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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本报讯“我一

直患有高血压，两年

前 出 现 了 并 发 脑 出

血，在县医院内科住

院治疗，当时内科主

任冯彦斌医生认真给

我治疗，直到我康复

出院。非常有缘，冯

彦斌大夫正好是我的

家庭医生，在每次随

访中，冯大夫都仔细

询问我的身体状况，

根 据 病 情 给 我 开 处

方，还对我进行健康

教育及护理指导。目

前，我的血压一直保

持平稳，也没有发生

任何并发症。”岚县界

河口镇会里村的王大

娘感激连连。这是岚

县健康扶贫的一个缩

影，像冯彦斌大夫这

样的家庭医生还有很

多。测血压、测血糖、

量体温、心肺体格检

查…他们在这样一次

次的重复工作中，有

效控制了贫困群众慢

性病的发病率，同时

也避免了一些并发症

的发生。

今年以来，岚县

卫生健康和体育局把

做实做细家庭医生签

约 服 务 和 健 康 扶 贫

“双签约”医疗服务工

作作为“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服

务群众送健康见行动

的重要举措，以县乡

村三级医疗服务能力

提升为抓手，明确了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对

象为 65岁老年人、高

血压患者、糖尿病患

者等重点人群，签约

率稳定在 70％以上，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和

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力

保应签尽签，切实为

群众提供全方位、全

生命周期的健康保障，让家庭医生

在签约服务中走进更多百姓家庭。

为保证签约质量，岚县卫生健

康和体育局不断健全签约服务管理

机制，在全县选派 3 所县级公立医

院、2 所民营医院和 12 所乡镇卫生

院共 110 名专科医生分别到村（社

区）担任签约医生。逐步形成了“1
名村医+1 名县乡医生+专科医生、

护 士 、村 计 生 服 务 员 、村 干 部 ”的

“1+1+X”的服务模式，全县调整充

实了 174支家庭医生和“双签约”医

疗服务团队，实行团队长负责制，根

据群众的新需求，进一步明确家庭

医生签约服务的主要任务。同时，

该局还统一制定了时间表、路线图，

实行每一名县级医生包联 1—2 个

行政村，指导签约服务的医疗行为。

截至目前，全县 63373 名重点

人群中在册管理的 44571人以及所

有 62308名贫困人口和计生特殊家

庭 14名成员共 32540户进行家庭医

生签约服务。全面开展“双签约”医

疗服务，对 9425 户 12144“因病致

贫”人口进行第四季度服务。同时，

邀请中华医学会、中国针灸学会、北

京宣武医院、省人民医院等 30多名

专家，深入县人民医院、县中医院、

普明镇开展义诊活动，让 500 余名

群众在家门口享受三级医院服务，

更好地惠及全县群众，为建设“健康

岚县”打好基础、铺平道路。

（杜丽君 尹瑞萍）

本报讯 在第十七届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

会上，备受瞩目的中国农业品牌目录 300 个具

有代表性特色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正式发布，

岚县马铃薯成功入榜。

此次评选经过区域公用品牌主体申报、材

料汇总初审、征求省级主管部门意见、专家评

审委员会评审和社会公示等环节，综合评定选

出具有代表性的 300个特色农产品区域公用品

牌进入中国农业品牌目录。岚县马铃薯之所

以获这一殊荣，正是因为紧抓国家马铃薯主食

化战略机遇，以打造“全国马铃薯主食化开发

第一县”“山西马铃薯第一县”为目标，目前，全

县马铃薯为主的脱贫主导产业已初步形成了

“土豆种—土豆花—土豆品—土豆宴”全产业

链发展模式和“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良好态

势。其中，岚县马铃薯实行了“地块有编号、生

产有记录、产品有标签、质量有追溯”和“统一

规划布局、统一操作规程、统一生产资料、统一

技术服务、统一档案管理”的“四有五统一”标

准化种植模式。创建了全国绿色食品原料（马

铃薯）标准化生产基地 10 万亩，全部实现了标

准化种植。岚县种植的克新 1号、冀张薯 8号、

晋薯 16号、青薯 9号等 4个主打品种，经农业部

授权的谱尼测试科技有限公司产品品质鉴定

检测报告显示，维生素 B1、B2、维生素 C 及钙、

钾等营养素含量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除此之外，岚县马铃薯还荣获 2016年第十

四届中国国际粮博会金奖和 2017年“中国百强

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2018 年，岚县马铃薯

被评为“国家级农产品地理标志示范样板”。

岚县马铃薯被认定为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保

护产品、农业部认证的绿色产品、国际薯博会

命名的金奖产品。下一步，岚县将继续传承与

发扬岚县传统民间土豆美食技艺，争取“岚具

土豆宴能够”系列产品立足岚县、走出山西、走

向全国。

（杜丽君 闫少吉）

本报讯 近日，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传来

喜讯，在拟命名的国家园林县城中，岚县荣耀上

榜，这是继岚县在获得“国家卫生城市”“中国马

铃薯（美食）之乡”“2019 中国农产品区域公用

品牌”等荣誉之后，再次获得的国家级名片。

近年来，岚县坚持“因地制宜、突出特色、宜

山则山、宜水则水、宜林则林、宜草则草”的原

则，依托三河汇流县城的天然优势，将县城定位

为“山水园林县城”，以“三治六化”为抓手，全面

打响创建国家园林县城攻坚战。成立了由县委

书记任组长的创园工作领导组，并由县长任总

指挥，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创建国家

级园林县城指挥部，层层召开创建工作动员会，

将工作任务逐项逐条分解落实到各部门各单

位，使创园工作真正成为“一把手”工程，并相继

制定出台了《城市绿地系统规划规章制度》《岚

县绿化管理办法》《市容环境卫生管理实施办

法》等多项管控制度，划定绿地绿线，明确水域

蓝线，推行“门前六包责任制”，完善古树名木档

案资料，配套完善城市功能。同时，高起点规

划，高标准建设对旧城区大面积进行绿化改造，

实施了“6+2增绿工程”，实行主体造绿、公路插

绿、破硬增绿、缺株补绿、拆墙透绿、拆违还绿、

单位增绿、小区植绿，实现了城市绿化水平的整

体提高，县容县貌焕然一新。

截至目前，该县建成区绿地面积达到了

223.94 万平方米，绿化覆盖率达到了 39.95%，

绿地率达到了 35.49%，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

了 10.67平方米，各项指标均达到国家园林县城

标准。如今的岚县，绿意盎然，风清景明，生机

勃发，一个布局科学、结构合理、功能完善、独具

特色的天蓝、地绿、水碧、山青的园林县城跃然

眼前。 （杜丽君 孙涛）

本报讯“劝返全县失学辍学适龄儿童 106
名”“新增 30 名医师，开通‘村医通’覆盖率达

90%以上”“对‘三小’食品生产经营单位进行了

全面整治，取缔 24 家，整改 152 家，罚款 2.5 万

元”……2019年以来，岚县将做好漠视侵害群众

利益问题专项整治工作作为开展“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的重要抓手，坚持目标导向、

问题导向，周密安排部署，细化工作措施，强化

监督检查，倒逼各牵头部门压紧压实主体责任，

确保所有问题整改到位、销号到位、提升到位，

切实撑起群众利益“保护伞”，受到广大人民群

众的一致好评。

自专项整治工作开展以来，岚县高度重视，

精准研判，及时组织召开了专题会议，成立了由

县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任组长，县纪委

副书记、监委副主任任副组长，县纪委常委、监

委委员为成员的工作领导小组，建立起由县纪

委监委总牵头、责任单位各负其责、各纪检监察

派驻组督促推进的工作机制。出台了《关于专

项整治漠视侵害群众利益问题的实施方案》，方

案共涉及 35个单位（22个责任单位和 13个配合

单位），分 5类 33个重点问题。

在集中整治过程中，该县坚持目标引领和

问题导向相结合，把“学”和“查”结合起来，把

“查”和“改”贯通起来，坚持补短板、强弱项、固

根本，防源头、治苗头、打露头，“真刀真枪”解决

问题。重点聚焦扶贫领域、民生领域、群众身边

的不正之风、政法领域、统计造假等方面，逐一

细化排查、自查自纠，对发现的问题立行立改，

并就自查问题及整改清单实行“一周一报”制。

同时对发现的问题严格进行“五账”管理，及时

对问题梳理分类，查找共性问题，剖析问题根

源，以“零容忍”态度严肃查处各类违纪案件，真

正实现标本兼治。

根据重点整治的 5 类 33 个问题，对整治工

作任务进一步细化分解，落实专班专抓和责任

领导，形成“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

的工作格局。同时，对各责任单位工作方案和

“三清单”进行审核把关，成立了八个督促检查

组，制定了督促检查方案，采取不打招呼、不定

路线、不定时间的方式进行明察暗访，督促相关

单位严格开展自查自纠活动。同时，该县对全

县 35个单位对“镜”自查，检视反思，采取“四不

两直”的方式深入一线，通过现场查看、录音录

像、走访座谈、查阅资料、电话回访、询问当事

人、核对办事记录等方式掌握实情，根据基层反

映的问题查找自身原因，针对性整改。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目前，该县将专项整

治贯彻到各行业主管部门和乡镇、社区，确保专

项整治上下贯通、整体推进。35 个单位高度重

视专项整治，主要领导亲自部署，结合职能职

责，细化工作措施，聚焦本行业本系统本领域漠

视侵害群众利益问题，实行项目化管理，牵头和

配合单位协作配合，强化县、乡、村三级联动，一

系列举措推动专项整治有力有序开展，取得阶

段性成效。截至目前，全县 35 个单位共自查发

现 174 个 问 题 ，其 中 ，已 整 改 150 个 ，整 改 率

86.21%。真正解决了群众最急最忧最盼的突出

问题，回应了群众的关切，增强了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 （马建生 杜丽君 牛燕飞）

“一位花甲老人，20年前，遭遇横祸，腿部致残，

负债累累;10 年前，妻子早逝，四子待哺，家徒四壁

……”看到社科乡曲立村吕怀英脱贫事迹的背景材

料时，我不由感叹命运的无情，将一次次不幸强加给

这位年迈的老人，我脑海中浮现出饱经风霜的脸庞、

老泪纵横的画面……带着这样的心情，我来到曲立

村吕怀英的猪场。没有现代化的猪圈设施，也没有

自动化的先进设备，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片绿油

油的玉米地，地里有两排砖石结构的猪圈，还有一些

小型的饲料加工机器和其他日常用具，这是一个规

模不大的猪场。然而，在这个普通的猪场里，我们见

证了不一样的脱贫致富故事，不一样的坚强人生。

现年 58岁的吕怀英是社科乡曲立村建档立卡脱

贫户。他高中毕业后离家到外打拼，做过搬运工、下

过煤矿，靠自己打工的积蓄在曲立村成了家。婚后四

个孩子相继到来，一家人其乐融融。然而，1998年，一

场飞来横祸突然降临到他的头上。在煤矿做工的吕

怀英因顶板垮塌受重伤，经医院抢救虽然捡回了性

命，但在床上一躺就是两年，后因腰部神经压迫导致

腿脚沉重，不能正常走路。一家六口的顶梁柱轰然倒

下，生活给将近不惑之年的吕怀英当头一棒，让他跌

入了谷底。期间，吕怀英的妻子一边照顾病床上的丈

夫，一边哺育四个幼小的孩子，辛辛苦苦把这个家撑

了下来。“虽然当时欠了不少钱，但毕竟人还在，还能

把钱赚回来。”吕怀英苦笑着回忆当年的场景。

故事讲到这儿，应该向着“后来他们过上了幸福

的生活”这个方向发展。但谁想生活的不幸却再次降

临，2008年，长期操劳的妻子患肺心病离世，留下一个

残疾人和四个正在上学的孩子。眼泪流干了，情绪低

落到极点，在命运面前，吕怀英所有的勤劳善良都显

得那么苍白无力。但生活还得继续，四个可爱的孩子

让他收起苦痛，拖着残腿一边种地一边打零工还债，

又当爹又当妈，慢慢哺育孩子们长大成人。

“三个女儿出嫁了两个，小女儿和儿子还没成家，

也能打工养活自己了。”说到四个孩子的现状，吕怀英

露出一丝欣慰。孩子们长大了，这个疲惫的老人该歇

会了吧。不，我们的脱贫致富故事才刚刚开始。

2014年，经村委会调查核实，将吕怀英列为建档

立卡贫困户。四支力量入户

开展调研，分析致贫原因，商

量脱贫计划……吕怀英重新

鼓起脱贫致富的勇气。

2015年春，经过再三考

量，吕怀英决定开始养猪。

说干就干，当年就承包集体

机动地 5亩，多方筹款盖起了 10间砖石结构的标准猪

舍。受资金制约，2015年只养了 5头母猪，经过精心饲

养，母猪产仔率高，行情也不错，当年就赚了5000余元。

2015—2016 年，他陆续购置了一些饲料加工机

器和发电机，进一步扩大猪场规模。加之猪肉行情

稳步攀升，最好时一年盈利将近 6万元，吕怀英成了

远近闻名的养猪大户。

在看到的成功背后，是看不到的汗水。自从走

上养猪这条路后，吕怀英就没睡过一天安稳觉。“每

天不到五点起床打扫圈舍，到饭店拉三四趟泔水，到

山上割两车苜蓿，还要抽空自己加工饲料……”吕怀

英边喂猪边给我们讲解，“忙的时候经常没时间吃

饭，人不吃饭不要紧，猪一顿不吃可是要掉膘的，母

猪产仔那几天要 24 小时照料，晚上也住在猪圈，孩

子们各打各的工，帮不上忙，只好自己一个人干。”

别看老吕是个粗人，在养猪技术方面，他可毫不

含糊。建圈之初不懂技术，就虚心拜他人为师，向县

里的养猪能手请教。后来自己购买了关于养猪技术、

猪病防疫的书籍，在实践中不断钻研摸索，三年下来

已经成了小有名气的“养猪专家”，县里其他养猪户经

常跑来向他求教，他总是毫无保留地予以帮助。

技术的问题解决了，市场的问题则根本不用担

心。老吕喂猪用的是传统的土方法，他的猪吃的全

是五谷杂粮和青饲料，不喂带有添加剂的精饲料，这

样喂养出来的猪皮厚、瘦肉多，煮熟后有香味。到了

出栏时间，娄烦、古交、静乐和县内的买主都在排队

等候，老吕的“土猪肉”还要比其他地方的猪每斤多

卖一块钱左右。2015年至今，凭着自己努力，吕怀英

从试养 5头母猪开始，发展到存栏母猪 8头，年销售

仔猪 150多头，生猪 60多头，年平均收入达到 3万多

元，终于甩掉了贫穷帽子。

“点起一盏灯，照亮一片天”。看到吕怀英养猪

赚钱，村里其他贫困户和邻村的群众也纷纷效仿，不

长时间就建起了三四个猪场，邀请老吕“指导工作”，

传授技术。“下一步，我计划再四处筹一些资金，砌墙

把玉米地外围圈起来，给猪弄个‘操场’，每天让它们

多跑动增加瘦肉纤维，继续打造咱的土猪肉品牌。

等赚了钱，再弄两个蔬菜大棚，全部用猪粪施肥，全

年供应绿色蔬菜……”这个花甲老人尽情地描绘着

他的未来，让我听的入迷。

采访的最后，吕怀英憨厚地笑了笑，对着镜头说

了句：“不要把什么事都推给人家政府，自己有手有

脚的，还是自己挣来的钱花的舒服。”话说的简单，但

是，他依旧很打动我。

近日，一场大雪为岚县白龙山披上了银装，亭台楼阁与白雪相互映衬，宛如一幅美丽的水墨画卷。
岚县摄影协会供图

岚县马铃薯荣获 2019 中

国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

岚县喜添国家园林

县城名片

岚县向漠视侵害群众利益问题“亮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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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路上不屈的前行者
——社科乡曲立村吕怀英脱贫致富故事

□ 杜丽君 牛宇钊

银装素裹白龙山

脱贫攻坚一线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