等

文件，强化了对服务企业工作的组织领

导和政策支持。

领导带头以上率下
营造良好发展环境

领导干部包联企业是我市多年来一

贯的做法。《吕梁市服务企业常态化实施

方案》确定我市建立市级领导服务企业

帮扶工作机制，并确定了每位市级领导

和 21个政府部门各重点服务一户企业，

共 50 户企业。各级各部门领导深入一

线，针对企业存在的问题，对症下药，采

取有力措施协调解决。

山西华兴铝业赤泥综合利用、山西

锦兴煤炭外运不畅、吕梁局域电网建设、

中铝华润 50 万吨轻合金项目产能置换

以及用地规划调整及环境评估、山西信

发厂区通信不畅、 （下转 4版）

转变作风解难题 精准帮扶促增长
——我市推进机关干部入企服务制度化常态化综述

□ 本报记者 李雅萍
通 讯 员 李晋峰 高芳

办人民满意的教育
——交城县大力推进教育改革纪实

□ 本报记者 阮兴时
通 讯 员 孙宝忠 郭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