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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梁瑜）石楼县将易地扶

贫搬迁作为解决“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

问题的治本之策，围绕“搬得出，稳得住”目

标，牢牢夯筑产业就业、社区治理基石，通过

企业就业一批、技能培训一批、公益性岗位

安排一批、资产性收益分配联结一批,实现每

户搬迁户至少有一人稳定就业。

强化产业保障，优化产业布局，该县在石

楼小镇安置点附近设置了“金鸡计划”特色养

殖产业。“金鸡计划”由国务院扶贫办、国家农

发行和北京德青源公司共同发起，项目由北

京德青源公司租赁经营石楼养殖厂，打造全

省最大的蛋鸡养殖全产业链。每年支付石楼

850万元租金，用于贫困户资产收益分配和其

它精准扶贫工作，可提供近 200个就业岗位，

同时可支持 500 余名易地搬迁户稳定脱贫。

今年 6月底 20万只青年鸡已进场,9月份将全

部投产运营。设置了旅游产业。从发展全域

旅游产业出发，与“一湾、一篇、一馆、一树”精

品旅游景点相结合，把石楼小镇打造成集石

楼商周文化、晋西文化、姜子牙故里等特色文

化于一体的旅游小镇,构建吃、住、行、游、购、

娱为一体的产业链,可为贫困户提供近 1500
个稳定就业岗位。在龙山水岸安置点附近设

置了树德枣业加工产业，生产特色农产品和

红枣深加工系列产品，年转化红枣原料 8000
吨、核桃小米等特色农产品原料 700吨，可提

供就业岗位 200 余个，同时优先收购搬迁户

的红枣、核桃,可带动 400人稳定脱贫。在小

蒜镇徐家峪安置点依托与小蒜镇镇政府紧密

连结的优势，引导搬迁户通过经营服务创收，

村集体成立养蜂合作社实现了 20余户参与养

蜂产业，同时依托小额贷款 30户自主发展了

养牛、猪、羊等养殖产业。

增加就业岗位，该县在县城附近筹建劳

动密集型的制衣“扶贫车间”，计划建设 5个

服装加工车间，每个车间可提供 200 个左右

就业岗位，可带动 1000名左右搬迁户实现稳

定就业。同时在县城新增社区保洁员、社区

管理员、治安员等工作岗位 1500多个。

积极开展劳动技能、转移就业等培训，

先后组织“吕梁山护工”培训 1200余人，对在

青岛从事家政、餐饮、物流等的 840多名石楼

人进行培训。近期,又考察对接上海天坤国

际教育集团,并签定战略合作协议，在职业教

育、技能培训、劳动力转移等方面开展深度

合作，推动搬迁户走出大山、脱贫致富。

保障资产收益。与光伏扶贫相结合，该

县 共 争 取 实 施 光 伏 扶 贫 电 站 容 量 总 规 模

73.3MW，总投资 5.1 亿元。目前 3.1Mw 村级

电站已并网发电，620 户深度贫困户享受到

80万元资产收益；30MW 集中式光伏电站并

网 发 电 ，14MW 分 布 式 村 级 电 站 建 设 和

26.2MW 联村电站计划 10 月底前并网发电。

所有光伏电站建成后，全县 113 个贫困村将

实现全覆盖，搬迁贫困户实现光伏资产收益

分配全覆盖。

加强社区治理服务。在建设安置点住

房的同时，同步规划建设水、电、路以及医

疗、文化、养老等配套公共设施,并积极设立

“两个中心”，确保搬迁户安心居住。一是设

立便民服务中心，无缝衔接户籍、社保、就

医、入学等政策，积极开展便民服务，提高安

置点的宜居水平。二是设立党员活动中心，

坚持党建引领,开展党员活动，确保党的工作

覆盖，并建立社区治理机制，明确安置点物

业管理办法，深化村民民主自治，切实让搬

迁群众融入新环境、开启新生活。

搬得出 稳得住

石楼县全力培育易地搬迁后续产业

近日，笔者发现有些贫困户，享受到党和

政府扶贫政策后，不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尽快脱贫致富，而是拿到钱后大吃二喝、打牌

赌博，其结果是政府年年帮扶年年贫穷，成了

扶不起的“阿斗”。

这种情况虽然较少，但深刻反映了当前

脱贫攻坚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笔者发现，在

部分深度贫困地方，脱贫的最大障碍，仍然是

根植于心的贫困思维导致内生发展动力严重

不足的问题。在一些长期享受扶贫政策的地

方，一些贫困户觉得政府给予是理所当然

的，“天天围着墙角晒太阳，等着政府送小

康，”缺乏依靠自己辛勤努力尽快实现脱贫

摘帽的想法。有些地方的扶贫干部和乡村干

部，也存在扶贫思路上的狭隘，认为无论是

哪个部门来扶贫，就应带资金、带项目来，出

去跑就是跑资金、跑项目，这种缺乏谋求内生

发展思考和行动的扶贫思路，已成为制约脱

贫的思想顽疾。仅仅靠政策性资助、靠外力

扶贫，不发展特色产业的“快捷”脱贫模式，虽

然在短期内可以提高贫困户生活水平，但最

终还是会回到原点，即便实现了“摘帽”，也终

将会返贫。

我们承诺“不让一个贫困人口掉队，”但

是任何事情都不能脱离实际，违背客观规

律。对待懒汉思想严重的“等靠要”行为，政

府不应坐视不管，不应姑息纵容，更不应该毫

无原则地送钱送物，而应当采取必要的宣传

教育手段和激励帮扶机制来实现真正的扶志

扶智。针对脱贫内生动力严重不足的人群，

除了必要的加强宣传教育外，在扶贫方式上，

应适当地给钱给物，并加入惩戒的办法；在扶

贫内容上，以思想教育和扶持带动为主。对

于目前的懒汉问题、缺乏内生动力等靠政府

救济过日子的人，采取帮扶中止，即暂时断

奶，待其愿意通过借助扶贫政策，依靠自力更

生脱贫后，政府恢复既有政策，对其重新帮

扶，使其摆脱贫困，走上致富黄金大道。

当然，暂时断奶并非撤手不管，这种“以

退为进”的工作方法，是为了更好地落实促进

帮扶。这是需要扶贫干部增强做好思想工作

的本领，把生硬的说教变成润物无声、入脑入

耳入心的思想教育。锻炼良好的沟通能力、

协调能力和扶贫造血能力，做到全情投入，真

心助力，并彻底戒掉形式主义，只有这样，才

能真正影响懒汉，通过改造他们的思维，把摆

脱贫困变成自己的主观愿望和自觉行动，从

而实现真正的脱贫摘帽。

扶贫不是养懒汉
□ 徐龙

中 阳 县 下 枣

林乡神圪挞村在

立足农业基础、壮

大集体经济，实现

整村脱贫目标后，

随之铺开产业结

构调整、美丽乡村

建设、发展乡村旅

游的“三大工程”,

致力于打造全县

乃至全市乡村振

兴战略排头兵、示

范村。经过一年

多的奋战,神圪挞

村面貌发生了巨

大改变,为乡村旅

游发展奠定了良

好基础。

梁瑜 摄

本报讯（记者 李小明）临县推动电商发

展与脱贫攻坚紧密结合，大力实施电商扶贫

工程，取得了初步成绩。

该县立足贫困大县的实际，制定了《电商

精准扶贫实施方案》《电商扶贫实施计划》，实

施电商扶贫工程。目前，全县已建成 143个贫

困村电子商务公共服务站点，带动 5万贫困户

受益，60%以上的贫困村能够利用电子商务销

售本地特色产品。通过实施电商培训，新增网

上创业 300余人，其中 200余人已开展网上交

易并盈利。安家庄乡安家庄村 2017年开始创

业的8个农民淘宝网商平均年销售额达300万

元。临县宝珠山电商2017年年销售额达8000
万元，今年有望突破 1亿元。农村电商通过上

行活动直接销售贫困户种植的农副产品突破

1.2亿元，扶贫效益明显。

立足传统农业县的实际，该县积极支持

电子商务与特色农业产品销售相结合，全县

电子商务累计交易额达 3.6 亿元，其中网络

零售额累计达 1.7 亿元，农业产品销售额占

比达到 65%以上，不仅极大拓宽了农产品销

售渠道，也实现了农产品价格的较大提升，

有力助推了广大群众增收脱贫。

立足中国红枣之乡的实际，该县全力促

进电子商务与红枣产业深度融合, 支持发展

应用电子商务经营红枣企业 70余家。持续加

大红枣品牌培育力度，发布了“临县红枣”公

共品牌，举办了北京、太原等专场推介活动，

利用中央电视台、北京西站、省内高速通道等

媒体和平台推出“临县大红枣、天然人参果”

“游碛口古镇、品临县红枣”系列宣传活动，在

碛口古镇举办了中国·碛口第二届“枣儿红

了”红枣旅游文化节，进一步提升“临县红枣”

品牌，着力打造红枣电商大县。去年，通过电

子商务方式，该县红枣销售额达到 7800多万

元，有力地促进了枣区群众增收致富。

本报讯 方山县北武当

农村信用社依托自身优势，

加大信贷投放，拓宽服务范

围，优化服务效能，确保支农

惠民取得实效，助力全镇脱

贫攻坚。

信贷支农促农增产增收

脱贫致富。该社依托“支农

惠民行动计划”，充分发挥

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的优势，

支持新民、暖泉会蔬菜村，阳

湾、新民、暖泉会等村养牛

村，下昔、河庄等村甜糯玉

米村、苗木经济村，武当、

来堡、下昔等村旅游村等特

色产业村建设，推动全镇形

成“一村一品”的产业发展

新格局，有效促进了山区农

民脱贫致富。截至目前，该

社评定信用户 803 户，已发

放 助 农 资 金 3600 万 元 ， 其

中扶贫资金 744 万元。并积

极引深金融扶贫惠民服务，

多渠道积极争取扶贫资金，

农户小额信用贷款、支农资

金、重点支持脱贫攻坚、乡

村振兴、特色农业。便民服

务方便群众。该社本着农民

得 实 惠 ， 群 众 得 满 意 的 宗

旨，主动承担各类对农民补

贴资金的发放工作，无偿为

农民朋友提供便利的金融服

务。提供代理发放服务 2000
户 ， 发 放 粮 食 直 补 款 1800
余户、退耕还林补助款 566
户。

近期，该社还开展了阳

光放贷活动，员工主动进村

入户，深入田间地头、农家庭

院灶头，普及金融知识，实施

贷款品种、放贷条件、办贷流

程“三公开”，让真正想贷款

的农户顺利得到贷款支持；

同时，创新整合贷款流程，提

高办贷效率，对农民实行贷

款优先，额度放宽的优惠政

策，确保农民朋友脱贫攻坚

资金足额到位，得到山区农

民的点赞。

（徐龙 李冬冬）

方山县北武当农村信用社

支农惠民心贴心

“蘑菇姑娘”李丹丹不像歌中

采蘑菇的小姑娘那样处在如梦如

幻的环境。她身处一条深沟，环境

有点杂乱，但是她内心有个美丽的

梦。

从烟台商务专修学院毕业后，

李 丹 丹 在 烟 台 一 家 韩 资 企 业 工

作。城市生活的美好没有留住她

的身体，2012 年，她和丈夫回到了

家乡，决定做一个美丽的采蘑菇的

小姑娘。

她拿出小两口几年的积蓄，加

上父辈的支持，于 2013年在汾阳市

栗家庄乡河堤村成立了汾阳市淼

滢渊食用菌种植合作社，采用“合

作社+大学生+贫困户”模式，发展

蘑菇产业。几年下来，合作社年可

产菌棒 50万棒、蘑菇近 150万斤。

2016年，李丹丹发现有一种珍

稀的药用菌——赤松茸。它属于

国家二级保护植物，是食用菌中的

后起之秀，被称为“菌中之王、菇中

之后”。

一直有着一颗追梦之心的李丹

丹，试着从外地引进原种进行种

植。她选用大棚、林下、空地三种模

式进行栽培，从下种、养菌到采收，

都亲自操作。经过数日侍弄，赤松

茸林下种植获得成功，成为山西首

例。

第二年春天，她的赤松茸日产

就达到上千斤，年产值达 150万元。

2017年，李丹丹又利用废菌渣

养殖鹅。目前，合作社养殖的鹅已

出栏 5万只。她还为贫困户免费下

发鹅苗 1 万只，帮助群众脱贫。群

众亲切地称她为“鹅司令”。

同年，她推广种植赤松茸 600
亩，辐射带动周边农户 300户，年消

化 玉 米 芯 1000 吨 、农 作 物 秸 秆

2000吨，把自己的梦带给更多的农

民。

今年她又利用高粱壳种植灵

芝 1 万袋，做成活体嫁接灵芝盆景

300盆。

李丹丹一直在梦想中追逐着

……

她的淼滢渊食用菌种植专业

合作社已经为她圆了一个美丽的

蘑菇梦，她还要帮助菇农圆他们的

梦。

——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脱贫攻坚对标提升脱贫攻坚对标提升脱贫攻坚对标提升脱贫攻坚对标提升脱贫攻坚对标提升脱贫攻坚对标提升脱贫攻坚对标提升脱贫攻坚对标提升脱贫攻坚对标提升脱贫攻坚对标提升脱贫攻坚对标提升脱贫攻坚对标提升脱贫攻坚对标提升脱贫攻坚对标提升脱贫攻坚对标提升脱贫攻坚对标提升脱贫攻坚对标提升脱贫攻坚对标提升脱贫攻坚对标提升脱贫攻坚对标提升脱贫攻坚对标提升脱贫攻坚对标提升脱贫攻坚对标提升脱贫攻坚对标提升脱贫攻坚对标提升脱贫攻坚对标提升脱贫攻坚对标提升脱贫攻坚对标提升脱贫攻坚对标提升脱贫攻坚对标提升脱贫攻坚对标提升脱贫攻坚对标提升脱贫攻坚对标提升脱贫攻坚对标提升脱贫攻坚对标提升脱贫攻坚对标提升脱贫攻坚对标提升脱贫攻坚对标提升脱贫攻坚对标提升脱贫攻坚对标提升脱贫攻坚对标提升脱贫攻坚对标提升脱贫攻坚对标提升脱贫攻坚对标提升脱贫攻坚对标提升脱贫攻坚对标提升脱贫攻坚对标提升脱贫攻坚对标提升脱贫攻坚对标提升脱贫攻坚对标提升脱贫攻坚对标提升脱贫攻坚对标提升脱贫攻坚对标提升脱贫攻坚对标提升脱贫攻坚对标提升脱贫攻坚对标提升脱贫攻坚对标提升脱贫攻坚对标提升脱贫攻坚对标提升脱贫攻坚对标提升脱贫攻坚对标提升脱贫攻坚对标提升脱贫攻坚对标提升“““““““““““““““““““““““““““““““““““““““““““““““““““““““““““““““百日行动百日行动百日行动百日行动百日行动百日行动百日行动百日行动百日行动百日行动百日行动百日行动百日行动百日行动百日行动百日行动百日行动百日行动百日行动百日行动百日行动百日行动百日行动百日行动百日行动百日行动百日行动百日行动百日行动百日行动百日行动百日行动百日行动百日行动百日行动百日行动百日行动百日行动百日行动百日行动百日行动百日行动百日行动百日行动百日行动百日行动百日行动百日行动百日行动百日行动百日行动百日行动百日行动百日行动百日行动百日行动百日行动百日行动百日行动百日行动百日行动百日行动百日行动”””””””””””””””””””””””””””””””””””””””””””””””””””””””””””””””

临县电商扶贫搭起精准脱贫平台

“蘑菇姑娘”李丹丹
□ 本报记者 李小明

李丹丹在侍弄灵芝盆景李丹丹在侍弄灵芝盆景

本报讯 （记者 王涛）
10 月 18 日，由市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孙晋军带队的“吕梁

环保行”采访团在离石区进

行集中采访。

采访团深入离石区鑫瑞

洗煤有限公司、大土河焦化

有限公司对前期明察暗访中

所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进行

了了解，在大土河供热公司

对集中供热工作进行了采访

并 听 取 离 石 区 环 保 工 作 汇

报。离石区环保局对“吕梁

环保行”前期发现的问题高

度重视，督促所涉企业及时

进行了整改。鑫瑞洗煤有限

公司针对煤堆不苫盖问题，

正在扩建原煤棚，已建成的

原煤、精煤大棚全封闭围挡

正在修建。大土河焦化有限

责任公司焦化一厂原煤大棚

已完工；精煤大棚已接近尾

声，预计 3 日内完成。大土

河焦化有限责任公司焦化二

厂精煤大棚已完工；原煤大

棚接近尾声，预计一周内完

成。大土河焦化有限责任公

司焦化三厂中煤、研石大棚

四周混凝土立柱已完工，正

准备安装四周铁架立柱，原

煤大棚四周立柱已完成，正

在搭建网架。

在听取离石区工作情况

汇报后，孙晋军希望离石区

在做好各项常规环保工作的

同时，合理安排工业布局，大

力调整产业结构，标本兼治，

力争从根本上改善全区环境

质量，为我市环境保护工作

多做贡献。

“吕梁环保行”采访团
在离石区集中采访

本报讯 （记者 王涛）
10 月 17 日，由市人大常委会

副 主 任 孙 晋 军 带 队 的 2018
“吕梁环保行”采访团首站来

到方山，对方山县环境保护

工作进行集中采访。

采访团首先深入大武镇

对区域煤改电、煤改气工程

进 展 情 况 进 行 了 了 解 。 据

悉，涉及大武镇 11 个村 2522
户的煤改气工程主体工程已

基本完成，收尾工作正在有

条不紊地进行，2522 户村民

有望在今年采暖季实现煤层

气供热。随后采访团深入霍

州煤电吕梁山公司木瓜煤矿

了解了清洁能源替代燃煤锅

炉工程进展情况，在德润煤

焦有限公司了解了采访团前

期明察暗访中所发现问题的

整改情况，了解了县城集中

供热开展情况，并听取了方

山县环保工作汇报。

今年以来，方山县在改

善大气环境、防治水污染方面

做了大量工作，通过新建集中

供热换气站、燃煤锅炉改造、

关停取缔小散乱企业、加强畜

禽养殖粪污处理、横泉水库水

源地一级保护圈网等举措，全

县环境质量明显提升。截至

9月份，全县空气质量优良天

数达到 198天，达到上报天数

的 73.3%，综合指数 5.11，同

比下降 5.4%，环比下降 5.4%，

均居全市第二位。北川河水

保持了清澈见底，实现了保持

良好的目标。

孙晋军对方山县环保工

作所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

定，并希望方山县加大环保

基础设施投入，落实环保法

律法规，加大污染防治工作

力度，守住环保底线，推动生

态环境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

再上新台阶。

本 报 讯 （记 者 穆 佳
妮） 10 月 18 日，我市举办市

级领导包联贫困村主干及所

在乡镇主要领导和县农经局

长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培

训会，省农业厅经管局局长

马向荣和经管站高级农经师

王建峰就农村集体产权制度

改革政策进行了解读，副市

长尉文龙出席培训会。

马向荣从为什么要进行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什

么 是 农 村 集 体 产 权 制 度 改

革、清产核资的内容和实施

程序、规范农村集体资产管

理等方面对农村集体产权制

度改革基本政策进行了深入

解读。

尉文龙指出，农村集体

产权制度改革是农村改革的

又一重大改革事项，任务十

分艰巨。市委、市政府已将

市级领导包联的 33 个贫困

村列为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

革的重点推进村，要求在农

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中发挥

好示范引领作用。33个村要

以此次培训为契机，深刻领

会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

相关政策规定，全面把握政

策的核心要义，为做好农村

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奠定

坚实基础。在产权制度改革

中，33个村要先行一步，积极

进取，做好改革工作，发挥好

示范引领作用，确保 2018 年

年底前全面完成清产核资工

作，完成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成员身份界定，2019 年 6 月

底前完成农村集体经营性资

产的股份合作制改革，全面

完成改革任务。

“吕梁环保行”采访团
在方山县集中采访

我市举办市级领导包联村农村
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培训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