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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临县城庄镇周边十里八村，小马坊的

张汤民算是小有名气。

现阶段在农村，一般有点知名度的人，

不是挣了大钱的，便是当了大官的，没有什

么比有钱有权更令村里人们世俗的目光羡慕

了。但汤民与二者都不沾边，他是一名乡村

厨师，经常带着五六个人的帮厨小组，拉着

一座流动厨房，走村串户帮乡亲们做事宴。

无论是本村还是邻村，谁家婚丧嫁娶，总会

有他忙碌的身影。

二十多年前，初中辍学年仅 16 岁的张

汤民瞒着父母跑到太原玩，身无分文被迫到

一家餐馆打工，一干就是二年。想不到一个

偶然情况下的无奈之举，却为他一生的生活

奠定了基础。

在十年以前的临县农村，农民生活还普

遍困难，遇上家里有个婚丧嫁娶的大事，锅

碗瓢盆炉灶具都要靠借，村里谁会蒸糕烩菜

都是义务帮忙，由于有过在饭店打工的经

历，汤民自然就成了经常给乡邻做事宴帮厨

的人。

这样过了多年以后，随着市场经济观念

的普及，村里外出务工经商者越来越多，村

民们的经济状况有了突飞猛进的变化，小饭

店在靠公路的一些村子里如雨后春笋般的冒

出来。汤民也顺应形势在村里开了一家饭

店，顾客主要是过往司机和挣了钱回村小住

时宴请亲朋的村民。几年下来，惨淡经营，

虽然没攒下钱，但是积累了经验，扩大了名

气，同时也孕育了一个新的创业方式。

农村有个习惯，婚丧嫁娶做事宴都图个

热闹方便，所以，即使村里有饭店也还是要

在自己院子里摆摊子。汤民便想着把饭店的

设备移到村民院子里，搞成一个移动厨房，

既满足了当事人图热闹的意愿，又把饭店的

卫生、舒适体现出来。他在原有设施的基础

上，又购置了帐篷、工具车、取暖器、冷风

机、冰柜等一系列器具，聘用了村里五六名

会做饭炒菜的人帮忙，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流

动厨房。哪里有事宴，就立即出动到哪里帮

厨，一流的厨艺、可口的饭菜、低廉的价

格、整洁的环境，很快在村里村外乡亲们中

获得了好口碑，生意也像滚雪球般一天天旺

起来。

现在，就像城里的大饭店办喜事要提

前预定一样，张汤民的流动厨房有时候也

需要预定了。特别是到了冬闲季节，经常

是这家刚完那家又请，忙得团团转。伴随

着忙碌的脚步，他的收入也像芝麻开花节

节高。

临县是个穷地方，是劳务输出大县，被

形容为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但张汤民的

经历告诉我们，只要肯动脑子，扑下身子，

找准自身优势和市场的集合点，不离农村一

样能有钱赚，真正是帮了父老乡亲的忙，开

了发家致富的门。

本报讯 近日，方山县张家塔

村无线网络覆盖了全村，村民个

个眉飞色舞，赞个不停。

张家塔村位于方山县城西南

20 公里处，2009 年 8 月被列入第

三批山西省历史文化名村，因村

庄较偏僻，交通、通讯等相对封

闭，特别是一些游客来此旅游观

光，很难于与外界联系。

方 山 移 动 公 司 想 人 民 之 想 ，

急人民之急，于 2017 年 12 月给该

村架设网线，维修员人员踏着积

雪，在冰天雪地里奋战 20 余天，

安装 90 多户宽带，之后又多次上

门排查故障，给群众解释使用说

明 、 收 费 标 准 等 ， 历 尽 千 辛 万

苦 ， 终 于 使 村 民 的 智 能 手 机

“活”起来了。有了网人们利用微

信交流，利用淘宝购物，利用腾

讯知天下事，给春节前后的游客

带 来 了 方 便 ， 给 古 村 带 来 了 生

机。尤其喜欢写作的赵玉润老师

更是高兴地对笔者说：“我再也不

用为无无线网而发愁了，可以随

时与朋友交流文学写作，今年县

政协编写 《走进方山峪口篇》，校

对文字也方便了！真的应该感谢党！感谢移动

公司的同志们！”赵国正也激动地说：“我开了

核桃加工业，网上可以张罗卖炒核桃，枣夹核

桃等商品了！”

（闫志宏 闫吉平）

社 会 政 策 是 最 基 本 的 民 生 ，是 兜 底

线、救急难的基本措施，今年以来，我市扩

大社会普惠政策覆盖面，紧密结合深度贫

困人口因病致贫、因学致贫、因残致贫实

际，在医疗、教育、卫生、残疾人保障等方

面出台了一系列切实有效的惠民政策，精

准覆盖每一个符合条件的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维护社会保障制度“底线公平”。

社会保障制度应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为基础。创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脱

贫攻坚连战连胜，就必须实现社会“底线公

平”，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具有底线公平的意

义，直接作用于使贫穷者生活有所改善或

能走出贫困，能够最明显地起到缩小社会

不公平程度的效果。

公共卫生和医疗救助制度对实现底

线公平也具有关键意义。我市农村地区

已经全部实行新农合制度,加上由政府出

资的医疗救助制度,都是在医疗方面全力

守住公平底线,解决困难群体看病难、看病

贵问题。

确保“底线公平”,是为了守住社会公

平的基点,明确政府责任的“边界”。从底

线公平出发看,目前我市社会保障制度问

题主要是制度结构不合理,要仿效城市建

设和管理，尽快在全市农村普遍建立最低

生活保障制度。应尽快将公共基础教育

纳入社会保障范围之内，加快农村地区合

作医疗制度建设,建设完善覆盖城乡的医

疗救助制度,继续建设和完善城市居民医

疗保险制度。

大吕洪钟大吕洪钟

帮父老乡亲忙 开勤劳致富门
——记临县小马坊村农民张汤民和他的乡村流动厨房

□ 本报记者 张剑平

完善社保制度确保底线公平
□ 梁 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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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29 日，正值农历腊月十三，春节将近，年味渐浓，市政工作人员正紧锣密鼓进行着滨河南北两路、永宁

路、兴隆街、龙凤大街彩灯亮化工作，工人师傅们顶风冒寒，正在将一盏盏火红灯笼、一串串五彩灯带悬挂装点

在街道两侧树木上，张灯结彩迎接新春的到来。

图①火红的灯笼挂满街头，新春的气息越来越浓。

图②永宁中路正在安装的魅力吕梁彩灯组合。

图③工作人员正在滨河南路悬挂大红灯笼。

图④工作人员正在龙凤大街紧锣密鼓进行着彩灯亮化。 记者 郭炳中 摄

火红灯笼高高挂 张灯结彩迎新春

本报讯 （记者 惠爱宏） 近日，吕梁市

宝源现代农业有限公司携手泰平公益协会

收购袁家岭村贫困户黑小米仪式在离石区

西属巴街道办袁家岭村正式启动。该公司

立足本地区绿色产品发展，积极帮助农民

增收致富，着力打造绿色生态产业体系。

宝源现代农业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4
月从省农科院采购了 500 斤黑小米种子，

对 袁 家 岭 村 54 户 贫 困 户 进 行 了 免 费 发

放。经过贫困户辛勤种植和区农委专业

技术指导，共种植 154亩，喜获丰收。9月，

区农委在验收贫困户种植的黑小米时，对

种植产量和质量都做出了充分的肯定。

2018年值此新春佳节即将来临之际，该公

司对袁家岭村种植的黑小米比市面上普

通黑小米高 50%的价格进行回收。

在收购现场，袁家岭贫困户看到自己

种的粮食丰收了，并且还有很好的销售渠

道，脸上都洋溢着满意的笑容。

当天，宝源现代农业有限公司在袁家

岭村以每斤 5 元的价格进行回收黑小米，

共收购黑小米 22100 余斤，发放人民币 11
万余元。该公司计划在 2018 年-2020 年，

在原有黑小米种植的基础上，继续增加万

亩自用西葫芦种植项目，为吕梁种植产业

结构调整贡献自己的一份力，为贫困户增

收继续尽心尽力。

宝源农业收购黑小米助农增收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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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王涛）
1 月 30 日，前来我市参加发

展经济林助力精准脱贫吕

梁研讨会的中国科协、中国

林学会、中国林科研究院、

国家林业局、西北农林科技

大学等单位的林学界知名

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谋生

态脱贫良策，共商经济林发

展大计。副市长尉文龙参

加观摩和座谈。

专家学者们深入柳林

县龙门垣生态经济型综合治

理示范区、柳林三交镇达滋

红枣公司、临县碛口冯家会

红枣提质增效工程现场、临

县红枣试验站，实地了解了

我市红枣、核桃经济林发展

情况。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

上，专家、学者和企业家们围

绕生态建设、经济林发展、脱

贫攻坚畅所欲言、各抒己见，

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

尉文龙表示，此次会议

既是一次思想碰撞的研讨

会，也是一次把脉问诊的培

训会，同时也是一次加强交

流合作的座谈会，必将成为

吕梁生态建设特别是经济

林 产 业 走 出 困 境 、助 力 脱

贫、实现更大发展的一个重

要里程碑。下一步，我市将

充分发挥经济林产业在经

济、社会和生态效益等方面

的独特优势，全方位加大经

济林产业科技、资金、人才

等支持力度，真正让特色经

济林产业成为富民强市的

大产业和贫困群众脱贫增

收的主渠道。

本报讯 （记者 冯凯
治） 近日，副市长杨巨才带

领市安监局、国资委等相关

部门负责人，深入中阳县鑫

隆煤业有限公司、中钢公司

进行了安全生产实地调研。

在鑫隆煤业，杨巨才

一行深入调度中心，详细

查看了井下作业人员管理

系统、产量监控系统，安全

监 控 系 统 、采 掘 工 程 平 面

图 。 杨 巨 才 指 出 ，岁 末 年

终，要建立健全规章制度，

加强日常安全管理，加大巡

查力度，杜绝非法违规生产

和超能力生产行为的发生，

做 到 安 全 生 产 常 抓 不 懈 、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确保

安全生产无事故。

在中钢公司，杨巨才详

细了解企业安全生产情况，

他强调，要紧盯安全生产不

放松。没有安全生产就没

有企业发展，越是“两节”期

间，越是要把安全生产紧紧

抓在手上，切实做到严上加

严、细上加细，确保不发生

任何安全事故。

杨巨才在中阳县调研
企业安全生产工作

全国林学界知名专家学者
齐聚我市共谋生态脱贫良策

新华社石家庄 1月 29
日电（记者 赵鸿宇）“葡萄

容易裂果，裂了就烂，别说卖

不出好价钱，自己都不喜欢

吃。”29日，中国农业大学副

教授张宏彦在河北省曲周县

前衙村给近百名村民讲授葡

萄种植技术，每讲完一个小

节，总会引起大家提问。

“真没想到在家门口就

能听到中国农大的老师们

讲课，而且说的很接地气，

很多都是我们经常遇到却

不够重视的问题。”50 岁的

村民龙景德在培训结束后

说，“全程 3个小时我全神贯

注，这也算上‘大学’了，下

次听课要早点来‘占座’。”

前衙村的“流动课堂”是

曲周县开展冬季农技培训全

覆盖活动的一个缩影。1月

中旬以来，曲周县联合中国

农业大学等高校，成立了 10
多个小分队，分赴全县所有

村庄，巡回开展农技培训。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

晓林是这次活动的主要组

织者。“在讲课前我们先

与各乡镇进行沟通，了解各

村产业发展情况，掌握各村

需求，再有针对性的备课和

讲授，进而实现‘一村一课

不重样’。”李晓林说。

据介绍，这次培训课程

非常紧凑，每个小分队每天

至少走两个村，每一个乡镇

都提前进行准备，并在各村

公布了“课程表”。

参与此次活动的中国

农大硕士研究生杨燕玲称，

她已走过曲周县 36个村，在

给农民上课的过程中学到

了 不 少 课 本 上 没 有 的 东

西。有时村民的提问她一

时还回答不上来，便相互留

下联系方式，与老师探讨后

再给他们答复。

曲周县依庄乡曹庄村

的 谷 书 起 告 诉 记 者 ，2015
年，他投资 16万元建起一座

西瓜大棚，由于技术原因，

种植过程中经常遇到小麻

烦。29 日有专家在曹庄村

进行了相关培训，让他重新

看到希望。“学了技术，留了

联系方式，我今年要更用心

地 去 经 营 ，争 取 能 有 个 好

‘成绩’。”谷书起说。

河北曲周：农民家门口“上大学”

新华社北京 1月 29 日
电 （记者 关桂峰） 今冬，

北京约有 100万户煤改电用

户。近日，北京气温持续走

低，部分山区夜间温度达零

下 20 摄氏度。煤改电用户

的取暖怎么样？记者近日

跟随国家电网北京密云供

电公司的两位“电管家”走

村入户、巡查线路。

为了方便煤改电用户

能温暖过冬，国网北京电力

在每一个煤改电村设立“电

管家”，共有 1056 位。“电管

家”人手一本“服务手册”，

写 清 了 用 户 地 址 、采 暖 设

备、联系电话等。当用户家

中出现供暖问题时，可以随

时拨打“电管家”电话。

“电管家”张辉、李岩松

是国网北京密云供电公司

溪翁庄供电所的职工，两

人负责 2000 多户煤改电用

户以及部分线路的日常巡

查。“煤改电对电网压力比

较大，天气越冷就越怕停

电，尤其深山区，要是停电

了，老百姓就要挨冻了。”

张辉说。

去年 9 月底，溪翁庄镇

石墙沟村完成了煤改电改

造。张辉来到村民刘美芝

家了解情况，一进门就感受

到了暖意。“把煤炉子拆了，

屋里也干净了。”刘美芝说，

用电取暖和一冬天烧煤的

费用差不多。

入冬以来，“电管家”每

天都要对煤改电线路进行

巡查。他们身穿棉大衣、绝

缘棉鞋，每天都要走好几个

山头。“走山路穿多了行动

不便，所以有时候手脚会冻

得生疼。”张辉说。

冬季山区气温低，采暖

期相对长。针对这一特殊

情况，国网北京电力增派巡

视保障力量，实时监测“煤

改电”变压器负载率；对运

行设备进行状态检测,预判

线路设备运行过程中可能

发生的接头过温、设备绝缘

老化等问题，便于抢修人员

主动开展处理，避免用户故

障停电。电力抢修车也常

备抢修物资，一旦停电将立

即开展抢修，确保为煤改电

用户提供全天候应急服务。

北京:千余“电管家”贴近服务煤改电用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