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内统一刊号：CN14－0028 邮发代号：21—28

中共吕梁市委机关报

吕梁日报社主办 吕梁新闻网：www.sxllnews.cn

25
2018年 7月

第9323期

农历戊戌年六月十三

星期三

今日4版

山西省一级报纸

要闻部邮箱：llrbywb@163.com 电话：8227878—8024要闻部主办 本版组版：闫广明 责编：马龙 臧媛慧 薛力娜 校对：白丹

“去年把土地流转到丽锦山庄后，我的果树成了城里人

眼里的香饽饽，十几亩果树都被市民认养，我还成了技术指

导员。”近日，在孝义市丽锦山庄采摘园，必独村村民武吉全

正忙着除草、施肥。他告诉记者，以前种果树就是为了卖钱，

也没有多少收入，现在城里人过来认养了，他负责修剪管理，

干的活少了，挣的钱还多了，收入比以前翻了两三倍。

沿孝义市迎宾路一路向南，十几分钟的车程就进入一

条山清水秀、绿荫环绕的山沟，依托丰富的山水生态资源和

优越的区位条件，这条曾经贫瘠荒凉的小山沟如今成了孝

义市民的“后花园”。

武吉全是必独村的老果农，从 17 岁开始种果树，因前

几年市场不好，只能忍痛把侍弄了几十年的果树撂开外出

打工，去年土地流转到丽锦山庄后，随着十几亩果树被人

“认养”，他的日子也逐渐好了起来。

“以前吃水果只能在市场购买，现在认养了果树，自己

种自己收，不仅能够体验到参与的乐趣，而且吃着放心。”在

果园，市民程小桃对记者说道。

从挑着苹果叫卖到担任技术指导员，实现的是卖产品

到卖服务的升级，同时，传统手工艺遇见现代农业，碰撞的

结果是文化的传承和复兴。

位于该市区附近的南曹村，是一个做豆腐已有两千年

历史老手艺的村庄。进入新时代，该村豆腐有了新的卖

点。“我今天带孩子来这里体验传统手工艺的神奇，品味传

统文化的魅力，一方面通过动手体会食物的来之不易，能更

加珍惜食物，另一方面也能提高孩子们的动手能力。”慕名而来的市民高旭说。

如今，南曹村的豆腐不用肩挑手抬去推销，都是客户上门求购，村里也顺势

而为搞起了休闲体验游，传承祖辈的老手艺，成了最受欢迎的新事物。“我们村几

百年卖豆腐，现在转化为卖服务，尤其是我村搞起乡村旅游，把城市的市民都吸

引过来，亲身体验豆腐的加工和豆腐的销售，村民的收入增加了十几倍。”豆腐传

承人郭守云介绍道。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支持和鼓励农民就

业创业，拓宽增收渠道”，这为农业现代化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孝义市以服务城

市、富裕农村为目标，依托建设美丽乡村发展现代农业，把农业向观光休闲、文化

体验方向延伸，走出了一条农业文化旅游“三位一体”，生产生活生态同步改善，

一产二产三产深度融合的路子。

近年来，该市共发展七个省级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点，建成 30万亩集

采摘、休闲、观光于一体的特色农业园区，游客接待量达 189万人次，可为周边农

民增收 2000元。从“吃得好吃得安全吃得营养健康”到“乡村休闲游”“农事体验

游”“村镇度假游”，该市将特色农业以“特”立足、以“特”延伸，让乡村更加美丽、

农业更加兴旺、农民更加富庶，实现了市民的田园梦和乡村的振兴梦。

——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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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李雅萍 通讯员 张世川

脱贫攻坚的岚州答卷
——岚县多点发力攻克深度贫困纪实

□ 马建生 梁海珍 梁瑞霞

——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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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阮兴时） 为激发

创新潜力，集聚创业资源，营造“双创”

氛围，推动中小企业转型升级，促进大

中小企业协同创新发展，7 月 3 日下

午，2018“创客中国”大赛吕梁赛区举

行了决赛。

据了解，本次比赛由市中小企业

局和市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市中小

企业公共服务平台承办。16位企业和

项目的创客选手经各县 （市、区） 组

织申报，并通过市中小企业局组织初

选赛后参加本次比赛。大赛的举办，

为中小微企业和创客提供交流展示、

产融对接、项目孵化的平台，发掘和

培育一批“双创”优秀项目和优秀团

队，催生新产品、新技术、新业态和

新模式，为我市经济转型发展提供了

新动能。

经 过 3 个 多 小 时 紧 张 有 序 的 角

逐，柳林县沟门前风味食品有限公司

荣获一等奖；山西心言工艺品有限公

司等 3 户企业荣获二等奖；山西新元

太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 6 户企业

荣获三等奖；文水县易弥康磁化净化

水设备制造有限公司等 6 户企业获得

优胜奖。获奖的项目和选手将进入全

省的复赛和决赛，进入竞争更加激烈、

水平层次更高的阶段。

本报讯 （记者 阮兴时） 7 月 24
日，市政协主席刘云晨主持召开党组

（扩大）会议。市政协副主席刘继隆、

白荣欣、闫广聪、薛爱平、高永安，秘书

长杨成元，市政协机关副处级以上干

部、各县（市、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

参加会议。

会议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

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的讲

话，全国政协系统党的建设工作座谈

会精神和省政协党组（扩大）会议精

神，省政协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

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理

论研讨会精神及晋协党发〔2018〕4 号

文件精神。研究讨论了政协委员“守

纪律、讲规矩、重品行”承诺书。

刘云晨指出，全国政协系统党的建

设工作座谈会对新时代政协系统党的

建设作出全面部署，充分体现了全国政

协党组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核心地

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

导的高度政治自觉和坚强决心，必将在

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对新时代人民

政协事业发展进步产生重要推动作

用。市政协党组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中共十九

大精神为指导，认真学习贯彻全国政

协、省政协会议精神，以政治建设为统

领，立足系统思维，强化责任担当，进一

步明确政协系统党的建设工作总要求，

以党建明方向、聚共识，促履职。

刘云晨强调，做好新时代人民政

协工作，各级政协组织要持续深化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

工作重要思想的学习研讨活动，努力

形成一批理论研讨成果，并用制度、机

制固定下来，不断丰富政协协商民主

实践，提升政协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

水平。要对标“三高”工作定位，认真

查找不足，切实解决思想不适应、作风

不适应、能力不适应等问题，提高求真

务实的能力和水平。要按照“懂政协、

会协商、善议政、守纪律、讲规矩、重品

行”要求，切实加强政协委员和机关干

部队伍建设，树立新时代人民政协组

织和政协委员的良好形象。

“拼搏岂止在疆场？”近年来，我市

部分退伍军人以吃苦耐劳、顽强拼搏的

精神在创业路上开创出一片属于自己

的新天地，成为全民创业的生力军。离

石区杨育明就是其中一位。从普通的

退伍军人到创业致富领头人、商界成功

人士，他成功转换着自己的人生舞台、

实现着自己的华丽转身。

现为离石华辰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吕梁市华辰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

的杨育明是离石区田家会人。1991 年

12月至 1995年 12月，他在天津 86606部

队服役。退伍后，杨育明不等不靠，利

用自己在部队学到的知识、本领，开始

了创业之旅，他先后从事过商贸、旅游、

茶文化经营管理等。2013年，在北京京

诚京安保安服务有限公司任经理期间，

杨育明在积累经验的同时，受到启发：

这个产业在京城可以做得这么好，在家

乡吕梁也一定可以做好。2014 年 7 月，

杨育明回到家乡，独资成立了吕梁市离

石华辰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军人自有军人的风采。军人出身

的杨育明雷厉风行、踏实果断。短短四

年时间，他带领华辰人始终恪守“忠诚

客户、忠诚责任、忠诚使命”的服务宗

旨，坚持“精致管理、精致装备、精致服

务”的管理理念，弘扬“忠诚铸就平安，

精致奠基未来”的企业精神，成就“打造

精英品质，争创行业示范”的企业愿景，

将公司打造成为吕梁市集人力防范、技

术防范、实体防范为一体的准军事化专

业安保服务企业，并赢得了服务单位和

驻地百姓的高度赞誉。

“我也是军人出身，原本非常担心

退伍以后的就业问题，回到家乡后，偶

然了解到华辰保安服务有限公司是退

伍军人创办，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我表

达了自己愿意加入的想法。感谢杨育

明总经理给我的机会，我在公司不仅实

现了就业，而且受到了专业化、正规化

的培训，增长了知识和技能。”公司职工

小磊的感谢是发自内心的。和小磊一

样，离石区先后有 500 余名剩余劳动力

在华辰公司找到了就业岗位，其中复转

军人占总人数的 30%以上。

当 前 ，华 辰 公 司 在 杨 育 明 的 带 领

下，不断向着集团化方向发展，旗下分

设 华 辰 保 安 、华 辰 物 业 、华 辰 培 训 学

校。华辰保安下设训练勤务部、纠察大

队、特保大队、安检中心、联网报警中

心、安防工程中心、装备销售中心，主要

涉及保安服务、安全检查、停车管理、安

防工程、保洁服务等。公司从设立之初

单纯的人防保安发展成为如今人防、技

防、物防多渠道、立体化的现代化安保

防卫企业。该公司还成立了华辰保安

培训学校，配合市公安局，为吕梁保安

人员提供保安培训考试课程，对规范本

地保安服务作了有效探索。公司凭借

不俗的业绩获得离石区“五一劳动奖

状”“职业道德红旗单位”，山西省“平安

单位”等表彰奖励。杨育明本人也因出

色的工作实践力和积极的公益担当力

多次获市、区表彰，成为退伍军人中自

主创业、带领大家脱贫致富的典型。

“我虽然仅入伍 4年，可军人情结无

时无刻影响着我。”杨育明告诉记者，

“创业成功，除了军人不认输的倔强劲

外，社会给了我通向成功的阶梯。”说到

将来，他说，会进一步把企业做大做强，

为党委政府分忧，创造更多的就业岗

位，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为经济社会

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幸福是奋斗出来的

市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
刘云晨出席

2018年“创客中国”吕梁市
创新创业大赛决赛圆满落幕

老 兵 新 传
——记离石区花辰保安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杨育明

□ 本报记者 李雅萍

7 月 23 日，
吕梁日报社开展
“爱心接力助瓜
农”有机西瓜认
购活动，石楼县
裴沟乡马家山村
贫困户张凤其的
7000 余斤西瓜
被认购一空，此
次认购让张凤其
收入7000余元。
图为编辑记者认
购西瓜。
记者 刘亮亮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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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指吕梁客户端

“攻克深度贫困堡垒，是打赢脱贫攻

坚战必须完成的任务，全党同志务必共同

努力。”一年前，习近平总书记深入吕梁山

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调研并作重要讲话，习

总书记讲话精神犹如指路明灯，指引着岚

县人民在决胜全面小康、实现中国梦的新

征程上砥砺前行。牢记嘱托、不忘初心，

在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重要讲话精神

指引下，一年来，岚县扎实推进脱贫攻坚，

产业扶贫稳增收、健康扶贫保重点、政策

扶贫兜底线、教育培训提技能、易地搬迁

拔穷根、生态扶贫可持续……一系列脱贫

政策举措的实施，让岚州大地焕发出新的

活力，处处充满了生机和希望。35个贫困

村退出，4909 户 14511 名贫困人口脱贫，

贫困发生率下降至 13.6%，这是岚县人民

向习总书记交出的脱贫答卷。

在这场艰苦卓绝的战役中，产业扶

贫作为该县脱贫攻坚的治本之策和长久

之计，为全县的脱贫事业做出不可磨灭的

贡献。随着脱贫攻坚进程的加快，岚县更

是集聚各方智慧，不断探索实践，因地制

宜、因户施策，走出了一条兴产业助脱贫

的致富之路。尤其是近日来，随着涉及

167 个 行 政 村 、249 个 产 业 项 目 、惠 及

52398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的 1.38亿产业

扶贫资金的持续下拨，岚县一个个惠民产

业项目更是犹如被按下快进键，迈上平稳

快速发展轨道。种植业、养殖业、农副产

品加工业等特色传统产业项目规模扩大、

提档升级、开花结果，光伏、电商、金融等

新兴扶贫业态发展势头良好，带动效益日

趋明显，为全县 2.1万贫困人口打造出更

多稳定脱贫的新路子，奠定了岚县实现

2018年脱贫摘帽的坚实基础。

重特色 强基础
农牧产业高质发展

立足于当地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岚

县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形成了以马

铃薯为主，畜牧养殖、小杂粮种植加工、

中药材种植、食用菌种植为辅的多产业

扶贫体系。尤其是在马铃薯产业做大做

强方面，岚县紧紧围绕“户有半亩原种保

优种、户均一亩一级种保增收、人均一亩

绿色薯保脱贫”的思路，精准安排马铃薯

产业基地建设项目，发展了原种繁育基

地、一级种薯繁育基地、有机马铃薯基地

和新品种新技术示范基地，并对使用一

级种生产商品薯的薯农予以补贴，目前

全县马铃薯种植面积达 30 多万亩，年产

鲜食薯 40万吨以上，成为名副其实“山西

马铃薯第一县”。同时该县还扶持村委

或新型经营主体兴建薯窖，运用贫困户

入股建设或免费入窖储藏的方式实现错

峰销售，增加收入。

作为马铃薯主产区的岚县河口乡，

近几年这儿的薯农可谓是赚的“盆满钵

满”。在政府扶持下，该乡通过统一规

划、统一种植、统一管理，打造出独具特

色的万亩土豆花海。每到七八九月，土

豆花竞相开放，岚山秀水，银装素裹，芳

香四溢，原生态的乡村美景，自然和谐的

田园风光，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游览观

光 ，每 年 该 景 区 接 待 游 客 达 20 万 人 以

上。除此之外，岚县还依托独特的土豆

美食文化，成立了马铃薯主粮化推进团

队、土豆宴研发营销团队，注册了“土豆

宴”商标品牌，培育形成了独一无二的岚

县土豆系列美食。“土豆种—土豆花—土

豆—土豆宴”全产业链助推马铃薯“一二

三产”融合发展，成为岚县最广泛的增收

致富渠道。

在马铃薯产业唱主角的同时，岚县

其他农牧产业也不甘落后，旱地渗水地

膜覆盖谷子、食用菌、中药材、肉羊肉牛

养殖……一系列特色产业犹如基石，夯

实了岚县脱贫攻坚的基础。

新思路 绿意浓
生态产业创新崛起

“就恋这一把把黄土，就盼有一座座

青山。就盼有一层层绿，就盼有一汪汪

泉……”一首歌曲《就恋这把土》道尽了

生态脆弱区人民对绿意的渴望，说出了

土地贫瘠区农民的心声，而这也曾是岚

县发展的“痛点”。但随着近年来大量生

态造林产业项目的实施，越来越多的黄

土高坡被披上了“绿装”，喜人的绿意不

仅改善了当地自然环境，也让当地农民

享受到了实实在在的“生态红利”。以吸

纳贫困户 33 户 87 人的森生财造林合作

社为例，2016年，该社承接了镇里 1350亩

的造林工程。造林结束后，15 万株苗木

销售一空，参加合作社的贫困人口也赚

取劳务费 49 万余元，平均每人收入 5000
元。从 2016年进行试点的合作造林到购

买式造林、扶贫攻坚造林、专业合作社造

林和林业资产收益造林扶贫试点，一步

步走来，岚县林地面积在增多，贫困户受

益范围也在不断扩大，截至目前，全县共

有扶贫攻坚造林专业合作社 102个，覆盖

了 12个乡镇 121个村 1751户贫困户 5155
名贫困人口。

为帮助贫困户获得长期稳定收益，

岚县还创新造林方式，引进了沙棘、板蓝

根等作物，大力发展林下经济和林果经

济，不断提高林业经济收益。“你可别小

瞧这些沙棘苗，这是我们专门从内蒙古

引进的中蒙杂交杂雌 1号， （下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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