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4 月 10 日，中

阳县组织收听收看全国安全

生产电视电话会议。中阳县

委副书记、政府县长田安

平，副县长翟贺平、姚文

郁、李海斌、刘小强、田原

等县领导及县直各有关部

门，各乡镇及企业负责人在

中阳县分会场收听收看了会

议。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克强总

理批示精神，通报了去年以

来的安全生产情况，并就统

筹做好当前复工复产安全防

范工作、扎实开展全国安全

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作出

部署。

会议要求，要深入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

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

李克强总理批示要求，严格

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抓实

抓细复工复产安全防范工

作。要围绕从根本上消除事

故隐患，在全国深入开展安

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

要强化组织领导，把解决问

题、推动企业主体责任落实

作为整治的关键，进一步完

善安全生产执法体系，提升

基础保障能力，加强应急处

置，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营造稳定

的安全生产环境。

全国视频会议结束后，

全省、全市相继召开会议，

就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部署。

在 收 听 收 看 全 国 、 全

省、全市安全生产电视电话

会议之后，中阳县立即召开

会议，就贯彻落实全国全省

全市会议精神、做好全县安全生产工作作出

部署。田安平强调，一要认真领会好国务院

和省市的安委会议精神，继续高度重视安全

生产，要增加安全生产的意识；二要认真排

查隐患，建设安全生产的责任。县级部门、

各乡镇要围绕辖区、围绕部门安全生产，认

真摸查调研；三要抓好突出短板的安全生产

工作，特别是煤矿、道路交通、地质灾害、

森林防火的安全生产工作；四是发现安全生

产存在的问题，一定要以安全生产为前提，

处罚处理到位。推动全县安全生产形势持续

稳定好转，为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营造良好安全环境。

（朱宏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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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杨林生，今年 58 岁，是中

阳县弓阳村建档立卡贫困户。在政

府的扶贫政策下，全家人搬进了弓

阳新村，村里给我安排了工作，有

了稳定收入，2018 年我家被评定为

县级文明户，我们的日子真是越过

越红火！

早些年，我被检查出遗传性肺

炎，因此花了不少钱。前几年经济形

势不太好，钱不好挣，我们的生活就

更加拮据。2013 年，我成为了弓阳

村建档立卡贫困户。

政府扶贫工作刚展开时，村里的

拆迁工作是一块比较难啃的硬骨头，

大部分村民的思想工作都很难做。村

委给我讲了政府的扶贫政策，我一

听，这样的政策对于我来说是一件再

好不过的事情了。于是，我积极配合

村委的各项工作，首先就是把自家的

房子交了出去，我们家成为了村里第

一家拆迁户。拆迁后，全家人搬进了

弓阳新村，新房两室一厅，十分敞

亮，从此，80 平方米的房子成了我

们的新家。搬进新房一段时间后，村

里又给我安排了一份公益性岗位的工

作，包括打扫卫生、送水，一个月能

挣 500块钱。

后来，家里养了 7头牛，去年卖

了几头牛犊，挣了小两万块钱，这可

是实实在在能看得见、摸得着的钱，

我们全家人都高兴得不亦乐乎！记得

刚养牛的时候，村里还没有拆迁，当

时各种设施都不齐全，各类条件都不

到位，养牛成了我们村里人的难事

儿。后来搬到新村，养牛却成了村民

收入的主要来源。政府帮助村民修缮

牛棚，为村民解决养牛过程中遇到的

难事，到了今年，不管是养牛的条件

还是技术，都比往日提高很多，我们

以后的日子越来越有奔头了。

去年冬天，村里又把我安排在上

顶山做管护员，主要工作就是给人们

做进出入登记，防止人们打猎焚火，

一个月能挣 1500 块，同时也为保护

上顶山生态环境贡献了一份力量。除

此之外，我还在村里打零工，木耳大

棚建立以后，就过去帮忙采摘木耳、

打扫卫生，也能挣几百块钱。如今一

年的总收入能达到三到四万，这样好

的生活，在过去我想都不敢想，这都

归功于政府的好政策呐。

现在我们摘了贫穷的帽子，我和

我爱人的生活有了基本保障，再也不

用过以前拮据的生活。儿子和儿媳都

在北京打工，小孙子在家由我们照

应，每天一睁眼，就能听到小孙子的

欢声笑语，我的心头就像抹了蜜一样

的甜。

作为政府扶贫政策的受益人，我

最想说的是，不怕穷和苦，就怕懒和

馋。党的脱贫政策好，不仅能解决人

们住房问题，还能分配工作，保障人

们基本生活。只要我们有脱贫的信心

和决心，不畏辛劳，艰苦奋斗，就能

摘掉贫困的帽子，找到一条属于自己

的小康路。

杨林生杨林生：：不怕穷和苦不怕穷和苦 勤劳能致富勤劳能致富
讲述人：杨林生（中阳县弓阳村贫困户） 记录人：胡晓晨

本报讯 4月 13日下午，中

阳县委书记赵沂 先后来到盛

林、耀生两家扶贫攻坚造林专

业合作社进行专题调研。政

府副县长姚文郁以及县林业

局 等 相 关 单 位 负 责 人 陪 同 。

在详细了解全县植树造林现

状、遇到的问题以及合作社组

建、人员构成、运营模式、业务

量、技术支撑、收入等方面的

情况后，赵沂 强调，要以高度

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牢固

树立和自觉践行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理念，加强生态保

护 和 修 复 ，扩 大 城 乡 绿 色 空

间。同时，扶贫攻坚造林专业

合作社是当前精准扶贫的重

要手段，是贫困人员最直接最

有效的脱贫方式，各部门要共

同探讨研究其发展模式和机

制体制，为扶贫攻坚造林专业

合作社发展提供便利。他勉

励全县林业人发扬先辈精神，

继 续 拧 成 一 股 绳 、铆 足 一 股

劲 ，久 久 为 功 ，走 出“ 一 个 战

场”打赢脱贫攻坚和生态治理

“两场战役”的“中阳之路”。

（张旭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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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中阳县委书记赵沂 在盛林扶贫攻坚造林专业合作

社进行调研。 张旭峰 摄

虽 然 清 明 已 过 ， 漫 山 遍 野 的 树 冠 返

绿，但海拔较高的中阳县车鸣峪乡弓阳村

仍显萧索。从县城出发时的中雨到弓阳时

已成鹅毛大雪。脱贫户张三亮家不大的窑

洞里温暖如春，而屋外白雪皑皑，寒气袭

人。冒雪而来的中阳县委书记赵沂 看着墙

壁上挂着的全家福仔细询问起张三亮家庭

人员构成及基本情况，同他一起算收入支

出账，详细了解巩固提升脱贫成果政策的

成效。

4月 10日，到任仅三天的县委书记赵沂

第一次下乡调研就选择了弓阳村。2017
年底与全县同步脱贫的弓阳村位于中阳县

最南端，距离县城 35 公里，全年无霜期只

有 90 天左右。村民们靠种植短期农作物、

养牛以及打零工为生，是历届领导最牵挂

的村子。

“家里几口人？平日里主要做什么营

生？种有几亩地？主要种些什么？去年的

收入多少？安全饮水有保障吗？多长时间

吃一次肉……”赵沂 问得非常详细。“家里

一共五口人，孩子们刚毕业，和我一样在外

面打零工，去年种了五亩玉米，还没卖，饮水

是自来水，几乎没停过。”张三亮笑着一一作

答。当听说他对去年的各项收入还不是很

清楚，赵沂 叮嘱帮扶人员要列好清单，宣传

到位，让贫困户心中有数。而当听说张三亮

一家享受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在县城拥有一

套商品房时，赵沂 高兴地笑起来，问道：“今

年有啥打算，对年底的脱贫攻坚交总账有没

有信心？”“近两年乡里发展不错，建起了不

少农业企业，打工机会不少，我想还是一边

打工，一边种地，脱贫不成问题。”张三亮大

声地回答。

从张三亮家

出来，赵沂 走

进驻村帮扶工作

队员的住处认真

查看了他们的居

住环境、就餐条

件，询问他们的

工作情况。当他

拉开冰箱发现里

面存储的东西不

多，就叮咛乡村

两级一定要保障

好驻村工作队员

的吃住行，同时

他勉励工作队员

继 续 扎 实 工 作 ，

为贫困群众排忧

解难。

离开弓阳村

时 ，大 雪 依 旧 纷

纷扬扬，路两边的树银装素裹，分外妖娆，空

气凛冽而清新。赵沂 又来到距离弓阳村十

几里地、地理环境和气候及村民生产生活

方式极为相似的关上村，踩着没过脚脖的

雪走进了脱贫户梁育根的家。窑洞面积不

大，拾掇得干净整洁。55 岁的老梁刚从外

面回来，浑身湿漉漉的。他告诉赵沂 自己

就老两口，该享受的各项扶贫政策全部享

受，已经脱贫。去年县里为了巩固脱贫成

果推广黑木耳产业，自己组织 10 户贫困户

成立了合作社，种植了 9万棒地栽木耳，生

产了近 10000 斤黑木耳，收入不错。“那你

的黑木耳全销售出去了吗？有什么销售渠

道 ？ 都 销 往 哪 里 ？ 平 均 一 斤 能 卖 到 多 少

钱？”赵沂 仔细问道。“全卖出去了，朋友和

亲 戚 帮 忙 往 湖 南 、湖 北 、广 东 等 地 方 卖 了

4000来斤，剩下的都批发给东北来的木耳贩

子了，算下来平均一斤能卖到 23块左右。”老

梁答道。“黑木耳的销售是个问题，随着产业

规模的大力扩张，产量会很大，咱们必须想

办法帮助大家把黑木耳销售出去，比如在郑

州最大的农产品市场设立专门摊位，这样才

能形成产业链，真正达到巩固脱贫成果，帮

助群众增收致富的目的。”赵沂 告诉现场的

随行人员。

临别时，老梁把大家送到大门口，告

诉赵沂 ：“政府的扶贫政策真叫好，咱自

己也要好好劳动。今年我继续牵头组织了

村里 50 户残疾人贫困户加入黑木耳种植合

作社，为了提高黑木耳产量和质量，准备

建 12 万棒的黑木耳大棚，大干一场，这些

天正忙呢。”“那资金来源怎么解决？”“由

于合作社大部分贫困户都是残疾人，县残

联给了 15 万元扶贫款，其余的都是我贷

的。”“好好干，过几天我还要来看你。”赵

沂 笑着说道。

临近中午，雪下的小了点，毕竟春天

了，天气暖和了，人心里也暖和和的。

本报讯 全市组织部长会议召开后，中阳

县委组织部高度重视，迅速行动，认真贯彻落

实会议精神，全面认领组织工作各项重点任

务，坚持问题导向，聚焦中阳组织工作中存在

的问题，精准分析研判，精准谋划施策，为全

年组织工作定思路、寻对策，推动全县组织工

作高质量发展。

聚焦问题，股室分头列清单。结合今年全

省、全市组织部长会议精神和组织工作要点，

由部机关各科室负责，深入查摆在干部队伍建

设、基层组织建设、人才队伍建设和组织部门

自身建设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本着加固底板、

补齐短板的目标，坚持实事求是，以“啃硬骨

头”的精神，着力解决当前组织工作中存在的

问题。经梳理汇总，共查摆到干部队伍建设结

构不优、综合研判常态化机制不健全、党支部

组织生活质量不高、基层党务工作者队伍薄弱

等 4个方面 11条问题，全部列入问题清单。

聚焦问题，集体讨论定措施。部机关各股

室对照问题清单，逐条制定可操作、可落实、

可见效的推进措施，经广泛征求乡镇、县直有

关单位意见，分管部领导审核后，组织部长亲

自主持，召开部机关分管领导、股室负责人参

加的组织工作要点讨论会，逐条分析研判，提

出意见建议，再次修改完善。在全面贯彻落实

全市组织部长会议精神的基础上，将干部教育

培训批次、对象、人数，“双强六好”党组织

创建比例及金张苑、佳境天城两个集中移民安

置社区大党委建设等任务，量化目标、细化抓

手后，列入全县组织工作要点。

聚焦问题，建强队伍抓落实。坚持把加强

组织部门自身建设作为推动全年组织工作落地

落实的重要保障。按照市委组织部“四对四提

升”的工作要求，突出“四个建设”，抓好

“四项制度”，做到“四个一”。“四对四提升”

即对表领会党中央部署要求，对标看齐先进经

验做法，对账盘点业务政策并完善工作机制，

对接联系党员干部人才，着力提升政治能力、

创新能力、业务能力、服务能力。“四个建

设”即政治建设、机制建设、创新建设、作风

建设。“四项制度”即“周二、周四”学习制

度、“三会一课”制度、日报制度、重点工作

月报制度。“四个一”即每个干部每季度进行

一次专题发言，半年撰写一篇理论文章，每年

精读一本理论书籍，记一本学习笔记，着力打

造 能 写 会 说 、 敢 担 当 善 作 为 的 组 工 干 部 队

伍。

（马静 冯新舒）

——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弘扬吕梁精神弘扬吕梁精神 决战完胜脱贫攻坚决战完胜脱贫攻坚

雪中访贫暖民心
□ 文/刘天资 张旭峰

中阳县委组织部：精准聚焦问题 谋划全年工作

图为中阳县委书记赵沂 一行冒雪前往车鸣峪乡弓阳村访问贫困户。 张旭峰 摄

图为中阳县委书记赵沂 查看扶贫工作队工作资料。 张旭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