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 4日，吃过晚饭，家住离石区信义镇

任家沟的村民薛文林跟往常一样来到村文

化广场，在文化广场边上的公交停靠点，三

三两两的村民围坐在一起欢声笑语，其乐

融融。

“生活好了，心里敞亮了，闲下来，就想

跟老姐妹们聊一聊。”薛文林笑着对笔者

说，“现在，住得安稳，看病有医保，产业有

分红，这就是我要的小康生活。”

任家沟村距离石城区 26 公里，包括 7
个自然村。这些村子钻深沟、爬山梁，土地

贫瘠，资源脆弱，祖祖辈辈靠种地为生。再

加上交通不便、缺水少电，是典型的“一方

水土养不好一方人”的地方。近年来，脱贫

攻坚的号角吹进了这个偏僻的小山村，这

个昔日的贫困小山村恍如一夜之间成为了

“处处是景点、户户有产业、人人能增收”的

美丽乡村。

农村富不富，关键看支部；农村强不

强，要看领头羊。面对支部和党员作用发

挥“两不够”的问题。2015 年，驻村工作队

在走村入户后心里有了数，“要强村富民，

必须以党建为统领，抓班子、带队伍、聚人

心。”经过多方努力，该村积极探索党员先

锋模范作用发挥办法，将 14 名党员分成 3
个党小组，实行无职党员“设岗定责”，形成

“支部党员+村委委员+农户”的干事群体，

对村集体实施项目分工负责，最大限度调

动党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同时，积极完善

党员民主评议制度、村干部考评机制和议

事决策程序，严格“三会一课”制度，实行

“三务”公开，规范村级财务管理，各项工作

制度得到有效健全。注重阵地建设，筹资

70 万元新建了村级组织活动场所，完善了

活动阵地。

“过去村里有一句顺口溜，‘村委会里

不见人，只剩锁头把大门’，现在到村委会

办事，啥时候都有人。”提起村里的变化，村

民崔月珍感触很深。

人心齐了，干事的劲头也足了。为了

扮靓村容村貌，任家沟村对 6个自然村实施

整村移民，新建成占地 20.8 亩易地扶贫搬

迁安置点，共解决了贫困户 24户 49人和同

步搬迁户 26户 59人的居住问题；新建出村

公路 8 公里、村内循环道路 7 公里，配套完

成道路硬化、绿化、排水工程；修建了可容

纳 120 余辆车的大型标准化停车场和游客

休闲广场以及游客接待中心。同时，实施

人居环境改善项目，修建了 18套农家民宿，

按照晋西民居风貌修缮了 13 户农户的民

居；为满足游客观光采摘需求，建成了近千

亩现代农业园区。另外还配套建设了医疗

卫生室、文化活动室、标准化篮球场等公共

服务设施。

这两年，任家沟村确实一天一变化，一

天一个样。不仅仅是村子变美了，人也变

了，变得洋气了，变得时尚了。

“村头上建起了公园，也修起了幼儿

园，城里的娃娃们一到节假日或者寒暑假

就会来这里体验农家生活。”薛文林介绍

说，“原来这穷山沟，没人来，现在可好，每

天来的游客多的去了。”薛文林口中的时尚

生活还不少，村里有了超市，也有健身器

材，一到晚上路灯就亮了起来，城里的公交

车也通到了家门口。

“原来的一条垃圾遍地的破烂河滩，通

过规划设计后，把水道收拾好，种植了各种

花草，变成了现在人人都愿意在里面散步

的文化生态园，同时修建了路两边的护坡

石棱，护坡上都种植了各种花草。”走在任

家沟村整洁的道路上，村民胡虎向笔者讲

述着这几年的新变化。

路通了、景美了，如何让农民的“钱袋

子”鼓起来？对此，任家沟村抓住市场机

遇成立了农业专业合作社，发展核桃深加

工，提高核桃附加值；积极发展订单农业，

和宝源农业公司签订了籽用西葫芦种植

收购合同；发展千亩农业产业园和天然恒

温贮藏洞等项目，项目全部实施后，全村

经济总产值将达 100 余万元；实施退耕还

林 1023 亩 ，每 亩 可 增 收 1500 元 。 建 成

200KW 光伏发电项目，带动村集体和贫困

户增收。实施退耕还林 1023 亩，每亩可增

收 1500 元；积极推进金融扶贫，16 户贫困

户每户每年可享受分红 3500 元；发展千亩

农业产业园区建设，2018 年将原集体的荒

山荒坡整理出耕地 500 余亩 ,以土地流转

的方式，采取“企业 +村集体 +合作社 +农

户”的模式实行园区化经营，发展现代农

业。

2017年，任家沟村整村提前脱贫，2018
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达 5100元，较 2015年翻

了一番。如今曾经的“贫困村”变成了文明

富裕的乡村旅游示范村。

任家沟村任家沟村：：火红的日子过起来火红的日子过起来！！

图为任家沟移民集中安置区图为任家沟移民集中安置区。。 高小明高小明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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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稀黑鹳首现北川河珍稀黑鹳首现北川河
近日，十几只黑鹳现身市区北川河畔，镜头下的黑鹳，

或游弋觅食，或嬉笑打闹，或飞舞漫步，姿态优美，给盛夏的

离石增添了一道别样的风景。

黑鹳是国家一级保护濒危鸟类，对生存环境有着极高

的要求。黑鹳首现北川河，标志着吕梁市区生态环境不断

好转。近年来，我市全面开展专项清河整治行动，积极修复

河道周边生态环境，着力改善水域整体环境，切实维护河道

健康运行，生态环境持续好转，水质得到极大提高，吸引众

多鸟类前来栖息作客。

记者 刘亮亮 摄

讲述人：马海燕（柳林县石西乡马家山村建档

立卡贫困户）

记录人：本报记者 郭炳中

我叫马海燕，是柳林县石西乡马家山村农民，

今年 59岁。我是个地地道道的瓜农，与西瓜打了

大半辈子交道，由于自己“斗大的字不识一箩筐”

的缘故，苦干蛮干了多少年，但总也没有摆脱贫困

的影子。

在被确认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后，在驻村干部

的指导和帮扶下，我一改过去传统的种瓜“土办

法”，采取“土办法”与“新科技”结合的方法，西瓜

获得了大丰收，我的收入也是水涨船高，一年比一

年多。

我一没有手艺，二没有副业，我和老伴常年慢

性病缠身，属于因病致贫的贫困户。

从 2014 年开始，驻村工作队员采取“一户一

策”的办法，为我请来县里的农业专家、乡里的种

瓜能手，并给我免费送来优质种子，手把手全程指

导我种植西瓜。科技的力量就是大，让我没有想

到的奇迹出现了，当年种的 5 亩西瓜，亩产达到

6000斤以上，收入达到 2万多元，我平生第一次尝

到了科技兴农的甜头。

打那以后，我在科技兴农的路上“一路狂奔”，

四处拜师学艺，醒着睡着都是在思谋种西瓜的窍

门，每年的种植面积也随之扩大，收入嘛，自然是

芝麻开花节节高。2017年，风调雨顺，行情看涨，

10亩西瓜收入破天荒达到了 5万元，村里为此还

给我来“西瓜状元”的旌旗。

今年，我应用宽幅长寿地膜覆盖技术种了 12
亩西瓜，只可惜天年不太好，出苗时受到霜冻，现

在又面临着干旱少雨。不过可喜的是，县里乡里

村里，都在为抗旱救灾积极行动，如果不出意外的

话，收成也肯定差不了。

不过话说回来，像咱们这靠天吃饭的地方，十

年九旱是常态，咱瓜农对七灾八难早已经习以为

常了，更相信人定胜天、科技兴农的力量，三年两头挣，坚持下去肯

定会有大收获。

以前是西瓜甜，日子不甜；如今是西瓜更甜，日子也更甜了。

我已经靠种瓜脱贫致富了，衣食无忧，儿孙满堂，家用电器一应俱

全，有了一定的积蓄，每年还要和老伴出去旅旅游，这全靠党和政

府的政策好，人勤地生金，人懒地长草。政府也是一个大家庭，领

导们的工作也不好做，我发自内心感谢党和政府，感谢镇村领导对

我家的帮扶，我相信通过自己的努力，会让一家人过上更好的生

活，决不拖党和政府的后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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