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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在全县上下深入贯彻落实省委十一

届六次全会精神，脱贫攻坚进入发起总攻、夺取

全胜的关键时期，8月 31日，临县在宾馆二楼会

议室举行红枣综合保险签约仪式，这标志着该县

“红枣保卫战”又迈出新的一步。签约仪式上，临

县副县长杨海波代表县政府与省综合保险共同

体牵头公司代表签订了《临县红枣综合保险试点

合作协议》，人保财险山西省分公司、人寿财险山

西省分公司、太平洋保险山西分公司、中煤财险公

司山西分公司代表签订了《临县红枣综合保险共

保协议》。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精准扶贫、精

准脱贫的基本方略，创建保险扶贫示范模式，降

低红枣产业发展的经营风险，确保临县红枣产业

健康发展，经省保监局与县政府研究，决定在红

枣主产乡镇开展 10 万亩红枣保险试点工作。红

枣一直是临县枣区群众增收的支柱产业，但近几

年来，受裂果现象、市场冲击等因素的影响，枣

农种植积极性受挫，红枣产业低位运行，严重制

约了脱贫攻坚进程。按照省市做优主导产业的部

署要求，临县提出了红枣振兴四个转变”思路，

即，由传统品种向优生优势品种转变由粗放型生

产向集约型生产转变、由产量主导型向品质效益

型转变、由生产主导型向加工主导型转变。去年

以来，围绕打好打赢“红枣保卫战”，在各级各

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帮助下，临县坚持从种植加

工销售各个环节齐发力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举

措，出台了三方面 15 项支持性政策，建立了全

省第一个红枣试验站，成立了“红枣院士专家工

作站”，组建了红枣专家团队，先后实施了 40万

亩提质增效工程，对“临县红枣”公共品牌进行

了全方位宣传，探索形成了枣林地适度规模经营

的 3种模式，支持培育了红枣企业抱团发展的农

特产品电商平台，推动红枣产业逐步迈向健康发

展新路子。

保险作为扶危济困的行业，直接面向最广大

的贫困人口和社会弱势群体，在扶贫方面具有独

特的体制机制优势。特别是省保监局将临县确定

为保险扶贫示范县，在“156”金融扶贫等方面

充分发挥了保险机构的重要助推作用。这次举行

的红枣综合保险签约仪式，标志着临县保险助力

扶贫产业迈出了更大的步伐、实质性步伐，充分

展现了省市保监局、保险公司的情怀担当。市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临县县委书记张建国表示，临

县将抓住这一有利契机，充分发挥保险业“助推

器”与“稳定器”的作用，积极探索红枣自然灾

害防控和价格防控机制，积极探索可复制、可推

广的保险扶贫新模式，切实降低红枣产业发展的

经营风险，着力打好红枣翻身仗，谱写红枣大文

章，为如期脱贫摘帽提供产业支撑。

县委、县政府要求，全县各有关乡镇和部门

要强化责任意识，主动认领任务，加强协调联

系，确保红枣综合保险工作有序推进。要广泛宣

传这一政策，大面积铺开红枣综合保险试点，及

早给枣农吃下“定心丸”，有效提升枣农主动管

护的积极性，进一步增强红枣产业发展的信心和

决心。要将每个环节的工作做实做细，确保群众

利益，促进互利共赢。

省保监局与人保财险山西省分公司表示，助

力脱贫攻坚是保险机构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将

切实发挥好保险在扶贫攻坚中的“兜底”作用，用

保险保障贫困地区的农业产业发展。同时将进一

步跟踪服务、主动配合，服务好一方百姓，以求真

务实、扎实有力的工作举措，为脱贫攻坚事业作出

新的更大贡献。 （严晓声）

本报讯 为扎实做好干

部 结 对 帮 扶 工 作 ，切 实 提

高贫困群众的满意度和获

得感，经县委、县政府研究，

决 定 从 2018 年 9 月 起 至

2019 年 1 月，将每月 15-17
日确定为全县干部“结对帮

扶日”。

时间要求，每月 15-17
日，全县各级各部门要统

筹安排单位业务工作和干

部结对帮扶工作，“结对帮

扶日”期间，原则上所有

结对帮扶干部至少有一天

时间进村入户，开展结对

帮扶工作。具体任务，每

月“结对帮扶日”，结对帮

扶 干 部 重 点 要 开 展 落 实

“五个一”活动，一是至少

上门走访一次；二是至少宣

传政策一次；三是至少办一

件实事；四是对外出务工的

贫困对象至少电话联络一

次；五是填写好一份 《精

准脱贫管理手册》。要坚持

问 题 导 向 ， 解 决 实 际 困

难，增进感情沟通，激发

内生动力，切实做到真帮

实扶、不落一户，坚决杜

绝走形式、走过场。驻村

工作队、第一书记、支村

“两委”要做好沟通对接，

会同结对帮扶干部，做好对

帮扶对象基本情况的了解

掌 握 、帮 扶 举 措 的 落 地 落

实、《精准脱贫管理手册》的

填写完善。特别是对五保

户、低保户、残疾人、鳏寡孤

独人员以及重特大疾病患

者等特殊困难群体，要真情

关怀、真心关爱，切实让贫

困群众感受到党和政府的

温暖。结对帮扶干部、驻村

工作队、第一书记要依托各

自的网络资源和人脉资源

优势，帮助贫困户推销农特

产 品 。 责 任 落 实 ，各 单 位

“一把手”要强化帮扶工作

第一责任人意识，对本单位

干 部 结 对 帮 扶 工 作 负 总

责。要主动搞好组织协调，

发挥好带头作用。对结对

帮扶干部反馈的贫困对象

的问题要主动协调驻村工

作 队 、第 一 书 记 、支 村“ 两

委”干部，能现场研究解决

的，现场研究解决；不能现

场研究解决的，协调相关部

门 和 乡 镇 ， 尽 快 予 以 解

决，确保各项政策落到实

处 、 落 实 到 位 。 督 促 检

查，县脱贫攻坚领导组要

组织强有力的督查队伍巡

回开展督促检查，采取明

查暗访、随机抽查、入户

随 访 等 形 式 ， 检 查 各 单

位、各结对帮扶干部“结对

帮扶日”活动开展情况。对

工作不重视、责任不落实，

结对帮扶工作走过场、走形

式，群众满意度低的单位，

要实行月通报制度和黄牌

警告、红牌罚下制度。对

连续或累计通报批评两次

的 单 位 ， 对 单 位 “ 一 把

手”进行黄牌警告；对连

续 或 累 计 两 次 黄 牌 警 告

的，对单位“一把手”进

行组织处理。

（杜苗苗）

本报讯 9 月 5 日，临县召开政法队伍集

中整肃专项活动动员部署会，对全县政法队

伍集中整肃专项活动进行安排部署。会上，

宣读了 《临县政法队伍集中整肃专项活动实

施方案》；县法院、检察院、司法局、交警

队、公安局主要负责人分别代表本单位、本

系统作了表态发言，提出了具体要求。

就 贯 彻 落 实 会 议 精 神 ， 县 委 要 求 ， 全

县各级干部特别是政法系统队伍，一要提

高政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切实增强开

展专项活动的思想和行动自觉。要以集中

整肃专项活动为抓手，进一步提高政治站

位、深化思想认识，切实增强开展专项活

动的责任感、紧迫感，坚决扛起管党治党

和整肃队伍责任，深入查摆问题，严格监督

管理，从严整肃队伍，改进纪律作风，提升

能力素质，全力扫黑除恶，确保政法队伍绝

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二要紧盯关

键环节，强化工作举措，深入推进集中整肃

专项活动全面开展。要严格按照“坚持问题

导向、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开门整肃”的总

体要求，重点聚焦“八查八整”，查整思想不

纯、纪律不振、作风不良、担当不够、执法

不严、司法不廉、扫黑不力、监管不全，切

实做到“六个从严”，从严教育、从严查摆、

从严整改、从严管理、从严监督、从严查

处，有力推动集中整肃专项活动深入开展。

三要强化组织领导，狠抓责任落实，确保集

中整肃专项活动取得成效。全县政法各单位

要立即行动起来，以高度的政治责任、良好

的精神状态、优良的工作作风，扎实开展整

肃活动，为建设平安临县、法治临县作出新

的更大的贡献。

（林泽彦 刘杰）

如今，在临县西部偏远

的八堡乡雷家沟村，有个叫

马支行的人，因为种植红枣

树在当地出了大名。

今 年 61 岁 的 马 支 行,
1979 年就当上村里的党支

部书记，一当就是 31 个春

秋。31年，马支行尽责履职

带领全村人搞修路、通电、

解决吃水难等基础设施建

设，同时，大力发展红枣经

济林，全村 3000亩耕地实现

枣林覆盖。由此，雷家沟这

个昔日贫穷落后的小山村

发 生 了 翻 天 覆 地 的 大 变

化。2010年，马支行放下村

党支部书记的重担后，不忘

初 心 ，马 不 停 蹄 地 继 续 前

行，带领村里的人坚持发展

红枣生产，吸收村里的贫困

户成立了临县康农种养合

作社，流转村里外出打工没

人经营的红枣林地。特别

是近年来，马支行带领的合

作社积极响应县里大打红

枣保卫战的号召，流转经营

的红枣林地由当初的 300亩

增加到 1000亩，实行红枣规

模化种植，标准化生产，主

要嫁接了“赞皇、金昌、临黄

一号”新品种，红枣产量和

品质大大增加提升。最多

的一年老马的红枣产下 4万

公斤，每公斤平均销售价达

到 6 元，红枣总收入突破 20
万达 24万元。今年，为避灾

攻克红枣霉烂的困扰，在县

农发办的大力支持下，投入

30 万元，在 12 亩矮化密植

的 枣 园 里 新 建 了 防 雨 大

棚 。 初 秋 时 节 ，马 支 行 在

自 己 的 枣 园 里 欣 喜 地 说 ：

“只要咱的红枣品种好，就

不愁卖不上个好价钱。这

不，红枣现在还不熟，我千

亩红枣林地里的红枣已和

运城的枣商签订了全部购

销合同。”

“充分发挥当地资源优

势，把红枣产业做大做强，

带动当地更多的贫困农民

摆脱贫困富起来，这是我与

红枣结缘一辈子追求的美

好梦想。”说起红枣保卫战，

马支行信心十足地说。

文/图 刘建荣

今年临县七月城乡古会，省晋剧院一团、

演出团、青年团和吕梁晋剧团先后都在临县

县城市民广场、赵家岔、白文村精彩演出了 22
场惠民好戏，吸引了城乡数万市民观看。广

大戏迷无不赞颂党，赞颂政府，感谢能够享受

如此高档而精彩的演出。

这次县城共演出 7天 12场，场场爆满，有

的戏迷开戏前两小时就霸空空，占座位。按

广场平米粗略计算，晚场约有两万之众，白场

烈日当头，也有上千人看戏。一声声激昂的

唱段，一阵阵雷鸣般的掌声，台上台下互动，

整个戏场欢腾的气氛，实在难以形容。

省晋剧院的演出，无可非议，名角多多，

乐队融融，精彩绝伦，好戏连台。在新中国建

立后的半个多世纪里，省晋剧院在临县仅仅

演出过两三次，临县人想看省里的好戏，真是

难于上青天。近年来凭着党送戏上门的好举

措，年年能不花票票看好戏，真真切切看名

角，实现了贫困山区的戏迷梦。

我们是吕梁人，对吕梁两院的演出，更加

推崇，其阵容，其乐队，其演员，其身段（舞蹈

化形体动作），也不比省院十分逊色。省院演

出《盘肠战》，主演罗成，武功超群；吕梁两团

演出《十八罗汉斗悟空》，悟空特技高难，各罗

汉扮相殊异，特别是悟空与各罗汉对打的设

计，突破了传统的武打套路，别开生面，各有

特技在其间。戏迷赞道：“吕梁两团比省院的

武戏还好！”我是喜好文武场音乐，过去文场

四大件另有唢呐，而今加有小提琴、大提琴、

笙、琵琶等乐器，使音质更加浑厚而动听。特

别是演奏各种曲牌或为唱腔伴奏时，根据情

感，需突出那件乐器，其他乐器就压低声音，

显露出某乐器的特有风味，音响语言，真是余

音袅袅，金声玉振，娓娓动听，扣人心弦。

吕梁两团这次在临县演出的《御碑记》

《下河东》《金沙滩》《宝莲灯》《梨花归案》《廉

吏于成龙》等剧目，不能一一评述，听观众的

呼声，无不为其喝彩，夸其阵容齐整，演技不

凡，人人出力，演得真好。我听几个老者议

论，前几年农村唱戏，都是我们背凳凳、拄棍

棍的老鬼们看，现在不少年轻人也来看。倒

是流行歌曲不怎么流行了，戏曲民歌又重振

舞台。戏曲演员唱、念、做、打，需要付出多大

的苦功啊，岂不知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呀。流行歌曲顾名思义是流行，流行一股风，

风过去就复位了，又轮到戏曲民歌馨香了！

临县开展政法队伍集中整肃专项活动

图为全县政法队伍集中整肃专项活动动员部署会图为全县政法队伍集中整肃专项活动动员部署会

临县与省多家保险公司举行红枣综合保险签约仪式

临县开展干部

“结对帮扶日”活动

马支行：发展千亩

枣园编织美丽人生

图为马支行在图为马支行在1212亩矮化密植的枣园里新建的防雨大棚亩矮化密植的枣园里新建的防雨大棚

临县农历七月城乡古会惠民好戏连台
□ 文/图 王洪廷 刘生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