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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弘扬吕梁精神弘扬吕梁精神 攻坚深度贫困攻坚深度贫困

本报讯 （记者 李雅萍） 日前，第

五届“创青春”山西青年创新创业大赛

在山西综改示范区科技创新孵化基地

圆满收官，团市委推送的土壤修复类

功能性肥料与胜溪农夫孝义柿子柿饼

柿叶茶生态农业+互联网新零售项目分

别获得大赛成长组、初创组二等奖和三

等奖。

本次赛事以“青春建功新时代 创业

展现新作为”为主题，旨在引领更多山西

青年实现创业梦想，为山西振兴崛起作

贡献。我市经过层层选拔，选送了 10个

优秀项目参加了此次大赛，参赛选手就

创业项目计划书、商业模式、市场竞争

力、未来前景和运营状况等方面进行了

展示，回答了专家评委的提问。经过激

烈竞逐，土壤修复类功能性肥料与胜溪

农夫孝义柿子柿饼柿叶茶生态农业+互

联网新零售两个项目最终脱颖而出。

赛后，土壤修复类功能性肥料项目

负责人路敬代表全体参赛获奖选手与

投资机构签订了投资意向书。

我市创业项目在山西青年创新创业大赛中获奖

本报讯 （记者 李雅萍） 3月，临

县公安局打掉一个以李某为首的恶

势力团伙，抓获犯罪团伙成员 3人，上

网追逃 3人，破获寻衅滋事、非法拘禁

等刑事案件 3起。

经查，2014年以来，该团伙采取非

法拘禁、殴打受害人等行为讨要债务，

致受害人孙某轻伤。2014年 7月，犯罪

嫌疑人李某、郭某军、高某栩、郝某将受

害人赵某亮非法拘禁在五寨县外环玉

米地，胁迫受害人赵某亮写下 80万欠

条，直到两天后才让赵某亮离开。2016
年 12月，犯罪嫌疑人李某、王某荣、白

某强、郝某在临县木瓜坪乡，以向受害

人刘某军要债扣车为由，对驾驶刘某军

车辆的受害人孙某兵实施殴打，致孙某

兵轻伤。随后，该犯罪团伙将受害人刘

某军强行带到临县某会馆，采用殴打、

烟熏、烟头烫、喝芥末油水等方式，逼其

还钱。目前，案件仍在进一步侦查中。

离石区西北部坪头乡的赵家山村距

城区有将近两个小时的路程，路程颠簸，

本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偏远山村。40年

前依靠打响吕梁农村改革（包产到户）的

第一枪而一鸣惊人，不仅解决了温饱问

题，成为当时山西全省乃至全国有名的

先进村，而且以他们的生动实践诠释、

丰富和发展了吕梁精神。如今，他们又

在全面小康和脱贫攻坚的征程中续写新

辉煌。

回眸历史：包产到户解决温饱问题

时间回到 1979 年，赵家山全村 180
多户人家，过着靠天吃饭的日子。全村只

有 10头耕牛、18只木犁和一些残缺不全

的小农具。长期以来，由于推行“农业学

大寨”，劳动“大概工”，分配“一拉平”，严

重伤害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社员们“上

地一条龙，干活一窝蜂”，生产长期落后，

全村人均年分配收入仅有 23元。穷则思

变，十一届三中全会给吕梁大地吹来了改

革的的春风，不甘贫困的离石县坪头公社

赵家山大队率先开启了包产到人到户的

实践，拉开了吕梁农村改革的大幕，成为

山西省农村改革的典型示范之一。

1979 年秋，时任离石县委书记的郭

裕怀到本县坪头公社下乡，听取了公社

党委秘书雒明谦关于在农村推行包产到

户的设想后，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本着“只要有利于改变贫困面貌，有利于

群众尽快实现温饱，什么办法都可以试，

什么路子都可以闯”的基本思路，冒着政

治风险，冲破“一大二公”的束缚，积极表

态支持，指示公社党委在本公社范围内

先选定一些村子作为推行农村生产责任

制的试点村。之后，坪头公社党委会议

研究，确定赵家山、碗圪台、虎山、李家

山、寺沟、雒家庄、樊包头 7 个大队为推

行包产到户生产责任制的试点村。与此

同时，时任吕梁地委书记王国英也在暗

暗思考，“如何领导农民搞改革，怎样紧

跟中央求发展？”王国英同离石市县委书

记郭裕怀一起，来到离石县坪头公社赵

家山大队，听取了雒明谦关于在农村推

行包产到户责任制的设想和公社党委的

意见后，当即决定：赵家山大队为离石县

委联系包产到户生产责任制的试点，雒

明谦不再担任公社党委秘书，专职负责

赵家山大队的包产到户工作，同时兼顾

指导其他 6个将要实行包产到户生产责

任制大队的工作。离石县委书记郭裕怀

数次到赵家山大队指导工作，与当地农

民同吃同住同劳动。雒明谦到赵家山大

队后，把土地按好、中、差三个等次分别

划分定产，然后按人、按劳力、按产量分

摊到个人头上，对队里的牲口、肥料等也

进行了适当分配，推行了“以队核算、以

牛划组、定产到田、责任到人、以户管理、

全奖全赔”的联产到人生产责任制，极大

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包产到户”

后的第一年即 1980年三伏无雨，离石县

大多数地方都出现减产，但赵家山却获

得大丰收，除超额完成国家征购任务外，

农民口粮由过去不到 200斤，增加到 400
多斤，人均分配收入由上年的 24 元，增

加到 44 元。加上自留地和家庭副业收

入，不少家庭人均占有粮食 1000 多斤，

收入 100 多元。社员薛宝银，一家 3 口

人，2 个劳动力，1 个劳力搞副业，1 个劳

力种地，包地 16亩，包产 2500斤，结果产

粮 5000斤。过去年年拖欠口粮款，年年

借粮吃，当年他家除上交集体包产粮食

值款抵顶口粮款外，超产粮食人均占有

700 多斤。全村粮食总产量达到 50 万

斤，比上年增长 78.7%，比包产指标增长

48.9％ ，一 举 摘 掉 了 吃 返 销 粮 的“ 帽

子”。当年，全村集体总收入 45539 元，

比 上 年 增 加 30％ ；农 户 家 庭 副 业 收 入

5.25万元，基本解决了全村的温饱问题。

星星之火，迅速发展为燎原之势。

1980 年冬，在总结赵家山改革经验的基

础上，坪头公社各个大队均实行了更为彻

底的农村生产责任制，即把土地、农具、牲

畜都分给个人的大包干生产责任制，为后

来 农 业 全 面 丰 收 创 造 了 良 好 的 条 件 。

1980 年春，王国英和郭裕怀安排雒明谦

分别给吕梁地直机关干部和离石县各级

机关干部作报告，介绍了赵家山大队“包

产到户”情况以及这一做法的近远期效

益，在机关干部中产生了较大反响，离石

县的农村改革迅速展开。秋收后，又召开

吕梁地委扩大会议，参观了赵家山试点，

介绍了工作经验，会后吕梁地委发出“在

全区全面推广包产到户”的文件，随后，孝

义、临县、方山、兴县和柳林等县的一些生

产队也实行了联产到劳和包产到户责任

制。联产到户为主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在

吕梁山上全面推开。长期得不到温饱的

吕梁人民，终于迎来了明媚的春天。

展望未来：全面小康会有时

现在的赵家山村由赵家山和蒿圪两

个自然村组成，群众收入主要以种植玉

米、土豆等作物和外出务工为主。2014
年全村农民人均纯收入仅 2040元，全村

人口 340户 1070人， （下转4版）

春风又“绿”赵家山
——吕梁农村改革第一村40年的沧桑巨变

□ 实习记者 王卫斌

8月 30日，2018 年“吕梁山

护工”第二期师资培训班在吕梁

卫校正式开班，11个吕梁山护工

定点培训机构的160名授课教师

接受为期4天的培训。

据了解，本次师资培训邀请

了山东大嫂家政服务有限公司总

经理、济南大学商学院客座教授

万忠带领师资团队授课，采取全

天封闭式培训方式进行，并分为

家政、母婴、养老护理三个小组。

9 月 1 日，记者来到吕梁卫

校，现场感受培训氛围，用镜头记

录培训场景。

图①为养老组训练营。

图②为家政组训练营。

图③为母婴组训练营。

记者 王益炜

实习生 乔鹏华 摄

③③

①①

②②

本报讯 （记者 李雅萍 通讯员 王
国钦） 8月 29日，我市全民技能提升工

程推进会在孝义市召开。会议深入贯彻

落实市委、市政府和省人社厅决策部署，

总结阶段性工作，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

今年以来，市县人社部门大力实施

全民技能提升工程，截至目前，培训中标

机构 74个，培训工种 56个，已培训 31855
人，就业 12631 人，为全市民生改善、经

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作出了积极贡献。

会议指出，全民技能提升工程是省政

府今年“六件民生实事”之一。全市人社

系统要因地施策，加快进度，加大宣传动

员，强化部门联动，扩大参训规模，激发更

多群众特别是贫困群众参与。要创优培

训方式，满足不同群体需求。要注重培训

质量，精准设计课程，提高课堂教学，全程

留痕建档。要加强就业帮扶，巩固现有市

场，开辟新的市场。要加快信息化建设，

开展“互联网+培训”工作。要实行一把手

负责制、十天通报制等制度，确保圆满完

成5.95万人的年度培训任务。

我市持续推进全民技能提升工程

本报讯 （记者 刘子璇） 8月31日，

市委副书记、宣传部长、吕梁山护工培训

就业领导组组长张广勇深入吕梁山护工

服务中心施工现场，仔细查看工程进展

情况，并召集设计方、软件开发公司、家政

公司、护工培训机构等相关负责人召开专

题会议，对吕梁山护工服务中心建设相

关问题进行研究探讨，山东大嫂家政服

务有限公司总经理万忠受邀参加。

座谈会上，与会人员围绕吕梁山护

工服务中心后期建设中的装修设计、软

件设计、预期效果及互联网+吕梁山护

工信息化建设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深

入交流和研究。

在认真听取了发言后，张广勇指出，

吕梁山护工服务中心建成后要注重发挥

指挥部、展示部、服务部的作用，突出现

代气息、扶贫主题、吕梁特色三个特点，

围绕设计内容，完善中心功能。相关装

修单位和软件开发公司要按照实施方

案，尽快设计施工；施工期间要做到装

修、专题片、宣传资料、解说词、软件开发

适用性五方面工作同步到位，确保吕梁

山护工服务中心在 9月 15日圆满完工。

他要求，吕梁山护工信息系统的软件开

发要侧重市场功能、手机功能和服务功

能，完善各种服务信息，推动互联网+吕

梁山护工信息化建设不断发展。

互联网+吕梁山护工信息化建设研讨会召开
张广勇出席

本报讯 8月 27日，当笔者踏进方山县积翠乡东王村

这个远近闻名的“香葱村”时，一股浓郁的葱香便扑鼻而

来。远远望去，只见小香葱种植基地上，有人在割葱，有

人在称重，还有的人在装车，那一抹葱绿犹如律动的音符

奏出甜蜜幸福的乐章。

德国小香葱种植项目是方山县鸿运毓泰农林牧专业

合作社与大同右玉县图远实业有限公司的合作项目。

“德国小香葱项目是我们合作社负责人秦谈贵 2016年经

多次考察、论证后引进的项目，采用‘合作社+基地+农

户’模式。目前共种植德国小香葱 100亩，有 47户村民参

与，其中贫困户 38户。”方山县鸿运毓泰农林牧专业合作

社项目经营者林保保掰着指头向笔者介绍道：“德国小香

葱一次种进去可以连续生长五年，一年能收割 6—7 茬，

按每亩每茬收割 1 吨，每斤售价 1 元计算，100 亩一年就

可以收割 700吨，也就是说，一年收入大约 140万元。眼

下，合作社已带动东王村 38 户贫困户进行了土地流转，

户均收入 6500 元；80 名贫困劳动力人均劳务性年收入

8000余元”。

在收割现场，70 多岁的曹义德老大爷乐呵呵地说：

“像以前，我们这些老人没有打工的地方，自从村里种上

了德国小香葱，我们老俩口在地里收割，一天也可以赚百

八十块钱。”同样在小香葱地里干了三年活的收割能手刘

缠平说：“今年最多的时候一天能割 450 斤，能挣到 180
元。小香葱到现在已经收了四茬，平均每天基本都能挣

110元。粗略估计了一下，今年按收割 7茬算，差不多能

收入 15000 元左右。在小香葱地里干活没有技术要求，

时间灵活，收割、除草、施肥都能挣钱，只要身体允许就可

以参加劳动，现在小香葱地里参加劳动的 80岁的老人还

有 5 位。种植德国小香葱不仅省时省工而且收益高，是

脱贫致富的好门路。”

如今，东王村的小香葱在方山县名声鹊起，品质好的

小香葱还漂洋过海，远销德国、美国。笔者了解到，这种

德国小香葱，属多年生宿根植物，是国外制作方便面配料的上乘原料。它一簇一

簇，与普通的葱相比，香味更浓郁，可以像韭菜一样割了一茬又一茬地卖。来自省

教育厅的东王村第一书记林业告诉笔者：“今年，东王村将采取党支部引领、合作

社带动、老百姓参与的经营模式，预计村集体投资约 50万元，通过流转土地等形式

扩大种植面积 100多亩，形成连片种植的规模，进一步稳定了小香葱产业发展。争

取到 2019年通过引进资金、集体和村民入股等方式再投资约 200多万元，与鸿运

毓泰农林牧专业合作社合作在本村新建小香葱加工厂，引进先进生产技术，完成

种植、收割、加工、出售一站式生产，推动德国小香葱特色农业健康快速发展，进一

步构建‘租金+薪金+股金’等多渠道增收途径，增强产业扶贫‘造血功能’，带动更

多群众脱贫增收。” （肖继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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