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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何况老人是符

合条件的 1947 年的老兵，他们是共和国

的有功之人!”8 月 19 日，文水凤城镇桑

村，88岁的老兵李金根，在退役军人事务

局局长张志峰，人武部政治工作科人员、

学雷锋小贾爱心接力团负责人贾峰耀等

搀扶下，坐上小车赴山西省荣军医院过

一段疗养生活。在场的侄儿侄女忙着张

罗大伯的生活用品。

1931 年，李金根出生在文水桑村的

一户贫苦人家。1947 年，在父母的支持

下参军，成为文交支队的一名战士。老

人耳背，但眼睛好又识字口齿清楚，可以

看着文字进行交流。“我是二兵团七军 21
师 55团的，我们的司令员是许光达，军长

是彭绍辉，我一直在司令部当通讯员，多

次见过首长。”老人怕别人听不见，声音

高充满自豪。

据李金根老人介绍，入伍后不久文

交支队在汾阳组成西北野战军第 7纵队，

在晋中地区作战。曾参加过太原战役、

扶 战役、陇东追击战，留驻天水地区，

并参加陕南陇南地区作战，后入川作战

执行剿匪任务。

说到看书识字，老人高兴：“我是贺

龙中学的学员，时间不长但认了不少字

学了不少文化。”老人还是贺龙中学的学

生，这个事实立刻把周围的人带回了当

年历史时刻。

贺龙中学是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军

驻晋随营学校，由贺龙元帅亲手创办。

1945 年 8 月，贺龙率晋绥军区主力部队

东渡黄河，直奔吕梁。8月 31日，他亲临

文水前线指挥作战，冒雨攻城。次日，解

放了文水县城。9月 2日，贺司令员来到

县城，看望嘉奖作战有功部队并急速部

署部队撤离转战。期间，文水县县长李

奎年、汾阳武工队副政委李凤年汇报文

水城内有一所中学几百名学生受革命影

响倾向进步。他兴奋地说:“这是宝贝疙

瘩!青年学生，军队和地方都需要，建设新

中国，更需要有文化的人才。”当天下午

贺龙同志来到文水中学对广大师生们作

动员讲话，三百余名文水青年学生激情

高涨踊跃报名，奔上革命征途，成为贺龙

中学的学生基础。学校迁到方山县大武

镇后正式开课。课程设置以转变学生世

界 观 为 核 心 ，进 行 革 命 理 论 和 文 化 教

育。之后，与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军步

兵学校合并，后又扩编为西北军政大学。

老人说，他当时年龄偏小，在贺龙中

学接受知识比较快，纪律观念强。“我们

路上捡到东西都要上交领导，领导讲的

话安排的工作绝对保密。”直到现在，老

人都很少讲当年的保密的事。他爱看

书，十大元帅、大将的故事更爱阅读。

1951 年，他从解放军第一高级步校

练习团警卫排复员回到家乡桑村。因在

一次战斗中负伤丧失生育能力，一直未

成家。曾在桑村村委（大队）干过采购工

作。对于生活的困难，从未向组织提过

任何要求。

年岁大了后，老人独自居住，生活以

自理为主，侄儿侄女也经常看望。5 年

前，一直居住在老宅的他，生活状况引起

了县武装部和学雷锋小贾爱心接力团的

关注。家里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爱心

团联系村支“两委”，争取民政部门支持，

共同献出爱心，把李金根老人的居室改

造一新，更主要的贾峰耀带着爱心团成

员隔三差五来看望，陪说话聊天，让李老

心里乐开了花。贾峰耀回忆：老人性格

倔，这几年和爱心团却相处得很好，多日

不去，老人便去武装部门口询问我的情

况，老人确实是孤独啊！我们去看看也

是一种爱心啊。

老人的身体状况一年比一年差，特别

是听力下降，跟人交流也出现了困难，显得

更加孤独，但他从未对党和政府提出照顾

的要求，保持了一位老兵的军人本色。今

年，文水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组建后，许多老

兵得到了特别的关爱——积极协调山西省

荣军医院让符合条件的老兵疗养，享受荣

军待遇，李金根就是其中一位老兵。

“得到贾峰耀同志和爱心团关心李

金根老人的消息后，我们也积极协调荣

军医院帮助老人。文水已有七八位老兵

入住荣军医院，老同志们反馈很好。我

们通知小贾和老人的侄儿做思想工作，

经过多次沟通老人终于答应去试试。”19
日下午，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张志峰和

爱心团贾峰耀陪同老人一起来到荣军医

院，找管理人员办手续，嘱托已经习惯的

文水老同志照顾李金根老人，体现出对

革命前辈敬仰尊重的社会责任。老人耳

背 但 能 认 识 字 ，在 医 院 看 懂 说 明 和 标

识。当看到许多人忙前忙后，倔强的他

眼里闪着泪花：怎么你们还没回？快回

吧，快回吧!我住几天适应适应，你们快回

吧，快回吧……

在岁月的流逝中，很多老兵退役复

员成为普通的一员，但我们不应该忘记

他们，他们腰背的弯曲曾经挺立起一个

国家的脊梁；他们眼里带笑的泪花正映

照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党和政府的关心，社会各界的关爱，

让老兵不再孤单！

爱，让老兵不再孤单
□ 马智勇

8月 19日，退伍军人程吉锁在太原的出租房

——一间 4口人居住的拥挤的家里来了一群客

人——文水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张志峰和学

雷锋小贾爱心接力团负责人贾峰耀等一行人，

他们把党和政府以及社会人士的爱心送给这位

困难退伍军人。程吉锁是文水南安镇北胡村

人，1986年 19岁的他入伍空军某部，服役期间，

被评为优秀士兵一次，5次受到嘉奖。2000年转

业回乡后自谋职业。2010年，在一次工作中不

幸中风得了脑梗，走路困难，劳动能力基本丧

失。多年来，看病花了大量的费用，他和家人没

有向组织提过照顾要求。妻子在服装厂做缝

纫工，儿子送外卖帮补贴家用，女儿今年高考，

因为困难，基本高三在家自学，考上一所大专学

校。开学在即，学费成了全家最愁的事。得知

此事后，退役军人事务局到家实地看望，积极联

系各种渠道解决孩子的入学困难，并发动社会

人士献爱心。爱心团贾峰耀当即与在太原的公

益组织取得联系，希望就近帮助；答应送孩子一

套军训服，给家里购买床单被褥等生活用品。

妻子刘改青感动得只抹眼泪：我们不想给政府

添麻烦，但实在是没办法……程吉锁言语很

少，他说：组织没有忘记我……

“40 多 年 前 ，人 们 家

里 有 个 煤 油 灯 比 起 新 中

国 成 立 初 期 已 经 算 好 的

哩，现在每家每户都是节

能灯，各式各样的灯，70
年的变化真是太快哩！”

今年 72 岁的邓芳仙发自

内 心 的 感 叹 着 新 中 国 成

立 70年来的变化。

邓 芳 仙 奶 奶 长 共 和

国 2 岁，她是生在旧社会

长 在 新 中 国 的 一 代 人 。

是 唱 着《东 方 红》，听 着

《春天的故事》走进了新

时 代 。 现 在 家 住 凤 翔 苑

的邓奶奶已住上了楼房，

孩 子 们 给 家 里 安 上 了 花

式多样的灯，不仅把家里

照得亮堂堂，更照亮了邓

奶奶的心。

“ 以 前 家 里 穷 ，孩 子

又多，除了种地，又是洗

照片，又是当裁缝。那时

候 人 们 的 衣 服 都 是 缝 缝

补补的穿，家里小的孩子

捡大孩子的穿，所以缝缝

补 补 的 生 意 活 儿 也 就 很

多 。 平 时 给 人 们 缝 缝 补

补衣服，都尽量赶着白天

做完，实在做不完的晚上

就点会儿煤油灯，根本舍

不 得 多 点 。 那 个 时 候 煤

油灯都是自己做的，还不

是买的，找一个瓶子，用

棉花搓成一个灯芯，泡在

煤油里，晚上实在看不见

了 就 点 会 儿 。 煤 油 灯 的

火苗着起来就越来越小，

用针挑一挑灯芯，就又能

用 半 天 。 那 时 候 孩 子 们

就 蹭 我 做 裁 缝 点 煤 油 灯

的时候写会儿作业，儿子

淘 气 一 不 小 心 还 把 头 发

燎了。后来啊，人家又出

现了更高级的煤油灯，更

亮而且还有造型，只有有

钱 的 家 庭 才 能 买 得 起 。

我们家孩子多，压力大，

也 就 没 有 用 过 人 家 那 高

级煤油灯，但是就这也很

满足了。”说着，邓奶奶拿

出 了 以 前 的 一 张 已 经 泛

黄的照片，笔者看到了她

说 到 的 自 制 的 简 陋 煤 油

灯，煤油灯点亮着邓奶奶

一家。

正 和 邓 奶 奶 说 着 起

劲 ，正 巧 碰 到 她 儿 子 和

孙 女 来 看 望 ，听 到 我 们

聊 新 中 国 ，聊 改 革 开 放 ，他 也 来 了 兴 致 ，滔 滔

不 绝 的 说 道 ：“ 我 二 十 多 岁 的 时 候 ，我 们 家 生

活条件变好了，我们从农村搬到了城里，住进

了自己盖的平房，家里安上了小灯泡，我一到

晚上就总想开灯，灯透出黄黄的光，比起我小

时 候 的 煤 油 灯 感 觉 可 亮 呢 ！ 可 是 我 妈 过 苦 日

子过来的，总舍不得开灯。”邓奶奶连忙说道：

“是啊，那时候哪里舍得，计划经济的时候，我

们还得拿着票去买灯买生活用品，后来改革开

放以后，市场上还有外国货哩，我们看着都很

新鲜！”

孙女儿听到奶奶和爸爸说她们小时候的灯，

自己忙不迭地拿出了蝴蝶造型的台灯，高兴地

说：“你们看我的灯，不仅非常好看，还保护我的

眼睛呢！”邓奶奶宠溺地看着自己的小孙女说道：

“现在的孩子有福气，赶上了好时代，咱以后生活

越来越好，灯都有了不同的功能，这个样式那个

样式，真是看花了眼呢！”

孙女告诉邓奶奶：“如今，设计者们根据不同

的使用场景，还发展出了不同功能的灯，比如走

廊通道里用的声光控灯，利用自然光和声音来控

制灯的熄与亮，起到了节约用电的作用。现在人

们不只是满足于‘亮’，还追求健康的‘亮’。比如

针对学习用的台灯，还有晚上用的长明小夜灯，

灯光柔和，造型多样，还可以加入熏香精油变成

薰香灯，加入驱蚊精油或驱蚊液可成环保驱蚊

灯，能达到无毒驱蚊的效果……”邓奶奶听着，脸

色充满了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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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退伍军人程吉锁：
党和政府以及社会爱心人士没有忘记我

□ 马智勇

本报讯 为进一步巩固提

升脱贫攻坚工作质量，为 2020
年“交总账”奠好基础，8 月 14
日，文水县召开脱贫攻坚推进

会。

会议强调，要正视问题的

差距，树牢责任重大的意识。

全县当前的脱贫攻坚工作虽

已取得了阶段性胜利，但也存

在思想认识、责任落实、工作

作风和工作成效四方面的差

距，全县各级各部门要高度重

视存在的问题，把脱贫攻坚作

为一项重要的工作来抓，实事

求是地推动全县的脱贫攻坚工

作。要压实工作主体责任，对

标“一码清”开展工作，全县精

准扶贫大数据“一码清”是夯实

全县脱贫攻坚工作、实现精准

扶贫精准脱贫的一项重要基础

性工作。各相关部门、驻村工

作队、第一书记、帮扶责任人等

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思

想认识，严格按照相关要求，抓

紧时间，就贫困户基础信息、

“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各

类政策落实情况等重点问题，

逐村逐户逐项全面开展拉网式

排查，认真比对核实信息，及

时更新数据，摸排查找问题，

全面进行一次“回头看”，查缺

补漏，彻底吃清底数。同时，

各部门、各相关人员一定要对

扶贫三大模式予以高度重视，

积极开展工作，将贫困户每一

笔扶贫资金使用情况进行详

细 登 记 ，有 效 保 障 贫 困 户 收

入。 （武添鑫）

8月 20日，文水剪纸艺术精品展在县美术馆开展。这次文
水剪纸艺术精品展是文水2019年“清凉夏日”旅游季活动之一，
是文水为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送上的一份厚礼。展览共展出全
县社会各界民间艺术爱好者作品达166多件，件件作品生活气
息浓郁、装饰风格强烈，不仅为文水县弘扬民族文化、打造文化
之县具有重要意义，更为构建和谐社会、促进经济发展增添了活
力。 刘越 摄

田金梅、张生林两位老师都出生在

50 年代，他们是文水桥头村人，都经历

过新中国初期的喜人成绩，经历过动荡

的十年岁月，也见证着新中国成立 70年

来的辉煌成就，更惊喜于时代的飞速发

展。

“现在政策多好啊，再看看现在的各

方面条件，以前哪敢想。”田老师不断感

叹着。

从之前家家住木房、土基房到现在

的钢筋混凝土小二楼；从过去的深井水

到现在的清泉水；从过去的木房教室到

现在的大教学楼等一系列的变化，都是

翻天覆地的。他们说，以前上学不交学

费，只有一两元的书本费，每个月还补

贴。因为是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每个

人都要挣自己的口粮，他们都是边上学

边下地劳动，所以学校都会放秋假、麦

假。高中上完以后，要下地实践两年，之

后上中专还是大学就要靠村里推荐，必

须得是家庭成分好，政治面貌好，是党

员，在队里积极劳动的，德智体美劳全面

要求。

1976 年，田金梅和张生林考上了汾

阳师范，那时不需要学费，每个月补贴

16元的生活费，2元的笔墨纸砚，宿舍都

是大土炕。“当时每三个礼拜回家，大人

给 5元我们就拿 3元，给 7元就拿 5元，不

像你们现在啊，上学给 50元都嫌少。”田

老师回忆起，对笔者打趣道。大家顿时

笑作一团。

刚开始工作时，一个月才挣 29 元，

转正需要考试，田老师笑道：“你张老师

是第二批转的，我是第三批转的，还有

好多就一直没转的，当时工资真的太低

了，好多养活不了家里，只能转业。”不

过他们还是坚持了下来，一直走在教书

育人的路上。改革开放前，最主要的交

通工具是自行车，拥有一辆凤凰牌的自

行车已经让旁人羡慕不已。广大人民

通常用自己的双脚走遍东南西北，他们

也不例外。张老师说，当时他在永乐村

教书，距离桥头村 10 多公里的路，每周

六自己走回来，周日再走回去。当时的

道路建设也十分落后，大都是泥土地，

凹凸不平。现在的自行车等交通工具

的设计越来越人性化，大梁自行车却变

成了稀奇物件。张老师告诉笔者，他时

常骑着大梁自行车出去转悠，人们都还

打趣他，说他怎么还留着这“烂车子”，

不 过 他 一 直 都 觉 得 这 个 车 子 很 合 适 。

这辆自行车已经有 20 个年头了，尽管

现在的条件很好，但在这个日新月异的

新时代，它见证了两位老师勤劳朴素的

本心。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之

际，田金梅和张生林两位普通的农村退

休老师，由衷地表达出心声：感谢伟大的

祖国，感谢改革开放，让我们赶上了好时

代，祝福祖国母亲永葆青春！

田金梅 张生林：感谢祖国给了我们好时代
□ 张思文

本报讯 8 月 20 日，文水

县部署安排 2019 年散煤治理

工 作 ，主 要 任 务 是 全 面 取 缔

“禁煤区”非法散煤销售点；对

禁煤区以外的其他区域，鼓励

实施集中供暖、煤改气、煤改

电 ，暂 无 条 件 实 施 清 洁 供 暖

的，对清理、置换的散煤统一

回购、集中处置，采用清洁煤

代替办法；对 2019年“禁煤区”

5 乡（镇）51 村，其中凤城镇辖

区 25 个 村 、孝 义 镇 辖 区 8 个

村、北张乡辖区 8个村、南武乡

辖区 7 个村、开栅镇辖区 3 个

村实施集中供热、煤改气、煤

改电，清理现有储存散煤；最

大限度降低燃煤污染，推进县

城空气质量持续好转。

此次工作重点围绕四个

“禁”展开。一是禁燃。禁煤

区内除煤电和原料用煤企业

外，禁止使用原煤及煤制品。

凡集中供热未覆盖的居民用

户，优先实施煤改气，煤改电，

暂无条件改电改气的，可使用

含硫低于 0.5%、灰分低于 10%
的清洁焦和清洁煤等清洁能

源；二是禁售。全面取缔禁煤

区内所有非县政府规划的煤

炭经营摊点，严禁任何单位和

个人违规采购、经营销售原煤

及煤制品；三是禁储。禁止任

何单位和个人违规储存、囤积

含硫高于 0.5%、灰分高于 10%
的燃煤；四是禁运。禁止任何

单位和个人违规向禁煤区运

输原煤和煤制品。县政府要

求，对“禁煤区”内 5 乡（镇）42
村（2018 年已清理、回收北街

村、南街村等 9村散煤，不再进

行登记）散煤使用情况进行逐

户检查，并登记造册。9 月 10
日前，由涉及乡镇、村委及包

村单位完成对“禁煤区”5 乡

（镇）42 村散煤使用情况的登

记造册工作。10 月 10 日前完

成对辖区内现有储存散煤的

回收、清运工作。涉及乡（镇）

负责对回收、清运散煤的集中

管理工作。 （武添鑫）

8月12日，文水县2019年全民健身第二届“晋文保安·润都
杯”篮球比赛在县体育场开赛。据悉，此次比赛采用国家体育总
局最新审定的《篮球竞赛规则》并执行国际篮联对规则的最新解
释。比赛将持续到8月 30日，历时19天，共有来自全县各行各
业的20支代表队参赛，队员们用崭新的姿态、创新的活力，在篮
球场上激扬青春梦想。 刘越 摄

本报讯 为加快推进美丽

乡村建设，全面落实振兴乡村

战略，8 月 13 日，文水县召开

美丽乡村规划设计研讨会,把
凤 城 镇 南 徐 村 、开 栅 镇 开 栅

村、刘胡兰镇刘胡兰村、南安

镇南安村、下曲镇北辛店村、

孝义镇上贤村、北张乡上河头

村、西槽头百金堡村这 8 个村

列为试点村。这 8 个试点村

具 有 代 表 性 ，有 深 厚 文 化 底

蕴，有鲜明特色，品牌、声誉、

资源各方面都具有独特性，都

是信息基础较好的村。

近年来，文水县积极落实

中央、省、市关于美丽乡村建

设的乡村振兴战略，把乡村人

居环境整治作为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的有效途径，积极推进

全县美丽宜居乡村建设工作

又好又快发展。

（刘越）

文水县8个村被列为
美丽乡村试点村

文水县脱贫攻坚:对标“一码清”，
全面“回头看”，准备“交总账”

文水县部署安排
2019年散煤治理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