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刘小宇

致全市参加高考同学的一封信
亲爱的同学们：

一年一度高考季，

又 是 蟾 宫 折 桂 时 。 再

过几天，你们将带着父

母 的 期 待 、老 师 的 嘱

托、个人的理想走进人

生的考场，收获追求卓越、梦想成真的喜

悦。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

防控阶段，全市上下慎终如始、众志成城、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各项

工作。在此背景下的 2020 年高考注定是

不平凡的，相信你们一定能沉着冷静，发

挥应有水平，考出理想成绩。在此，特向

你们致以最诚挚的问候，送上我们最温暖

的关怀及叮嘱——

平安健康，科学防疫。保障考生的身

体 健 康 和 生 命 安 全 是 全 社 会 的 共 同 责

任。我市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各职

能部门、单位全力配合，社会各界倾情相

助，我们的考点已经为大家做好了高考前

的一切准备和服务工作。请你和你的家

人在高考期间做好疫情防护，不聚会、不

聚餐、不聚集，出入考场、候考及其他人员

密集场所等均要与他人保持安全距离；合

理安排作息，注意饮食卫生和交通安全，

认真做好自我体温监测，同时要备好口

罩、消毒纸巾等个人防护用品，若突发不

适，应积极配合相关部门进行科学处置。

冷静理性，迎接挑战。“古之立大事

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

志。”在延期开学和推迟高考的特殊日子

里，你们勤学不辍、潜心自律，面对疫情和

高考两场考试，你们付出了不一样的艰辛

与努力。当高考进入读秒倒计时，难免会

有紧张和焦灼情绪，希望你们能保持乐观

心态，合理确定目标，冷静理性，迎接挑

战。在人生的漫漫长河中，高考绝不是成

败的唯一标尺，人生还有无限的可能，真

正能够改变命运的，是你们对未来锲而不

舍的追求。希望你们有“回首向来萧瑟

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的豁达与自

信。如此，高考的考场，将见证你的从容

不迫、挥洒自如；人生的道路，将展现你的

成长成熟、无限风采！

追梦奋斗，不负韶华。一代人有一代人

的长征路，一代人有一

代人的奋斗史。这段青

春 你 们 见 证 了 灾 难 无

情、人间有爱，见证了疫

情阻击战中熠熠生辉的

民族精神，见证了中国

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的无比优越。相信你们会更加感恩祖国、

敬畏生命、勇于担当、拼搏奋进。艰难困苦，

玉汝于成，或许报效祖国的种子早已深埋在

你们的心底，救死扶伤的使命早已融入你们

的梦想，相信这些都会成为你们特有的财

富。高考只是延期，未来不会止步。希望志

存高远的你们在爱党爱国的奋斗中书写灿

烂的青春，相信你们的青春必将在追梦新时

代的征途上绽放绚丽的光芒！

愿你们不负盛夏之约，踏入梦想殿堂！

吕梁市教育局
2020年7月3日

“古曲峪赛如苏州，一水冲成干沟”，前

曲峪村地处临县西北边陲，也被称为西首

里，离城甚远，既无区位优势、交通优势可

言,又无丰富的地表、地矿资源可开发利用。

曾经，谈起西首，谈起曲峪，总有些令人欲

往而生愁。

驱车前行的路上，听着当地的人文历

史，翻过钟鼓山，来到前曲峪村。穿过一条宁

静幽然的巷子，顿觉一片豁然开朗。郁郁葱

葱的枣林里热闹异常，鸡叫声、鸟叫声、鹅叫

声还有牛儿的铃铛声不断从林中传出，只见

鸡群在林下觅食，见人走来，便四处乱窜，抬

头一看，还有些鸡站在枣树枝上悠闲地抓虫

子……令人惬意的田园风光和村民们饱满

的笑容共同描绘了一幅美丽乡村新画卷。

昔日旧村庄，摇身一变“桃花源”。这一

切，都要从吕梁实验中学驻村扶贫工作队

队长薛波的到来说起……

从“校园”到“田园”

儒雅随和、文质彬彬是薛波给人留下

的第一印象。浸染杏坛二十余载，初次接触

扶贫工作，也曾令他感到茫然。

“2018 年，校领导找我谈话，想要我去

驻村当扶贫队长，当时毫不犹豫地接下‘军

令状’。但这份‘军令状’是沉重的、迷茫的、

忐忑的，但更是承载希望的。”那年 10月，薛

波带着沉甸甸的使命，来到前曲峪村。

“选派之初，我也了解了一下村里的大

概情况。可当我真正来到这里，情况超出我

的想象，看着地上烂掉的红枣，村民的艰苦

生活和无奈的眼神，顿时觉得身上的担子

更重了”，提起驻村第一天，薛波记忆犹新。

的确，近年来由于气候原因，每年到红

枣成熟时节便阴雨连绵，成千上万的红枣

霉烂，导致市场不景气，百姓失去信心，枣

林撂荒。

那个冬天，薛波反复地走遍村里的每

个角角落落、沟沟坎坎，村子旁黄河岸边的

滩地上也留下无数个焦灼的足迹，只为寻

找一个“出路”。

“有一天我站在办公场所的围墙前，静静

地看着大门口的枣树，却突然有了些想法。”

带着一丝模糊的设想，薛波穿过枣林，重新来

到黄河边，“十里长滩生曲峪，一片林，一片

滩，一条河，一座山，一条路（沿黄公路），这是

建设美丽乡村得天独厚的优势啊！”

找到“方向”了，接下来怎么规划？对于农

村工作，从事教育工作的薛波毕竟还是个“门

外汉”，但爱学习、爱钻研是他最大的特点。

“那些日子，我天天翻资料，上网学习，

四处请教专家教授，还跑到河北、浙江、郑

州、忻州等地方实地查看……结合我们村的

实际，在与第一书记、其他驻村工作队队员

和村支两委班子反复论证后，在 2018年底确

立了以产业脱贫为抓手的集‘枣林下柴鸡养

殖产业+枣林下肉牛养殖产业+枣林下蚯蚓

养殖产业+黄河鲤鱼养殖产业+果蔬采摘园

产业’为一体的前曲峪美丽乡村田园综合体

的林下经济发展思路。这个思路的核心就是

让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枣农变股东，通

过‘集体+合作社+农户’的发展模式带动全

村走上脱贫致富之路。”薛波说。

从“独角戏”到“大合唱“

定好盘子、理清路子，接下来就是要干

出样子。按照规划，第一步要先落实枣林下

柴鸡养殖产业，第一期需筹总股金 18万元，

每股 500元，共设 360股。

2019年春天，一封长达 7页的信出现在

村里的墙上，图文并茂，有理有据，号召村

民入股。“大家好,我是驻咱村里的工作队队

长薛波……目前规划的远景蓝图是……幸

福是奋斗出来的，不是等来的、要来的,积极

行动起来吧!”然而，剃头挑子一头热，首次

号召失败了，没有人来询问入股的事。

薛波看着精心修改了好多次的信，有

些失落。后来通过召开三次全体党员会议、

两次全体村民会议后，他了解到，村民不愿

意入股的主要原因是担心自己入股的股金

打了水漂。

面对村民的质疑，薛波一次次深入村

民家中，田间地头为大家讲政策，谈发展，

还想了个“硬办法”。“赚了的钱，全部归入

股村民所有，如果赔了，我来兜底，保证股

民零风险，不损害股民一丝一毫利益。”在

全体村民大会上，薛波拿着《关于鼓励临县

曲峪镇前曲峪村村民入股枣林地散养鸡项

目的兜底协议》做了掷地有声的承诺。

薛波的真诚和担当赢得了村民的信

任。当天，村民贺志生拿着现金第一个跑到

办公室：“薛队长，我要入四股，我相信你！”

（下转 4 版）

黄河岸边的黄河岸边的““造梦人造梦人””
———记吕梁实验中学派驻临县前曲峪村扶贫工作队队长薛波—记吕梁实验中学派驻临县前曲峪村扶贫工作队队长薛波

转型为纲 项目为王
改革为要 创新为上

本报讯“本次专家评审视频会，先请业主

单位介绍项目情况，再由相关部门提出会审意

见……”6 月 29 日，孝义经济开发区会议室举

行了一场特殊的评审会，该市开发区会审委员

会通过视频连线，对永庆甄选电商小镇项目进

行评审。这是孝义经济开发区首次视频连线

进行项目联合会审，也是孝义经济开发区实施

“不见面审批”的又一创新举措。

“疫情期间，不能按常规开评审会，但项目

审批、建设不能等，为此，开发区创新审批服务

方式，打造更优营商环境，不受疫情影响推进

项目建设。”孝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刘

书宏介绍，在上级部门技术指导下，首次实施

“函审+视频会审”方式，对项目进行评审。据

悉，此次视频会审，申请备案的项目是永庆甄

选电商小镇项目，该项目位于孝义经济开发区

高阳现代农业园区，占地 280 亩，围绕食品分

装工厂、现代化生产线、物流服务、智能化仓

储、直播红人基地等建设综合服务电商小镇，

着力打造集生产、研发、电商服务为一体的新

兴产业园，项目投产后可提供就业岗位 1000
余人。为加快项目进度，帮助企业排忧解难，

孝义开发区接到申请后决定改变以往与企业

项目负责人面对面开会评审的工作方式，采用

视频连线的形式进行在线会审，确保会审不见

面，服务不“掉线”。

“我们要当好企业的‘娘家人’，当好服务

‘店小二’，为企业减负解难。”孝义经济开发区

产业发展局负责人左尔 说，本次评审视频会

议是特殊时期的特殊举措，帮助业主方尽快通

过环评审批，早日开工建设。“这种评审模式更

加快捷、高效，考虑以后进一步推广应用。”

除了硬核政策、精准定位，服务也是吸引

投资者的重要因素之一。孝义开发区始终把

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作为“头号工程”，按照“一

切围绕企业，一切服务企业”的招商理念，建立

“一个项目、一名领导、一套班子、一个方案”

的服务机制，为入驻企业提供全程化、保姆式

服务；坚持把项目的需求作为努力的方向，打

通项目建设关键环节，深入开展优化营商环境

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各项工作，围绕已签约、已

落户项目开展跟踪服务，全面梳理土地供应、

审批手续办理和基础设施配套等方面问题，明

确专人负责项目跟进，从“见面签”变为“在线

签”，确保企业问题有人答、困难有人帮，切实

保障服务企业“不掉线”，以优质的服务水平推动项目签约、落地、投

产、达效。

从全面推行“并联会审、一窗受理、一网通办、限时办结、改革创新”

的审批方式到今天的“不见面会审”，孝义经济开发区不断推进“放管

服”改革，着力打造“审批最少、流程最优、体制最顺、机制最活、效率最

高、服务最好”的项目审批管理体系，持续优化投资和营商环境。与此

同时，孝义开发区还出台了《山西孝义经济开发区关于进一步优化企业

投资项目审批流程实施办法》，对于高科技新兴项目，实行特事特办、随

到随办，周例会通报，确保项目早落地、早建设、早投产。

（张世川 岳文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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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一级报纸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近年来，山西省吕梁市干部群

众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努力践行“两

山”理论，持续做好增绿与增收大文章，

推动吕梁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生

态环境得到显著改善。

绿水青山是“金山银山”的基础和
底色。吕梁山区是全国 14个集中连片特

困地区之一，长期以来，生态脆弱与深

度贫困相互交织、互为因果。习近平总

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

思想，为吕梁市破解生态建设和脱贫攻

坚双重压力指明了前进方向。山西省委

省政府以“两山”理论为指引，实施吕梁

山生态修复工程，为吕梁提供了最大的

政策支持。

我们深刻认识“两山”理论对吕梁

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意义，将贯彻落

实好“两山”理论作为吕梁精准脱贫的

大方略、长远发展的大战略，把生态扶

贫作为脱贫攻坚的关键之举，部署实施

了“三个全部”：从 2016 年起，用 5 年时

间，让全市 400 多万亩宜林荒山荒坡全

部绿起来，把 229 万亩 25 度以上陡坡耕

地全部退下来，将 792 个深度贫困自然

村全部搬出来。

一系列举措，让吕梁市造林绿化速度

明显加快，尤其近 3年绿化面积超过之前

8年的造林总量，森林覆盖率每年以 1个

百分点递增，2019年达 27.6%，居山西省

第三。森林面积的增加有效涵养了水土，

境内年输入黄河泥沙量减少 700多万吨，

降水量年均增加 81.8毫米，生态环境显著

改善。

“金山银山”是建设绿水青山的持久

动力。要让群众自觉保护绿水青山，就

要 让 他 们 切 身 感 受 绿 水 青 山 的“ 含 金

量”，在建设、守护、转化绿水青山的全

过程中受益。吕梁积极创新实践，实施

“五个一批”工程，即退耕还林奖补脱贫

一批、造林务工脱贫一批、管护就业脱

贫一批、经济林提质增效脱贫一批、发

展 特 色 林 产 业 脱 贫 一 批 。截 至 2019 年

底，吕梁市已退耕还林 209万亩，每亩补

助 1500 元，26 万贫困群众受益，人均年

增收 796 元，成为帮助贫困群众增收最

直接的惠民工程。开发护林员、防火员

等公益岗位，吸纳 6600 多名贫困人口参

与 林 业 管 护 、森 林 防 火 ，人 均 年 收 入

7000元以上。持续对全市 160万亩红枣、

300 万亩核桃等经济林实施提质增效，

每亩补助 200元，通过改良品种、林地综

合管理等方式促进增产增效，带动 15.8
万贫困人口增收。大力发展油用牡丹、

沙棘、花椒等特色经济林，因地制宜培

育 林 蜂 、林 禽 、林 菌 、林 药 等 特 色 林 产

业，培育发展森林旅游、森林康养、特色

小镇等生态旅游业项目，拓宽群众增收

渠道，夯实群众增收产业基础。

尤其在实施造林务工脱贫一批中，

吕梁坚持生态与生计并重、增绿与增收

并举，特别是创新运用农民造林专业合

作社，把建设绿水青山的任务转化为群

众增收脱贫的途径，实现生态有效改善、

群众稳定脱贫目标，走出了一条增绿与

增收互促双赢的生态脱贫路子。2016年，

吕梁市岚县率先探索出“政府购买式造

林”和“合作式造林”模式，这一“群众栽

树挣票子、政府花钱买林子”的造林扶贫

做法，受到群众欢迎，迅速在全县推广。

2017年初，吕梁及时总结提升，制定出台

《关于推进扶贫攻坚造林专业合作社规

范运行促进生态扶贫的意见》，在造林主

体上，由“专业队造林”改为“合作社造

林”；在工程承揽方式上，贫困县造林绿

化任务，由过去的招标全部改为乡镇统

一组织、议标承揽；在收益分配上，改少

部分人受益为广大贫困群众增收，规定

合作社必须吸收 60%以上的贫困劳动

力、项目总收入中用于劳务支出的不少

于 45%，利润按股分红；在资金保障上，

改“上级投资”为“多元筹资”，除每亩 800
元的造林政策补助外，鼓励社员通过小

额扶贫贷款带资入社，政府风险补偿担

保、全额贴息，给予 5%的收益；在营林管

护上，变统一管护为谁造林谁管护谁受

益，增强了群众爱林护林的意识。

合作社造林的每个环节都与群众相

连，有效激发了贫困群众参与造林的积

极性和脱贫的内生动力。造林绿化过程

中，全市 1301 个扶贫造林专业合作社参

与其中，发挥了主力军作用，吸纳社员

3.45万人，其中贫困人口占 73%，2017年

以来每年平均有 2万多贫困群众参与造

林，人均增收 5000元以上。造林、护林、入

股分红带动 11.5 万贫困群众实现脱贫，

在“一个战场”打赢脱贫攻坚和生态治理

“两场战役”，有力推动习近平总书记“两

山”理论的落地生根。

到 2019年底，吕梁市完成造林 427万

亩、退耕还林 209万亩，792个自然村、11.3
万人整村搬迁，50万贫困人口通过生态扶

贫实现增收。2017年全国林业扶贫现场观

摩会在吕梁召开，2018年国家林草局、国

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扶贫办联合行文，

在全国推广扶贫造林专业合作社脱贫模

式；吕梁生态扶贫做法被编入“全球减贫

案例”；吕梁市林业局荣获“全国脱贫攻坚

组织创新奖”，2019 年吕梁荣获“2019 中

国最具生态竞争力城市”称号。

党建引领是实践“两山”理论的根
本。生态扶贫已成为吕梁精准脱贫的一

大品牌，也为全国生态脆弱与深度贫困

重叠的贫困地区打赢两场战役提供了吕

梁经验。吕梁生态扶贫的成功实践根本

在于加强和改善了党对农村工作的领

导，有效发挥了党建引领作用。我们深入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着眼进一步

激发群众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认真总

结“党支部+”生态扶贫模式，出台《关于

进一步规范提升造林专业合作社持续在

一个战场打赢两场战役的意见》，规定造

林合作社理事长原则上由村支书担任，

按照“党建引领、能人带动、农民主体、共

同富裕”要求，规范股比结构，拓宽经营

范围，合理分配收益，明确规定村集体经

济组织股份不低于 15%，群众股份不少

于 65%，领办人股份不高于 20%，通过对

合作社的规范改造，把更多群众联结起

来、组织起来发展产业，激发群众依靠勤

劳双手增收致富动力。目前，吕梁市 1301
个造林专业合作社，已有 80%实现了规

范提升，共流转和托管土地 60万亩。

“两山”理论激活了农村改革的一池
春水。造林专业合作社是新时代吕梁人

民弘扬吕梁精神、勇于改革创新的重要

实践成果，这一创新机制，既调整生产关

系，又解放生产力，催生了农村一批充满

生机和活力的市场经营主体，而且以造

林专业合作社为牵引，撬动了农村改革，

激发了农村发展的活力。

吕梁在全面推广造林专业合作社的

基础上，以深化农村改革为引领，积极鼓

励各地创新实践。岚县结合农村产权制度

改革，进一步引导农民将林业资产、收益

资金折股入社，资源变资本、资金变股金、

农民变股民，最初的农民造林合作社，通

过“三变”改革，成为现代农业新型经营主

体。交口县在深化拓展合作社中，结合农

村发展实际，探索出“十户联体”模式，充

分发挥党员干部示范引领作用，党支部各

成员、村干部、党员分头领办合作社，十户

一体，通过党带群、富带贫、强带弱的方

式，党支部由传统的“火车头”成为现代

“动车组”，带领群众共建共享农村改革发

展成果。农民专业合作社这一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正推动吕梁农村发生着深刻变化。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脱贫摘帽不是

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我们

将继续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指示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持续深

入践行“两山”理论，真抓实干、拼搏进

取，决战决胜脱贫攻坚，乘势而上书写新

时代吕梁精神的新篇章。

原载《中国扶贫》杂志2020年第11期

牢 记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嘱 托
践行“两山”理论 打赢两场战役

□ 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吕梁市委书记 李正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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