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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千亿产业培育工程，持续推

动项目建设大会战，持续深化重点领

域改革……新的一年，我市将牢牢抓

住战略机遇期，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

基调，全面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不断

激发高质量转型发展活力，坚定走高

质量跨越式发展之路。

市人大代表、临县克虎镇党委书

记薛增平说，吕梁市黄河一号旅游公

路的开通让沿黄旅游产业成为沿黄乡

镇人民的脱贫路、小康路、振兴路，对

进一步加快黄河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

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为更好地推

进沿黄旅游产业发展，薛增平建议，下

一步要在乡村道路、信号网络覆盖等

方面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更多地向沿黄

乡村倾斜，为沿黄旅游产业发展奠定

基础。要充分抓住沿黄旅游公路建设

的有利机遇，把黄河文化、红枣文化、

生态文化融为一体，高质量发展绿色

经济，打造幸福美丽新家园。

市人大代表赵晓琴认为，过去的一

年里，我市取得的成绩是巨大的，尤其是

在今年是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方面，我市

取得了阶段性胜利，向人民交了一份满

意答卷。她建议，要跳出一煤独大的思

维怪圈，多产业支撑孝义经济发展。要

加大高层次人才引进力度，将人才优势

转化为实施创新驱动开放发展战略优

势，推动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推动

科技成果的转化。要在就业、教育、低

保、养老、医疗卫生等民生领域，进一步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确保人民群众劳有

所得、学有所教、老有所养、病有所医。

围绕特色农业产业发展，市人大

代表陈鸿鹏认为，随着中国逐步进入

老龄化社会，老年人康养产业的市场

空间非常广阔，把特色农业产业与老

年人康养相结合，打造一种体验式乡

村文旅产业，这是未来农业转型发展

的一个重要方向，对于农业经济实现

高质量发展也是很好的推动。

感恩奋进铸豪情,踏浪前行风正

劲。2019年,全市“稳”得风采独具,“进”

得硕果连连。代表委员们坚信，在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

导下，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大

力弘扬“吕梁精神”，锐意进取、担当实

干，就一定能开创吕梁高质量转型发展

的新局面。

《政府工作报告》提到：项目是

第一要务的重要抓手，是转型发展

的重要推力，是先进生产要素的重

要载体。我们要坚持项目为王、年

年都是转型项目建设年，不断强化

高质量发展的项目支撑。

“吕梁需要大项目、好项目。没

有项目，转型发展就是一句空话。”

出席两会的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

员们认为，近年来，我市一批批重大

项目、重点工程火热上马、加快建

设，为我市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大动

力和活力，要继续以转型项目建设

年为抓手，充分发挥重大项目的带

动作用，不断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优

化产业结构，把实体经济做强做优，

推动城市高质量转型发展。

重大项目建设捷报连连，让市政

协委员、孝义市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

郭生艾喜上眉梢。他说，推进吕梁高

质量转型发展，最基础、最重要的承载

是项目，特别是需要大项目、好项目。

去年以来，吕梁抢抓政策机遇，增投

入，强后劲，重点项目建设取得了可喜

成绩。郭生艾表示，下一步将充分发

挥发改部门的独特优势，围绕孝义加

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打造现代焦化

产业集群、铝系新材料产业集群、发展

新兴战略产业的目标，抓好项目谋划

储备，帮助本土企业扩大对外交流，深

度参与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促进更多

资本和高端产业项目进入孝义。

市人大代表高云梅说，发展是

第一要务，项目是第一要素。高云

梅建议，在确定上马大项目的同时，

要注重环境保护，吕梁应多上马一

些环保型的重点项目，推动经济社

会实现高质量发展。

市人大代表、交口县县委书记

霍慧文表示，下一步，交口将加强贯

彻落实，树立争先进位意识，把握战

略 机 遇 期 。 全 力 打 好“ 三 大 攻 坚

战”，补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短板；

全力稳增长、抓工业、扩投资、促项

目，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抓好产

业转型升级，推动煤焦铁铝等产业

高质量发展；发展现代农业，延伸产

业链条，着力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

发展，构建特色农业产业体系；优化

营商环境，激发民营经济潜力和各

类市场主体活力，确保市委、市政府

各项决策部署在交口落地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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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地区生产总值完成全年地区生产总值完成15121512..11亿元亿元，，增长增长55..77%%，，总量再创历史新高总量再创历史新高；；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完成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完成963963..22亿元亿元，，总量连续三年保持全省第一总量连续三年保持全省第一；；固定资产投资完成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523523..33亿元亿元，，增幅全省第二增幅全省第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77..77%%，，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66..88%%、、1010..33%%……省政府……省政府‘‘八件民生实事八件民生实事’’圆满完成……圆满完成……””

““从报告不难看出从报告不难看出，，过去的一年过去的一年，，我市牢牢把握省委我市牢牢把握省委‘‘四为四高两同步四为四高两同步’’的总体思路和要求的总体思路和要求，，市委的市委的‘‘12341234’’发展思路发展思路，，苦干实干苦干实干、、砥砺前行砥砺前行，，经济社会发展态势让经济社会发展态势让
人非常振奋人非常振奋。。20202020年目标任务又催人奋进年目标任务又催人奋进，，让我们对做好今年工作充满了信心让我们对做好今年工作充满了信心。”。”对于吕梁的发展成绩对于吕梁的发展成绩，，市人大代表市人大代表、、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孙晋军的话反映了许多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孙晋军的话反映了许多
代表委员的心声代表委员的心声。。

加快发展现代绿色煤化工产业加快发展现代绿色煤化工产业、、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实施一批重大产业转型项目实施一批重大产业转型项目、、全面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全面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代表委员在审议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代表委员在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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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为上既是发展理念又是工作

方法，要以创新思维集聚创新资源、打造

创新生态，主动融入国家战略，全面提升

对外开放水平，加快构建内陆地区对外

开放新高地。”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这段

话，引起了与会人员的深深思考。

市政协常委、中小企业局局长张林

生说，创新是引领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

力。近年来，随着改革不断深化，我市发

展活力十足、动力强劲。据统计，截至

2019年底，全市中小企业总数达到 44897
户，2019 年全市中小企业完成营业收入

1632.67 亿元。但当前我市中小企业还

存在整体规模不大、产业结构不优、创新

驱动不够等问题。尤其是创新驱动方

面，推动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体作

用发挥得还很不够。他建议，要进一步

优化企业创新环境，强化企业创新体系，

提升企业创新素质，充分发挥中小企业

创新主体作用，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

支撑。

听完报告后，市政协委员夏韩卿写

下了自己对创新发展的思考。他认为，

吕梁和沿海发达地区相比，在科技创新

方面存在环境不成熟，创新氛围不浓，创

新领军企业欠缺，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引

进和留用的效率不高等问题。他建议，

要发挥好本地高校在科技创新中的“灯

塔效应”，利用好现有资源，提高我市人

才保障主力军的整体水平；要发挥好企

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主导作用”，建立

科技概念论证机制，走好最先一公里，

为引进好成果提供合理决策依据；同时

要用活政策，结合当地产业特点，加强

对吕梁籍在外人才回流和外地优秀人才

引进的力度，努力达到人才“蜂聚效

应”，并注意加强对人才政策落实力度

的监督，提升案例支撑和可操作性，通过

发挥人才保障主力军的作用，促进我市

经济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刘子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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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全国、全省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深入贯彻市委 1234发展思路

近年来，光伏扶贫产业

在我市全面铺开，迅速成为

挖掘资源秉赋优势，破解产

业匮乏难题的有力抓手，目

前 ，我 市 建 成 村 级 电 站 461
座、集中电站 7 座，总装机规

模达 571.6兆瓦，形成了产业

扶 贫 新 业 态 阶 段 性 成 果 颇

丰，成为贫困村壮大集体经

济实力，保障深度贫困人口

持续增收、稳定脱贫的重要

途径。同时，我市还探索形

成“ 村 级 电 站 联 村 建 设 ”模

式，出台《光伏扶贫电站收益

分配管理办法》，形成了光伏

扶贫新模式；壮大集体经济，

累计结算光伏收益 2.2亿元，

惠及 1311 个村，增添了农村

发展新动力；助力脱贫增收，

累计有 5.9 万贫困人口从中

受益，拓展了贫困群众增收

新途径。

“实施好‘光伏+’项目运

维工作，光伏收益 80%用于

贫困户增收”，市长王立伟在

作 市 政 府 报 告 时 说 。 2020
年，决胜全面小康已经到了

最关键的时期,我市脱贫攻坚

的奋斗历程终于到达了一鼓

作气冲刺的重要时刻，光伏

扶贫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实

现更大的社会效益。

市人大代表代红梅说：

“我是来自石楼的一个农民

代表，2016年以来，我县光

伏扶贫项目，老百姓非常认

可、满意，我们村就有 4.6
兆瓦的光伏发电，每年收益

达到三十几万，对残疾、大

病的救助、贫困户的增收有

宏大的帮助，这个项目利国

利民，给老百姓带来了很好

的效益，希望各级在管理方

面，进一步科学化、专业化，

确保光伏发电的收益。”

“光伏扶贫利国利民，下

一步我们将在管理方面，下

大功夫，增大力气，采取更有

效的措施，确保光伏扶贫效

益落到实处。”谈及未来光伏

扶贫产业的发展，市政协委

员张建峰信心满满。

市 人 大 代 表 薛 增 平 建

议，希望下一步能给予光伏

扶贫项目更多资金和政策支

持，强化乡、村级用光伏扶贫

电站的运维管理，建议增加

具有维护运行能力的技术人

员，建立定期的检查、清洗、

维修的制度，最大限度降低

运维成本、减少发电损失，切

实保障贫困户收益。

光伏扶贫
释放“阳光红利”C

从“2018全国扶贫攻坚组织创新奖”到“2019
中国最具生态竞争力城市”，发端于吕梁的生态

扶贫模式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

吕梁是全省脱贫攻坚的主战场，同时也是生

态修复的重点区域。如何实现生态与脱贫相结

合，在一个战场上打赢增绿与增收两场战役，我

市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和实践。作为生态脆弱区

和深度贫困地区，我市充分吸纳贫困人口进入合

作社，确保所有造林任务都有贫困户参与，为全

省在“一个战场打赢两场战役”做出了表率和示

范。到 2019 年底，全市共组建造林专业合作社

1300 多个，吸纳贫困户社员 2 万余户，完成造林

300余万亩，通过生态扶贫带动 50余万人脱贫致

富，生态环境也得到了根本改善。

市人大代表程怀亮说：“2016年，岚县率先成

立扶贫攻坚造林合作社，（刚开始）采取的模式是

由 80%的贫困户参与，用议标的办法把造林工程

承接给扶贫攻坚造林专业合作社，让贫困户在自

己家门口参加造林。如此，贫困户在造林过程中

获取劳务收入，实现了‘增绿、增收’双赢。在此基

础上，依托退耕还林，围绕沙棘产业发展，岚县探

索了林业资产收益造林新模式，由‘三权’促‘三变

’，达到了资源激活，产业发展，农民增收，荒山增

绿，实现了绿化、彩化、财化的目标。”

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2020年要不断深化“合

作社+”造林模式，引入现代企业治理方式，完善收

益分配机制，持续推进“三个 100万亩生态工程”。

市人大代表苗勤喜说：“近两年我们的合作

社就是以贫困户为主体，造林男工每天能赚 120
到 130块钱，女工能赚到 90到 100块钱。不仅他

们增加了收入，而且咱的荒山已经是成了绿水青

山了，下一步需要转变咱的观念把造林专业合作

社转为企业性质，就是支部+合作社来带动贫困

户再增加收入，巩固咱这两年的成效。”

市人大代表张绳顺说：“按照‘党建引领、村集

体入股、能人带动、农民主体、共同富裕’的要求，

我们合作社将推进由村支委、能人、退休人员、科

技人员领办、合作，注入资金血液，提供技术支

撑。鼓励农民以林地经营权、林木所有权等入股

合作，实现贫困人员由领办人带动脱贫向入股经

营增收转变。进一步拓宽经营范围，提升增收能

力。由传统的造林合作社向森林管护、苗木培育、

病虫害防治、野生动植物保护、经济林管理、林下

经济、森林康养、技术服务等方面扩展。”

打好三张品牌打好三张品牌 打造脱贫攻坚升级样本打造脱贫攻坚升级样本
春天是播种希望的季节。阳春三月，万物复苏，吕梁山的沟壑间处处点缀着新绿，一组组光伏发电板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吕梁山护工们踏着春风走出大山，

脚下的土地已经焕发新的生机。
近年来，脱贫攻坚的“吕梁模式”不断创新，一批重点工作走在全国全省前列，生态扶贫、吕梁山护工、光伏扶贫三张品牌持续打响。《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

在3月6日全国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肯定了我市组建造林合作社、推进生态扶贫的做法，这是党的领袖对吕梁革命老区的惦念、牵挂
和关怀，更是对我们工作的勉励、激励和鞭策；“吕梁山护工”品牌入选全国家政服务业发展典型案例；光伏扶贫荣获全省2019年脱贫攻坚组织创新奖。

近年来，我市集全市之智、举全

市之力、鼓全市之劲，围绕“多形式宣

传发动、分类式订单培训、多元化就

业安置、多层次跟踪服务”四大举措；

建立“组织领导、政策扶持、宣传发

动、技能培训、就业保障”五大工作体

系；创新“问题导向、底线思维、政府

推动、市场引导、企业运作、社会保

障”六大思路，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科

学运行机制和工作链条，铸就了以

“诚信、勤劳、专业”为核心文化内涵

的“吕梁山护工”特色品牌，激活了就

业扶贫领域的“一池春水”。

统计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市已经

累计培训 5 万余人、就业 2.6 万人，就

业辐射全国 8省 20多个城市。其中，

2019 年全市共培训吕梁山护工 6 期

12898 人，其中贫困人口 4392 人，实

现就业 7095 人，其中贫困认可 2737
人，8名护工通过全国日语等级考试，

达成了赴日就业意向。

市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2020年

将继续深化护工护理培训就业工作，

力争年内培训 1.25万人、就业 1万人，

努力推动吕梁山护工走出国门。

市政协委员牛娟说：“经过市委、

市政府这些年的苦心培育，目前我们

本土的家政市场，也已经日趋成熟。

我希望市委、市政府将来，能在推动吕

梁山护工家门口就业上，给予我们更

多的倾斜与支持。我坚信，在将来，就

业不用去远方，家乡就是梦工厂。”

市政协委员刘小平说：“打好吕

梁山护工品牌，是我市脱贫攻坚工作

中的一项重大举措。建议政府进一

步加大吕梁护工的培训力度，加强吕

梁山护工品牌的宣传为决胜我市脱

贫攻坚，圆满交出吕梁答卷。”

人大代表杨景全建议，一要提升

培训质量，在巩固原有培训的情况

上，创新培训模式，实现多渠道培训，

提高培训的实用性；二要改变人们的

就业观念。要通过宣传教育改变人

们的就业观念。

本报记者 刘小宇

生态扶贫
升级“绿色银行”A “吕梁山护工”

铺就希望之路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