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接 1版）建立了贫困劳力驾驶员培训基

地、农特亨、慧淘等创业就业园区。启动万

人大培训工程，全面提升搬迁户就业能力。

重点扶持发展特色种植、特色养殖、食用菌、

中药材等特色产业，并通过开展技能培训、

光伏扶贫、生态扶贫等多种模式，带动搬迁

户增收。截至目前，已累计培训搬迁户 2000
人，实现就业 480人。

“感谢党的好政策，扶贫攻坚造林专业

合作社让我家还清了外债，脱贫过上幸福的

日子。”林家坪乡南圪垛村沙垣组农民刘崇

贵通过拉运树苗、水管等辛勤劳动，不到一

年工夫，就收入了 23400元。

作为生态脆弱县，临县积极探索生态扶

贫模式，努力实现脱贫攻坚与生态建设的互

促双赢，在一个战场打赢两场战役，增绿又增

收。2016年以来，临县累计造林 99.4万亩、退

耕还林 78.6万亩，分别占全省的 7.2%、22%，

占全市的 29.6%、37.6%。仅 2018年，退耕还

林补贴 2.9亿元，涉及贫困户 5.6万户 15.5万

人，户均增收 2388元；313家扶贫攻坚造林专

业合作社完成造林 56.5万亩，涉及贫困劳力

0.9 万人，人均增收 8137 元。先后聘用 2280
名贫困劳力为护林员，人均年增收 5600 元。

生态扶贫不仅增了收，而且增了绿。

贫困群众零投入，光伏照亮脱贫路。走

进临县城庄榆林山，白文郝家坡山，满山遍

野的光伏板，迎着太阳闪闪发亮，蔚为壮观。

去年 11 月 28 日，仅仅用了 80 天时间就

建成的临县中电投榆林山 30MW 集中式光

伏电站并网。据测算，该项目每年可为临县

带来收益 700余万元，在项目运营前三年，每

年还要从项目收益中拿出 300万元专项资金

用于扶贫，帮扶临县 1000 户贫困户，每户年

可增收 3000元。

临县白文村级联建 34MW 光伏扶贫电

站，占地面积约 1250 亩，总投资约 2.5 亿元，

2018 年 9 月动工，2018 年 12 月 30 日具备并

网发电条件。该电站年发电量约为 4400 万

度，年收益约 3700 万元；在光伏支架下土地

由康宇绿能种植专业合作社、春瑞种植专业

合作社组织贫困户栽植白、知母、鸡冠花、前

胡、防风等中药材，年叠加收益 100 万元以

上，可带动 53 个贫困村 4997 户贫困户稳定

增收，对状大村集体经济，增强发展后劲，实

现“造血式精准扶贫”意义重大。

今年，临县县委、县政府把光伏扶贫作

为全县“三大”扶贫工程之一，提出实现贫困

村光伏全覆盖、深度贫困人口光伏收益全覆

盖、贫困村集体经济破零全覆盖“三个全覆

盖 ”，打 造 三 晋 光 伏 扶 贫 第 一 县 的 宏 伟 目

标。目前，已建成了总投资 12.4 亿元、总规

模 193MW 的光伏发电扶贫项目，占全省的

七分之一、全市的二分之一，覆盖全部贫困

村 447个、贫困人口 5.99万户 15.7万人，仅此

一项，每个贫困村每年可获得光伏扶贫收益

20万元以上。

做优做强“三大基础支撑”

“我家凭着村干部帮扶，去年盖起了香

菇大棚，到年底纯收入超过 3 万元，没想到，

一年就脱了贫！”白文镇庙坪村的贫困户郝

侯蛋高兴地说。

培育接地气、可复制、有特色、带动性强

的特色农业产业，才能有力带动群众增收。

近年来，临县全力实施“3N35”产业扶贫计

划，重点培育 100个产业发展园区和 1000个

合作社，真正形成了“县有大企业带动、乡有

大园区支撑、村有合作社覆盖”的扶贫产业

发展格局。目前，临县完成了 56 万亩红枣、

核桃经济林提质增效工程，绿色马铃薯、绿

色小杂粮种植达 30.5 万亩。新发展食用菌

种植 1500万棒、中药材种植 6.7万亩，肉驴养

殖 1万头。特别是大力实施了以红枣、核桃、

小杂粮等为主的特色农业品牌发展战略，新

开发并创建了临县枣木香菇、临县枣芽茶、

临县枣花蜜、临县肾型大豆等一批特色品

牌，通过每年举办“中国·碛口枣儿红了”红

枣旅游文化节、参加国内各地举办的农业博

览会、交易会和推介活动，从而扩大了临县

特色农业品牌影响力，有力地带动促进了贫

困农民增收脱贫。

有了好的特色农产品，还要有好的市场

和 好 的 效 益 。 为 了 让 农 特 产 品 搭 上 电 商

“快车”，临县开创了“互联网+”等电商扶贫

新模式，努力把临县建设成为山西乃至全

国 一 流 的 电 子 商 务 进 农 村 综 合 示 范 县 。

2016 年，临县成功申报为商务部电子商务

进农村综合示范县以来，把电商扶贫作为

脱贫攻坚的重要抓手，坚持“政府推动、企

业为主、市场运作、合作共赢”的原则，挂牌

成立了临县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建成

了占地 100 亩，具有物流配送、产品展销、农

产 品 快 检 等 功 能 的 临 县 电 子 商 务 产 业 园

区 ，四 条 物 流 线 贯 穿 全 县 ，业 务 覆 盖 全 县

600 个行政村，直接或间接带动 5 万贫困户

受益。今年 7 月，又在城南易地扶贫搬迁安

置小区新建起电商扶贫创业园，不仅为城

南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小区的 2000 多名贫困

劳力创造了更多的就业岗位，而且可以更

好地帮助他们解决农产品的销路问题，为

脱贫攻坚提供了一条新路径。目前，全县

已形成“王小帮”“宝珠山”“阳府井”等一大

批知名电商品牌，成功注册了 10 家跨境电

商企业，全县电商从业人员达 15000 多人，

红枣等农特产品在电商平台的年交易额突

破 4 亿元，有力地带动了贫困农民实现稳定

增收，助推了脱贫攻坚进程。

党建引领强化帮扶力量。临县把脱贫攻

坚一线作为检验党员致富带富能力的“大考

场”。在脱贫攻坚战役中，临县聚焦“三基建

设”，建强筑牢脱贫攻坚战斗堡垒，不断丰富

“党建+”载体，积极构建“党建+脱贫攻坚”新

模式。特别是把脱贫攻坚作为开展基层党

组织提升年活动的实践平台，制定了“8+6”
推进机制，县委组织部根据提升年活动工作

任务一月一提醒、一督查、一通报，各基层党

（工）委对照提醒卡内容一月一研究、一安

排、一报告，通过“六个一”机制，切实推动工

作落地见效。

三 支 力 量 是 脱 贫 攻 坚 的 重 要 人 才 保

证。临县对农村第一书记推行月初领单、月

中督单、月末交单“三单”管理模式。明确县

直单位派驻纪检组对驻村工作队和第一书

记工作实行常态化监督。全县 6400 名机关

干部、6800名教师和医护人员人全部参与结

对帮扶，人均结对帮扶 6.4 户，实现贫困村、

贫困户帮扶全覆盖。

落细落实“三大保障政策”

健康扶贫是防治贫困群众因病返贫的

重要保障政策。临县以创建全国健康扶贫

工程示范县为主抓手，精准实施“三个一批”

家庭医生签约等救助措施，将增强贫困群众

“获得感”贯穿工作始终，扎实推进“三个一

批”行动计划，全面落实“三保险、三救助”和

“136”兜底保障制度，代报代办服务更直接，

“一站式”结算更方便，公共卫生服务更贴

心，最大限度解决群众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

题。贫困人口住院报销比例达到 90%。特

别是针对健康扶贫难题，在 18个乡镇建立了

中医特色理疗馆，通过中医理疗，为患病群

众缓解病痛，目前接受理疗的群众达到 2.6
万人次。结合农村留守老人多，不少老年

人、残疾人行动不便的实际，选聘健康扶贫

专职代办员 788 名，为其开展代报代办医保

报销、民政救助等业务。

扶贫要扶智，扶智关键在教育。在全面

落实国家和省、市 12 项政策的基础上，临县

又增加了 4项补助补贴政策。今年县财政还

投入 2900 多万元，惠及了 6.8 万贫困家庭学

生，确保不让一个家庭“因学致贫”，不让一

个孩子“因贫辍学”。

此外，临县还全面加强教育培训，实施

了以护理护工、驾驶员为主的“万人培训就

业工程”。2016 年至今的四年来，临县吕梁

山护工共培训 26 期 11702 人，就业率 62%，

主要输向北京、太原、天津、陕西、离石等地，

就业人员月工资大多在 3000元到 5000元之

间，最高 10800元，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

经济效益。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实施全民参保计

划。临县完善农村特困供养人员、城乡低

保、残疾人、困难职工等社会救助制度，保障

困难群众生活。人社扶贫累计签发电子社

保卡 81000 张，全县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

人数 448549人，参保率 98%。2019年继续为

16—60 周岁建档立卡的 129956 名贫困人口

代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100 元/人。全县 60
周岁以上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发放人数 78384
人，其中贫困人口 51201 人。60 周岁以上建

档立卡贫困人口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发

放率达到 100%。领取标准每人每月 108元，

65周岁以上人员每人每月 113元，通过社保

卡按月直接发放到位。

民政兜底保障，深入推进“两线合一”，

建立了动态调整机制，对完全或部分丧失劳

动能力的人，织密织牢兜底保障网。临县将

农村低保标准由 2018年的每人每年 3588元

提高到 4188元，将农村特困救助供养标准由

2018 年的每人每年 5000 元提高到 5800 元，

截至目前，全县农村低保户有 19967户 31659
人，其中，低保贫困户有 14566 户 23017 人，

占 比 73%。 农 村 特 困 供 养 对 象 有 4036 户

4090人，其中贫困户有 3418户 3454人，占比

85%。临时救助 5975人次，救助资金达 2189
万元。农村养老工作扎实推进，全县新建改

建农村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 141个。为 8025
名重度残疾人发放护理补贴 241 万元。为

5514名残疾人发放生活补贴 165万元。着力

破解老年贫困群体脱贫难题，设立扶贫孝心

基金，积极构建“政府关心、子女孝心、社会

爱心”联动互促的赡养扶贫新模式，将扶贫

孝心基金拓展到 65 周岁以上，新增 6000 多

人，达到 2.1万人。

力同心，攻坚拔寨。如今，65 万临县

人民正步履铿锵，坚持定力，开足马力，精准

发力，深处着力，携手迈向全面小康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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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1月 1日电 在中国科学院

建院 70 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代表党

中央向全院科技工作者和干部职工致以诚

挚的问候。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 年来，在党的

坚强领导下，中国科学院大胆探索、开拓创

新、勇于实践，解决了一大批事关国家全局

的重大科技问题，突破了一大批制约发展的

关键核心技术，取得了一大批一流水平的原

创成果，书写了新中国科技创新的辉煌篇

章。中国科学院几代科学家求真务实、报国

为民、无私奉献的先进事迹充分展现出我国

广大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怀和高尚品格。

习近平强调，当今世界，创新是引领发展

的第一动力。希望中国科学院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抢抓战略机遇，勇立改革潮头，勇攀

科技高峰，加快打造原始创新策源地，加快突

破关键核心技术，努力抢占科技制高点，为把

我国建设成为世界科技强国作出新的更大的

贡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

克强作出批示指出，中国科学院建院 70 年

来 ， 坚 持 面 向 国 家 重 大 需 求 ， 与 科 学 共

进，硕果累累，人才辈出，为推动国家科

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面对全球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中国科

学院重任在肩。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

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实施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瞄准未来科技发展前沿和国家长

远发展需要，着力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培

育良好创新生态，尊重规律、夯实基础研

究 根 基 ， 加 强 国 际 合 作 ， 弘 扬 科 学 家 精

神，在科学技术研究领域再攀更多高峰，

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上取得更多突破，在

培养优秀科技人才方面收获更多成果，为

建设科技强国作出更大贡献。

1日上午，中国科学院举行建院 70周年庆

祝大会，会上宣读了习近平的贺信和李克强的

批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

鹤在会上讲话。他说，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充

分肯定了中科院70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也为

中科院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70年来，中科

院广大科研人员攻坚克难、勇攀高峰，取得了

一批又一批举世瞩目的重大科技成果，留下了

许多可歌可泣、感人肺腑的先进事迹。希望中

科院在未来发展中再接再厉，要在基础研究中

发挥中坚作用，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中发挥

生力军作用，在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中发挥带

头作用，在培养造就高水平科技人才方面发

挥高地作用，在弘扬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表率

作用。

会上，中国科学院负责人和院士专家、

青年科研骨干、学生代表发言。

中国科学院成立于 1949 年 11 月 1 日。

70 年来，中国科学院以“创新科技、服务国

家、造福人民”为使命，取得了一批举世瞩目

的重大科技成果，为我国科技进步、经济社

会发展和国家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国科学院建院70周年强调

加快打造原始创新策源地 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
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科技强国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上接1版）加强对国家治理体系的理论研究

和教育宣传等提出意见和建议。

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了

重要讲话。他表示，大家对决定稿提出了很

多有价值、有见地的意见和建议，对修改好

决定稿很有帮助，我们将认真研究和吸收。

习近平指出，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是

中共中央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

历史交汇点上召开的，要对坚持和完善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政治宣示。我国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我国国

家治理的一切工作和活动都依照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展开，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

积累经验、提高水平。我们现在要做的，

就是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的实践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

习近平强调，在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的

重要历史时刻，要把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

国家在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国家治理体系

和 治 理 能 力 建 设 方 面 的 经 验 好 好 总 结 一

下，进而在运用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明确

未来一个时期制度建设、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建设的着力点和目标任务。希望大家

聚焦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目标任

务，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在深入调研的基

础上，提出具有前瞻性、战略性、可操作

性的意见和建议。

丁薛祥、王晨、刘鹤、杨晓渡、陈希、郭声

琨、黄坤明、尤权、肖捷、张庆黎、何立峰，中

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

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陈晓光、郑

建邦、辜胜阻、刘新成、何维、邵鸿和蒋作君、

李钺锋、谢经荣、宇如聪等。

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

新华社北京11月 2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致

信祝贺甲骨文发现和研究 120 周年，向长期

致力于传承弘扬甲骨文等优秀传统文化的

专家学者们表示热烈的祝贺，并致以诚挚的

问候。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殷墟甲骨文的重

大发现在中华文明乃至人类文明发展史上

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甲骨文是迄今为止中

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是汉字

的源头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值得倍

加珍视、更好传承发展。

习近平强调，新中国成立 70年来，党和国

家高度重视以甲骨文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传承和发展，多部门多学科协同开展甲

骨文研究和应用，培养了一批跨学科人才，经

过几代人辛勤努力，甲骨文研究取得显著成

就。新形势下，要确保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

有人做、有传承。希望广大研究人员坚定文

化自信，发扬老一辈学人的家国情怀和优良

学风，深入研究甲骨文的历史思想和文化价

值，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为推动中华文明发展

和人类社会进步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纪念甲骨文发现 120周年座谈会 1日在

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会上宣读了习近平的

贺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孙春兰在会上讲话。她说，甲骨文是千年中

华文明的鲜明标志，也是对人类文明的重要

贡献。要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

和贺信精神，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

全会精神，进一步深化甲骨文研究和应用，

加强收藏保护，做好整理和信息标注，确保

文物安全。要推进著录考释，综合运用人工

智能识别等技术手段，推动研究实现新突

破。要加大对甲骨学人才培养的支持力度，

促进多学科交叉融合，不断提升综合素质和

创新能力。要推进活化利用，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深化国际交流，彰显甲骨文的文

化魅力和时代价值。

有关专家代表和教育部、河南省负责同

志在座谈会上发言。

1899 年甲骨文的发现是中华文明乃至

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甲骨文是

汉字的源头，是千年中华文明的标志，具有

崇高的象征意义。作为世界四大古文字之

一，甲骨文也为推动世界文明进程作出了巨

大贡献，成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

记忆名录”。

习近平致信祝贺甲骨文发现和研究120周年强调

坚定文化自信 促进文明交流互鉴

新华社北京 11月 1日电 11 月 1
日出版的第 21 期 《求是》 杂志发表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

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 《在中

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

的讲话》。

文章强调，新形势下，中央和国

家机关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着

力深化理论武装，着力夯实基层基

础，着力推进正风肃纪，全面提高中

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质量，在深入

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上作表率，在始终同党中央保持高

度一致上作表率，在坚决贯彻落实党

中央各项决策部署上作表率，建设让

党中央放心、让人民群众满意的模范

机关。

文章指出，要深刻认识加强和改

进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的重大意

义。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必须走

在前、作表率，这是由中央和国家机

关的地位和作用决定的。中央和国家

机关离党中央最近，服务党中央最直

接，对机关党建乃至其他领域党建具

有重要风向标作用。深化全面从严治

党、进行自我革命，必须从中央和国

家机关严起、从机关党建抓起。

文章指出，要带头做到“两个

维护”，着力推进中央和国家机关党

的 政 治 建 设 。 带 头 做 到 “ 两 个 维

护”，是加强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

设的首要任务。要深化理论武装，

提高学习教育针对性和实效性，在

学懂弄通做实上当好示范，把学习

成果落实到干好本职工作、推动事

业发展上。

文章指出，要以提升组织力为

重点，锻造坚强有力的机关基层党

组织。要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建设

风清气正的政治机关。必须正确处

理干净和担当的关系，决不能把反

腐败当成不担当、不作为的借口。

文 章 指 出 ， 要 把 握 特 点 规 律 ，

全面提高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

质量，处理好共性和个性的关系、

党建和业务的关系、目标引领和问

题导向的关系、建章立制和落地见

效的关系、继承和创新的关系。要

落实主体责任，加强对中央和国家

机关党的建设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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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的临县答卷

（上接1版）将生产 10万吨有机

肥项目于 10 月中旬在肖家庄

镇中寨村建成投产，年经济效

益预计 500—800 万元，不仅带

来了就业机会，而且解决吕梁

平川四县文峪河、磁窑河流域

范围内畜禽养殖粪污污染环境

问题。山西大象农牧集团有限

公司正是瞅准有机肥料厂扩展

的环境空间，将于近期在阳城

乡虞城村开工建设 3000 万只/
年肉鸡屠宰厂，占地 100 亩，固

定投资 3 亿元，直接帮助 1000
余人解决就业问题，间接带动

3000余农户调产增收……栽下

梧桐树，引得凤凰来，随着汾阳

市营商环境的持续向好，一系

列惠企利民政策措施的实施，

真正让企业和群众感受到实实

在在的变化。

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

碑，这只是汾阳市“三服务”工

作的一个缩影。汾阳市以主题

教育的强大动力，推动“三服

务”工作始终把老百姓“着急上

火”的事当头等大事来办，这不

仅仅与群众架起了心与心的桥

梁，更打通了基层联系服务群

众的“最后一公里”。

郭红波说，“三服务”活动

开展以来，我们紧盯群众关心

的热点难点堵点问题，加快补

齐民生短板，以面对面交流、县

级领导领办、现场交办等方式

解决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

心事。今年，依托国际烈性酒

大奖赛、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等

载体推动酒文旅融合发展的十

二系列特色举措，走出汾阳特

色的产业转型升级、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路径。积极借鉴沙县

小吃运营经验，启动“中国厨师

之乡”品牌推广行动，连锁经营

的“中国·杏花村酒家”太原分

店已经开始运营，“汾阳十大名

菜”“汾阳十大名吃”正在走向

全省全国。贾家庄镇、冀村镇

等抓住群众最关心的抗旱保墒

问题，解决了 10 多个村近 2 万

亩 耕 地 多 年 来 无 法 浇 灌 的 问

题 ，保 障 了 大 旱 之 年 农 民 增

收 。 市 场 监 管 部 门 瞄 准 群 众

“舌尖安全”联动整治农村食品

市场，市教育部门统筹城区各

学校提供放学后托管服务，解

决了社会反响强烈、群众急难

愁盼的一批问题，赢得人民群

众的广泛赞誉和肯定。

郭红波表示，下一步，我们

将在省市委的坚强领导下，继

续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思想自

觉和行动自觉，全力推动主题

教育不断引向深入，以强烈的

历史责任、时代担当和彻底的

自我革命精神，交出汾阳答卷，

答好时代问卷。

（上接1版）确保 2019年拟退出

的 3 个 县 贫 困 村 卫 生 室 达 标

率 ，在 11 月 底 前 全 部 达 到

100%，决不拉全市脱贫攻坚的

后腿。”

看病难、看病贵、报销难，

一直是百姓关注的焦点。为此，

市卫健委要求所有村医、村干必

须熟悉贫困人口签约服务、医保

报销、民政救助等有关政策，并

能准确进行宣传和解答。

为提升群众满意度，市卫

健委积极开展签约服务“三个

一”活动，制定了县级医疗集团

定期巡回下乡制度，深入开展

送医、送药、送健康知识“三送”

活动。针对目前群众反映的开

单提成、收受红包、医疗服务态

度差等问题，开展了医疗乱象

和 医 德 医 风 两 个 专 项 整 治 行

动，将专项整治行动与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医疗卫生行业综

合监管、行风建设等工作结合

起来，严厉打击医疗领域损害

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违法违规

行为。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

面小康。贾誉表示，市卫健委

将严格按照主题教育“三服务”

和专项整治工作要求，积极回

应群众关切和诉求，扎扎实实

找差距、补短板、抓落实，不断

提升基层卫生服务能力，不断

创优服务环境，不断提高全市

人民健康水平，努力为建设“健

康吕梁”作出应有贡献。

凝心聚力打造
高质量营商环境

让医疗服务贴心
让群众看病舒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