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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人：魏元春（汾阳市贾家庄镇

小罗城村建档立卡贫困户）

记录人：朱敏

我叫魏元春，今年 42 岁，是贾家庄

镇小罗城村一名地地道道的家庭妇女，

我原本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丈夫常

年搞运输，自己在家照料两个未成年的

孩子，日子过得还算不错。

天有不测风云，我丈夫2014年2月因

一场车祸离我而去，丢下了当时年仅13岁

的女儿、6岁儿子和一个破碎的家。全家的

支柱突然倒塌，面对丈夫的去世、年幼的小

孩、苍老的家公，这突如其来的磨难打得我

措手不及。我每天都在考虑以后的日子该

怎么过，两个学龄孩子需要培养教育成人，

家里又没有土地可种，自己也没有可以谋

生的一技之长……一想到这些，我就发愁。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2014年底，我

们家因灾被纳入贾家庄镇小罗城村建

档立卡贫困户。国家的惠民政策、镇党

委政府的关怀、帮扶干部的关心让我看

到了生活的希望，也让我有了克难的勇

气。我重新鼓起了对生活的信心，为了

撑起这个家，我积极报名参加了吕梁山

护工培训学习，获得增加收入的本领，

并先后在智慧园学生公寓、中国移动网

点等地打工赚取收入，生活也逐渐好

转，我们家在 2016年顺利脱贫。女儿很

争气，2019 年，她以优异的成绩被山西

医科大学录取，享受了雨露计划的资

助，儿子也即将升入初中。现在的我，

因为要照顾先天性心脏病的儿子，没法

外出打工，只能在附近

打零工，每年也有三万

元的收入，省吃俭用足

够 我 们 一 家 人 开 销

了。感谢党的好政策，让我们一家人不

愁吃、不愁穿，生病住院都有保障，生活

条件及生活水平都得到了提升。

作 为 贫 困 户 的 我 们 不 应 该“ 等 靠

要”，也不能坐在家中等着帮扶干部的

慰问及政府的低保金等，自己更要自立

自强，困难来临不气馁，挫折面前不低

头，以积极进取的心态对待生活，这样

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脱贫。我相信，

勤劳能致富，在今后的生活中，我将继

续努力，让自己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讲述人：曹生华（石楼县裴沟乡马

家山村建档立卡贫困户）

记录人：本报记者 阮兴时

我叫曹生华，今年 67岁。我们老两

口居住在石楼县裴沟乡马家山村的自

然村刘家山。由于我们老两口年事已

高，无法做重体力活，更无法外出务工，

精准扶贫以来，被定为建档立卡贫困

户。在党的好政策下，我和老伴享受了

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危房改造等一系

列帮扶政策，生活虽不富裕，但我内心

十分充实美满。

更 难 得 的 是 ，我 家 不 但 赶 上 了 国

家的好政策，还遇到了一支尽职尽责

的驻村工作队，吕梁日报社的扶贫工

作队进入我们村后，不仅经常家访给

我们提供帮助，更实现了精准帮扶到

村到户到人，确保了不漏一户、不错一

人。五年来，他们千方百计改善大家

的 生 活 条 件 ，努 力 增 加 大 家 的 收 入 。

他们每做的一件事，我都看在眼里、记

在心里。我经常对村里人说，幸福不

会从天而降，奋斗才能赢得未来。国

家政策是扶贫不是扶懒，在好政策的

帮助下，我们更要自立自强，通过勤劳

的双手才能早日走上致富道路。正如

习总书记说的那样，要不忘初心，砥砺

前行，顽强拼搏。

我虽年迈，但身体还算硬朗。今年

刘家山硬化公路，我和老伴一商量，便

主动揽下了为修路工人做饭的活计。

收拾出家里的两眼窑洞，为工人们免费

提供休息的场所。一顿饭十块钱，五六

个工人连吃带住，十多天可以挣个一千

多元。虽然钱不多，但也是通过自己的

劳动所得。

我和老伴都不识字，因此做了一辈

子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庄稼人。我经常

教导自己的儿孙们，要重视读书和受教

育，我坚信，读书能够改变命运，知识能

够成就梦想。去年开始，我让孩子们给

我订了报纸，买了书和笔，空闲的时候

就认认字，写写字。俗话说，活到老，学

到老，凡事不怕晚，就怕懒！

物质贫穷不可怕，可怕的是“精神

贫困”，可怕的是消极无为，甘于贫困，

一心想着“等、靠、要”。在党委、政府和

扶贫工作队的帮扶下，这些年我认为变

化最大的就是，激发了脱贫的内生动

力，有了脱奔小康的干劲。前两天，我

在自家的院墙上写了“脱掉穷帽子，幸

福万辈子”几个大红字。在我们马家

山，许许多多贫困群众都跟我一样，在

脱贫的道路上，众人划桨开大船，共同

驶向幸福的彼岸。

本报讯 （记者 冯凯治 通讯员
张倩）“柳林碗团中华名小吃，可当

粮，可当菜，可热炒，可凉拌”“柳林大

红枣、柳林芝麻饼，源于吕梁山，享誉

大中华”“每天都离不开小米稀饭和芝

麻 饼 ”“ 南 瓜 子 可 降 压 ，缓 解 心 绞

痛”……

7月 3日至 7月 5日，在以“直播助

农，嗨购吕梁”为主题的柳林名特优农

产品直播间内，立好支架、摆好镜头、

打上灯光，该县领导分别进入“带货主

播”的角色，为柳林名优农产品代言，

助力脱贫攻坚。直播间中，特别嘉宾

们变身“带货主播”，以风趣幽默的方

式向网友介绍着柳林本土名优特色农

产品，如六郎枣业的紫晶枣和枣夹核

桃、龙园柳林特色馆的空心挂面和香

菇酱、柳林沟门前风味食品公司的经

典香辣碗团、天王农产品农民专业合

作社的吕梁山小杂粮和美脑枣、荞歌

碗团、达溪醋业的渊醇粮、晋柳誉酒业

的白酒。直播间内，嘉宾、主播、在线

网友频频互动，主播对着镜头侃侃而

谈，引来网友对柳林县名特优农产品

的积极响应和高度关注，直播以整点

超低价秒杀、发放优惠券等方式，现场

异常火爆，圈粉无数。

通过精心筛选一批有特色、有优

势、有品牌，且符合国务院扶贫办认定

的扶贫产品或优质农特产品作为网络

直播的主推产品，在智汇柳林 APP、抖

音、黄河+等直播平台宣传、展示柳林

特色优质农产品，帮助柳林本土优质

农产品飞出大山、飞进城镇、飞向全

国。同时“直播助农，嗨购吕梁”直播

活动以“消费扶贫行动”为纽带，通过

线上线下、消费助力精准扶贫的方式，

形成柳林县帮扶单位与贫困村产销对

接良好互动，凝聚柳林县委县政府的

帮扶合力，最大程度化解疫情对柳林

县农产品销售造成的不利影响。

据了解，通过三天直播+线下的多

方位展示，提升了群众对柳林本土名特

优农产品品牌认知，让柳林的民俗文化

走到了全国数百万网民面前。“直播助

农，嗨购吕梁”直播吸引了二百多万名

网友进入直播间“围观”下单，共成交

4257单，成交额达到 361771元，为助力

农产品精准上线，持续带动农业增效、

农民增收营造了良好氛围。

新华社北京7月13日电 为深化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的学习宣

传贯彻，帮助人们更好理解坚持和完

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各项

决策部署，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组织撰

写了 2020 年通俗理论读物《中国制

度面对面》。目前该书已由学习出版

社、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

该书是“理论热点面对面”系列

的最新读本，秉承其一贯特点和风

格，集中回答干部群众普遍关心的

重大问题。记者了解到，从去年 11
月开始，中宣部理论局就组织力量

开展深入调研，梳理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是怎么来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为什么好、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如何行稳致远等 16个

重大问题。中央有关部门的同志和

专家学者围绕这些问题，进行深入

研 讨 ，集 中 起 草 修 改 ，广 泛 征 求 意

见，在凝聚各方面智慧的基础上完

成了书稿。

该书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密联系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实际，紧

密联系干部群众思想实际，从理论阐

释、新闻视角、问题意识、语言特色、历

史纵深、国际视野等维度，对这些重大

问题作出了深入浅出的解读，观点权

威准确，语言通俗易懂，文风清新简

洁，形式活泼多样，有助于进一步坚定

广大干部群众的制度自信，（下转4版）

坚定制度自信 凝聚奋进力量

《中国制度面对面》出版发行

盛夏时节，驱车驶入柳林县三交镇沙坪则村的乡间道路

上，徜徉于枣林之间，漫步黄河岸边，漫山的枣树尽收眼底，

田间柏油路绵延平坦、弯多径直，远远的“红灵芝枣业欢迎

您”八个大字映入眼帘，随着小径步入园区内，百余亩大棚枣

田气势恢宏。

柳林县三交镇素来以红枣种植、加工为支柱产业，并有

着“中国红枣第一镇”的美誉。“近年来，随着气候的变化，枣

树开花的五六月，正是久旱无雨时，而红枣成熟的八至十月，

却是秋雨不断，丰收在望的红枣眼睁睁看着因下雨烂掉，一

年的辛苦只能付之东流。”接受采访的红灵芝合作社负责人

张彦忠苦笑着摇了摇头。

“当初看着家乡产业逐渐落没，我们是看在眼里，急在心

里，一直在思索有什么办法可以让红枣不受气候的影响，如

何才能找到红枣防裂、防病虫害的好方法？”2013年春天，张

彦忠和几位枣农一拍即合，只有提升红枣品质，才能将“中国

红枣第一镇”这块金字招牌代代传承。听说大棚种植红枣效

益不错，张彦忠一行决定远赴运城临猗、夏县，山东沾化，陕

西大荔，新疆和田、若羌等地考察，发现红枣通过矮化密植，

进行大棚栽植，可以有效控制温度湿度，遮雨防裂，起到旱涝

保收的效果，同时可以有效减少各种病虫害，保证红枣质量。

有了思路，就有了打破传统栽植模式的底气。2013 年，

张彦忠和四位枣农投资 1000余万元，成立了红灵芝鲜枣开发

专业合作社，现有红枣林 500 余亩，其中大棚密植红枣林有

100亩，栽植有近 80种改良品种。建有周边挡风绿化带，完成

了引水上山工程和电力配套设施，配套建设了 400㎡红枣保

鲜库、养殖场区，构建了红枣产业为主的种植、养殖互补循环

产业链， 出了一条山区红枣防裂保鲜的新路子。

张彦忠告诉记者，大棚栽植不但可以有效控制温度湿

度，而且吐芽迟早他们可以说了算。关键是要给枣树提供适

合它生长的土壤，所以要保持土壤肥力，施肥可是门大学问，

他们用的都是农家肥、有机肥，只有疏松土壤，使枣树根系透

气好了，才能长出饱满、绿色的高品质枣。另一个最难把握

也是最关键的技术就是对温度的控制，在红枣的生长过程

中，每个时期要求的温度都不一样，稍有差错，就会颗粒无

收。就拿冬枣来讲，温度偏高、没有湿度，枣长不起来，湿度

大了，又容易生病。因此，他们利用电脑 24小时监控大棚温

度，并全部进行机械化浇灌，精准控制大棚的温度和湿度。

移步大棚内，记者踏着松软的土地见到了正在检查枣果

生长情况的技术员张彦平和其他的工人们，他欣喜地介绍道：

“我们基地的百亩大棚都是人工摘苗、修剪，结出的枣纯绿色、

无污染，糖分大、口感脆甜，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用大棚栽植

红枣树，可使红枣的成熟期提前 1个月左右，也就是说，普通红

枣还在生长期间，它已经成熟抢先上市，而且颗粒大、含糖量

高，这些优势让大棚红枣在市场上能够脱颖而出。”

正在对枣树进行整形修剪的李羔六是地地道道的沙坪

则村村民，从 2014年至今都在红灵芝鲜枣开发专业合作社从事修剪、耕地等工

作。“之前就是在村里务农，每年的收成就是看天吃饭，自从红灵芝流转了我的

三亩土地，还招我来合作社打工，每个月收入 4500元，一年下来我的收入快赶上

城里人哩。”

“现在一亩大棚枣树可产红枣 750公斤左右，每公斤按 10元计算，一亩就是

7500元，100亩就是 75万元。”张彦平信心满满地说，合作社不仅吸纳员工 60余

人，聘用技术人员 10人，联结改良嫁接枣农 70户 300亩，与 120余户贫困户 368
口人长期合作，为贫困户免费提供嫁接换代享受保价收购，入园打工就业增收，

使贫困户有产业、有技术、有收益。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特色，现代设施的红灵芝鲜枣开发专业合作社已成为吕梁山

上靓丽的鲜枣园区，一曲曲引领传统枣业走向新时代的高歌已经响彻黄河岸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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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冯凯治

柳林：为扶贫下单 为脱贫助力

本报讯 （记者 李雅萍 罗丽） 7 月

13 日，吕梁市与粤港澳大湾区企业家招

商引资推介会举行。省政协副主席、市

委书记李正印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

书记、市长王立伟推介，山西省珠三角招

商局局长刘亚林出席会议并讲话，香港

铜锣湾集团董事局主席陈智等粤港澳大

湾区 20 多位企业家出席会议，市领导乔

晓峰、刘晋萍、薛爱平，市政府秘书长权

威参加会议。

李正印对山西省珠三角招商局一直

以来对吕梁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对来

吕考察的企业家们表示欢迎。他说，吕

梁作为革命老区、发展新区，发展潜力巨

大。近年来，全市上下牢记习总书记教

导嘱托，感恩奋进、砥砺奋进，以脱贫攻

坚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积极推进资

源型城市高质量转型发展，地区生产总

值、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上工业增加值

总量等多项经济指标位居全省前列。当

前，吕梁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视察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全面落

实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精神，沿着习总

书记指引的金光大道，在山西率先 出转

型发展新路的新征程中奋勇争先。

李正印在讲话中指出，粤港澳大湾

区企业家们带着感情来到吕梁，项目准

备充分，合作意愿强烈。从企业介绍中

充分感受到各企业坚持新发展理念，聚

焦国家、地区发展现实问题，强化项目科

技支撑，创造出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发展

路径和发展模式。推介的项目与吕梁高

质量转型发展的需求高度契合，希望双

方加强沟通联系，共同推动项目落地。

李正印对双方合作提出四点要求。

一要把握机遇。粤港澳大湾区和吕梁的

企业都要认识到“山西要在转型发展上

率先 出一条新路来”，聚焦“六新”取得

新突破，以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中部地区崛起、转型综改示范区

建设、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等重大战

略实施为吕梁带来的新机遇，因势而谋、

应势而动、乘势而上推进合作，助力吕梁

高质量转型发展。二要精准对接。各县

市区、各开发区及吕梁企业都要积极主

动和考察团企业家深入交流，对接项目，

开展合作，让更多好项目在吕梁落地。

三要搞好服务。各县市区、各开发区要

为企业进驻营造良好环境，为项目落地

提供保姆式服务。四要合作共赢。吕梁

本地企业要与珠三角企业建立长期、深

入、高质量的合作关系，助推企业发展壮

大，在率先 出转型发展新路的新征程上

谱写吕梁高质量转型发展的新篇章。

刘亚林讲到，吕梁历史悠久、人文荟

萃，资源丰富、产业多元，是一座英雄的

城市，一个令人向往的地方。这次带领

粤港澳大湾区企业家来吕梁开展招商引

资对接，共商合作，共同发展，充分感受

到吕梁市对企业家的尊重、重视以及对

扩大开放、加强与粤港澳大湾区合作的

迫切愿望和坚定决心。吕梁的营商环境

和招商引资政策优越，希望粤港澳大湾

区企业家精准对接，用心领略吕梁，感受

吕梁，投资吕梁，共赢发展。

王立伟在推介中介绍了我市基本情

况以及投资发展优势。他希望，企业家们

把吕梁的资源、市场、产业与粤港澳大湾

区的技术、人才、资本等优势结合起来，实

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他表示，吕梁市

政府将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创造一

流的政务环境、法治环境、市场环境和社

会环境，让双方在合作共赢的道路上积聚

新能量、释放新干劲、创造新辉煌。

推介会上，与会人员观看了吕梁市

宣传片。吕梁经济技术开发区、汾阳市

杏花村经济技术开发区、孝义市经济技

术开发区作了招商推介。陈智、王维、张

小磊、王彪、宋旗、杨涛、杨博、高翔、代世

威等考察团企业家代表就企业发展情况

和投资合作意向先后作了发言。

考察团一行还将与我市精准开展项

目对接，深入县市区、开发区和企业进行

实地考察。

吕梁市与粤港澳大湾区企业家招商引资推介会举行
李正印主持并讲话 王立伟推介 刘亚林讲话

图为吕梁市与粤港澳大湾区企业家招商引资推介会会场。 记者 刘亮亮 摄

曹生华曹生华：：脱掉穷帽子脱掉穷帽子 幸福万辈子幸福万辈子

魏元春:党的政策让日子好起来

图为曹生华在自家的院子中图为曹生华在自家的院子中。。 阮兴时阮兴时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