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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动态政务动态
zhengwudongtai

岚县是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也是吕梁

山生态脆弱区治理重点县。截至 2017年，全

县仍有 90 个贫困村、3.5 万贫困人口。全县

林业用地 120 余万亩，其中野生沙棘灌木林

地 20万亩，广袤的林地资源与丰富的劳动力

资源并存，为岚县发展沙棘产业生态减贫提

供了难得的条件。

一、路径探索，发展沙棘产业与生
态减贫有机结合

直面岚县生态脆弱与生产落后高度重合

的现状，理清加快荒山绿化、改善人居环境质

量并存的生态任务，立足破解脱贫攻坚、集体

经济破零、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多重困难，

岚县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战略思想和山西省委、省

政府“一个战场打赢生态治理与脱贫攻坚两

场攻坚战”的决策部署，在吕梁市委、市政府

和省市林业部门的重视支持下，创新思维、科

学决策，探索了发展沙棘产业生态减贫的路

子，增绿与增收、治山与治贫、兴林与兴业，实

现了发展沙棘产业与生态减贫的有机结合,使
广大贫困群众在火热的沙棘产业建设中绿了

山、脱了贫、致了富。被省林业厅列为“沙棘

发展原料基地县”。

2017 年全县发展沙棘 7 万亩，形成了社

科乡、王狮乡、界河口镇、河口乡、顺会乡 5个

万亩基地，年收入达 2000万元，带动 1751户

贫困户 5155 名贫困人口稳定增收，践行了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岚县样板。其

做法得到了全国各级广泛关注，经验成果在

山西以及兄弟省市大力推广，并都取得了明

显效应。

二、机制激活，组建造林专业合作
社有效载体

农村基层党组织是推动农村各项工作

的“火车头”，直接影响各项工作的落实。在

发展沙棘产业的过程中，岚县制定出台了

《岚县生态扶贫实施意见》《岚县脱贫攻坚造

林专业合作社管理办法》《岚县扶贫攻坚造

林专业合作社百分制管理考核办法》，充分

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作用，搭建了以贫困

户为主体的造林专业合作社这一有效载体，

大力发展沙棘产业，形成了党支部牵头、多

部门联动、贫困户参与的运行模式。 2016
年，岚县在全省率先探索造林专业合作社造

林模式，2017 年全面推开，全县共成立造林

合作社 102个，覆盖 12个乡镇 121个村，带动

629户贫困户 1858人实现稳定减贫。

三、科技引导，构建完善的沙棘选
育体系

发展沙棘产业不是什么新鲜事，搞了几

十年，投资不少，成效不大，究其根本原因还

是缺乏科技引导与支撑。岚县总结汲取各

地经验做法，以科技引导为支撑，构建完善

的沙棘选育体系，确保沙棘造林质量与减贫

成效。一是建立了专家工作站，特聘中国工

程院院士肖培根、山西省果树研究所王国平

研究员、水利部沙棘管理中心教授为专家工

作站成员，全程跟踪技术指导；二是注重优

良品种引进，引进大果沙棘杂雌 1 号、2 号、

10 号品种，进行品种对比试验；三是注重本

地品种选育，培育本地沙棘岚河 1号、岚大 2
号、岚王 4 号、岚界 3 号、岚顺 4 号等 8 个品

种；四是新建沙棘采穗园，由岚县良种繁育

基地、岚县茂林绿化基地、岚县晋森园绿化

基地负责实施；五是新建界河口、社科乡、土

峪乡、普明镇、王狮乡 5 个育苗基地，形成了

全县完善的沙棘选育体系。

四、政策支持，充分调动群众发展
沙棘产业的积极性

岚县制定出台了 《岚县林业资产收益扶

贫试点实施方案》（试行），在近期保障造林

专业合作社及贫困社员有劳务收入的基础

上，从中长期保证群众稳定增收脱贫致富。

一是实施树随地走的政策。明确了规划区域

内在谁的林地上种植沙棘，沙棘所有权归

谁，解决无地种植沙棘和群众积极性不高

的 问 题 ， 沙 棘 种 植 的 质 量 和 成 活 大 幅 提

升，激发了广大贫困群众通过发展沙棘增

收 减 贫 的 主 动 性 。 二 是 实 施 统 一 管 护 政

策。制定出台了 《岚县封山禁牧办法》，把

新 造 沙 棘 全 部 纳 入 本 地 森 林 资 源 管 理 范

围，聘用当地建档立卡贫困户参与沙棘管

护，让贫困户获取管护收入。目前全县管

护人员共计 563 人，其中贫困人口 460 人，

人均增收 8880 元。三是实施“三权”分置

政策。在享受国家退耕还林政策保障群众

利益的基础上，以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

权”分置促“三变”，让“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

金、农民变股民”；村集体组织行使所有权，贫

困户行使承包权，绿化公司组建造林合作社

行使经营权，实现资源激活、产业发展、农民

增收、荒山增绿、集体经济“破零”。

2017年，岚县王狮乡建设沙棘产业基地

2万亩，其中新栽植沙棘 1万亩，改造野生沙

棘 1 万亩。以蛤蟆神村为例，全村退耕还林

2254亩，涉及农户 137户 413人，其中贫困户

61 户 171 人。每退耕流转 1 亩，村集体每年

每亩提取 10 元的公益金，一年村集体收入

22540 元，实现了集体经济破零。贫困户收

益由“保底收益+股份分红”的形式体现，前

五年享受国家补贴，每亩 1500元。五年结束

后，绿化公司按不低于入股收益的 6％支付

农户保底收益，如遇不可抗拒因素，企业按

每年每亩不低于 50元支付退耕户。在 20年

的经营期内，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造林

合 作 社 获 得 劳 务 收 入 。 王 狮 乡 蛤 蟆 神 村

2254 亩中蒙杂交杂雌 1 号沙棘，三年初果，

五年进入盛果期，初步预测亩产沙棘果 1 吨

左右，按市场价每吨 8000 元计算，每亩最低

收入 4000 元左右，还可套种柴胡、板蓝根等

中药材，经济效益喜人。

今后，岚县将持续发展发展沙棘产业，

使广大贫困群众增收减贫，绿水青山在岚

县将变成真正的金山银山。

（作者系中共岚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

发展沙棘产业是实现生态减贫的有效途径
——岚县发展沙棘产业生态减贫的探索

□ 牛耘

离石区信义镇

任家沟村通过产业

扶贫、交通扶贫、易

地搬迁、生态扶贫、

光伏扶贫、文化扶

贫、科技扶贫、金融

扶贫、劳务输出等，

走出了一条纯农业

村的小康路径，如

今村庄变美了，村

民的生活不比城里

人 差,村 庄 还 吸 引

了市民去旅游。

李小明 摄

今年以来，我自己包三个

村委，单位帮扶一个村委。

虽然通过各种帮扶资料

对贫困户家里的情况有一些

了 解 ，但 真 正 深 入 到 每 家 每

户，看到每户人家都有自己的

不容易，简简单单的普通生活

对于一个个靠天吃饭的老百

姓而言却难如蜀道。辛勤劳

作 却 收 入 微 薄 ，孩 子 们 的 学

费、生活费总是让他们一筹

莫展，家里要是有人生病对

他们来说就是一场灾难，生

活的压力不时就会让他们笼

罩在愁云的阴影里，让他们

无力又无助。

村民的房屋有些破旧，院

子里总少不了一点菜地，每户

人家院子里或多或少晒着一

小堆玉米，有的人家饲养家禽

家畜。我们到了一户贫困户

家里，夫妇俩刚从田里回来，

妻子忙着张罗做饭，丈夫在院

子里搜罗着做些杂活，言谈间

轻描淡写地提及了自己的病

痛，原来他有老毛病，疼痛时

就吃点止疼药，有时实在没钱

就忍着，夫妻俩的全部心思都

在孩子身上，言谈之间的担忧

全然没有考虑到他们自己，我

的内心五味杂陈，同情、忧虑、

敬佩。

我们思考着种种能够帮

助他们的方法，因医疗费用欠

着债，我们向他们讲解医疗补

贴政策、向他们讲解特殊病症

的办理条件和流程、贫困生助

学的政策也跟他们提及、种植

养殖技术上的培训以及农业

上的各种补助也全部告知他

们……对于能够享受到的扶

贫政策，他们特别感恩，嘴里

不 停 说 着 感 谢 ，微 笑 的 脸 庞

上，眼神真挚而又清澈。

经过一步步努力，现在

我们帮扶的村庄有了新的变

化，道路宽敞了，看病报销渠

道畅通了，同时组织帮助修建

水厂拓宽村民就业渠道，鼓励

村民自主创业，通过一次次的

走访，村民对帮扶干警的满意

度逐步提高了，不时夸赞现在

的社会。

爱洒扶贫路 花开终有期
□ 冯小军

本报讯（记者 李小明）文水县农委

本着“予人千金不如授人一技”的原则，

坚持对农民进行培训，提高他们的技能，

为他们接上了脱贫致富的“金手指”。

该农委与高校，县、乡各部门合作，

利用百日素质大培训、新型职业农民培

训、农业实用技术培训等各类培训对农

民进行培训。培训时既有室内的专家授

课、新媒体教学，也有室外的田间地头手

把手培训、考察交流。

马西乡孝子渠村以前种植几十亩红

薯，在县农委的指导下，该村着力发展红

薯产业，现在已经达到 600多亩，村里多

数家庭都在种植红薯。为了让大家种好

红薯，县农委邀请省农科院专家到村指

导，村民听了不尽兴，给县农委打电话索

要专家电话，继续请教。第二年村民自

发租车去参观、买种。县农委指导农民

灌溉、施肥。还给薯农每亩补贴 2.5公斤

地膜等。郭德泉 70多岁，老伴是残疾人，

老两口靠种地生活。以前种 1亩红薯，现

在种 2.5亩，亩产由两三千斤增长到 5000
斤，价钱每斤提高 0.8元。他去年底顺利

脱贫。

南武乡东庄村农民侯学斌参加县农

委组织的新型农民职业培训后，看到参

观点壮观的场面后说：“人家做得那么

大，我也要干，甚至要比他们干得还大。”

他组建了文水田园薯业专业合作社，菜

用土豆由一两千亩发展到一两万亩，销

路畅通。他还种植西兰花，全部出口。

目前他一人就带动全县 4000多户农民脱

贫致富。

据统计，今年，该县农委仅贫困人口

就培训 7000人次，覆盖了全部 29个贫困

村。该县农委总工程师徐文华介绍:通过

培训，农民长了技能，有了点石成金的能

力，脱贫致富有了长久保障。

文水县农委

培训为农民接上“金手指”

本报讯 （记者 王洋）
10 月 19 日，我市举行 PPP 项

目培训会。邀请国家发改委

PPP双库专家，财政部 PPP示

范项目评审专家赵仕坤作了

《政府债务管理与 PPP 模式

规 范 化 运 营》的 专 题 讲 座 。

副市长尉文龙出席培训会并

聆听了讲座。

讲座中，赵仕坤通过大

量翔实的资料和成功案例，

系统的介绍政府和社会资本

合作模式理论、基本政策、核

心要素和组织实施的程序步

骤，提高了大家对 PPP 合作

模 式 相 关 知 识 和 政 策 的 理

解，为下一步推进我市生态

建设、农业产业、乡村振兴等

重点基础设施和产业项目提

供 了 很 好 的 思 路 和 实 践 路

径。

尉文龙强调，各有关部

门要以此次培训为契机，结

合工作实际，主动适应经济

发展新常态，积极探索重大

基础设施和重点产业项目新

思路，努力推进我市 PPP 项

目规范实施、加速落地。

本报讯（记者 王涛） 10
月 19 日，“吕梁环保行”采访

团深入中阳县的电厂、储煤

场、洗煤厂等企业对环保工作

开展情况进行集中采访。

中 阳 县 资 源 型 企 业 较

多，环境压力较大。采访团

深入中钰能源有限公司、永

泰储煤场、聚源洗煤厂了解

了煤棚建设、集中供热工程

进展等情况。在中钰能源公

司，记者看到该公司煤棚建

设基础板墙土建工程和钢架

焊接已完成，彩钢板封顶正

在安装。针对环保行前期突

然性检查中发现的大面积露

天堆煤问题，永泰储煤场已

全部清理，储煤全部进入煤

棚，同时永泰储煤场还加大

环保投入，安装了厂区车辆

冲洗设施。在聚源洗煤厂，

记者了解到，该公司去年以

来，已投资近 2000万，进行环

保设施改造，仅煤场密封棚

一项投资就达 1340万元。采

访团采访时，企业还在对煤

棚进行进一步施工完善。

在 中 阳 县 金 罗 镇 西 合

村，采访团了解了中阳县禁煤

区集中供热工程进展情况。

记者看到，西合村管网正在铺

设，工程正在紧张有序的进

行。中阳县副县长翟贺平介

绍，由于工期紧，任务重，禁煤

区集中供热在 11月 1日，还不

能实现如期供热。县政府将

对禁煤区内规划实施集中供

热的住户统一发放一定数额

的补贴资金，让群众采取除燃

煤之外的其他灵活形式供暖。

采访团还听取了中阳县

环保工作情况汇报。

本 报 讯 （记 者 刘 少
伟） 10 月 18 日，我市召开第

一批赴三明市挂职干部工作

交流总结座谈会暨第二批挂

职干部欢送会。市委常委、

组织部长、统战部长秦书义

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上，闫建军、刘彦文、

康保平等五位第一批赴三明

市挂职干部围绕外出挂职工

作作了交流发言，畅谈了挂

职锻炼期间的工作经历、体

会认识和感悟；市委组织部

副部长、市非公经济组织和

社会组织工委书记李根志宣

读了第二批挂职干部名单及

岗位安排；陈龙、武永强、秦

勇勇三位第二批挂职干部代

表作了表态发言。

在认真听取发言后，秦

书义对第一批挂职干部取得

的成效给予充分肯定，认为

通过外出学习和挂职，进一

步增强了领导干部加快发展

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增长了

见识，提高了素质。他强调，

第一批挂职干部要加强消化

吸收和提炼总结，努力把学

习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

发展的干劲和动力，力争为

全市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作出

更多贡献。第二批挂职干部

要珍惜此次宝贵的学习锻炼

机会，做到身到心到，并做好

人 身 、财 产 、政 治 等 安 全 管

理，同时，充分发挥挂职干部

的桥梁纽带作用，讲好吕梁

故事，宣传展示好吕梁形象，

进而促进两地人才的交流、

人员的交流和信息的交流。

本 报 讯 （记 者 穆 佳
妮） 10 月 18 日，全市艺术创

作工作座谈会召开。会议回

顾总结了近两年来的艺术创

作生产情况，安排部署了今

后 一 段 时 期 的 文 艺 创 作 工

作。

会议传达了全国、全省

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精神和全

省艺术创作工作会议精神，

为吕梁市艺术创作中心第五

批特聘重点创作员颁发了聘

书。会上，文艺院团长代表

进行了经验交流，重点创作

员代表作了发言。

会议指出，近几年来，全

市 的 艺 术 创 作 者 和 生 产 单

位，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文

艺 创 作 生 产 取 得 了 良 好 成

绩。全市广大艺术工作者要

再接再厉，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创作导向，创作人民喜

闻乐见的文艺作品；要坚持

“三贴近”创作原则，走向基

层，表达人民的愿望，抒发人

民的心声；要围绕中心，服务

大局，坚持服务于中心工作

的创作要求，助推吕梁经济

社会发展，努力开创吕梁文

化艺术繁荣发展的新局面。

会后，与会人员赴临县

参观了林家坪镇南圪垛村中

共中央西北局旧址、吕梁山

革 命 博 物 馆 等 红 色 教 育 基

地，并举行了吕梁市艺术创

作中心采风基地挂牌仪式，

开 展 了“ 深 入 生 活 、扎 根 人

民”主题实践活动。

全市艺术创作工作座谈会召开

本报讯 （实习记者 辛
刘宇） 10 月 18 日，由民盟吕

梁市委会发起的“科普校园

行”活动正式启动。市政协

副主席、民盟吕梁市委主委

高永安出席活动并致辞。

此次“科普校园行”活动

旨在宣传科学思想，传播科

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推进

科学实践。在离石一中校园

内，科普现场人潮涌动，一片

热闹景象。50 件互动展品、

科学表演、科学实验、3D 展

版、精彩细致的观场解说，为

同学们打开了通向科学之路

的大门；精美的科普手册、神

奇好玩的科普展具，令同学

们大开眼界。科普校园行内

容丰富，而科普讲座则以生

动有趣的机器人为主题，让

同学们在实践的过程中理解

科学的力量，激发了同学们

对科学的兴趣与热情。

高永安表示，作为中国

八大民主党派之一，民盟大家

庭中有很多从事科学技术工

作的高、中级知识分子，他们

或从事基础科学研究，或从事

科学知识普及，他们锲而不舍

的探索精神和献身科学的执

着追求，正是民盟持续开此项

科普活动的精神动力。

据了解，离石一中是“科

普校园行”的第一站，也是始

发站。民盟表示，“科普校园

行”活动将会持续开展下去，

并将成为民盟从事社会服务

的知名品牌。

我市召开第一批赴三明市挂职干部
工作交流总结座谈会暨第二批挂职干部欢送会

“吕梁环保行”采访团在中阳集中采访

我市举行PPP项目培训会

民盟吕梁市委举行“科普校园行”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