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闻部邮箱要闻部邮箱：：llrbywb@llrbywb@163163.com.com要闻部主办要闻部主办 本版组版本版组版：：李刚李刚 责编责编：：马龙马龙 臧媛慧臧媛慧 薛力娜薛力娜 校对校对：：白昕怡白昕怡

国内统一刊号：CN14－0028 邮发代号：21—28

中共吕梁市委机关报

吕梁日报社出版 吕梁新闻网：www.sxllnews.cn

14
2020年 5月

第9952期

农历庚子年四月二十二

星期四

今日8版

山西省一级报纸

本报讯 （记者 刘小宇） 5月 13日，

记者从我市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第五届吕梁名特优功能食品展销会暨

2020 年吕梁特色农产品直播带货节将

于 5月 15日—5月 19日在吕梁广场电商

扶贫创业孵化园区举行。

本次展会以“直播助农、嗨购吕梁”

为主题，集中线上线下，宣传、展示、推介

吕梁特色农产品。吕梁各县（市、区）长

化身网络主播，携手云助农展，跨界直播

带货，让特色农产品搭上互联网直播的

“顺风车”，跨上新零售的“高速路”，帮助

更多农民增收致富，培养吕梁本土网红、

打造特色鲜花广场，助力吕梁经济转型

发展。

据介绍，室内电商展区分为网红直播

厅、非洲国际贸易直播厅、“吕梁山珍”电

商体验、网络直播厅和县（市、区）直播

厅。活动通过线上销售、线下体验相结合

的方式，在央视网、品牌中国、腾讯直播看

点、抖音、快手等直播平台进行吕梁山特

色农产品直播推广。主要体验销售吕梁

特色农产品，展示、销售岚县面塑、孝义皮

影、中阳剪纸、临县伞头秧歌等非遗产品。

展销会期间，各县（市、区）长将进入直

播间在线带货，为当地特色农产品“代言”，

通过直播的方式，宣传推广当地特色产品，

提升当地农特产品的知名度。此外，在购物

直播间发放吕梁消费券。“线上抢券订购，线

下体验收货”，形成“体验在线化趋势”深度

融合，刺激释放消费需求，激活传统销售业

态。

本次展会积极创新运用新零售模

式，集中宣传展示吕梁市特色优质农产

品、功能食品、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帮助

农民增收致富，助力脱贫攻坚，推动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进一步打造一批名特优

功能食品知名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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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梁是全国全省的优质小杂粮生产
基地，是著名的“杂粮王国”。吕梁特殊

的地形条件最适合小杂粮生产，有四五

千年的小杂粮栽培历史。目前，杂粮常

年种植面积 200万亩左右、约占山西省的

1/5，产量 1.8亿公斤，占全省 12.6%，主要

有谷子、大豆、杂豆、莜荞麦等 20 余种。

农业部谷物品质监督检验测试中心鉴

定，吕梁小米、肾型大豆等杂粮，所含的

粗蛋白、氨基酸以及钙、铁、锌等微量元

素，显著高于同类产品，对增强人体的免

疫力十分有利。我们当地流传着“喝小

米粥如同喝参汤”的佳话。

吕梁是我国红枣起源的中心地带，

是著名的“红枣之都”。吕梁是全国著名

的红枣生产基地，常年产量 3 亿公斤左

右，占全省的一半，沿黄河的兴县、临县、

柳林、石楼 4县，有长 320公里、宽 20公里

的红枣林带，栽植面积达到 160 万亩，这

一区域位于神奇的北纬 37 度，栽植的红

枣个大、皮薄、肉厚、味甘，主要品种有帅

枣、木枣、骏枣、梨枣等 30 余种。中科院

生化物理研究所鉴定，吕梁红枣含有 18

种氨基酸、10种维生素和 14种微量元素，

仅 VC 一项指标，就是新疆红枣的 17倍，

被誉为果中之王。我们吕梁有句谚语

“一日食三枣，百岁不显老”。

吕梁是全国核桃的重要产区，是著
名的“核桃之乡”。全市核桃面积达到

300 万亩，常年产量 5000 万公斤，在东部

边山形成了 100 余公里的核桃林带，被

国家农业部授予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

常年产量 5000 万公斤，占全省的三分之

一。其中晋龙 1号、2号等被评为全国的

五大名优核桃，富含钙、铁、磷、钾等微量

元素，具有补气益血、温肠润肺等功效。

近年来，我们先后开发出了核桃油精丸、

核 桃 饮 料 等 80 多 种 产 品 ，获 得 了

ISO9001、2000 国际质量体系认证、国内

有机食品认证和欧盟、美国、日本有机食

品认证，产品远销到欧美、东南亚等十多

个国家和地区。

吕梁是全国全省优质马铃薯生产基
地，主食化开发空间巨大。吕梁有一句

俗语“吕梁山上好茶饭、莜面窝窝山药

蛋”，这里地处高寒山区， （下转 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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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付永文） 5 月 13 日，市长王立伟深入

岚县、方山县调研脱贫攻坚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山西考察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

市委部署要求，进一步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以交总

账、兑现军令状，决战完胜的姿态和标准，进一步做好产

业扶贫、光伏扶贫、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等工作，持续

下足“绣花”功夫，确保脱贫攻坚决战完胜。市政府秘书

长权威等参加。

产业扶贫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支撑。岚县东村镇

富民生猪养殖、优质蛋鸡养殖项目，采取“龙头企业+专业

合作社+村集体+贫困户”“能人大户牵头、专业合作社运

营”等模式，发展壮大了产业，带动了群众增收。王立伟通

过视频系统察看自动化饲养生产线，详细了解村集体、贫困

户入股分红收益情况，强调要发挥龙头企业作用，引导养殖

业上山进沟，带动饲料加工和农业规模种植，全产业链吸收

贫困户参与，真正将养殖业打造为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

方山县依托扶贫开发公司，投资 2 亿元建起了全省单体最

大的 6000头肉牛育肥场，二期项目建成后养殖规模可达 2
万头、年屠宰量 3万头。王立伟希望，方山县不断延伸肉牛

养殖产业链条，配套种牛场改良本地品种，引进龙头企业发

展屠宰加工后续产业，有效增加综合效益，更好发挥带贫益

贫作用。土豆、沙棘是岚县的优势产业，“土豆宴”连锁店面

向大中城市推广，优质沙棘年出苗 400 万株。在土豆宴研

发中心、王狮乡沙棘良种繁育基地，王立伟对岚县健全土豆

全产业链、退耕还林与沙棘规模种植相结合的发展路径给

予肯定，强调要坚持一产、二产、三产统筹发展、统筹带动，

发挥比较优势，培育壮大品牌。

岚县光伏扶贫覆盖 112 个贫困村，今年收益可达 3300
多万元。在岚县光伏运维中心、8MW 村级联村电站，王立

伟详细了解发电量、贫困户收益分配等情况，希望按照前端

专业化统一运维，末端通过提供公益岗位、光伏+农光互补

促进增收的管理方式，确保村集体、贫困户持久受益。

王立伟十分关注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在岚县普明

镇移民小区劳保用品、服装加工扶贫工厂等地，王立伟详细

询问吸纳就业、产品销路等情况。他强调，易地搬迁不仅是

为了解决住得好的问题，更是为了群众能致富。要从产业

扶持、群众就业、金融信贷等方面给予更大支持，因地制宜

布局扶贫车间，认真抓好贫困户技能培训，加强社区建设和

管理，持续做好搬迁后续帮扶文章。

贯 通 好 脱 贫 攻 坚 和 全 面 小 康 、乡 村 振 兴 工 作 ，是 提 升 脱 贫 成 色 的

重要课题。在已经实现整村脱贫的岚县贯家庄和方山县赤坚岭、庄上

村，王立伟实地察看村容村貌，详细了解产业发展、基础设施配套等情

况，强调要在基本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的基础上，瞄准建设美丽乡村

目标，将村容村貌作为“第一名片”，将特色产业作为“第一引擎”，将决

战完胜作为“第一要务”，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切实整治乱搭乱建、

乱堆乱放、乱倒乱扔垃圾等问题，实施人畜分离、污水治理，大力推进

产业提质，因地制宜发展乡村旅游，广泛激发内生动力，让乡亲们生活

越来越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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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保

护和修复，把加强流域生态环境保护

与推进能源革命、推行绿色生产生活

方式、推动经济转型发展统筹起来，坚

持治山、治水、治气、治城一体推进。”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在山西考察

时的重要讲话在各地干部群众中引发

强烈反响。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

神，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理念，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系统

治理，做好生态环境保护的“大文章”。

12日中午，太原市民郭晓娟正在

汾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附近锻炼。

看到前来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她和

周围的群众一起围拢上去。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的“治理汾河，不仅关系

山西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也关

系太原乃至山西历史文化传承”，令

郭晓娟特别有感触。

“汾河养育了千千万万山西人，

我们有责任守护好‘母亲河’，让子孙

后代也能看到这里的美丽风光。”郭

晓娟说。

太原市第五中学教师赵旭从手机

上密切关注习近平总书记来山西考察

的消息。“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太原

人，对这些年太原生态环境和城市变

化有切身体会。”赵旭说，“按照习近平

总书记提出的新要求，太原将更有吸

引力。但这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

需要持续用力，久久为功！”

湖南益阳沅江市市长杨智勇这段

时间马不停蹄。沅江市地处洞庭湖腹

地，正在以禁渔为契机，推进渔民特色

小镇和特色村建设； （下转 4版）

做好生态环保“大文章”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的重要讲话指引绿色发展新方向

巍巍太行，绵绵吕梁，群山叠翠，汾

河荡漾。

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

贫攻坚的关键时刻，习近平总书记来到

山西，进农村、访农户、看企业、察改革，

就统筹推进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工作、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进行调研。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 3 年再次到

山西考察调研。他深情地说：“到中央工

作后，我一直关注着山西。”

他对山西这些年来在脱贫攻坚、转型

发展、综合改革、生态保护、民生事业、管

党治党等方面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勉励

山西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高质量转型发

展上迈出更大步伐，努力蹚出一条转型发

展的新路子，乘势而上书写山西践行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篇章。

“忘忧草，脱贫宝”

“总书记，再过一个月这地里的黄花就

到了盛花期，到时候一片金黄，可喜兴了！”

温暖的阳光洒在广袤的田野上，大

同市云州区有机黄花标准化种植基地里

的黄花苗已经长到尺把高，向着天空伸

展开绿油油的叶子。

习近平总书记站在田间，望着眼前这

一片希望的田野，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

11 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抵达山西

考察调研，首站来到大同。他强调，乡亲

们脱贫后，我最关心的是如何巩固脱贫、

防止返贫，确保乡亲们持续增收致富。

一下车，总书记就直奔田间，深入了解当

地黄花产业发展情况。

黄花又名萱草、忘忧草，既能食用，

也能药用。大同黄花种植有 600 多年历

史，近年来大力发展标准化、规模化种

植，种植面积达到 26万亩，年产值达 9亿

元，带动了 1.5 万多户贫困户脱贫致富。

正如古话所讲：“莫道农家无宝玉，遍地

黄花是金针。”

村民们正在地里除草、松土，看到总

书记来了，兴奋地围拢过来，高声向总书

记问好。

习近平同大家攀谈起来：土地是不

是流转了？一亩地能给多少钱？加上做

工，一年下来能赚多少钱？

大家告诉总书记，土地流转后每亩地

一年收入 500元，在这里做工一天还能赚

150元。这些年，在龙头企业、合作社引领

下，黄花产量品质稳定，销路和价格也有保

障，去年带动贫困户户均收入1万多元。

“原来不敢多种，现在基地办了加工

厂，烘干、加工、储藏、销售都不愁了，黄

花越种越多，收入也越来越多。”村民们

兴奋地说。

听了大家的“致富经”，习近平十分高

兴：“我上个月去了陕西秦岭山区的一个

村叫金米村，那里种木耳形成了产业化，

我称赞他们是‘小木耳大产业’。你们这

里也是‘小黄花大产业’，很有发展前途。”

他叮嘱当地干部，一定要保护好、发

展好黄花这个产业，让它成为乡亲们致

富 的 一 个 好 门 路 ，变 成 群 众 的“ 致 富

花”。“共产党人就要为民办事、为民造

福，要扎扎实实为老百姓办实事办好事，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在大同，黄花相关产品已经形成系

列。黄花产品展厅里，黄花干、黄花酱、

黄花饼、黄花制作的化妆品等各色产品

琳琅满目。通过深加工，延长产业链，提

升综合效益，当地老百姓走出了一条幸

福路。展厅墙上贴着“忘忧草，脱贫宝”

标语，生动诠释了黄花种植给乡亲们带

来的好处。

习近平细致察看黄花产品，感慨地

说：“就是要立足本地实际，大力发展特

色产业，把大同黄花做成全国知名品牌，

让乡亲们富而忘忧。”

12 日下午，山西省委主要负责同志

向总书记汇报了他们“将产业发展贯穿

脱贫攻坚、全面小康和乡村振兴全过程”

的发展思路。

习近平强调：“山西山多地多、地貌

多元、气候多样，这种独特的资源禀赋决

定了山西农业的出路在于‘特’和‘优’。

要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

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

“更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离黄花种植基地不远的西坪镇坊城

新村，是一个易地扶贫搬迁村，近年来依

靠易地扶贫搬迁和产业扶贫实现了稳定

脱贫。

一排排白墙飞檐的平房小院，透出晋

北传统民居的特色，朴素大方，整齐有致。

沿着宽敞整洁的水泥路，习近平总

书记走进新村。

村党支部书记刘世贵告诉总书记，

从 2018 年 起 ，原 大 坊 城 村 和 西 咀 村 的

210户村民从世代居住的坡梁薄地、盐碱

地上的土窑洞陆续搬到这里，乡亲们的

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

走进村民白高山家，院子里种的蔬

菜瓜果吸引了总书记的目光。

“这是西葫芦，这是黄瓜，这些西红

柿已经开始挂果了，那两棵是苹果树。”

白高山如数家珍。

“这些果菜够你们一家吃了。”总书

记笑着说。

从客厅到厨房，从卧室到卫生间，习

近平总书记看得十分详细。午后的阳光

洒进小院，房间里更显明亮。吊顶、白

墙、地砖，冰箱、彩电、燃气灶，与过去的

土窑洞相比天壤之别。

白高山拿出一张老照片给总书记

看，那是他搬进新村之前住了 40多年的

土窑洞。

习近平接过照片仔细端详，问道：

“现在这房子住进来花了多少钱？”白高

山告诉总书记，去年在政府的支持下，只

花了 1万元就住进了新房。

“搬出来后家里主要做什么？收入

怎么样？”习近平接着问。

白高山的儿子白利军告诉总书记，

搬到新村后，他在政府资助下上了职业

培训学校，当起了电焊工，去年收入 4万

多元。

“ 现 在 外 村 姑 娘 都 愿 意 往 这 嫁 了

吧？”总书记笑着问。

“可不是！如今生活好了，人家也愿

意来了。儿子原来一直打光棍，去年找

到 了 媳 妇 ，今 年 我 们 老 两 口 抱 上 了 孙

子。”白高山笑得合不拢嘴，“盖房子，娶

媳 妇 ，这 是 我 们 庄 户 人 家 一 辈 子 的 大

事。我们打心底感谢共产党！”

“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谋幸福的，现

在不但不收提留、不收税、不收费、不交

粮，还给困难乡亲送医送药、建房子、教

技术、找致富门路。”望着幸福的一家人，

习近平问道，“你们往后还有什么打算？”

“就是希望日子越过越好。”白高山说。

“一定会越过越好！更好日子还在

后头呢！”总书记的话引来满屋欢笑声。

在 12 日下午举行的汇报会上，习近

平总书记肯定了山西省实施易地扶贫搬

迁取得的成效。他指出：“山西脱贫攻坚

取得了决定性成就，58 个贫困县全部摘

帽，但仍有 2万多贫困人口没有脱贫，有

12万多存在返贫风险的已脱贫人口和致

贫风险的边缘人口。要做好这些贫困人

口脱贫工作，巩固和拓展产业就业扶贫

成果，做好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强化

返贫监测预警和动态帮扶，推动脱贫攻

坚和乡村振兴有机衔接。”

“让一泓清水入黄河”

初夏时节，汾河水势初涨、碧波荡漾。

汾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去年刚刚

通车的晋阳桥横跨碧水之上，桥上车流

不息，汾河两岸绿意正浓。

12日中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

考察汾河流域生态修复和城市环境建设

情况。

汾河，黄河第二大支流，山西的母亲

河。2000多年前，古人就在这里留下“泛

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的优美

诗句。然而，一个时期以来，由于流域内

矿产过度开发，生态遭到极大破坏，汾河

水质受到严重污染，一些河段甚至出现

断流。

2017 年 6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

考察时就强调：“一定要高度重视汾河的

生态环境保护，让这条山西的母亲河水

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他

要求山西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环境污

染综合治理、自然生态保护修复、资源节

约集约利用、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等

方面采取超常举措，全方位、全地域、全

过程开展生态环境保护。

将近 3 年过去了，山西是否拿出了

“超常举措”？效果又如何？

站在汾河岸边，习近平总书记结合

展板听取太原市汾河及“九河”综合治

理、流域生态修复等情况介绍。

“九河”，是指汾河在太原市区的 9条

主要支流，曾因生产生活污水直排河道

而沦为臭水沟。围绕提升汾河水质、改

善城市生态环境，近年来太原市实施了

“九河”综合治理工程，控污、增湿、清淤、

绿岸、调水“五策并举”。

太原市有关负责同志详细汇报：“我

们严格流域节水，重点对大型灌区进行

节水改造，对流域的 13个超采区进行治

理，地下水位已连续 10年回升；汾河入黄

口水质去年底稳定退出劣Ⅴ类；通过生

态景观建设，九河水系南北两岸绿化带

从无到有，扩宽至 15米。”

听到汾河逐步实现了“水量丰起来、

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总书记频频

点头：“真是沧桑巨变！太原自古就有

‘锦绣太原城，三面环山，一水中分’的美

誉 ，如 今 锦 绣 太 原 的 美 景 正 在 变 为 现

实。”他指出，治理汾河，不仅关系山西生

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也关系太原乃

至山西历史文化传承。

汾河两岸，天朗气清，和风习习，远

处的西山清晰可见。水面上，一些皮划

艇运动员驾驶着红色小船疾驰而过。

总书记沿汾河东岸步行察看，不时

驻足凝望：“过去都是忙着搞‘路桥隧、铁

公机’，现在县一级都很注重城市的绿色

改造，这是一个可喜的变化。城市建设

水平体现了一个城市的经济实力、治理

理念、市民素质，要坚持不懈抓下去。”

他在听取山西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

报时强调：“要切实保护好、治理好汾河，

再现古晋阳汾河晚渡的美景，让一泓清

水入黄河。”

山西考察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多次

谈及绿色发展的重要性：“你们这里是华

北水塔，京津冀的水源涵养地，是三北防

护林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拱卫京津冀和

黄河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

他特别强调要弘扬“右玉精神”：“各

级领导干部要有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

定有我的境界，不要搞急功近利的政绩

工程，多做一些功在当代、利在长远、惠

及子孙的事情。”

“努力蹚出一条转型发展
的新路来”

山西是我国第一产煤大省、重要的

能源重化工基地，为国家发展作出了重

要贡献，但产业单一、结构不合理问题也

十分突出，转型发展任务十分紧迫、十分

艰 巨 。 （下转 4 版）

出 新 路 子 书 写 新 篇 章
——习近平总书记山西考察纪实

距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