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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临县城庄镇挂职副镇长郭肖宏的

工作特别忙，过元旦的前一天晚上才把扶贫笔

记写完，今天又早早爬起身，准备中午的扶贫

报告会。报告会在松峪村的村委院子里开，四

周的墙上，早已经张贴好了各式各样的标语，

“激发贫困群众的内生动力”“实现同步小康不

落一人”“脱贫先立志，致富靠自己”，把个方圆

十几丈的院子装点得熠熠生辉。

郭肖宏三步并作两步跨上前，与在村第

一书记陈新树一起，帮助村干部们忙活起来，

架梯子，搭台子，每根钉子都钉得结结实实。

今天的报告会在自己包片的松峪村召开，是

镇里扶贫先扶志创新工作的一次先行先试，

必须为报告会的成功打好坚实基础。

中午十二时，扶贫报告会准时开始，城庄

镇党委书记成晓龙、副书记白广平早已到齐，

做了热情洋溢的开场讲话后，就在晋西北的

寒冷冬日里，和几百名群众共同聆听报告。

当天的扶贫报告会果真别开生面，邀请吕梁

金钥匙心理咨询中心主任、国家二级咨询师

郭子凡老师主讲。心理咨询师开扶贫报告，

一开场就不同凡响。

“我先给大伙讲个故事。早先年啊，临县

大山里有个放羊娃，每天光着脚丫子放羊。

别人问他放羊干什么？放羊娃说，羊长大了

卖钱。人家问，卖下钱干什么？放羊娃说，娶

媳妇。人家又问，娶下媳妇干什么？放羊娃

说，生娃。人家笑着问，生了娃做甚？放羊娃

响亮地回答，放羊！”

台下人都笑了，笑声中包含着苦涩。台

上的郭老师乘势发问：“大家说，贫困户好不

好啊？光荣吗？”“不光荣！”一句话，点燃了会

场的热情，大家立马被吸引住了。

郭老师以故事开头，一下子引起了听众

的共鸣，紧接着，他又从脱贫致富和家庭生活

的关系，脱贫致富对农民自身的要求两个方

面入手，讲述了当前脱贫攻坚背景下贫困户

素质提升的有关内容。

“要想致富，首先要处理好家庭内部的关

系，对爹妈得好，对媳妇得好，爹妈生咱，恩重

如山，善待父亲，干活才有力量，才能挣下

钱。对母亲好，生活才有依托，才能攒下钱。

对媳妇好，家和万事兴，生活才有奔头，才有

指望，这叫妻贤夫祸少！”

“要想致富，还得改变认识。俗话讲，生

活是面镜子，你对着它哭，它也对你哭，你对

着它笑，它就对你笑。要脱贫致富，千万不能

妄自菲薄，自认无能，一定要自己感觉自己

行，一定行。你只有自信能挣钱，才能挣下

钱。这就叫心理自信！”

……

台 上 讲 得 生 气 勃 勃 ，台 下 听 得 津 津 有

味。庄稼人的心哪，一下子就被勾住了，飞到

很远很远，虽然寒风凛冽，可人人心中，却是

暖暖烘烘的。

最后，郭子凡老师给贫困户们讲，财富是

流动的事物，哪里有价值，它就流向哪里，谁

有价值，它就流向谁。要想赚钱，首先得值

钱，想让自己挣钱，先让咱自己值钱。通俗的

道理，反映了社会和人生的真实，再一次激起

了贫困户们的热烈掌声。

报告会在一片掌声中结束了，郭肖宏悬

着的一颗心才落了下来。他对记者说，脱贫

攻坚，少不了给贫困户们作政策宣讲，释疑解

惑。这一次，结合现代财富心理科学，再给大

家上上心理课，以通俗易懂接地气的集体培

训方式，从内心深处给大家作启发。一定能

从心灵上激发内生动力，为治贫先治愚开拓

新路。

城庄镇 2018 年整村脱贫的就有程家塔、

前南峪、上城庄、刘家山和阳宇会 5个村，已脱

贫 940 户 、2392 人 ，新 识 别 贫 困 户 43 户 、94
人。刚刚开完会的成晓龙等乡镇干部们紧接

着就出门，他们又要到镇里的养殖场去，脱贫

工作，时间不等人啊！

一场特殊的扶贫会
□ 本报记者 梁 瑜

寒冬已至，但是郝家湾村民的心里

却暖洋洋的，因为临县首家精准脱贫“爱

心+工分超市”于 2018年 12月 19日上午

在郝家湾村正式挂牌启动。

郝家湾村距临县县城 20 余公里，

东、南、北三面与黑茶山国有林管理局

城庄沟林场接壤，为黄土丘陵沟壑地

貌。全村现有 496 户、910 口人，建档立

卡贫困户 165 户、480 人。村民主要以

林区珍稀植物采挖、种植、养殖和劳务

输出为生。“爱心+工分超市”是在整合

社会帮扶资源，激发广大群众的精神扶

贫意识，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推动“扶志扶智扶

勤 ”活 动 深 入 开 展 的

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帮

扶 脱 贫 载 体 。 通 过

“ 爱 心 +工 分 超 市 ”的

新 模 式 ，重 在 提 升 村

民 (重点是建档立卡的

贫困户 )在善行公益、

文化事业、相应政策、

表彰奖励、产业发展、

环境卫生等方面的主

动性与参与率。

“ 爱 心 + 工 分 超

市 ”的 物 资 主 要 由 包

联 单 位 、爱 心 人 士 和

企业捐赠，村委可根据实际需要适当注

入或购买补充。坚持以“扶智扶勤、以

工代赈、以奖代补，多劳多得”的脱贫奖

励激励机制为积分原则。积分对象为

在村生活家庭 ,优先建档立卡贫困户。

积分分赠予积分和任务积分两种。赠

予积分指超市管理委员会赠予的基础

积分、村集体公益赠送、活动赠送和贫

困户帮扶责任人将慰问金和慰问品在

爱心超市兑换成等价积分券赠予贫困

户等。任务积分指群众参加集体安排

或主动开展的义务劳动、集体活动、环

境卫生评比、表彰奖励等通过自身努力

获得的。赠予积分不能直接消费，普通

群众按照 1:1 比例配合使用，贫困户按

照 1:3的比例配合使用。

同时，专设消费扶贫柜台，全村村

民将各户所有农、畜、手工等产品的种

类、数量、品相、联系电话等提供给工作

人员，由超市通过“爱心+工分超市”、网

上等平台向帮扶人员及外界发布，积极

开展推广、销售工作。

在积分兑换处，村民们排队兑换物

资，内心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大家纷

纷表示，原来是无偿劳动，劳动积极性

不高，有了“爱心+工分超市”，不仅能兑

换到平常在村内不方便购买的日用品，

也让劳动有了意义，这实在是一件好

事！

镇党委书记成晓龙说：“郝家湾‘爱

心+工分超市’是全镇精准扶贫、精准脱

贫的创新模式。我们将不断总结经验，

探索并逐步完善超市的运行机制及管

理制度，切实发挥好‘爱心+工分超市’

的试点示范作用，力争将超市打造成社

会爱心人士和帮扶企业奉献爱心的平

台、农民销售农副产品的平台以及激发

贫困户内生动力的平台，让贫困群众通

过自己的劳动，稳定增收、稳定脱贫，从

而走上幸福康庄大道！”

本报通讯员

2015 年 7 月，交口县农业委员

会深入西交子村委开展结对帮扶，

该村位于桃红坡镇西北部，下辖 6
个自然村，全村 298 户 872 人，其中

贫困户 135 户 335 人。该村是桃红

坡镇少数没有矿藏资源的村之一，

多年来仅靠传统种植为生，使得一

部分村民一直徘徊在贫困线内。

经过多次实地调研和反复分析

研判，该村地处冷凉区，生态好，完

全具备发展反季节香菇种植的优势

条件。为此交口县农业委员会专门

选派了食用菌和农业方面的专家担

任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员，开启

了西交子村特色香菇产业发展之

路。

科学规划，分类施策

在制定西交子村“十三五”五年

发展规划（2016—2020）中，将香菇

产业作为“一村一品”主导产业，研

究提出了该村“三个一批”脱贫计

划，即：“针对无劳动能力的贫困户

通过纳入社会保障解决一批，针对

青壮年贫困人口通过劳务输出安置

一批，针对年龄偏大还有劳动能力

的通过家门口发展特色产业扶持一

批”；制定了“巩固提升传统产业，因

地制宜发展香菇产业”的发展规划，

与此同时还针对非贫困户提出了加

强创业意识和创业信心的目标。

示范先行，稳步推进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大部分贫困户造成贫困的主要

内在原因是思想保守，不敢干、不想干。刚开始报名种植香

菇的贫困户特别少，为此帮扶责任人和镇村干部挨家挨户

做工作，并把贫困户组织起来培训，第一书记亲自授课，起

到了一定效果，当时就有 25户贫困户报名成为第一批愿意

尝试的。但报下名了，没钱建棚。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组织

了一次捐款活动，农委全体干部职工、乡镇帮扶责任人和部

分村内企业积极响应，共收到捐款近 10万元，帮助每户建

起了一个出菇棚。当年，这些贫困户通过种植香菇，户均增

收 2 万余元，2 分地的香菇棚收入相当于种植 50 亩玉米的

收入，增收效果立竿见影。

2017 年开始，在第一批的示范带动下，贫困户报名种

植香菇的积极性提高了。为了实现菌棒自供和产业长远发

展，县农委领导亲自帮着村里跑资金要项目，引导村干部带

头成立了香菇种植合作社，建成香菇制棒厂和一个 30亩的

标准化示范基地，全村香菇棚从 30个扩大到了 102个，完成

投资 380余万元。当年一个种植香菇的贫困户主动拉着第

一书记的手说：“今年活不好找，要不是种这棚香菇，孩子的

学费都成问题了。”

提质增效，巩固提升

在西交子村香菇产业发展步入正轨的同时，县农委领

导和村“两委”干部着眼未来，大胆设想，谋划将西交子村打

造成为集香菇菌种研发、种植、销售、加工为一体的香菇产

业示范村，为全县香菇种植提供发展样板。于是通过招商

引资，建成了全县首个香菇交易市场，引进了绅仕园农业开

发公司和恒益晟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两家香菇深加工企业，

年转化鲜菇达 150 万斤。在保证香菇销售的同时，还为村

民提供了 50余个就业岗位。

完善基础，面貌一新

在注重产业发展的同时，县农委积极协调相关部门争

取基础设施项目，全面提升该村基础设施，2015年，争取资

金 120万元，完成了野甘泉至西交子村委饮水工程建设，解

决了全村困扰多年的饮水困难问题，也为后续香菇等产业

发展提供了保障；2018年，又争取资金 100万元，对白家庄

自然村老化的管道进行了更换，并为其它 5个自然村新建

了蓄水池，保障了人畜饮水安全。同时也彻底解决了村里

长期以来水资源短缺的问题,争取资金 120 万元，新建了 2
层办公大楼，配套了文化活动室、便民理事厅、农民科技书

屋和社会化管理服务中心等,争取资金 10万元，将旧村委办

公室改造成新的卫生室，完成了西交子村级卫生室标准化

建设。该村委 6个自然村全部实现安全饮水、道路硬化、动

力电力、信息通讯全覆盖。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县农委几年来的帮扶下，西交子

村 2016年贫困人口人均纯收入达 5500元，实现整村脱贫；

2017年贫困人口人均纯收入达到 7675元；2018年贫困人口

人均纯收入达到 10500元，脱贫成效得到巩固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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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无价 超市有情
临县城庄镇郝家湾村精准脱贫“爱心+工分超市”启动

本报讯 （记者 李雅萍） 为进一步

加深贫困群众对扶贫政策的理解,提高

贫困户的获得感和满意度，日前，离石

区公安局驻信义镇背石村工作队员不

畏严寒，放弃周末休息的时间，深入背

石村召开贫困户恳谈会，听民情、访民

意，宣传扶贫政策，现场谋划解决各户

在脱贫攻坚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恳谈会上，离石区公安局驻村工作

队员与贫困户面对面地进行交流。工

作队员首先向贫困户认真宣讲了产业

扶贫、光伏扶贫、教育扶贫、健康扶贫、

易地扶贫搬迁等各项扶贫政策，并对大

家提出的问题耐心回答，提高了贫困户

对政策的知晓度。随后，贫困户们畅所

欲言，反映当前生产生活情况与遇到的

困难。针对贫困户反映强烈、迫切要求

解决的热点难点问题，该局驻村工作队

员与群众共同协商，力争拿出可行性解

决方案。该工作队共召开了六场恳谈

会，对关乎群众切身利益的医保、助学

等 3个问题提出了明确的解决办法。公

安民警良好的工作作风赢得了贫困户

的支持和响应，他们纷纷表示，将在政

府的领导下，各级工作队的帮扶下，树

立脱贫信心，争取早日脱贫摘帽，过上

富裕生活。

离石区公安局驻村工作队着力解决贫困群众之忧

从 2018 年 6 月开始,离石区信

义镇任家沟村的村民们都在忙着做

一件事,就是搬入政府新修的安置

房。改革开放 40年,对于该村村民来

说,最大的变化莫过于 2016 年该村

易地扶贫搬迁项目被列入计划,随
着项目的交工,该村 50 户 108 名村

民已经搬入新居开始他们的美好新

生活。

“从 18 岁嫁到村里，全家 7 口

人 就 挤 在 一 孔 窑 洞 里 ，如 今 国 家

给 我 们 补 贴 ,让 我 们 住 上 宽 敞 明

亮 的 小 平 房 ，沙 发 、茶 几 等 家 具

齐 全 ,最 重 要 的 是 这 些 房 子 基 础

好 ,就 算 下 大 雨 我 心 里 也 踏 实 ,这
全靠党的好政策和各级政府的帮

扶啊 !”2018 年 12 月 18 日，在信义

镇 任 家 沟 村 ，73 岁 的 高 贵 汝 老 人

告诉笔者。

“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出

门是一件麻烦事。”在任家沟村当

过 30 年村支书的王平 71 岁，说起

曾经的路况，记忆深刻。改革开放

以后 ,村民自发组织投工投劳修通

了土路 ,从此结束了人担驴驮的时

代。2017年，在政府的帮助下，完成

了阳坡至梨树塔 7.76 公里的柏油

公 路 建 设 和 村 内 6.6 公 里 道 路 硬

化，村民脚下的路得以通畅。

“40年前村里也就几十户人,那时村民们住的大多都

是土窑洞。90 年代后村里变化最大,当时道路拓宽了,信
息也灵通了,随着村里年轻人陆续外出务工,村民的平均

收入也在增加。”王平告诉笔者,任家沟村全村现有 96户

208人，鉴于村上气候适合种植核桃等农作物,经过近年

来的培育,如今，全村已建成 1400亩核桃林，可带动贫困

户户均收入 12000 元，同时实施了 200KW 光伏发电项

目、发展了生态造林产业、天然储藏产业，如今村民吃不

愁，穿不愁，手里有钱花，真正过上好日子。

经历过 40年,对于任家沟村来讲,不论是脚下出行的

路,有经济收益的产业,还是改善了的住房条件,都让这个

小山村感受到了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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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石区信义镇崖窑湾村 180户村民大多养牛，目前存栏四五百头，他们靠养牛脱了

贫致了富。图为贫困户李年平夫妇在喂牛。 李小明 摄

近日，笔者来到方山

北武当镇河庄村，早上刚

到 8时，就听到村里的大喇

叭开始广播：“亲爱的村民

朋 友 们 ，大 家 早 上 好 ，今

年，咱们要缴的新型农村

合作医疗费是 220元，费用

调整后，咱们享受的医保

待遇也会有所提高，希望

大家在一周内抓紧把钱交

到村委会。”笔者遇到村民

薛志亮，只见他拿着钱和

户口哂、夫妻俩的身份证

往村委会走。他说，正是听

了广播后才急着去交“新

农合”医保费。

“催事喇叭”变“惠民喇叭”

提起村里的大喇叭，

老 支 书 吕 云 花 最 有 发 言

权。“我们村上世纪 70年代

就开始用喇叭广播了，那

时全村有 4个大喇叭，挂在

高高的木杆上，每天早上

广播一响，就催着大家带

上工具，下地干活，同时通

知大家晚上到村委会看电

影。到了八十年代，广播里

又增加了一些计划生育和

卖农药、化肥的内容。”

老支书说，现在广播

内容可丰富了，以“催事喇

叭”变成了“惠民喇叭”，不

光播报脱贫攻坚新政策，

还加入了健康扶贫、推进

新农合、传播医疗和健康

等惠民信息。村民们都说

大喇叭就像“报喜鸟。”

村干部轮流主持

老支书还告诉笔者，

以前村里大喇叭很随意，但

是近年来开始规范起来，村

里的喇叭将播放时间设在

了每天早上 7点——8点和

晚上 7 点——8 点。广播由

村里几个干部轮流值班主

持，除了传达县里和镇里下

达的最新政策和形势外，还

把镇里医院派人来义诊、打

疫苗的信息第一时间通知

给各位村民。另外，根据季

节变化，向村民宣传疾病防

治知识。

老支书说，镇卫生院

经常编印出通俗易懂的卫

生健康资料下发到村，再

由村干部按要求定期在村

里广播，从而使村里大喇

叭成为传播农村卫生健康

知识、提高村民健康素养

的重要媒介。广播里讲的

最多的是糖尿病、高血压、

脑梗、冠心病等疾病的防

治与注意事项，饮水戒烟、

改水改厕、灭蝇灭鼠的知

识以及如何养成健康的生

活习惯。

帮村民改变了生活方式

虽然，现在农村几乎

家 家 都 有 电 视 、电 脑 、手

机，但是大喇叭作为乡村

一级的重要宣传媒体，却

在发挥着其他媒体难以发

挥的作用和优势。与此同

时，村民的生活方式也在

发生着变化。

现任村党支部书记孙

月娥介绍说：“过去，村里

的人一年到头只知道埋头

干活，生病也不重视，总想

着扛扛就过去了。要想让

大伙体验打疫苗，都得挨

农挨户地催。现在大喇叭

一播，全村人就都知道了。

基本都能做到，降低了漏

诊、漏查率。”村主任王奴

平也介绍说：“现在，早起

锻炼，成了他们清晨的第

一件头等大事。”

除 了 传 播 健 康 知 识

外，大喇叭还及时向村民推

广、解读新农合政策和健康

扶贫等政策。村民薛志亮深

有感触地说：“原业不知道

‘新农合’是什么，就以是让

乡亲们交钱呢，所以不愿意

参加。今年村里的一位乡亲

因为生病做了一次手术，花

了 3 万多元钱，事后全凭

‘新农合’医疗报销。大家仔

细听了大喇叭对‘新农合’

的解读，原来只要自己出一

小部分钱，国家就会按比例

报销医药费。现在有了报

销，咱也不怕住院了，还能

减轻家里的负担。所以村里

的大喇叭一说这事，乡亲们

就赶紧去交了，怕落下呀！”

薛志亮说话间，兴奋之情溢

于言表。

村里大喇叭健康唱主角
□ 徐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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