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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感谢薛书记和工作队帮助我老伴办

理了残疾人证。”石楼县裴沟乡乔子头村 77 岁

的贫困户张廷孝拿出老伴的残疾人证与记者

分享着心中的喜悦。

老张口中所说的“薛书记”是市农经局派

驻裴沟乡乔子头村的第一书记薛扬。高高的个

子，身体偏瘦，别看他瘦弱，但做起事来特别细

心、认真，而且人还实诚。2018年 1月，薛扬担任

乔子头村第一书记后，扑下身子为村民办实

事、办好事、办难事。2018 年被石楼县评选为

“优秀驻村第一书记”、2019年 7月，受市直驻石

楼工作大队推选，荣获吕梁市直工委“优秀共

产党员”。

乔子头村隶属于石楼县裴沟乡，原为独立

行政村，2017年底按照石楼县委、县政府要求，

与裴沟村整村合并，成为裴沟村的一个自然

村。截至 2019 年 12 月，全村共有 154 户 435 口

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 79户 242人，未脱贫 1
户 4人。

张廷孝 2014年被识别成为贫困户，2018年

兜底脱贫。脱贫之后，让老张每天坐立不安的

是老伴李侯谋身患残疾，行动不便，一直想为

老伴办理残疾证。而自己年事已高，为了照料

老伴不方便出门。薛扬在入户走访时，得知老

张的想法，就答应帮忙办理相关手续。在县、乡

相关部门跑了多次后，2019 年前半年，薛扬终

于帮助李侯谋办下了残疾证。

薛扬做起事来有一股倔劲。倔劲从何而

来？“刚开始开展工作的时候，经常听到村民们

说第一书记、工作队就是吃派饭的，开展工作

就是下来串一串、转一转，去

村民家里吃点饭、唠唠家常

就完了，要不就是每天填表

表、做册子，但我始终认为，

扶贫工作绝不能这样干。”薛

扬向记者道出了自己心里的

想法，他认为帮扶工作最重

要的就是要解决村民的实际民生问题，只有这

样才能真正拉近与村民之间的距离。

今年 70 岁的贫困户张廷亮是张廷孝的弟

弟，2018 年兜底脱贫。2019 年 10 月份的时候，

他向薛扬提出 2018年农业玉米保险仍未赔付。

薛扬了解情况后，多次与村“两委”和乡镇沟通

找不出什么原因。随后，与承保单位吕梁市太

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联系，多次协商，

得知是由于当时上报保险缴费名单时，将张廷

亮的名字和账号书写错误而导致退款，经协商

后，薛扬重新为张廷亮填写正确资料，提交到

保险公司，这才把玉米保险金打到卡上。

这哥俩逢人便夸薛书记，为村里的人们办

这事、办那事，真是个“好后生”“好书记”。

“急性子、工作狂，经常在电脑桌前通宵达

旦写材料、整理材料，旁边烟灰缸里的烟头始

终是满的。”市农经局驻乔子头村工作队员常

志伟说，“薛扬不仅在工作上以身作则，在生活

上也非常照顾我们。”工作队员刘逢泽插话说：

“薛书记和妻子视频的时候，经常听到说的一

句话就是，你就住在村里吧，不用回来了，我和

孩子不用你操心。”

谈到家庭，却是薛扬最放心不下的。任职

第一书记第一年的时候他的女儿才出生五个

月，现在已经两岁了。每个星期回家的时候是

薛扬最开心也是最幸福的时候，因为家里有一

个可爱的女儿在等着他回家。“孩子会叫爸爸

的那一刻，我真的感觉特别幸福，同时也别特

难过，幸福的是女儿健康茁壮成长了，难过的

是这两年来陪孩子的时间太少了。”谈起女儿

来，薛扬话语间有些哽咽。

两年来，薛扬以深抓党建工作强化村“两

委”班子建设为着力点，以强化扶贫项目申报

落实为抓手，以开展扶贫扶智教育为重点，配

合乡党委政府、村“两委”、驻村工作队扎实组

织开展产业扶贫、金融扶贫、教育扶贫、健康扶

贫、兜底扶贫等，增加村集体收入、带动未脱贫

的贫苦户稳步增收、未脱贫的贫困户实现脱

贫，通过各类帮扶政策举措落实。截至 2019 年

12 月，乔子头村共脱贫 1 户 2 人，未脱贫 1 户 4
人，贫困发生率为 0.9%。

“俯首甘为孺子牛”，薛扬用实际行动诠释

了一个党员的初心本色，用真情换来了老百姓

对他的信任。

爱国情爱国情爱国情爱国情爱国情爱国情爱国情爱国情爱国情爱国情爱国情爱国情爱国情爱国情爱国情爱国情爱国情爱国情爱国情爱国情爱国情爱国情爱国情爱国情爱国情爱国情爱国情爱国情爱国情爱国情爱国情 奋斗者奋斗者奋斗者奋斗者奋斗者奋斗者奋斗者奋斗者奋斗者奋斗者奋斗者奋斗者奋斗者奋斗者奋斗者奋斗者奋斗者奋斗者奋斗者奋斗者奋斗者奋斗者奋斗者奋斗者奋斗者奋斗者奋斗者奋斗者奋斗者奋斗者奋斗者

政教专刊部主办 组版：康涌波 责编：冯海砚 校对：白昕怡 电子信箱：llrbzhjb@163.com 3政教专刊2020年1月10日 星期五

——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弘扬吕梁精神弘扬吕梁精神 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

扶贫路上的孺子牛
——记吕梁市农经局驻石楼县裴沟乡乔子头村第一书记薛扬

□ 本报记者 王洋

写写特特

文水县南庄镇温云村、信贤村是文水县

检察院驻村帮扶点。两村共有 40户 83人建

档立卡贫困户。文水县检察院为圆满完成

精准帮扶任务，在选派好第一书记、配齐配

强 6 名干警专职驻村扶贫的同时，又抽出 25
名党员干警与贫困户“一对一”结对帮扶。

2019年 12月 13日上午九时多，该院党组

成员、驻检察院纪检监察组长张建华接到帮

扶对象闫某英的求助电话，寥寥数语，已明来

电用意。闫某英是温云村一建档立卡贫困

户，丈夫因患萎缩性胃炎进行了食道切除手

术，花费 6000多元。由于异地就医，再加上不

了解相关政策，闫某英只报销了 2200 余元。

沉重的医药费让本就贫困的家庭雪上加霜。

得知情况后，张建华会同驻村工作队员

认真研究了医疗保障政策，并与县医保、保险

等相关部门沟通，最终为闫某英一家报销了

剩余的 3700余元医药费，大大减轻了其经济

负担。

最是情怀动人心，最是担当显初心。自

扶贫工作开展以来，文水县检察院始终心系

贫困家庭，聚焦贫困户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

针对其实际情况精准帮扶，切实解决好群众

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等“急难愁盼”问

题，以实际成效不断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的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浓浓关怀见真情
□ 武晓欢 田建秀

本报讯 为进一步推广“一网通一次办”交通违

法教育平台的“学法免分”新举措，切实提高广大驾

驶人的知晓率和使用率，近日，交口县交警大队宣教

民警携手该大队温泉中队民警走进辖区货运车队，

面对面推广“交通违法学习教育平台”，引导驾驶人

了解、注册、使用该平台。

该大队派出民警走进企业向驾驶人讲解“学法

免分”的好处及重要意义，告诉大家“学法免分”这一

举措是“一网通一次办”最新推出的利民措施，机动

车驾驶人足不出户，就可以通过平台参加道路交通

安全法律法规及相关知识考试而获得相应积分，这

些积分可以抵扣本人交通违法记分，在一个记分周

期内最高可免 6分，既减少了时间成本，又提高了交

通违法行为的处理效率。

民警还手把手协助驾驶人进行操作，向大家讲述

操作流程及考试规则，在教会每一位驾驶人后，民警都

会叮嘱大家，考试免分不是目的，通过答题，用积分抵

分，主动学习道路交通知识，提高交通安全意识，从而

减少违法行为的发生，把安全牢记心中才是学习初衷，

要安全文明行车，争取少扣分，不扣分。 （张晓琴）

2019 年 8 月至 10 月，吕梁交警支队开展了为期

三个月的电动自行车、摩托车佩戴安全头盔集中整

治行动，市民的安全意识大大提高。图为该支队直

属一大队协警李枫正在劝导电动自行车驾驶者佩

戴安全头盔。 记者 白丹 摄

吕梁交警全警动员冲刺
冬季交通安全攻坚行动

本报讯 近日，吕梁交警支队召开全市公安交警

冬季交通安全攻坚行动推进会，要求全市民警和辅

警拾遗补缺，固强补弱，全力以赴冲刺冬季交通安全

攻坚行动。

一是加大源头风险隐患“清零”力度，确保隐患

数据降下来，杜绝隐患车辆上路行驶。二是重点查

处重点车辆和重点违法行为。要求查处力度薄弱的

大队要抽调警力集中在农村公路上，加大对这类交

通违法的查处力度，进一步挤压农村地区违法存量，

进一步细化任务量，每天通报，确保实现新突破。三

是重点加强动态监控执法。要进一步加强“两客一

危一货”疲劳驾驶、危化品运输车不按规定时间行

驶、危化品运输车不按规定线路行驶违法行为的查

处力度，准确掌握此类重点车辆的行驶动态，确保得

到有效监管。四是进一步提升重要部位卡口运行质

量检测。每天巡检联网设备的运行状态，加强设备

的维护保障工作，确保全市重点卡口运行质量有所

提升。五是充分发挥交警执法站作用。全市 25 个

执法站全部启动，进一步打造交通防控体系，为打击

交通违法增添新助力。六是强化隐患车辆上路行驶

查处工作。对全市被通报仍有行驶轨迹的重型货车

隐患车辆，要认真分析研判和布控，组织专人进行拦

截查扣。七是精准打击假套牌车辆。要认真分析假

套牌汽车、假套牌摩托车的行驶轨迹，及时进行拦截

和查扣。八是依托防控体系拦截检查重点客车。做

到对大客车、卧铺客车、“营转非”大客车这三类重点

客车逢车必检，避免出现因预警延迟造成漏检、漏查

的情况。 （陈宏伟）

交城县交警大队源头
管控保障道路安全畅通

本报讯 近日，交城县交警大队始终把源头管控

牢牢抓在手上，确保道路安全畅通。

一是组织基层中队和宣传民警在路面对过往

“两客一危一货”车辆散发《致客货车驾驶人亲属的一

封信》《货车车辆安全行驶提示卡》，现场讲解冬季行

车安全知识。二是组织基层科室和宣传民警深入辖区

重点运输企业，召开交通安全例会，对驾驶人进行“面

对面”教育，并现场进行毒驾尿检。截至 2019年 12月

18日，共散发资料 3000份，检查重点车辆 380辆（含

过境），召开安全例会 4次，尿检驾驶人 86人。

该大队双管齐下，形成浓厚的交通安全宣传舆

论氛围，为消除隐患、预防事故、安全行车奠定了坚

实基础。 （张伟）

交口交警进企业推广
“交通违法学习教育平台”

新年第一天，当人们合家团聚尽享假

日休息的快乐时，山西省汾阳医院的帮扶

党员干部却牵挂着医院的驻村帮扶点——

石楼县灵泉镇薛家垣村的全体村民。1 月 1
日一大早，该院党委书记郭任维、副院长郭

建平带着扶贫队员们顶着凛冽寒风来到薛

家垣村，一路上，他们脸上洋溢着幸福：“特

殊的新年，我们回村过元旦去，回去看乡亲

们。”

一进村，大家来到养殖农场、贫困户家

中，了解养殖业收入情况，并与乡亲们亲切

交谈，了解他们生产生活及身体健康情况，

听取他们的所思所盼，并为全村每户人家送

去白面、大米、春联，带去新年的祝福。

当天，虽寒风刺骨，但薛家垣村却暖意

浓浓，每个人露出开心的笑容。

据了解，山西省汾阳医院已连续帮扶薛

家垣村十余年，医院扶贫工作队带领村民发

展特色农业，培育致富产业，倾心倾力改善

基 础 设 施 ，在 他 们 的 扎 实 帮 扶 下 ，该 村 于

2017 年底实现了整村脱贫。虽然村民脱贫

了，但该院一如既往派出驻村第一书记和工

作队员，继续帮扶村民致富奔小康，让脱贫

攻坚成果走得更远、走得更实、走得更好！

本报讯 （见习记者
梁英杰） 近日，晋商银行

吕梁分行帮扶小组赴驻村

帮扶点兴县贺家会乡西吴

家沟村进行入户帮扶并组

织村民开展“扶贫致富我

争先，乡村振兴最光荣”主

题文艺宣传活动。

帮扶小组首先与分行

驻西吴家沟村扶贫工作队

一道进行入户慰问，帮扶

责 任 人 与 贫 困 户 亲 切 交

谈，详细了解他们的生活

状况，询问去年的收成情

况、政策享受情况，并向他

们送上了慰问品。

文艺活动在西吴家沟

“威风锣鼓队”有节奏的鼓

点中拉开了帷幕，现场有

悠扬婉转的二胡独奏；有

幽默风趣但意义深刻的三

句半；有行云流水的太极

拳、太极刀表演，观看演出

的村民们掌声阵阵、气氛活跃。活动现场还设

置了有奖问答环节，将党和国家关于扶贫攻

坚的政策用小知识竞答的形式普及村民，受

到了村民的一致好评。

随后，帮扶小组与驻村工作队进行了座

谈，在听取驻村工作队关于西吴家沟村今年

脱贫攻坚整体开展情况及收尾工作的汇报

后，对工作队付出的辛苦表示感谢。下阶段，

晋商银行吕梁分行仍将积极践行社会责任，

加大对西吴家沟村整村脱贫的扶持力度，让

老百姓真正享受到党的好政策，真正感受到

帮扶的温暖。

晋
商
银
行
吕
梁
分
行
﹃
文
艺

进
村
﹄
暖
了
贫
困
户
的
心

带着白面带着白面、、大米大米、、春联等慰问品春联等慰问品，，新年第一天新年第一天，，山西省汾阳医院帮扶党员干部山西省汾阳医院帮扶党员干部————

情系贫困户情系贫困户 慰问暖人心慰问暖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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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月 4日，山西省卫生经济学会、山

西省基层卫生学科建设专家委员会、山西省健

康促进与教育专业委员会，联合组织专家在汾

阳安康医院开展“卫生下乡送健康”活动。

近年来，糖尿病、高血压、肿瘤、心脑血管疾

病已成为威胁居民健康的高发病，普及慢性病

防治知识，开展健康教育，是提高公民健康素养

水平的重要工作。为提高基层慢性病防治水平

和居民慢性病自我管理能力，普及健康知识，引

导居民养成科学健康的生活方式。来自省城 5
所医院的专家们以“专业力量，惠众健康”为主

题，分别作了保护心脑立即行动、糖尿病视网膜

病变防治、肿瘤早期筛查、糖尿病肾病防治、健康

促进法规的解读、幽门螺旋杆菌感染预防与治

疗的医学科普和健康知识讲座。专家们从各自

的专业和不同的角度，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形

象生动的比喻，赢得了参会人员的赞誉。活动

现场，前来咨询的居民和患者络绎不绝，专家们

为 50多名患者做了检查诊断并提出治疗建议。

这次活动，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三服务”的生动体现，对基层医务人员有效开

展慢性病防治和规范公共卫生服务管理起到了

积极的推进作用。当天，汾阳市基层医务人员、社

区居民、患者和家属 200余人参加活动。（魏琦）

卫生下乡送健康 专家义诊惠民生

省城医疗专家在汾阳安康医院作健康知识讲座

1 月 7 日，海南临高博厚镇 1600 多亩的凤

梨释迦扶贫基地，去年 1 月种下的一株株凤梨

释迦树苗已长成一丛丛小果树，漫山遍野呈现

行行绿意。“现在释迦的市场价达每斤十五六

元，而且还不容易买到，只要种出来好果，就不

愁销售。”海南兴国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种植部

负责人张金峰说，“这片凤梨释迦产业基地，我

们已经投入了 8000多万元。”

这个热带高效农业基地也是临高县的产

业扶贫示范基地之一。海南兴国实业公司在

临高博厚镇、皇桐镇和南宝镇，建有 6000 多亩

的 3 个农业基地，种植凤梨释迦和火龙果等。

从 2017年至 2019年，这 3个基地接纳了临高博

厚镇、皇桐镇、南宝镇、临城镇、东英镇、调楼

镇、多文镇、波莲镇等 8 个乡镇 8717 户贫困户

9795.08万元扶贫资金，除了每年按时间节点固

定给贫困户分红 10%，公司还按照“产业拉动、

培训牵动、就业带动”的思路，创新推行了“产

业扶贫项目基地+贫困户技能培训+扶贫工场”

的“三位一体”的模式，联动推进产业扶贫。

“临高产业扶贫资金投入的项目都是新兴

的热带高效农业项目，在三年时间内都属于项

目的建设期，不会有产出，3年内我们用于担保

支付贫困户分红的保障是我们总公司乐东火

龙果基地的效益。”张金峰说。

截至 2019 年 11 月 30 日，兴国公司已向上

述 8717 户贫困户 32332 人支付了分红 895.52
万元。

6000多亩新兴产业扶贫基地，需要大量用

工。在博厚凤梨释迦基地，兴国公司建有培训

基地，2019年共进行了 5期培训，培训了 500多

人次的贫困户农民工，主要教授释迦种植技

术。贫困户掌握了种植技术，愿意在自家地里

种植的，公司会提供种苗和技术服务，并负责

果品销售。

企 业 还 在 田 间 地 头 建 立 起 了“ 扶 贫 工

场”。“目前，我们一线产业扶贫项目直接为农

民工提供了 270 个固定就业岗位，临时用工一

天少的时候三四十人，多时能达到数百人。”张

金峰说。

据了解，仅在 2019 年，兴国公司就吸纳了

劳动力约 8000 人次，发放农民工工资达 1015
万元。

“三位一体”的产业创新扶贫模式已成为

临高产业扶贫的特色。临高县扶贫办主任王

赵未告诉海南日报记者，临高县在产业扶贫

中，坚持龙头企业带动、优势产业拉动、合作社

牵动、贫困户联动的思路，在市场化、组织化和

规模化发展上谋思路，培育壮大了兴国凤梨释

迦基地、天地人热带水果种植和海丰深水网箱

养殖等一批规模化产业扶贫基地，并在规模化

产业扶贫基地大力打造“产业扶贫基地+农民

技术培训学校+扶贫工场”的产业扶贫模式，将

贫困群众培养成为产业工人、技术工人，既拓

宽了贫困群众的收入渠道，又发挥了产业基地

的辐射带动作用，增加了贫困群众的“造血”能

力。 张惠宁

海南临高扶贫“三位一体”带来“一举三得”

鉴鉴借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