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村里又有了不少新变化。”走在山

西省吕梁市兴县蔡家崖乡蔡家崖村的

街道上，看着两旁新开的商铺和穿梭而

过的旅游大巴，石坚很是感慨。

吕梁山川连绵，沟壑纵横，由于地

处偏远，交通不便，这里是全国集中连

片特困区，而兴县又是其中的深度贫困

县之一。

2017年 6月 21日，习近平总书记来

到吕梁革命老区考察调研时，专门提到

“吕梁精神”：“革命战争年代，吕梁儿女

用 鲜 血 和 生 命 铸 就 了 伟 大 的 吕 梁 精

神。我们要把这种精神用在当今时代，

继续为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为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时任蔡家崖乡温家寨村第一书记

的石坚回忆当时场景说：“咱是大嗓门，

率先喊了一句‘总书记好’！总书记对

我微笑，挥了挥手。”

“我心里一直向往着晋
绥根据地”

那天早上天刚蒙蒙亮，石坚就骑着

摩托车来到蔡家崖村。“后来才知道，总

书记一下飞机就直接来村里。”

蔡家崖村红色遗址多，当年晋绥边

区首府就设在这里。总书记对在场的

干部群众说：“吕梁我是第一次来，我心

里一直向往着晋绥根据地。”

“总书记到的时候快中午了。”石坚

清楚地记得，当天晴空万里，见到总书

记的一刹那，大伙儿都抑制不住心中的

激动，连声高喊“总书记好”。

当天，总书记向晋绥边区革命烈士

敬献花篮，瞻仰晋绥边区革命纪念馆，

参观晋绥边区政府、晋绥军区司令部旧

址。石坚指着晋绥军区司令部旧址六

柳亭告诉记者：“总书记就是在这儿接

见当年在晋绥边区参加对敌斗争的老

战士。”总书记不仅同十几位老战士亲

切交谈，还主动邀请他们合影。

刘丙涛老人就是十几位老战士之

一，石坚平时经常去看望他。“刘老第一

个和总书记握手，他后来跟我说，总书

记可随和了，没有一点架子。”

蔡家崖乡五龙堂村的 120师学校，

是以八路军 120 师冠名的山西省示范

性学校。总书记来蔡家崖村考察那天，

曾在学校里同赵子璇同学亲切交谈。

“习爷爷和蔼可亲，手暖暖的。”赵

子璇后来在作文里写道。

总书记叮嘱扶贫干部
“扑下身子到村里干”

2017年 6月 23日，在兴县等地结束

考察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太原市主

持 召 开 深 度 贫 困 地 区 脱 贫 攻 坚 座 谈

会。总书记指出：“深度贫困地区要改

善经济发展方式，重点发展贫困人口能

够受益的产业，如特色农业、劳动密集

型的加工业和服务业等。交通建设项

目要尽量做到向进村入户倾斜，水利工

程项目要向贫困村和小型农业生产倾

斜，生态保护项目要提高贫困人口参与

度和受益水平，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大

病保险制度要对贫困人口实行政策倾

斜，等等。”

“总书记在这个座谈会上专门谈到

了扶贫干部，叮嘱扶贫干部要真正沉下

去，扑下身子到村里干，同群众一起干，

不能蜻蜓点水，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

网，不能神龙见首不见尾。这席话时刻

激励着我。”石坚说。

2016 年 10 月，石坚来到温家寨村

任驻村第一书记。温家寨村 400 多亩

耕地藏在半山坡里，村民们春耕秋收都

得踩着羊肠小道肩挑手扛，雨天一身红

胶泥，“牲畜摔进沟里，七八条壮汉才能

拖出来”。行路难，吃水也难，全村 210
户人家全指望一口老旧蓄水池。冬季

一上冻，吃水就得砸冰。

要脱贫，必须首先解决路和水的问

题。石坚与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的驻村工作队商量，从单位争取到一

些资金，调来施工队。村民们清楚记

得，开工那天热闹得像过年，留在村里

的壮劳力都赶来帮忙。坡陡路滑，工程

车开不上去，水管电杆全靠石坚带着村

民们一根根扛上山。

回忆起当年一起干活的场景，温家

寨村村委会副主任温喜迎拍着石坚的

肩膀称赞：“石书记干活是一把好手！”

他又指指自己的夹克说，“为赶在上冻

前通路通水，石书记带着我们没日没夜

地干活，晚上我冻得像筛糠，这衣服就

是他给我的。”

2017年，石坚在村里引种了 900亩

核桃林，还在林下尝试连翘种植，达产

达效后预计全村人均增收可达 8000余

元。目前，温家寨村的核桃、玉露香梨

等规模经济林以及村级光伏发电站逐

渐形成规模。

红色旅游开辟致富新路

“那天，总书记在蔡家崖村考察时

指出，我们党的每一段革命历史，都是

一部理想信念的生动教材。”2018年 5
月，石坚调任蔡家崖村第一书记。他告

诉记者，为落实总书记的要求，他带领

村里一班人反复谋划怎样用好用活这

部生动教材。

近几年，吕梁市修缮了一批革命旧

址，命名了 11个党员干部教育基地；兴

县确定了蔡家崖、北坡、张家梁村红色

旅游线路。

“晋绥边区革命纪念馆，晋绥边区

政府、晋绥军区司令部旧址都在咱们蔡

家崖村，这是多么宝贵的资源！要通过

发展红色旅游，让老区群众过上幸福的

生活。”石坚在调研中渐渐明晰了思路。

2018年 6月，“蔡家崖号”客运列车

开通，把太原和吕梁革命老区连到一

起，来蔡家崖旅游的人更多了，村民开

起了大大小小的饭店，每天通过购票软

件查看余票数量，就能大致估算出当天

需要准备的食材数量。

“游客来蔡家崖感受吕梁精神，村

民靠销售土特产、工艺品等增收致富。”

蔡家崖村党支部书记温利川说。

村民温文新以前常年在外跑长途

大货车，看到村子的变化，2018 年 4 月

回到村里开起了超市，年收入一下子过

了 10万元。

“总书记来咱们村之前，村里就没

见过旅游大巴，现在天天能看见。”在自

家的豆腐摊前，温矮云麻利地切下一块

豆腐递给游客。虽然不是旺季，一天也

能卖出两盆。“一斤两块钱，一盆一百

斤，来一辆大巴，半盆就没啦！”

“总书记离开村里的时候，大家都

依依不舍。总书记考察之后，很多村民

到点就看电视新闻，就是想看看总书

记！”石坚说。

虽然已经回到了原单位山西西山

晋兴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但石坚一直惦

记着乡亲们，村里的点滴变化，都让他

由衷高兴。“我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无

论到哪里，无论做什么，都要真正沉下

去，同群众一起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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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李雅萍） 一技在身、

一证在手，一条致富成才路就会在脚下铺

就。8月 14日，我市举行吕梁山护工（第

三十批）走出大山欢送仪式，欢送 1383名

吕梁山护工外出就业。市委书记李正印

出席。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张广勇讲

话。市委常委、秘书长乔晓峰主持。

今年以来，我市努力克服疫情影响，持

续加大工作力度，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已

培训输出二批吕梁山护工。此次又有

2292名吕梁山护工完成培训，取得了《技

能培训合格证书》和《专项职业能力证书》，

1383名护工将走上就业岗位实现就业。

张广勇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外出就业

的吕梁山护工表示祝贺，向为吕梁山护

工培训就业工作作出贡献的各培训学

校、各家政公司、社会各界表示感谢。他

说，持续推进培训就业工作是吕梁市委

市政府落实习总书记视察山西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助推脱贫攻坚的一项重要举

措，也是落实省委“人人持证、技能社会”

要求的一项具体行动，他要求，吕梁山护

工要安心工作。要靠自己专业热情的服

务，用自己点点滴滴的行动，践行吕梁山

护工“诚信、勤劳、专业”的品牌内涵。要

放心工作。自己在他乡工作遇到困难，

或者留在家乡的亲人生活中遇到难题，

可以通过吕梁山护工大数据平台反映，

也可以向家乡政府反映，吕梁市委市政

府及各级党委政府都是大家的坚强后

盾，对于大家反映的在工作和生活中遇

到的困难和问题，将全力帮助解决，坚决

维护大家的合法权益，免除大家的后顾

之忧。要齐心协力。大家都是吕梁人，

要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走共同富裕

道路。要齐心维护吕梁山护工形象，靠

智慧和勤劳 出一条脱贫致富新路，为

更多留在家乡的乡亲树立榜样、作出表

率。他希望，外出务工的吕梁山护工都

能够不负众望，用专业技能为城市人民

搞好服务的同时，也用勤劳双手创造自

己的美好生活。他强调，要在做好工作

的同时，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做好常态

化疫情防控工作。

欢送仪式上，离石区委书记张潞萍

就“人人持证、技能社会”建设工作发言；

本期外出就业学员代表李绳巧，家政公

司代表山西爱天使母婴健康管理有限公

司负责人，吕梁山护工培训机构代表临

县白文职业培训学校负责人发言。

我市欢送第三十批1383名吕梁山护工走出大山实现就业
李正印出席 张广勇讲话

黄河滔滔，日夜奔流不息；河风朔

朔，穿越千年万年。

柳林县石西乡上庄村属纯农业村，

因紧邻黄河岸畔，跟黄土高原上的其它

村庄一样，偏僻、落后，充满原始古老的

气息。近年来，依托其独特的地理优

势、地貌特征，大力发展特色种植业，其

中大棚甜瓜更是以其香甜可口而远近

闻名，辐射全省各地。

由于村内盐碱沙性土壤非常适宜

种植甜瓜、西瓜、西红柿，近年来，该村

结合乡里“一乡一业、一村一品”战略，

按照标准化种植、规模化经营、集约化

发展、科学化管理、品牌化运作、市场化

营销的模式，积极鼓励和扶持村民发展

大棚种植，种植面积达五十余亩。去

年，该村西瓜、甜瓜产量 20 余万斤，可

收入四十万元左右。

说起种瓜能人刘二羔，在周边村那是

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年 57岁的刘二

羔有着十多年的种瓜经验，他种的甜瓜不

仅上市早产量高，而且凭其独特清香的口

感，经常是不出地头就被抢购一空。

在多年的种植过程中，刘二羔逐渐

认识到科学种植甜瓜的重要性，他采取

分期、分批种植的方法，让他的甜瓜始

终保持良好的口感。在石西乡，像刘二

羔这样种植甜瓜的还有不少。据了解，

上庄村共有滩地 600 余亩，依靠黄河滩

地特殊的地质条件以及科学的种植方

法，老刘还发展了“副业”种植西瓜。奈

何西瓜只有一次收成，不像甜瓜可以收

成两三次。

老刘的甜瓜，瓜甜美味、唇齿留香、

远近闻名，恰逢成熟季，离石、柳林，陕

西清涧、吴堡、绥德的粉丝都会提前打

电话预定。去年，老刘的大棚共收入 10
万元，老刘高兴地说：“要不是政府的好

政策，我们的日子哪能这么好哩，更别

指望给两个儿子娶媳妇哩。”

同村 61岁的宋兵计和 59岁的刘成

平承包了三个温室大棚，种植西瓜、甜瓜

和草莓，也是周边“大棚经济”的受益人，

更是上庄村脱贫致富的名人。和宋兵

计、刘成平一样，上庄村的农户利用大棚

种植瓜果、西红柿，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真正实现了鼓了口袋富了生活。

西瓜下市以后，瓜农在大棚内又开始

种植西红柿。上庄村村民刘政仪于 2015
年成立了山西黄河鑫盛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建设了十个大棚种植西红柿，每棚产

量 20000到 25000斤。刘政仪不仅在西

红柿种植上大下功夫，而且在西红柿酱的

加工上也深入研究，投资引进了一套西红

柿酱生产线，年销量达30万斤。

上庄村第一书记王靖介绍，近年

来，上庄村利用丰富的滩地资源,大力

发展瓜果特色产业,目前村里已经建起

占地 45 亩的蔬菜棚 61 个，其中温棚 3
个；现有养羊户 7 户，养猪户 4 户，养鸡

户 6 户,加工红枣户 2 户。去年以来该

村打造了“资金变股金,股金变分红,农
民变股民”的产业扶贫模式，进一步助

力农民致富增收。

上庄村还依托上接临县碛口古镇,
下连三交刘志丹红色旅游景点,毗邻两

河口湿地公园的优势，着力打造美丽乡

村，促进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其中游

客采摘园区目前建起日光温室大棚 3
个,春秋蔬菜大棚 16 个,果林棚 8 个，新

栽苹果、梨、杏、杨梅、樱桃等果树 800
余株，同时带动农村剩余劳动力再就

业，通过实现种植、销售一体化，上庄村

农业产业化程度进一步提高。

脱贫不是目的,小康才是梦想。上

庄村村委主任高开元说，下一步他们将

紧抓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机遇,结
合古贤水库建设带来的机会,健全融合

发展机制,科学制定发展规划,逐步把上

庄村打造成为一个宜居、宜业、宜游、宜

养的集旅游、观光、生态、养生于一体的

美丽乡村。

图为吕梁山护工（第三十批）走出大山欢送仪式现场。 侯利军 摄

山西吕梁市兴县蔡家崖村原第一书记石坚

总书记嘱咐我们“真正沉下去”
□ 人民日报记者

马 原 刘书文 乔 栋

黄河东岸上庄村：

“大棚经济”铺开农民致富路

本报讯 （记者 付永文） 8月 14日，市长王立伟与三一集团

副总裁、三一筑工总经理马荣全举行工作会谈，就实施固废资源

综合利用、加快吕梁柳林固废基新材料产业基地建设，打造国内

首个全产业链模式的固废基新材料产业群、固废工业设计研究

院、区块链固废协同监管服务平台、固废工业互联网平台“淘废

网”等进行了深入交流。副市长杨巨才，市政府秘书长权威，项

目合作投资方及柳林县等相关方面负责人参加。

三一集团是全球领先的装备制造企业，旗下拥有三一重工、

三一国际、三一筑工等知名品牌。吕梁柳林固废基新材料产业基

地由三一集团、北京金投清蓝科技公司与柳林县民营企业合作投

资建设，主要利用煤矸石、赤泥、粉煤灰等大宗固废，进行固废生

态砂、生态砂混凝土、装配式 PC构件、墙板板材等产品的研发生

产和市场应用，同步发展固废装备制造、固废监管平台、固废工业

互联网等新装备新业态。目前，项目合作方已在我市注册成立专

门企业，先导项目标准厂房等已启动开工准备，区块链协同监管

服务平台已经开发完毕，“淘废网”10月份正式上线运行，产业链

全线产品预计明年 6月全线投产，年可消化煤矸石 500万吨。

王立伟代表市委、市政府对三一集团投资吕梁表示欢迎，对

吕梁柳林固废基新材料产业基地推进成效给予充分肯定。他指

出，吕梁煤矸石、粉煤灰、赤泥等工业固废资源非常丰富，加快推

进大宗固废资源化产业化利用，建设一流水平的大宗能源固废

综合改革示范基地，是实现“六新”突破、 出转型发展新路的现

实需要和重要路径。当前，要立足市场需求，发挥科研优势，加

快先导项目标准厂房、生产线等的建设安装步伐，实现生态砂、

高性能轻骨料等新材料新产品的规模化生产，尽快占领市场、产

生效益。要坚持全产业链发展模式，同步推动装配式 PC构件、

墙板板材、固废监管服务平台、“淘废网”等项目的落地建设，加

快固废高端成套装备项目的上马，确保产业链全线产品明年 6
月全线投产，走出一条产业优、质量高、效益好、可持续的工业固

废综合利用发展新路。要紧紧抓住柳林县列入全国固废环境污

染第三方治理示范基地机遇，大力争取国家绿色产品认证、高新

技术企业、绿色企业名录等方面的政策支持，全力打造国内一

流、国际领先的固废基新材料产业基地，真正实现大宗固废的变

废为宝、资源化产业化发展，为我市率先 出转型发展新路起到

示范引领作用、发挥产业集群效应。

马荣全感谢吕梁各级给予三一项目的关心支持，高度赞誉

吕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蓬勃态势，简要介绍了吕梁柳林固

废基新材料产业基地发展构想和推进情况。他表示，吕梁资源

禀赋和产业政策优势显著，三一集团对吕梁固废基新材料产业

基地项目充满信心，将紧密携手合作伙伴，加快推动生态砂、高性能陶粒轻骨料等

项目的落地，全产业链推进相关项目建设，积极创建大宗能源固废综合改革示范

基地，打造固废综合利用和“六新”突破的标杆示范项目，在推动能源革命和资源

型经济转型中实现互利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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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冯凯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