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前，脱贫攻坚的任务仍然艰巨繁重，剩

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要按照习近平总书

记的要求，“尽锐出战，迎难而上，真抓实干，

精准施策，确保脱贫攻坚任务如期完成。”

脱贫攻坚正是吃劲的时候，首先需要思

想吃紧。俗话说：“编筐织篓，全在收口。”瓷

器制作，大功即将告成时，也是工匠精疲力

竭、心躁难耐之时。如果静不下心，屏不住

气，定不了神，稍一松懈，收口就会厚薄不均，

凹凸不平，好端端的瓷胚就成了次品，甚至废

品。脱贫攻坚也是如此。党的十八大以来，

从中央到地方，通过“勾、画、穿、引”一系列到

“绣花”功夫真扶贫、扶真贫、真脱贫的壮丽画

卷呈现在眼前。同时涌现出了许多优秀党员

干部，第一书记、扶贫工作队，脱贫攻坚成果

辉煌。他们做到了“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

中有责，心中有成，”因此，要向优秀党员干部

学习，牢牢扛起脱贫攻坚这一重大政治责任，

把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一道进入全

面小康社会的庄严承诺，转化为“不脱贫不罢

休不放手”的自觉行动，决不能产生过关应付

的念头，简单地“早脱贫、早脱钩、早脱身”搞

急功近利，搞“虚假式”“算帐式”“指标式”“游

走式”四式脱贫。也不能有畏难畏险的情绪，

面对剩下的贫中之贫、困中之困、“难”字当

头，左右为难。更不能厌战松劲、有疲劳症，

想歇歇脚、喘口气。思想上松懈，行动上必然

松劲。只有紧绷思想之弦，发扬连续作战精

神，全力以赴克难而进，才能确保脱贫攻坚如

期扎实完成。

越是吃劲的时候，越要工作吃准。要始

终聚焦聚力“两不愁、三保障”来打攻坚

战。攻坚战就要用攻坚战的办法打，关键在

“准”“实”两个字。打得准，发出的力才能

到点到位；干得实，打得准才能有力有效。

因此，要对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

重要论述，既重工作力度，又重情感温度。

第一民生工程要摆在第一位置来抓。进一步

提升政治站位，像习近平总书记那样，把贫

困群众当亲人，把扶贫事当家事，将心比

心，以心换心，以实际行动落实“两个维护”、

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书写好脱贫攻坚

的时代答卷、人民答卷。既重补物质短板，

又重补精神短板。坚持将扶贫同扶志、扶智

相结合，帮助贫困群众摆脱头脑中的贫困，

做牢主体意识，增强内生动力，激发改变贫

困面貌的干劲和决心，靠自己的努力改变命

运。既重当前能脱贫，又重长远不返贫。授

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输血、造血与活血并

重，才能行稳致远。要搞好脱贫攻坚与乡村

振兴的衔接贯通，抓重点，补短板，探路

子、创优势，让贫困群众不仅能摘掉穷帽

子，还能栽上“摇钱树”，捧上“金饭碗”，实现

稳定脱贫、致富发展。

越是吃劲的时候，越要担当吃苦。“船到

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当脱贫攻坚

进入艰难之时，不干不能取胜，实干成就梦

想，奋斗赢得胜利。奋斗是幸福的，奋斗也是

辛苦的，脱贫攻坚喜人成果的背后，是广大

干部群众担当付出的汗水、心血乃至生命。

宁可党员干部脱皮，也要让贫困户脱贫、贫

困县摘帽。脱贫攻坚到了总攻时刻，靠的是

意志，拼的是精神，搏的是勇气。要自觉主

动投身脱贫攻坚第一线，下定破釜沉舟的决

心，滚石上山的韧劲，坚定战之必胜的信念，

闯关夺隘、攻城拔寨，贫困不除寝食不安，小

康不达誓不休。要以刮骨疗毒的精神，坚决

清除扶贫领域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这些大敌，

做到“三实”，即：扶贫工作务实、脱贫过程扎

实、脱贫结果真实，以党员干部辛苦指数换取

贫困群众的幸福指数，如期兑现：“精准扶贫

不落一人，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掉队”的庄严

承诺。

②②

大吕洪钟大吕洪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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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有婺源油菜花，北有岚县土豆花”。8
月 4日，以“主粮与健康·脱贫与希望”为主题

的第五届中国·岚县“土豆花开了”旅游文化

月启动。近年来，岚县立足当地资源禀赋、产

业基础，把“土豆文章”做深、做细，已经初步

形成了“土豆种—土豆花—土豆—土豆宴”全

产业链，农业、旅游、文化融合发展的新模式。

改良品种创品牌

8 月 26 日，岚县大蛇头乡吴家沟村党支

部书记牛兴堂望着村里漫山遍野的土豆花，

欣慰地说：“谁能想到以前种一亩土豆只产一

二千斤，现在竟然提高到了四五千斤，优良的

薯种带来了好收益！”

岚县地处黄土高原腹地的吕梁山北端、

汾河上游，种植土豆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近年来，他们将马铃薯产业作为全县主导产

业，以打造“全国马铃薯主食化开发第一

县”“山西省马铃薯种薯第一县”为目标，按照

“种薯繁育、基地建设、品牌创建、市场营销、

链条延伸、产业融合”的发展思路，走出了马

铃薯特色产业发展与脱贫攻坚同步推进的新

路子。

牛兴堂说：“过去农户种植土豆都是用自

留种，产量低、品质差，一年忙到头，种的土豆

也就刚够吃。”为了夯实产业基础，岚县扶持

康农薯业有限公司建成全省一流、吕梁最大

的脱毒马铃薯良种繁育基地，新建 1.3万平方

米智能温室，微型薯年生产能力可达 5000万

粒，满足 1万亩原种基地用种需求，带动 10万

亩一级种薯基地建设，为全市及周边地区 100
万亩商品薯生产提供种源。在大力发展马铃

薯“一县一业”特色扶贫主导产业时，紧紧围

绕“户有半亩原种保优种、户均 1亩一级种保

增收、人均 1 亩绿色薯保脱贫”的发展思路，

全县脱毒种薯实现全覆盖。2018年，岚县马

铃薯种植面积达到 30 万亩，覆盖全县所有

村，带动农户 25836 户，其中贫困人口 12193
户，马铃薯产业提供农民人均纯收入 1698

元，占人均纯收入的三分之一，约 10000人靠

马铃薯产业实现脱贫。

如今，岚县通过实施“统一规划布局、统

一操作规程、统一生产资料、统一技术服务、

统一生产建档”和“地块有编号、生产有记录、

产品有标签、质量有追溯”的“四有五统一”标

准化种植模式，建成了 20 万亩无公害基地、

10万亩绿色基地、1000亩有机生产示范基地

和全程机械化、水肥一体化、全程可视化马铃

薯标准化生产基地 2000 亩，成功注册了“岚

县土豆”“绿禾”等马铃薯商标。从追求高产

量到追求高品质，从初级商品化到挺进集约

化，从侧重产加销到着力于文化品牌塑造，

“岚县土豆”打出了品牌，马铃薯产业已经成

为全县农民脱贫致富的主导产业、县域转型

发展的支柱产业。

延伸产业增效益

马铃薯产量上去了，但是怎样延伸马铃

薯的产业链条，生产更多高附加值产品，让农

民增产更增收，岚县开始了有益的探索。

自古以来，土豆在岚县就有“山药蛋宝中

宝，农家做饭离不了”“白白的土豆花开满山

洼洼，岚县的土豆宴能摆一桌桌”等民俗谚

语。其貌不扬的土豆，在岚县人手里经过煎、

炒、烹、炸、烧、煮、炖、扒等手法，就能变成一

道道美味佳肴。

近年来，岚县进一步拓展了“岚县土豆

宴”美食文化，组建成立了岚县马铃薯主食化

研发推广中心、岚县土豆宴研发营销团队，注

册了“土豆宴”商标，研发出了 108 种各式马

铃薯美食，拿糕、摊凉夷子、鱼鱼、黑饺子、和

愣子、摩檫檫等等都登上了大雅之堂，形成了

独特的岚县土豆全席宴。

为了将岚县土豆宴推向全国市场，2017
年，岚县政府通过招商引资，启动实施了“岚

县土豆宴”研发推广项目，逐步建成包括“岚

县土豆宴研发中心、岚县土豆宴中央厨房、岚

县土豆宴培训中心、岚县土豆宴标杆旗舰店、

岚县土豆宴推广中心”五大板块的“岚县土豆

宴全国推广总部基地”，规模化、工业化开发

土豆宴。推广总部负责人王志刚说：“今年我

们已培训厨师、厨娘 45 名，输送至全国各地

进行创业。今后，我们将以市场为导向，精心

打造‘岚县土豆宴’旗舰店和连锁店，将土豆

宴制作标准化、包装规范化推向市场，努力打

造全国马铃薯主粮化开发第一县。”

与此同时，岚县狠抓加工业，在扶优做强

马铃薯育种、加工、营销龙头企业的同时，岚

县把促进小微企业和新型经营主体同步发展

作为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支点，形成了推动

产业融合发展的力量。

升级产品重融合

8月，正是土豆花盛开的季节。在河口乡

土豆花主景区，万亩土豆花漫山遍野，蔚为壮

观。慕名而来的游客纷纷举起了手中的相机

和手机。

依托深厚的产业基础和土豆文化，按照

“旅游+文化+餐饮+主导产业”的多产业融合

发展模式，岚县成功举办了五届中国·岚县

“土豆花开了”旅游文化月活动，将马铃薯产

业与生态旅游、特色餐饮等县域旅游要素深

度融合、集中推广，初步形成了一二三产融合

发展的格局，为脱贫攻坚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2018 年，岚县共接待游客近 80 万人次，

拉动经济增长 5.12亿元。

河口乡王家村曾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后

来，通过调整产业结构，村里种植优质土豆

3000多亩，户均土豆收入二三万元以上。近年

来，依托土豆产业发展乡村旅游，一些村民都建

起了农家乐，年均旅游收入100万元以上。

村民王继英因为做得一手好菜，是村里

出了名的巧媳妇。自打王家村搞起了“土豆

花开了”旅游活动后，王大姐开起了农家乐，

让自己家旧貌变新颜。8 月 26 日，王大姐一

边招呼游客吃饭，一边说：“以前哪想到土豆

花、土豆饭能挣钱，现在土豆花一开我就忙得

停不下来。”以土豆为主题的农家饭菜，不但

带动了当地的旅游发展，也激活了村民们自

我发展的内生动力。

“土豆花儿开，花海掩村寨。漫山遍野的

土豆花，亮出了大农业新风采。铺天盖地的

土豆花，捧出了山里人的情和爱……”阎维文

的一曲《土豆花儿开》，唱响了大江南北，也唱

出了岚县的新风采。如今，岚县马铃薯总产

量 45万吨，年总产值达 6亿元，已经初步形成

了“土豆种—土豆花—土豆—土豆宴”全产业

链，农业、旅游、文化三产融合发展的新模式。

土豆花开百姓富土豆花开百姓富
————看岚县如何发展马铃薯产业带动农民增收看岚县如何发展马铃薯产业带动农民增收

□ 范珍 梁瑞霞

岚县河口乡土豆花主景区 郭炳中 摄

近年来，离石区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总抓手，以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

主线，坚持质量兴农、绿色兴农、品牌强农，按照服务城市、繁荣农村，方便市民、富裕农

民的要求，加强科技创新，加快结构调整，培育新动能、扶持新主体，发展新产业、壮大

新业态，大力发展“菜篮子”产品加工，着力推动销售物流平台、产业集聚带和综合利用

园区建设，一批产值大、带动农户强的城郊现代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正在形成。

图①为聚仁堂中药饮片公司的一名员工正在对成品进行称重包装。

图②为育民食品公司绿色豆芽生产车间。

图③为津道食品公司上市前的豆腐皮。 记者 郭炳中 摄

①①

③③

脱贫攻坚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 徐龙

本报讯 近日，笔者走

进方山县北武当镇，顿时眼

前一亮，下昔河林荫夹岸、

碧水潺潺，白玉栏杆漂亮整

洁……进了村，房前屋后昔

日“三大堆”无影无踪，取而

代之的是新建的彩色文化

墙，石砌的河坝，鲜花与绿

树错落掩影，与一排排新房

和路灯交相辉映，在灿烂的

阳光下闪闪发光，村民的脸

上荡漾着幸福的笑容。

“ 实 施 村 容 村 貌 大 整

治，村容整洁、造林绿化、水

环境综合治理、规范村庄畜

禽养殖，一个也不能少。”镇

党委副书记李志勇笑着说，

镇里今年按照“统一规划、

乡镇实施、政府主导、全民

投入、突出重点、统筹推进、

健全机制、注重长效”的原

则，开展了一场热火朝天的

村容村貌整治大会战。

村 庄 清 理 垃 圾 11.5 万

吨，清淤河道 7000 米，粉刷

墙壁 5万平方米，植树 1.2万

株，各村街头巷尾和庭院都

亮起路灯，村庄环境面貌发

生巨大变化。

一时的变化容易做到，

如何长久地坚持下去才是

难题。在下昔村大街上，一

个个立在门前的绿色垃圾

箱引起了笔者的注意。“这

都是村里统一配发的，上面

还有编号呢。”村民张明亮

介绍说，他们每天都把各家

垃圾倒入箱中或垃圾池，由

村里保洁员收集统一清运

处 理 ，村 里 散 落 垃 圾 不 见

了，整个村子干净整洁，焕

然一新，调动了贫困户生活

和脱贫致富的热情。

在下昔街头，墙面上的

壁画十分显眼。笔者仔细

一看，精美的图画讲的是廉

吏于成龙的精彩故事。几

个休闲的村民谈起现在的

生活环境非常满意，觉得就

像 生 活 在 美 丽 的 小 花 园

里。老党员成子元如数家

珍：“村里建起便民商店，就

能买到物美价廉的商品，幼

儿园、卫生所、文化室、文化

广场、舞台全建成了，村民

娱 乐 读 书 学 习 有 了 好 去

处。”村民温兴忠深有感触

地说：“村里街巷硬化全覆

盖全实施，过去路难走，出

门难的问题得到了解决，笔

直的柏油路连接着各个村

庄、乡镇、县城、市区……干

净 的 水 泥 路 直 通 千 家 万

户。” （徐龙）

方山县北武当镇

美丽乡村建设

助推乡村振兴

本 报 讯（记 者 穆 佳
妮） 9 月 5 日，市政协召开

党组中心组学习会议，传达

学习市委四届七次全会精

神。市政协党组成员、副主

席白荣欣主持，副主席闫广

聪、薛爱平、高永安，秘书长

杨成元参加学习。

会议指出，市委四届七

次全会是在第二批“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即将

开展、全市在“两转”基础上

全面拓展新局面的重要时

刻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对

于不断提高全市党建工作

质量，开创全面从严治党新

局面，具有重大意义。

白荣欣强调，市政协各

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把学

习贯彻市委四届七次全会精

神作为当前的一项重要政治

任务，切实把思想行动统一

到全会精神和市委各项部署

上来。要扛牢压实主体责

任，级级传导压力，不折不扣

把全面从严治党各项要求落

到实处；要切实加强政协党

建，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委

和市委关于加强新时代人民

政协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

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

面推进全市政协系统党的建

设，更好发挥党建对政协事

业的引领保障作用；要持续

深化“三基建设”，坚持问题

导向，强弱项、补短板，以“三

基建设”新成效促进政协工

作提质增效；要及早谋划主

题教育，确保主题教育高标

准高质量开局。

本报讯（记者 冯凯治）
9 月 7 日，副市长尉文龙、

市政协副主席薛爱平就产

业扶贫在交口县与相关部

门负责人进行座谈。

座谈会上，尉文龙对交

口县产业扶贫工作取得的成

绩表示肯定。他指出，交口

县产业扶贫特点突出，扶贫

效果明显。希望交口县下一

步要以食用菌为主导产业，

把香菇产业链与吕梁山猪结

合起来，进一步加快特色种

养殖业、加大龙头企业、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的带动能力，

实现有规模、有档次、有内涵

发展，真正帮助贫困群众拓

宽就业渠道，带动贫困户脱

贫致富。在下一步的工作

中，要加大产业扶贫力度，由

“输血式”向“造血式”扶贫转

变，扎实提高脱贫工作的水

平，县乡两级要做好长期和

远景规划，真正实现政企搭

台，农民唱戏这一目标，要持

续发挥资源优势，引进社会

资本打造“交口”品牌，帮助

村民脱贫致富。

本报讯（实习记者 刘
丽霞） 9 月 8 日，我市召开

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察工

作沟通会，省生态环境保护

专项督察三组组长张汉静、

副组长李凌 一行就我市

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情况进

行专项督察，副市长杨巨才

出席会议。

会上，杨巨才就我市相

关工作进行了具体汇报。

张汉静指出，开展生态

环境保护专项督察工作是

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此次

对 吕 梁 市 的 进 驻 督 察 从 9
月 8 日起至 9 月 18 日结束，

采取见面沟通、查验资料、走

访问询、现场核查等方式对

中央环保督察及督察“回头

看”反馈问题整改落实情况、

2019-2020年秋冬季大气污

染防治准备工作情况等四项

内容进行督察，希望市委市

政府以及全市广大干部群众

依法依规、客观公正、实事求

是地做好专项工作。

杨巨才要求，各级各部

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

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

双责”制度，切实增强开展

督察和接受督察的责任感

和使命感，坚持问题导向，

全面认真梳理我市存在的

生态环境问题清单，自觉接

受督察，主动配合督察，全

力支持督察，确保组织领导

到位，服务保障到位，责任

明确到位，整改落实到位，

共同完成好这次专项督察

工作。

杨巨才出席我市生态环境保护
专项督察工作沟通会

尉文龙、薛爱平就产业扶贫工作
在交口县进行座谈

市政协党组中心组传达学习
市委四届七次全会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