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方山县北武当镇韩庄村薛玉盛和张生俊

是老两口。一个 69岁，一个 64岁。身体都不

太好。薛玉盛眼睛不行，张生俊血压高、血脂

高，颈椎、腰椎也有毛病。但是，老两口靠种

芦笋脱了贫，生活过得有滋有味。

薛玉盛有 4 亩多平地，以前主要种菜、种

玉米，1亩地能收 2000元“可难了”，因此在峪

口镇做皮鞋维持生计。他有 5个孩子，给孩子

们都结婚后，薛玉盛做生意的老本也没了，只

能以务农为主。2014年，他家被定为贫困户。

与韩庄隔一个村，有个峪口村，峪口村有

个薛根元，不仅自己种植 20亩芦笋，还收购芦

笋，销售芦笋种子，是当地有名的“芦笋王”。

六七年前，他劝薛玉盛改种芦笋，说“比玉米

强”。

芦笋是一种营养很高的蔬菜，为世界十

大名菜之一。原来主要用来出口，现在国内

市场也起来了。

种芦笋还有优势，就是种一次十来八年

不用再种，只管理就行。劳动强度不高，适合

不能外出务工的人从事。

峪口村有人种植芦笋，韩庄村当时却没

有一家种植。薛玉盛有些顾虑，他老伴却相

信“芦笋王”，力主试种。当时，芦笋种子 1斤

4500元，薛玉盛花 900元买了 2两，开始育苗。

薛玉盛读过高小，认识字，他日夜钻研有

关资料，去峪口请教芦笋种植户，育苗成功。

老两口用这些苗子，移栽了近 2 亩。但是，由

于没经验，先密后疏，不是太理想。看到芦笋

苗子小，薛玉盛又间种了豆子。结果第二年

采收时收入不大。薛玉盛下定决心改变观

念，一切照着资料上写的做。第三年，他的芦

笋卖了一个月，一天能剪一次。第四年，卖了

两个月，而且一天能剪二次。2015年，他家摘

掉了贫困户的帽子。

薛玉盛老两口看到芦笋对农村经济的好

处，反复呼吁村里发展芦笋产业。去年，该村

第一书记薛吉林终于促成了他们的心愿。

薛玉盛和村里其他两人一起担负起了为

村集体育苗的重任。今年育成后又带头移栽

了 1亩。这样，薛玉盛的地大多栽种了芦笋。

现在，韩庄村种植芦笋的农户建了一个

微信群，大家天天在里面讨论“芦笋经”。薛

玉盛的老伴张生俊是元老级人物，在里面经

常为大家传经送宝。

薛玉盛老两口的三间砖房就盖在自己的

地旁。地里除了种芦笋，还种了一些日常吃

的蔬菜、玉米，栽了核桃、葡萄等，一派自给自

足的样子。但是芦笋把他与外面连在一起。

薛玉盛对待芦笋像对待自己吃的其他庄

稼，用尽了真心。施肥全用农家肥，农药只用

一次且完全按要求操作。他说：“农药对人不

好，人吃了，吃坏了，自己心里也不平！”就拿

除草来说，今年老芦笋地他用锄头锄了 5 次，

新移栽的地里，用手一株一株地揪。

韩庄村地处林区，植被良好，空气清新，

土地肥沃，没有污染。过去，薛玉盛采下芦笋

要去峪口村去卖。今年，他的芦笋因为符合

出口标准，在薛吉林的联系下，出口到香港，2
亩地收入 1 万多元。韩庄村也因此成为芦笋

供港基地。

7月 24日，薛玉盛乐呵呵地说：“这三亩地

就能养活我们了。咱争取不牵累孩子们！”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幸福是奋斗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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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精准脱贫

今年 5月，带着对顺会乡远近闻名的脱贫

致富能人牛文光的一腔好奇与敬意，我们走进

了地处牛湾子村蛤蟆湾牛文光的蔬菜大棚。

只见 17 座大棚齐齐整整排成一列，在阳光的

映照下格外醒目耀眼。走进棚里，西红柿、青

椒、豆角竞相抽条展叶，长势喜人。10余名工

人有的除草、有的培苗、有的浇水……忙碌而

有序。一位中等个头、身材精瘦的中年男人满

脸笑意向我们走来。他便是大棚的主人牛文

光。

“今年，我主要经营了 17 个大棚，还有 40
亩高粱……”得知来意，牛文光便热情地向我

们介绍了他的脱贫致富经。

人穷志不穷，心中燃起脱贫梦

牛文光今年 52 岁，像岚县大多数平凡而

普通的农村汉子一样，面庞黑瘦，为人精干厚

道。2014 年，牛文光 4 个孩子都在上学，家里

生活困难。正值全县上下开展脱贫建档立卡

工作，村里考虑到牛文光家困难的现状，便将

他家列入了建档立卡贫困户。

所谓“人穷志不穷，有志不愿穷。”虽然被

列入了建档立卡贫困户，牛文光心里却更加着

急了。“儿子马上面临娶媳妇，当上贫困户不是

啥光彩的事儿！再说，脱贫致富还总得靠自

己！”闲不下来的牛文光心里想着，腿上忙着

……

自 20岁娶媳生子、成家立业后，牛文光就

一直没闲下来。几年来，种过架豆、油松，养过

猪……2008 年，与人合作养猪失败后，就开始

了外出务工的生涯。调过灰、送过砖、当过大

工……他总说：“只要有活干，生活就有希望！”

别人一年务工五六个月，他能干 12个月；别人

吃不消的体力活，他干得格外起劲；别人常下

馆子，他却把钱都攒了起来……

2015 年，牛文光和妻子外出务工整整一

年，孩子们也陆续参加了工作，生活稍显宽裕，

他便主动向村委申请了脱贫。

人老心不老，脱贫梦升级为创业梦

转机出现在 2017 年，考虑到自己年龄越

来越大，外出务工的机会只会越来越少，不如

筹资回乡创业。

顺会乡地处岚县东大门，以农业立乡。适

逢乡里积极引导牛湾子村建设“菜篮子”工程，

引导村民种植反季节蔬菜，多渠道拓宽增收路

径。为了培养一大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

的新型农民，县乡两级还多次聘请专家学者、

专业大户等为农民讲授蔬菜种植等特色产业

种养技术。嗅到发展先机的牛文光向村委申

请承包了 17个蔬菜大棚和 40亩农田开始了自

己的创业生涯。

世上之事只怕不勤，不怕不精;只怕无恒，

不怕无成。蔬菜大棚种植需要掌握专业技

术。50多岁的牛文光认真起来像个学生。他

四处虚心求教，主动参加县乡组织的蔬菜种植

技术培训，走出山东、太谷学习专业技术，走进

普明镇百里屯生态园、上明乡源泉种植专业合

作社，向蔬菜种植能人大户请教学习，终于掌

握了一些初步的育苗、施肥、灌溉、管理等技

术。

土地有了、技术有了，牛文光开始了大胆

尝试。2018 年，他在 17 个大棚里种上了多产

的青椒、西红柿与豆角。每天天蒙蒙亮，他就

睡不着了，溜达着就来到了大棚。晚上，天空

亮起星光，他才缓缓向家里走去。牛文光的老

婆说：“他今年所有的心血都放在了大棚里。

到了饭点，左喊右喊回不来。刚吃两口，就又

放下了碗，走向了地。”筛选品种、精心育苗、观

察温度、测量湿度……每一项工作牛文光都干

得格外认真。为了增加收入，他还在地脚边畔

种上了青苗。“我的蔬菜上的是农家肥，都是绿

色蔬菜。为了保证收入，今年与山东一家蔬菜

公司签订了收购合同。青椒保底收购价 0.4元

一斤，而且可根据市场销售情况，再行上调价

格。”牛文光说得滔滔不绝，满脸喜悦。粗略估

计，今年大约能收入 10万元左右。

一个党员一面旗，心中还有共同致
富梦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牛文光入党已

有 23 年。当前，岚县脱贫摘帽攻坚战开展得

如火如荼，他总觉得自己也应该做点什么。“王

怀计的腿有毛病，还要照顾 70 多岁的老母。

李改平有心脏病，还有 2个正在上大学的孩子

……大家的生活都不容易！”自回乡创业后，村

里的王怀计、李改平等贫困户就成为了他心中

的惦念。今年，他雇佣了像王怀计这样的 4名

男工，像李改平这样的 2 名女工，还临时雇佣

一部分工人。每名工人都在家门口打上了工，

一年能有 1 万元左右的收入，实现了事业、家

庭两不耽误。

“当时，村委把土地承包给牛文光，一是考

虑到牛文光能干事、有魄力。前前后后多次

外出学习，聘请技术工人，寻找销路，他的

勤劳与能力我们都看在眼里。二是考虑到他

人品好、讲诚信。先支付租赁款再使用土

地，工人的工资也不拖不欠。他还准备在村

里搞专业合作社，带动大家共同致富！在村

里，大家都认可他！”牛湾子村党支部书记、

村委主任牛云珍如是评价。说起牛文光，乡

干部、村干部、村民无一不对他竖起大拇指。

“当前，蔬菜大棚产业发展还存在瓶颈，

技术缺乏、资金短缺，带动力也还不够。但

是办法总比困难多，我相信所有的困难都能

被克服。下一步，我准备吸纳村里的贫困户

注册岚县绿又鲜专业种养合作社，在村里发

展绿色蔬菜种植与养殖事业，逐步形成种养

加一体化的全产业链生态循环农业。”目光如

炬坚定地看着远方，谈起未来，牛文光信心

满满！

牛文光：大棚里“种”出新希望
□ 牛艳茹

“自从第一书记魏巍来了后，办了十

几件多年来我们想解决而无力解决的大

事，我们真正感谢他、感谢党委、感谢政

府！”肖家庄镇唐家堡村村民激动地对笔

者说。

2016年 1月，汾阳市交通运输局与肖

家庄镇唐家堡村建立了帮扶脱贫关系，确

定由魏巍任唐家堡村第一书记。就任以

来，他放下架子，沉下身子，迈开步子，全

力推进唐家堡村脱贫工作，以实际行动不

断增强村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唐家堡村位于肖家庄镇东北角，魏

巍驻村后的第一印象就是路不平，水不

通，灯不亮，这些基础设施方面的问题严

重影响了村民的生产生活，对此，魏巍及

时写申请报告，以早日改善唐家堡村的

村容村貌。

2016 年 9 月，在交通局的大力支持

下，唐家堡村 1.8 公里的村通路建成通

车。2017 年，唐家堡村村南 2.3 公里被

列入 2017 年农村公路提质工程项目建

设，目前已完成前期工作。2017年 3月，

修建了 10道农田灌溉渠，一条农田路。

“我刚来的时候，就有很多村民反

映，唐家堡村多年来存在供电设备老化

以及部分街道根本没有线路的问题，在

实地调查后，我积极请示市级包村领导，

于 2016年 8月份将唐家堡村的供电设备

进行了全面农网改造，今年计划要申请

安装 13 台路灯，点亮唐家堡。”魏巍说

道。

村里实现了路路通、灌溉易、路灯

亮，给村民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每个

村民脸上都洋溢着满意的笑容。

多年来，唐家堡村村民收入来源单

一，不稳定。针对这一现象，魏巍主动与

上级相关部门共同商讨帮扶计划，通过

社保兜底脱贫、产业脱贫、转移就业脱贫

与教育医疗脱贫等多项措施来全力推进

唐家堡村精准扶贫工作。

“我首先利用广播和标语大力宣传

国家的扶贫政策，然后挨门逐户调查，掌

握了第一手资料。经统计，唐家堡村共

有 250 户 、731 人 ，建 档 立 卡 贫 困 户 84
户、249人。按照规划，为贫困户引进优

质湖羊，通过发展养殖业增收致富。”魏

巍回忆道。

在此基础上，魏巍与村里“两委”还

积极组织技能培训，以酒厂工作为主，通

过劳务输出来增收致富，两年来共输出

劳动力 60 余人，贫困户收入明显增长，

超额完成了年底脱贫摘帽的目标任务，

迈向了富裕之路。

脱贫不能只靠政府救济，更要靠自

力更生。这是魏巍一直坚持的信念。

“人人都会老，老人也要幸福生活，

为做好养老服务工作，唐家堡村老年人

幸福院建设势在必行。”第一书记是这么

说的，也是这么做的。2017年 8月，在多

方努力下，废弃的小学被改建成老年幸

福院。除此之外，唐家堡村申报的文化

活动广场项目已经建成并投入使用。村

民们都来健身锻炼，邻里纠纷明显少了，

精神文化生活也得到了丰富，精神面貌

焕然一新。

两年来，在第一书记魏巍带领全村

人民的艰苦奋斗中，在包村领导及驻村

单位的扶贫工作下，一个村容整洁、管

理规范、文明和谐的新农村正在向我们

走来。

扶贫路上显担当
——记汾阳市交通运输局

驻唐家堡村第一书记魏巍
□ 朱敏 代晓雅

市科技局知识产权办公室主任薛吉林 2016年 11月到方山县北武当镇韩庄村担任第一书记后，力主上马芦笋产

业，目前该村已移栽芦笋 60亩，新育苗 3亩。明年就会有芦笋上市。图为薛吉林在苗圃查看新苗生长情况。

李小明 摄

老两口脱贫记
□ 李小明 张爱荣

政务动态政务动态
zhengwudongtai

本报讯 （记者 刘子
璇） 7 月 24 日，由省政府

重大项目稽查办特派员王

红亚带队的省第二督查小

组来到我市，就复制推广

自由贸易试验区前三批改

革 试 点 经 验 进 行 专 项 督

查。市委常委、常务副市

长张敬平出席汇报会。

听取汇报后，督查组指

出，吕梁市委、市政府高度

重视自贸试验区改革试点

经验复制推广工作，进一步

转变政府管理理念，深入推

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

改革，出台了一系列措施，

上下联动、多部门协作，复

制推广工作取得了实质性

效果。督查组要求，要继续

将复制推广自由贸易试验区

改革试点经验工作作为重要

任务来抓，不断加强队伍建

设，建立健全保障机制，推

动复制推广工作落到实处。

张敬平代表市委、市

政府感谢督查组的指导和

支持。她表示，下一步将按

照督察组提出的工作要求，

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坚持

问题导向，扎实推进工作。

并要求，相关部门要不断提

高 工 作 的 创 新 性 和 主 动

性，从对标指标上进行分

析，在趋势上进行研判，从

总体上进行把握，确保复

制推广工作取得成效。

本报讯 （记者 王洋
刘小宇 刘子璇） 7 月 23
日，市委常委、纪委书记、

监委主任张稳科带领市民

政局、人社局有关部门负

责人在离石区走访慰问退

伍军人，向他们致以节日

的问候，并送上慰问信及

慰问金。

慰问中，张稳科走进

武泽鹏、田军、霍东武家，

与他们促膝长谈，详细了

解了他们的生活状况以及

身体状况，并感谢他们曾

经为国家和人民作出的积

极贡献。并嘱咐各有关部

门要按照国家优抚政策，

帮助退伍军人解决生活中

遇到的实际困难和合理诉

求，让他们充分感受到党

和政府的关爱和温暖。

7 月 25 日，市委常委、

组织部长、统战部长秦书义

在离石区走访慰问退役军

人，向他们致以节日的问

候，并送上慰问信和一本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书籍。

慰问中，秦书义先后

来到退役军人高岱江、成

家龙家中，与他们围坐在

一起亲切交谈，并与他们

一起回忆参军时期的峥嵘

岁月，倾听他们的真实想

法和实际诉求。秦书义鼓

励他们要继续发扬军人本

色，发挥余热、树立信心。

并叮嘱相关部门要高度重

视 退 役 军 人 的 一 系 列 问

题 ，要 关 心 、关 爱 退 伍 军

人，在优抚政策的规定范

围内积极主动为他们解决

实际困难和诉求。

7 月 22 日，市委常委、

政法委书记、市委秘书长

李小明在离石区走访慰问

退伍军人，市直相关部门

和企业负责人陪同慰问。

李小明一行先后来到

退伍军人王三孩、郭义、李

瑞平家中，与他们促膝交

谈。在交谈中，李小明鼓

励他们一定要坚定生活信

心，有困难要多向组织反

映，相信在党和政府的关

怀 下 ，生 活 会 变 得 更 好 。

并 叮 嘱 民 政 局 等 相 关 部

门 一 定 要 设 身 处 地 帮 助

退 伍 军 人 解 决 他 们 的 实

际 困 难 。 同 时 也 鼓 励 他

们继续弘扬军人的优良传

统和作风，始终做维护和

谐、促进发展的骨干力量，

凝聚起推动吕梁发展的强

大合力。

7 月 24 日 下 午 ，市 委

常委、副市长郭震威走访

慰问了退役军人相志平、

李福平、乔建林，向他们致

以节日的问候。

在交谈中，郭震威详

细询问了他们家庭生活和

身体状况。他说，党和政

府会尽全力帮助他们解决

实际困难。几位退伍军人

表示，将继续发扬革命传

统，保持军人本色，为家乡

吕梁改革发展作出自己应

有的贡献。

本报讯 （记者 刘少
伟 刘子璇 阮兴时 刘小
宇） 7 月 24 日，市政协副

主席白荣欣在离石区慰问

退伍军人，带去了党和政

府的关怀和问候。

36岁的段国伟退伍后

一直没有固定收入来源，

近期，在党和政府的帮助

下找到一份稳定工作，即

将走上新的工作岗位。来

到段国伟家，白荣欣亲切

地 与 他 们 一 家 人 促 膝 长

谈，详细询问他们的生活

情况，与段国伟一同回忆

部队的经历。白荣欣希望

他们保重身体，在工作岗

位上要继续发扬部队的好

思想、好传统、好作风，同

时，叮嘱随行人员多关心

退伍军人生活，为他们解

决实际困难。

7月 24日，市政协副主

席闫广聪对退伍军人贺鹏、

高伟进行了慰问，了解他们

的工作和生活情况，送上党

和政府的关心与问候。

每到一户，闫广聪仔

细了解他们的家庭情况，

询问他们在生活中遇到的

实际困难和问题，听取他

们对党和政府的意见、建

议，并送上了慰问信和慰

问金。闫广聪勉励他们，

要 永 葆 军 人 的 风 采 和 境

界，始终保持乐观的心态、

高 尚 的 品 德 ，传 播 正 能

量。同时，希望各级各部

门要耐心听取退伍军人的

意见建议，按照国家相关

政策解决好他们生活中遇

到的实际困难，进一步形

成拥军优属的良好氛围。

7 月 23 日 ，市 政 协 副

主席薛爱平在离石区走访

慰问了部分退伍军人，向

他们致以节日的问候。

在退伍军人乔志军、

王旭东的家中，薛爱平与

他们促膝交谈，详细了解

其生活上存在的困难，感

谢他们为国家作出的积极

贡献，并鼓励他们勤奋工

作，奋发有为，多做贡献。

同时，嘱咐随行的相关部

门同志要积极主动帮助他

们解决实际困难，让大家

都能够享受到改革发展的

成果，切身感受到党和政

府的关心和温暖。

7月 23日下午，市政协

副主席高永安深入离石城

区，走访慰问了退伍军人王

栋和康中平，为他们送去了

党和政府的温暖与关怀。

每到一处，高永安都

与退伍军人亲切交谈，详

细询问他们的生活情况，

了解他们的需求。高永安

说，退伍军人是为党和国

家作出重大贡献的先进群

体，相关部门要及时帮助

他们协调解决生活中遇到

的实际困难。同时鼓励退

伍军人要继续发扬军人优

良作风自强不息的精神，

为开创吕梁改革新局面贡

献智慧和力量。

省督查小组在我市就复制推广自由贸
易试验区改革试点经验进行专项督查

张稳科、秦书义、李小明、郭震威
走访慰问退伍军人

白荣欣、闫广聪、薛爱平、高永安
走访慰问退伍军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