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冯海砚
通讯员 路小飞）“以文明实

践感召人、以共同理想凝聚

人、以特色文化熏陶人”，近

年来，作为全市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试点县的交城县走

出了一条以志愿服务为基本

形式，展示新时代、新思想、

新理论文明实践的新路径。

一是阵地建设全覆盖。

群众在哪里，文明实践就延

伸至哪里。今年 3 月 27 日，

交城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揭牌试点工作启动，县、镇、

村三级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

格局同步开启。

古 色 古 香 的 桌 椅 、“ 凝

结”村史的书画展……走进

交 城 县 夏 家 营 镇 段 村 村 史

馆，一件件老古董不时勾起

前来参观群众的回忆。整合

各类宣传思想文化阵地，打

造群众身边的文明实践服务

平台，是交城县新时代文明

实践阵地建设的具体实践。

全县科学统筹调配县域内各

类学校、纪念馆、文化馆、图

书馆、乡镇文化站（中心）、民

众剧团、福利院等实体阵地，

依托微信、微博、APP等网络

平台，建立起了一批新时代

文明实践所（站）。

二是理论宣讲接地气。

“大家好，我老婆姓王叫巧

玲，嫁到交城东坪村。老汉

对俺十二分好，儿女们对俺

挺孝顺……”，作为交城县文

艺巡回演出中的一名人气演

员，卞嫦娥对自己的作品《老

两口说扶贫》颇为自得。如

今，作为新时代文明实践的

常客，她主动申请担任宣讲

员，积极学习，把党的十九大

精神、扫黑除恶、脱贫攻坚等

理论知识用拉家常、讲故事、

顺口溜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

式传播给群众。找准与群众

产生共鸣的契合点，依托“小

故事、大道理”微宣讲等活

动，交城县把讲堂搬到街头

巷尾、社区楼院、村民小组，

推进理论宣讲多元化传播，

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

百姓家”。如今在交城，一批

像卞嫦娥一样的“文明宣讲

员”，他们用身边真实的故事

打动人，用多彩文艺活动感染人，用专业技术知识服务

人，把文明送到基层一线、传到百姓心坎上。

三是成风化雨育新风。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是一

场移风易俗的革命，在交城县，陋习的破除带来的是精

神面貌的转变和提升，是绽放在老百姓脸上惬意的笑

容。戏曲票友班、合唱团、健身舞蹈队、锣鼓队等各类

文体组织在城乡繁荣生长；“全民健身周、文化展演周”

成为红红火火的群众文体活动大餐，丰富了群众精神

文化生活。“传承好家风、争当文明户”评选表彰活动，

用身边的事教育身边的人，示范引领广大家庭崇德向

善，见贤思齐，弘扬时代新风，崇尚文明风尚。科普“大

篷车”为群众讲解科普惠农、特色养殖等知识，免费发

放农技资料，助力农耕生产。

四是志愿服务显活力。志愿服务是文明实践的倡

导者、践行者和主力军。目前，交城县依托本地党员干

部、道德模范、先进人物、科技能人、乡贤、“五老”人员、

社会志愿者组建了各具特色的志愿服务队伍。全县志

愿服务团体 100多个，注册志愿者 6000多人，全年开展

志愿服务项目 100多个，参与人数达上万人次，覆盖紧

急救援、抢险救灾、交通出行、扶贫济困、社区公益、安

全保障、失联人员搜寻、公益活动服务、文化惠民、大型

赛会等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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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大诗人李白有诗曰，“蜀道之难，

难于上青天！”四十多年前，我就经历了两

次“蜀道难”。

第一次“蜀道难”是在 1969 年盛夏。

16 岁风华正茂的我跟随 50 多岁的母亲从

孝义县城返回村里，出行方式是“半火车半

步行”。当时孝义县城通往西部山区还没

有油路，更无公交车和小轿车，偶见有拉煤

的马车和几只骆驼载物入山，总能引得小

孩子们追赶围观。好在孝义西部山区兑镇

河沿线有几处大型国营煤矿，在上世纪六

十年代初便有了南同蒲铁路介西支线，这

条在孝义境内 38 公里长的铁路线上一日

一趟驰骋的列车，便成为孝义西部山区人

们往返县城和外部世界的唯一交通工具。

西房庄村位于下堡河北岸，距县城 60 公

里，欲往返县城，需沿着下堡河滩步行 20
里，再翻越二夹子山才能到达兑镇火车站，

所以就有了“半火车半步行”之说。

那次我和母亲在孝义县城一上火车，

就是大雨倾盆，好在列车到达兑镇车站后

雨停了，我们母子开始了 30里路的艰难跋

涉。横在我们面前的是高高的二夹子山。

且不说山上的一条蜿蜒土路，坑坑凹凹，

泥泞路滑，单说从山上沿路冲下来的一条

水流，仿佛是故意阻挡我们母子上山。我

右手紧紧地搀扶着母亲的左臂，尽管是上

一步退两步，尽管布鞋都已经成为泥水鞋，

但我们终于还是登上了二夹子山顶。满以

为上山之后大功告成，但这时才真切体会

到了“上山容易下山难”。人往山下滑，水

流推你走，尽管我紧紧地搀扶着母亲，母亲

还是摔倒了，连我也一起拽倒，母子俩摔得

手上身上都是泥巴，最后连滚带爬，跌跌撞

撞终于下了山。下山后面临着的是更大的

挑战。刚下过雨，昔日平静的下堡河汹涌

澎湃的山洪咆哮而下，滔天的洪峰夹杂着

数不清的树木杂物，站在河边的我对母亲

说：“妈，咱们怎么办？”母亲说：“孩呀，自

古水火无情，山水推的是犟拐拐呀！”母亲

说，多少年来这下堡河由于人水同道，人水

争道，就有犟脾气的人不听劝阻执意过河

被山洪卷走，也就有了“山水推的是犟拐

拐”之说。

这发洪水可不是一时两霎就能停息

的，眼看日落西斜，总不能一直呆在这前不

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吧！我在河对面的胡

家窑村刚刚上了三年初中，每周从村里到

学校往返步行一次，非常熟悉这里的地形

地貌，我便带着母亲沿着河南岸向西，在泥

泞的庄稼地里行走，一直走到下堡镇。因

我们村在西北方向，不过河是不行的。好

在这时候山洪平静了许多，我不由分说地

将母亲背起来，淌着齐腰深的水流，一步一

步淌过了下堡河。过河了，我看见母亲眼

眶湿润，声音哽咽：“孩呀，妈这就指望上

你啦！”我说：“妈，我小时候您不知背了我

多少次，俺今天才背了您一次，算得了什

么？”母亲的嘴角上露出了满意的微笑。一

晃半个世纪过去，尽管母亲早已作古，但她

那句“指望上了”的话仍言犹在耳，激荡在

我的心头。

第二次“蜀道难”是在 1972年 12月，19
岁的我已经是大小伙子一个。我志愿报名

参军，经过政审、体检，被批准入伍。我从

西房庄村里到汾阳城向我二哥、二嫂告别

的征途成为我最深刻的记忆。那时候，山

区交通不便，也没有汽车，往返 120 里山

路，又只有一天空余时间。大冬天的山路

上几乎没有什么行人，不认识路怎么办？

不要紧，去汾阳一直朝东，返回来一直往

西，逢山过山，逢水过水，大方向没错就

行。隆冬的天黑得早，下午往回返时，越走

越黑，当爬上一座山时，我才体会到“天黑

的 如 锅 底 ”“ 伸 手 不 见 五 指 ”“ 寸 步 难

行”，这些都不再是写到纸上的形容词，而

是实实在在的现实。我在懵懵懂懂中睡

去，一觉醒来，天已大亮，幸有一老农上山，

我才知道自己是夜栖在汾阳县石庄镇阳泉

村的东南山上。按正常路线，我已经向西

北方向多走了 20里路，我再向东南方向返

回去，往返 120里的路线竟成了 160里。次

日上午到家后，公社干部和接兵部队首长

已经在我家等候了。那时候也没有什么手

机电话，见到我焦急等待了一晚上的母亲

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这件事今天

回想起来，仍为自己当年的大胆、豪放和敢

于吃苦的精神所惊叹！

光阴荏苒，沧海桑田。近半个世纪过

去，地覆天翻。昔日桀骜不驯的下堡河，早

已被整齐的河坝规范在河套中，长达 30里

的下堡河，竟有十来座石孔桥通向南北。

放眼下堡河北岸，一条宽阔的二级油路 340
省道直通孝义和汾阳市区，水路、车路、人

路真是一片“大路朝天，各走一方”的景

象。昔日陡峭泥泞的二夹子山路，如今已

经是车辆穿梭的宽阔油路。位于 340省道

北侧的西房庄村，一条乡村油路横穿村中

南北，南接省道，省道上每隔 10 分钟便有

公交车穿梭，乘公交去孝义市区半小时即

到，去汾阳市区也就是一个小时，一日打几

个来回根本不成问题，我当年的“飞毛腿”

再无用武之地。每当我乘车行驶在下堡河

边的省道上，总会想起当年我和母亲的艰

难跋涉。我想，如果母亲泉下有知，慈祥的

脸上一定会乐成一朵花。

（作者系孝义市残联原理事长）

昔日“蜀道”难 今朝变通途
□ 赵处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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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将要从临县玉坪乡党委副书记位

置上退下来的刘学亮没有打算“告老还乡”，在

农村工作了大半辈子的他，脑海里突然冒出一

个想法；找一个合适的产业让当地更多的老百

姓参与进来共同增收致富。

那段时间，刘学亮不只做过一次调查。一

次偶然走访，刘学亮发现一些先进地区养蚯蚓

很是火爆。“蚯蚓浑身都是宝，不光是中药材，

还可以在其身上提取美容养颜产品，主要是环

保价值大。蚯蚓养殖用动物粪便，蚯蚓粪也是

很好的有机肥。在外地，很多果园、绿色蔬菜

基地都开始利用蚯蚓粪，环保、绿色、健康，也

迎合当下市场需求。”

刘学亮笃定这便是商机。

在河南、安徽、江苏等地的蚯蚓养殖基地

考察一圈后，刘学亮更坚定了蚯蚓养殖的信

心。说干就干，在取得一些养殖技术后，刘学

亮四处打听租下了六七亩比较平整的农田，从

安徽购回了 1500斤蚯蚓苗，开始蚯蚓的繁殖发

展。“租来的地靠近一些大型养牛场，这样可以

就地取粪，也节省运输成本。”刘学亮给记者算

了一笔账：“去年已经有了效益。蚯蚓苗是按

一斤 20 元购买的，牛粪用得是当地养牛场的，

一吨三四十元，一年下来只算蚯蚓的产值也有

十来万。”

六七亩地，1500 斤蚯蚓苗，一年可以赚十

来万？带着一份好奇，记者专程来到位于临县

白文镇秦家坪村老刘的蚯蚓养殖基地。

在养殖基地，一排排的土堆上瞅不见任何农

作物，三五个农民手拿着木锹和耙子熟练地翻滚

着土堆，每一个土堆上都横着一根细长的水管，

一些水滴正从水管的细孔中喷洒向土堆上。

“那些土堆是做什么的？”

“那不是土堆，是牛粪。底下是蚯蚓”。刘

学亮一边接着记者的话茬，一边拿起一把木锹

扒开牛粪。只见一下子数不清的蚯蚓在牛粪

上面蠕动，但没一会的工夫，蚯蚓又迅速钻进

了粪堆里。“蚯蚓是靠体表来呼吸的，如果把蚯

蚓长时间暴露在干燥的空气中，就会导致其缺

氧窒息而死。出于本能，一见到光，它会在第

一时间钻进粪堆里。”

蚯蚓本身是经济价值的一部分，还有一部

分是蚯蚓粪。“要不说蚯蚓是个好东西，吃粪吐

粪，吃进去牲畜的臭粪便，自己拉出来的粪却

有了草木香味”，刘学亮一把抓起粪堆边上灰

土色的松软泥土，让记者闻了闻，没有了牛粪

的臭味，只有泥土的清香气。

当下，鸡羊猪牛等动物的粪便污染，已成

为农村养殖户最为头疼的事情。粪便处理不

及时，臭气熏天，影响养殖环境和周边村民的

生活质量不说，关键是每年的环保难以达标。

“确实解决了一些养殖农户的大难题，基地周

边的一些养牛大户，多年来存起来卖不出去牛

粪，去年一年就让我的基地消化了”，刘学亮。

在和老刘交谈时，从地中间开过来一辆小

型挖掘机，驾驶员叫刘飞飞，是刘学亮的侄

子。今年 23 岁的刘飞飞正开着挖掘机给粪堆

上“补粪”。“基地现在基本靠侄子来打理，年轻

人学得快，想法也多，养殖过程中的一些问题

全靠他来解决。”刘学亮说。

刘飞飞除了是基地的技术人员外，也是管

理者，什么时候“添粪”“补水”，什么时候“收蚯

蚓”“风干粪”，养殖过程中的每一道工序他基

本都要过问。

今年，伯侄俩扩大了养殖基地，基地面积

达到了四十亩。“蚯蚓不愁卖，每次都有商家主

动上门收取”，坐在挖掘机驾驶室里的刘飞飞

跟记者说，“蚯蚓浑身是宝，它可以用于药，蚓

激酶可以提取很多种营养成品，可以做美容，

可以做养生产品。”

“看来确实有市场？”

“现在一部分蚯蚓用来做一些鱼饵拿到省

城市场上卖，其他大部分都进了加工车间，蚯

蚓市场确实不错”，带着记者的疑问，刘飞飞指

了指基地靠北边的一座土堆说，“最发愁的是

那一堆蚯蚓粪，卖不出去，找不到好买家。”“当

地农民不愿意使用蚯蚓粪，蚯蚓粪使用还得好

好推广。”

这也是刘学亮最烦恼的问题。

刘学亮打量了一下蚯蚓粪堆说，那堆粪最起

码也有百十来吨，按照现在蚯蚓粪的市场平均价

格一吨六七百元算，那简直就是一座“金山”。

生态学中有一个常用词叫“生态链”，刘学

亮和刘飞飞伯侄两个就是巧用了这一科学原

理，才找到了一条增收致富的好路子。目前，

伯侄俩的基地长期雇佣两名当地农民，每人每

月工资在 3000 元。忙时，基地还会请人帮忙，

日工资每人可以拿到 100多元。

伯侄俩给基地注册了合作社，名字叫“蚓

领天下”养殖专业合作社。在他们的带动下，

临县已经有十来户农民养起了蚯蚓。中阳县、

文水县、石楼县的一些农户也来基地学习养殖

技术。“等我们把这一产业做成熟后，会带领更

多农户一起养蚯蚓。”伯侄俩信心满满。

牛粪堆里养蚯蚓 蚯蚓身上扒拉“金”

临县伯侄俩巧用“生态链”串起“致富链”
□ 本报记者 冯海砚 蔡晓霞

刘学亮展示收集好的蚯蚓刘学亮展示收集好的蚯蚓。。 刘亮亮刘亮亮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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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anXingSiLiJianXingSiLi走走

立秋过后，市区上空再现蓝天白云，给人一种秋高气爽的感觉。近年

来，我市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

设，大力推进环境治理工作，在深化扬尘污染治理与打好“蓝天保卫战”中，

持续提升群众宜居生态环境品质，全面推进山水园林城市建设。

记者 郭炳中 摄

守护
“吕梁蓝”

强化理论武装、着力解决问题，需要党员

干部既原原本本学，又带着问题学、联系实际

学，“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开展以

来，许多地方和单位以学铸魂、以学促干，推

动理论学习见实效。

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理论武装就要跟

进一步。开展这次主题教育，根本任务就是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锤炼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团结

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伟大梦想共同奋

斗。党的创新理论学习，贵在联系实际、解决

问题，真正用以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一位干

部说得很实在，学习党的创新理论让他学会

了“问问题”：一事当前，问一问这件事是不是

与新发展理念相符，是不是与对党员干部的

要求相符？唯有注重实际效果、解决实质问

题，理论学习才能成为事业发展的推动力。

从一定意义上说，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

的深度，决定着政治敏感的程度、思维视野的

广度、思想境界的高度。在学思践悟中、真信

笃行中，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实

践、推动工作的能力，我们就能把理论的力量

用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

理论学习要“管用”
□ 李洪兴

点点观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