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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节那天，临县丛罗峪镇刘家山

村党支部书记刘成亮起了个大早，在自

家院子里踅摸转悠几分钟后，担着水桶、

扛着铁锹出了门，急匆匆地赶往马桃岭

山上……刘家山村每年惯例性的集体植

树活动拉开序幕。

按前几年的惯例，刘家山清明节植

树活动是村干部义务植树、群众自愿参

加。今年植树的地点定在马桃岭，议好

六点半在地头集合。六点半左右，村委

会副主任刘青贵、会计刘春明、护林员刘

元兴、村民刘熙儿等 14人，陆续按时到了

马桃岭山上。

村集体经济拮据，刘成亮自掏腰包

从运城买回 300 株树苗。在栽什么树种

上，他与好多人商量过，最后议定了“柏

常绿、花常开、桃李满天下”的议题。他

订购了杏树 100株、桃树 100株、花树 100
株，加上原来种下的柏树，马桃岭就成了

村民眼里的好地方。

刘家山村是传统的产枣村，枣林地

占到耕地的 80%，有 1840 亩。村“两委”

班子团结和谐，民风淳朴厚道。近几年，

村里步入发展快车道，特别是去年临县

县委组织部驻村帮扶以来，村级党组织

凝聚力战斗力明显增强，维修了村组织

活动阵地，集体学习也常态规范化，新增

了饮水点，环境综合整治也走在全县前

列。

马桃岭是村里的一座高山，没有自

来水，从山下到山上只有羊肠小道，栽

树用水要靠人肩挑上去，植树比较困

难，但越是这样的地方，植树越发迫

切。在植树现场，挖坑的挖坑，挑水的

挑水，搬树苗的搬树苗，大家热火朝天

地干了起来。

干起活来时间过得飞快，活动一直

持续到下午一点多，100 棵树种好了、浇

好了，大家也有些饥肠辘辘了，但村民们

看着亲手种植的树苗在春风吹拂下飘

逸，相顾欢欣，脸上露出了幸福的微笑。

另外的 200 棵树，接下来继续栽种，在刘

家山村村民看来，这样的植“绿”活动实

在是做在了老百姓的心坎上，一个绿树

环绕、古朴灵秀、乡风文明的刘家山才是

他们心中真正的幸福家园。

刘家山植“绿”记
□ 雒晓利 刘云翔

讲述人：郭宏杰（交口县回龙乡回

龙村建档立卡脱贫户）

记录人：本报记者 刘少伟
通 讯 员 任建伟

我叫郭宏杰，今年 35 岁，家里 3 口

人，曾是交口县回龙乡回龙村建档立卡

贫困户。父亲患脑血栓，母亲在 2013年

去世。由于村里地少，家里穷没有上过

学，身体残疾的我一直靠在外打工过

活。2014年我家被识别为贫困户。

为了照顾生病的父亲，又为了成个

家，2014年我选择了回乡创业。可回来

后做什么？这确实难倒了我，由于腿部

残疾，走路趔趔趄趄，没有企业愿意雇

我。这时，驻村工作队的干部和村支书

找上了门，主动和我拉家常并给我讲解

国家扶贫政策。他们结合我在外打工

的经历以及自身身体状况，帮我在乡里

开起了粮油百货门店。渐渐地我家的

日子有了起色。

门 店 刚 开 业 ，由 于 没 有 经 验 和 熟

人，店里的顾客少得可怜。村支书主动

上门购买，带动村里人帮我销售，遇到

了问题都主动帮我联络同行教我怎么

处理，慢慢地店里的生意走上了正轨，

如果不是他们或许我还要摸索好久才

能正常经营，对我的帮助真是太大了！

由于我是一个残疾人，从小到大，

大家都以异样的眼光看着我，但我从来

没有一点自卑。如果连自己都看不起

自己，还会有谁看得起呢？在太原打工

时，为了补贴家用，我每天打三份工，从

没有觉得有多苦。开起粮油百货门店

后，为了多赚点钱，我主动提出为顾客

上门服务，送米面油等。当时，大家都

笑话我，说一个瘸子爬楼都费劲，更别

说扛一袋面上楼了。但我用自己的实

际行动向大家证明，身残也能干成事，

现在大家见了我眼光都变了。

2017年，因为家里窑洞破烂不堪，存

在安全隐患，符合国家危房改造条件，我

利用国家补贴 1.4万元对房屋进行了改

造 ，结 束 了 我 家 在 外 租 房 住 的 日 子 。

2019年，村里成立了养羊合作社，我又入

了股。现在我不仅享受国家医疗、养老

好政策，合作社每年还能有 2000元左右

的分红。

由于我勤劳踏实肯干，又有一股从

不服输的劲头，左邻右舍纷纷开始给我

介绍对象，2018年我娶了媳妇。媳妇还

是高中毕业嘞。2019年生了一个女儿，

日子越过越红火。现在我每月收入基

本保持在四千元左右，比起当初打工到

处受排挤实在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为了感谢党和政府关怀，在今年防

疫期间，我还主动为防疫工作者捐赠“水

神头”山泉水，以尽我的绵薄之力。

以前是单打独斗，现在有党和国家

的好政策以及村集体做后盾。今后，我

打算把门店经营好，并逐步探索通过抖

音、快手等平台带货，将咱这里的“晋香

娇小米”“手工挂面”“交口香菇”等农特

产品销往全国各地。

讲述人：白福才（柳林县高家沟乡

白家塔村农民）

记录人：李璐

我叫白福才，今年 49 岁，是柳林县

高家沟乡白家塔村地地道道的一位农

民，全家五口人。我们村是一个纯农业

村，这里的老百姓一直过着靠山吃山、

靠水吃水的生活。随着村里大部分青

壮劳力外出打工挣钱，我也卷起铺盖去

了山东。

2018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打破

了我原本平静的生活。那天，突然感觉

胸口疼痛，直不起来腰，不能动弹。在

亲朋好友的劝说下，回来经过在吕梁市

人民医院检查，诊断为心肌梗死、糖尿

病、高血压。

犹如晴天霹雳，我顿时陷入困顿之

中。危难时刻，是县里驻我们村的工作

队员和帮扶我的责任人挽救了我。他

们上门给我讲解建档立卡贫困户相关

的医疗报销制度，并进行心理疏导，帮

助我恢复信心，重拾对生活的勇气和希

望。

那时，因为生病，把所有的积蓄都

花完不说，还欠了一屁股债。后来，看

病的钱基本上百分之百的给报销了，我

的负担减轻了，要不然身体垮了，钱也

花了，就真的是走投无路了。

病虽然稳住了，但从那以后，需要

经常吃药维持，又不能和以前一样外出

打工赚钱，心里挺不是滋味，再说几个

孩子都在上学，正是用钱的时候，我心

里怎么能不着急呢。就在此时，村里的

专业合作社制定了发展规划，鼓励大家

发展种植业。为此扶贫工作队的同志

们多次上门动员我，让我承包一个大

棚，说他们会给我进行技术指导。

原来村里对 2013 亩土地进行了统

一流转，因地制宜发展了花卉产业、山

地西红柿产业、旱地西甜瓜产业和红

枣、核桃林管护产业，引导农户参与现

代农业生产经营，提高收入。

在大家的鼓励下，我承包了其中一

亩地的种植管理，料理菊花。如今，我

再也不用外出打工，在家门口就实现了

就业，还能抽时间料理自家的田地，偶

尔还能在村里做做帮工，增加收入。

最主要的是，我的 3 个孩子也都如

愿上了大学，都享受着政府的各项优惠

政策。现在，我家的生活如芝麻开花节

节高啊！

郭宏杰郭宏杰：：家贫身残志不穷家贫身残志不穷 勤劳肯干奔富路勤劳肯干奔富路

白福才白福才：：脱贫攻坚受惠者脱贫攻坚受惠者 特色种植致富人特色种植致富人

近年来，吕梁充分利用红色资源优

势，全方位加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国

防教育和双拥工作，打造具有吕梁特色

的双拥共建工作品牌。自 2019 年成功

创建省级双拥模范城以来，吕梁正乘势

而上积极创建全国双拥模范城。目前，

双拥街、双拥主题公园、双拥广场、双拥

展馆等建设成果成效显著。

记者 刘亮亮 摄

军民鱼水一家人
共创双拥模范城拥模范城

本报讯 今年，方山县委、县政府立

足县情实际，认真分析研判，本着“劳务输

出和本地就业两手抓、两不误、两促进”

原则，科学制定“稳、扶、帮”三结合工作

举措，坚持“点对点”精准服务，积极推进

全县贫困劳动力就业稳岗工作，确保了

疫情防控期间“就业服务不打烊”。截至

目前，全县外出务工贫困劳动力达到

16126 人，同比增长 0.05%，其中省外

2524人，省内县外5725人，县内7877人。

坚持“稳”的方向，落实援企稳岗服

务政策。今年，方山县加大失业保险稳

岗返还力度，放宽中小微企业裁员率，

按实际情况实施失业保险应急稳岗返

还金。同时，广泛宣传稳岗补贴政策，

积极引导符合条件的企业进行申报，目

前已有 2户符合条件企业进行了申报。

用好“扶”的措施，做好返岗复工服

务工作。该县组织专人分赴全县 7 个

乡镇对“点对点”返岗复工、吕梁山护工

就业、农民工求职等情况开展调研，发

动驻村帮扶“三支力量”，掌握务工意愿

和就业服务需求。针对农民工等人员

流动特点，及时通过媒体渠道发布预防

知识，指导劳动者做好居家隔离和返岗

务工的相关防护。大力宣讲就业促进

政策，帮助各类用人单位、劳动力就业

载体和无法外出劳动力知晓政策、运用

政策，实时掌握就业供需关系，灵活实

现稳定就业。在此基础上，农业农村、

畜牧、人社、妇联、团委等部门充分利用

疫情居家和冬春农闲时间，依托部门优

势，积极开展各类技能培训，全力以赴

为无法外出劳动力提供技能支撑。目

前已输送贫困劳动力 97名到“209国道

改线工程”务工，19名至企业复工，122
名扶贫车间复工。

完善“帮”的机制，“六个一批”解决

就业难题。本着“拓渠道、强就业”的原

则，该县采用帮助招录一批、鼓励吸纳

一批、项目消化一批、扶持带动一批、公

益安置一批、扶贫保障一批“六个一批”

的模式，积极推进无法外出劳动力实现

稳定就业。目前，通过线上招聘共有 11
家 用 人 单 位 提 供 了 近 400 个 就 业 岗

位；通过和驻地 28个重点企业沟通，解

决 62 名贫困劳动力就业；通过县域项

目建设解决 1000 余人贫困劳动力务

工；通过一批临时公益性岗位托底安置

79人；利用光伏资金开发公益性岗位安

置 1760人；5个扶贫车间解决了 122余

名农村贫困妇女的就业问题。

与此同时，还为懂技术懂市场的

贫困劳动力提供线上创业培训、创业

服务和各类人社补贴支持。目前，与

三家培训机构初步达成口头协议，摸

清农村贫困劳动力培训需求底数，设

定了适合县域经济发展的培训工种，

配置线上实用培训课程课时，在疫情

结束后开始实施。 （肖继旺 王强）

“稳扶帮”相结合“点对点”搞服务

方山多措并举确保贫困
劳动力外出务工就业

2019年 9月 24日，市妇联贫困妇女就业技能（保洁师）

培训班在离石区贝亲职业培训学校开班。

2019 年 10 月 23 日，市妇联举办的贫困地区妇女就业

技能岚县培训班开班，30名岚县贫困妇女经过为期 7天的

学习和培训，圆满完成了此次培训任务。

……

为了帮助贫困妇女摆脱贫困，特别是一些无法外出务

工的“陪读妈妈”就近就地实现就业，市妇联充分发挥联系、

服务、引领妇女的工作优势，对全市就业市场进行了分析研

讨，选取了家政保洁师作为贫困妇女就业技能培训的主要

项目。截至目前，相继在离石和六个国定贫困县分批举行

了 7期培训班，累计培训学员 210名，实现就业 185名，就业

率达 88%，人均增收 4000元。

免费培训，帮助贫困妇女掌握一技之长

“看见走出去的护工挣了钱，我也羡慕，只是家中有个

小孩上学，还得按时按点做饭。如果能一边照顾小孩，一边

利用空闲时间挣点钱补贴家用就好了。”在对贫困妇女就业

技能培训需求进行调研的时候，经常会听到这样的声音。

妇女有需求，妇联有行动。按照家政服务业提质扩容

要求，结合当地吕梁山护工培训优势，市妇联最终选取保洁

师技能培训作为突破口，以此来帮助那些需要照顾孩子而

无法外出务工的“陪读妈妈”们。

2019年 9月 24日，第一期培训在离石区贝亲职业培训

学校正式开班。市妇联主席高凤在开班仪式上说：“针对城

中村陪读妈妈举办就业门槛低、工作时间相对灵活的保洁

师培训，是强力促改、主动求新，把引领联系服务妇女主阵

地沉到基层，把娘家人服务送到身边的具体举措。”

为使培训成效最大化，培训班每期 7 天，招收学员 30
名，市妇联聘请了专业讲师团队，配备专业保洁工具箱，制

定高标准精细化培训方案，实行“集中授课、现场实操、严格

考核”三段式管理，确保每位学员都能通过专业的理论学习

和实操实训，扎扎实实掌握保洁师技能。

今年春节前后，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打乱了

人们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市妇联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

同时，还组织了“居家防疫、网上学技”活动，特别对前期参

加过保洁师培训的学员及时进行“回炉”培训，保证学员常

干常学、常学常干。

家门口“上岗”，实现贫困妇女就地就近就业

“陪读妈妈”是一个独特的女性群体，她们有的进城陪读成为城市新“移

民”，有的留驻农村陪读成为“留守妇女”。吕梁很多“陪读妈妈”通过市妇联组

织的培训实现了就业。

郑力是石楼县一名普通保洁员，因为没有系统地掌握专业技能，此前六年，

她走了很多弯路。她非常感谢市妇联精心安排的保洁师培训，为贫困妇女脱贫

致富、创造幸福美好生活打下了坚实基础。

技术学到手，就业家门口。技术掌握了，如何让这些“陪读妈妈”实现家门

口签约上岗？市妇联通过多形式宣传、邀请实训参与、组织现场签约等形式，联

系当地家政服务公司，实现了就业供需精准对接。

38岁的高成梅是临县招贤镇人，只有小学文化的她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村

妇女。一心想改变生存状态的高成梅 2018年参加了吕梁山护工培训，培训结业

后却因为家庭原因，无法外出务工。 （下转2版）

图为郭宏杰在自己的粮油百货门店忙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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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李雅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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