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吕梁山麓、黄河岸边、汾河谷地，一

排排电池板罗列成错落有致的“梯田”，

在阳光的照射下熠熠生辉，成为一道独

特的风景。吕梁的老百姓说：“一辈子晒

太阳，没想到这个蓝色的光板板晒晒太

阳就能让我们过上好日子。”

近年来，吕梁市紧紧抓住光伏产业

扶贫政策机遇，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光伏

项目建设，用“吕梁精神”打造了“吕梁速

度”，创造了“吕梁奇迹”：目前，全市光伏

扶贫电站总装机容量达 59.6 万千瓦，覆

盖 1469 个行政村、9.7 万贫困户，全市累

计获得光伏收益 6.75亿元。曾经落后的

“老区吕梁”正借着政策东风，乘着光伏

列车加速奔向小康。

荒山屋顶变增收“聚宝盆”

5月 27日正午时分，吕梁市石楼县灵

泉镇马村联村式电站内，一排排太阳能

光伏发电板整齐排列，蔚为壮观。尽管

汗流浃背，但在电站内工作的贫困户温

香弟却非常高兴：“这些光伏板就像向天

空敞开的‘聚宝盆’，阳光越充足，发电越

多，我们村里获得的收益才能越高。”

53岁的温香弟每天都会骑电动车去

电站工作，隔段时间就用特制的工具擦

拭光伏发电板，清理电站内的杂草杂物，

检查排水系统。他是城关村贫困户，以

往只能靠庄稼收成勉强度日。光伏板建

好后，他成为村级电站的一名管护人员，

“现在的政策真是好，公益岗位让我每月

有了 1000 元的收入，另外我还在这里务

工，算下来每月能拿到 3000 多元。这不

仅让我甩掉了贫困户的帽子，而且晚年

生活也有了保障。”

在石楼县，像老温一样受益于光伏

扶贫政策的贫困户有 9600户。

作为吕梁光伏扶贫的重点地区，2016
年光伏扶贫工程启动后，石楼县共筹资

5.7亿元，建成总规模 86.3MW的光伏扶贫

电站。综合统筹贫困村大小、贫困户数量

等因素，以 100kW 为单位，石楼县进行了

光伏电站确权分配，全县 113个贫困村村

集体光伏收益平均达到 50万元以上。

“眼前的联村式电站占地 180 亩，覆

盖 15 个行政村 680 多户贫困户，这样既

可以节约建设成本，也便于经营管理。”

石楼县政协主席张建峰介绍，石楼是山

西 省 深 度 贫 困 县 ，去 年 财 政 收 入 仅 有

5200 多万元，但光伏扶贫却带来 6000 多

万元的收入，今年预计可达 8500 万元。

“在全省范围内，石楼县的村级光伏电站

平均规模最大、村集体收益最大、贫困户

收益最大。”

光伏为石楼带来的改变，正是吕梁

市把光伏扶贫作为攻坚深度贫困重点工

程推进的一个缩影。

几年来，吕梁市不断改革创新项目

建设、运营维护和收益分配机制。2019
年，吕梁市因创新实施光伏扶贫成效明

显，荣获“全省脱贫攻坚组织创新奖”。

2020 年，吕梁市光伏收益每天达到

123万元，总计 4.6亿元；全市还将新增公

益岗位近 5 万个，年人均增收 5000 元以

上。“光伏扶贫对那些无劳动力、缺资金、

缺技术的贫困户来说，真正具备‘造血扶

贫’功能，为吕梁百姓脱贫增收出了大

力！”吕梁市扶贫办主任陈林强连连竖起

大拇指。

“光伏+”加出产业发展新动能

为了有效利用土地资源，减少水土

流失，恢复生态平衡，在设计方面，吕梁

市在充分满足安全可靠、经济适用、环保

美观、便于安装和维护的同时，统筹开展

“光伏+”项目，根据实际情况，宜农则农、

宜牧则牧、宜草则草、宜林则林，把光伏

电站的建设与产业发展、生态环境改善

等密切结合起来。

在中阳县车鸣峪乡千亩蔬菜木耳产

业园区，远远望去，片片光伏电池组件覆

盖在现代化农业大棚棚顶。棚内，各类

花卉和蔬菜长势喜人。

“我们充分利用电站光伏板下土地

资源，发展光伏+种植、养殖等产业，在为

光伏产业的发展注入新动能的同时，进

一步增加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中阳

县扶贫办主任曹建平说。

专注于土地资源综合利用新模式的

研究和探索，中阳县车鸣峪乡弓阳村利

用山西耀光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新建成

的 2000平方米玻璃整体观光连体大棚和

两栋 500平方米的独栋大棚，引进技术种

植花卉和蔬菜，并在光伏玻璃钢整体大

棚周围的 15 亩空闲土地上，种植各种特

色树木和冬青或油菜花，建成一个小型

植物园区。

“我家是光伏扶贫的受益者。”车鸣峪

乡贫困户王应枝算了一笔账，笑得合不拢

嘴，“我家有 3.4亩土地流转用于光伏发电

项目，每亩土地能收入 1000元。另外，借

‘光伏+食用菌’模式的光，我还培育了

2000棒菌棒，每年又可收入 3000元。”

弓阳村电站是典型的“光伏+蔬菜大

棚”发展方式，方山县峪口镇则利用“光

伏+移民屋顶”，在一期移民小区安置点

屋顶安装 400千瓦光伏电站，年可发电 52
万度，年均纯收益约 35万元，成为易地移

民搬迁群众稳定的后续产业支撑。

此 外 ，方 山 县 的“ 光 伏 +中 药 材 种

植”、临县的“光伏+养殖”及“光伏+食用

菌种植”、兴县的“光伏+低秆作物种植”、

岚县的“光伏+畜牧+种植”、石楼县的“光

伏+畜牧+小杂粮种植”都已获得成功。

目前，全市 90%以上电站建成高支架同

步实施“光伏+”项目，面积达到 9000 余

亩，电站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

实现最大化。 （下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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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8月26日电中国人民警

察警旗授旗仪式 26 日在人民大会堂举

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

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中国人民警察队伍授

旗并致训词，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人民警

察致以热烈的祝贺。他强调，我国人民

警察是国家重要的治安行政和刑事司法

力量，主要任务是维护国家安全，维护

社会治安秩序，保护公民人身安全、人

身自由、合法财产，保护公共财产，预

防、制止、惩治违法犯罪。新的历史条

件下，我国人民警察要对党忠诚、服务

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全心全意

为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而努力工作，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

的使命任务。

人民大会堂北大厅气氛隆重热烈。

红色背景板上，“中国人民警察警旗授旗

仪式”字样格外醒目。300余名身着警礼

服、特警战训服的人民警察身姿挺拔、精

神抖擞，整齐列队。

10时 30分，授旗仪式开始。全场高

唱国歌。

仪仗队员护卫着中国人民警察警

旗，正步行进到主席台前。习近平分别

向公安部部长、总警监赵克志，国家安全

部部长、总警监陈文清授旗。赵克志、陈

文清向习近平敬礼，从习近平手中接过

中国人民警察警旗，面向全场展旗。全

场人民警察向警旗庄严敬礼。

随后，习近平致训词。他指出，长

期以来，在党的领导下，我国人民警察

牢记宗旨使命，忠诚履行职责，勇于担

当作为，甘于牺牲奉献，为维护国家安

全、社会稳定、人民利益作出了重大贡

献。实践证明，我国人民警察是一支党

和人民完全可以信赖的有坚强战斗力的

队伍。

习近平对人民警察队伍提出 4 点要

求。一是对党忠诚。要坚持党的绝对领

导 ，坚 持 政 治 建 警 方 针 ，增 强“ 四 个 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始终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方向为

方向、以党的意志为意志，坚决听从党中

央命令、服从党中央指挥，确保绝对忠

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二是服务人

民。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定贯彻执

行党的群众路线，做到一切为了人民、一

切依靠人民，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在共

建共治共享中推进平安中国建设，维护

人民利益，全心全意为增强人民群众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而努力工作。三是

执法公正。要坚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加强教育培训，严格监督管理，规范权力

运行，把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落到实

处，不断提高执法司法公信力，努力让人

民群众在每一起案件办理、每一件事情

处理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四是纪律

严明。要坚持严管厚爱结合、激励约束

并重，严格落实全面从严管党治警要求，

严明警纪、纯洁队伍，聚焦实战、强化训

练，着力锤炼铁一般的理想信念、铁一般

的责任担当、铁一般的过硬本领、铁一般

的纪律作风，充分展现党领导的社会主

义国家人民警察克己奉公、无私奉献的

良好形象。

授旗仪式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宣读《中共中央

关于授予中国人民警察队伍“中国人民

警察警旗”的决定》。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

理韩正出席仪式。

参加授旗仪式的人民警察进行了集

体宣誓，誓词为：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

法公正，纪律严明；坚定纯洁，让党放心，

甘于奉献，能拼善赢。

郭声琨主持仪式。丁薛祥、张又侠、

陈希、周强、张军出席仪式。中央政法委

委员，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

志参加仪式。

中国人民警察警旗旗面由红蓝两色

组成，红色为主色调，警徽居旗帜左上

角。警旗是人民警察队伍的重要标志，

是人民警察荣誉、责任和使命的象征。

习近平向中国人民警察队伍授旗并致训词强调

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 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

本报讯（记者 李雅萍） 8月 1日，记者走进临县石白头

乡前曹底村 63 岁的贫困户康香兰家中，只见她拧开水龙

头，看着喷溅而出的清澈自来水，高兴得合不拢嘴。随着我

市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的持续实施，许多像康香兰

一样的群众彻底改写了吃水只能靠手提肩挑的历史。

农村饮水安全是脱贫攻坚“两不愁三保障”的重要考

核内容，也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底线任务之一。 从 2016
年起，我市水利部门持续发力，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三篇光辉文献”、重庆“两不愁三保障”座谈会讲话精

神和视察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持续发力，攻坚克难，

在全市建成了 2844 处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清洁、卫生的

饮用水每天都会通过星罗棋布的供水管网送到 165万农村

群众家中。截至 2019 年底，全市农村集中供水率达到

93.99%以上，自来水入户率达到 90.17%，在脱贫摘帽考

核中，6个国定贫困县、4个省定贫困县农村饮水安全全

部达到脱贫摘帽标准。农村饮水方式、饮水质量提升的历

史性转变，为吕梁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注入了源源不竭的

动力。

经过近年来的努力，我市农村饮水安全问题虽然大范

围得到解决，但水源不稳定、水质变化等问题仍然困扰着

部分农村。为确保广大农村群众不间断地喝上安全水、放

心水、幸福水，全市水利部门紧盯季节性缺水、供水不稳

定、管网老化、水质不达标、维护管理不到位等薄弱环

节，建立了“问题静态清零、成效动态保障”机制，仅在

2020年上半年，全市就解决了 63个村的群众反馈和排查

发现的饮水安全问题。与此同时，新建改造的 158 处农村

饮水安全工程又已全部开工建设，随着 74处工程的完工，

又有 99个自然村、8.11万农村群众的饮水安全条件得到进

一步的巩固提升。

新华社北京8月25日电近日，中

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

《关于改革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的意

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

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关于改革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的
意见》主要内容如下。

社会救助事关困难群众基本生

活和衣食冷暖，是保障基本民生、促

进社会公平、维护社会稳定的兜底

性、基础性制度安排，也是我们党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集中

体现。为全面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

策部署，统筹发展社会救助体系，巩

固脱贫攻坚成果，切实兜住兜牢基本

民生保障底线，现就改革完善社会救

助制度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

三中、四中全会精神，紧紧围绕统筹

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

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按照保基本、兜

底线、救急难、可持续的总体思路，以

统筹救助资源、增强兜底功能、提升

服务能力为重点，完善法规制度，

健全体制机制，强化政策落实，不

断 增 强 困 难 群 众 的 获 得 感 、 幸 福

感、安全感。

（下转4版）

中办国办印发意见

改革完善社会救助制度

荒山变“金山”阳光变“银行”
□ 本报记者 刘子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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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坳坳里闯出的劳务品牌
——记石楼县省级劳务品牌“福海厨工”

□ 本报记者 刘小宇

近年来，中阳县坚持把黑木耳产业作为巩固脱贫成果、帮助农民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抓住机遇大力发展，今年全县推

广种植近 1600万棒。图为受雇农民正在金罗镇西合村黑木耳种植基地内采摘木耳。 张旭峰 摄
小木耳 大产业

许多年来，进城农民工被视为“联

系松散的土豆”。而城市里的许多用

工单位，往往也要花费极大的时间和

经济成本找到他们急需的工种。这种

情况下，引导务工者从数量型向质量

型转变的劳务品牌，呼之欲出。2016
年以来，为了坚决打好打胜脱贫攻坚

硬仗，石楼县精准实施了“转移就业脱

贫行动”，充分挖掘本地资源，瞄准石

楼人在青岛从事餐饮行业的优势，通

过多方沟通对接，积极打造了石楼人

在青岛的餐饮行业劳务品牌。

郭玉生是石楼县郭家洼村贫困

户，今年由于疫情导致回家过年的他

在老家停留了几个月，那段时间，他每

天坐立不安，直到疫情可防可控，便迫

不及待飞回了青岛。2017年他第一次

外出打工，带来的收入就远超预期，尝

到甜头的他一天都不想耽误他的创业

之旅。

郭玉生所在的郭家洼村，位于吕

梁山西麓，黄河东岸，山高、沟深、石头

多、土地薄。对于已满 30 岁的郭玉生

来说，一家 5口人，全靠在家种地糊口，

上有老、下有小，却没有挣钱的门路，

家里的担子压得他喘不过气。“咱也没

念过几天书，没文化。想去大城市打

工，心里也没底。”

最早劝郭玉生走出去的人，就是

贺长福。20 多年前，不甘于生活现状

的贺长福，成为石楼县少有的几个敢

于远走他乡的“打工仔”之一。

在山东青岛打工期间，他摆过路

边摊，当过厨师，在青岛的多家饭店

里“偷师学艺”。后来贺长福租下了一

间小门店，将自己曾经学到的做山西

菜的本事与山东风味相结合，开起了

面食馆，成为很早去青岛开小吃店的

石楼人之一。2004 年，他靠开饭店赚

到了人生“第一桶金”，消息传回石楼，

这让家乡人备受鼓舞。

“我们于 2007 年成立了晋烹餐饮

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因为缺人手，家乡

的亲戚朋友也陆续来帮忙招呼，挣个

辛苦钱。”后来的 10年，贺长福的面馆

愈加红火，在青岛小有名气，他开始成

立 自 己 的 连 锁 品 牌“ 山 西 晋 香 贺 家

面”。在此过程中，跟着贺长福出来打

工，或者跟随他前往青岛谋生计的老

乡越来越多，他的餐饮生意火了，贫困

山区乡亲们的就业路也越走越宽。贺

长福发现，自己与故乡的联系其实更

紧密了，因为自己的创业和家乡父老

的脱贫产生了“共鸣”。

随着企业的不断壮大，贺长福渐

渐树立起了自己的口碑。在他和一批

石楼籍创业者的影响下，一批批石楼

农民前往青岛打工， （下转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