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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李雅萍） 日前，

记者从市司法局获悉，我市积极开

展以“让法律贴近生活、走进心里”

为主题，为期六个月的“百场万人”

法律明白人大培训活动，全市 161
个乡镇（街道）将于 12 月底前完成

培训，每个乡镇（街道）培训人数不

少于 100人。

此次法律培训活动的培训对象

包括每个行政村（社区）选定的 2—3
名“法律明白人”、村（居）“两委”班

子成员、村（居）务监督委员会委员、

人民调解员、网格员、村民小组长、

扶贫队员及驻村第一书记以及乡镇

有关人员。通过法律培训，将使“法

律明白人”具备一定的法治观念、法

律素养和运用法治思维处理问题的

能力，影响和带动基层人民群众自觉

学习法律、遵守法律、依法维权、依法

办事，为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据了解，培训内容涉及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重要

指示和讲话精神及党的十九届四中

全会有关乡村（社区）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容；以宪法为核

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重点围绕民法典、环境保护法等法

律法规；与“三农”有关法律知识，重

点围绕征地拆迁、劳资纠纷、林业产

权、土地承包转让、房屋产权、家庭

婚姻、家庭赡养、财产继承、妇女儿

童维权、农民工维权、社会救助、山

西省农村扶贫开发条例等法律知识

进行宣讲，宣传党和国家关于农村

工作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支农惠农

政策措施；与“三零”创建有关的法

律知识，重点围绕信访条例、防范化

解重大风险、人民调解法、社区矫正

法等法律法规知识和政策规定等。

本报讯 （记者 冯凯治 通讯
员 杜凤英）“这块红色的土地不仅

孕育了伟大的吕梁精神，还滋养了

一大批特色农产品，这里生产的小

米米粒晶莹饱满、味道醇香，口感润

滑、营养丰富，能够补充微量元素、

安神养胃，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这里

的紫金枣色泽晶莹、酸甜可口，远销

海外；这里的老陈醋集酸、绵、甜、

香、熏五味一体，品质优良，是调味

佳品，也是美容圣品，凝聚了几代人

的智慧与辛劳，是百年传承的家族

企业……”

近日，吕梁名特优农产品直播

带货季兴县专场在吕梁广场电商扶

贫创业孵化园精彩上演，三天来，电

台主持人、企业负责人、网红美食主

播组成的强大直播阵容精彩上阵，

大家妙语连珠、侃侃而谈，从兴县的

地理特征、风土人情到有机农产品

以及丰富的旅游资源，全方位展现

给全国各地观众和网友，兴县小米、

油枣、陈醋、白酒等一大批重头产品

纷纷上线、悉数登场，吸引广大网友

争相购买，“红色兴县、绿色产品”

再度冲上“云端”，打响名号。

一根网线让地下的土特产登上

“云端”，将百姓殷切期望与政府责

任串联起来，通过山西综合广播黄

河 plus，兴县融媒体中心兴县通客

户端等官方平台，以及淘宝、拼多

多、微博等助农直播间，全方位宣传

推介兴县绿色农副产品以及地域文

化。截至 8 月 16 日，通过网络直播

吸引网友关注 182 万次，浏览量达

20.55 万次，直播销售 4520 单，金额

达 88.918 万元，通过网络直播进一

步坚定了做强做大兴县特色农产品

的信心，必将为兴县转型发展注入

强大动力，同时也为脱贫攻坚与乡

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奠定基础 ，推动

兴县名特优农产品开启更广阔的市

场，焕发新的活力。

近年来，兴县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

彻总书记视察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

示，按照省、市部署，立足优势，扬长

避短，突出特色，紧紧围绕脱贫攻坚，

致力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特色农

业产业发展上积极探索，有力推进，

创建了一批重点特色农业产业，打造

了一批农产品品牌，形成强大的影响

力，为推动兴县产业转型升级、打赢

脱贫攻坚战提供了有力支撑。

本报讯 连日来，汾西矿业广大党员

干部把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

作为首要政治任务，自觉提高政治站位，

增强思想自觉，坚持精读原文与理论联系

实际相结合，迅速掀起了学习宣传贯彻热

潮。

该公司党委把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

政》第三卷与学习《中国制度面对面》结合

起来，与习近平总书记近期关于勤俭节

约、禁止浪费等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

来，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

悟原理，把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基本功、必修

课、看家本领，坚持理论推动实践，知行合

一、学以致用，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

动支部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双促进同发

展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

该公司各级党支部把学习《习近平谈

治国理政》第三卷作为深化理论武装的重

要内容，纳入学习计划，以“三会一课”、主

题党日为重要抓手，通过“线上+线下”“集

中学习+个人自学”“理论学习+工作实践”

等多种形式，结合自身特点，有计划、分专

题进行学习交流研讨，深入思考、联系实

际，切实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力求

把党的创新理论不断转化为推动工作落

实、促进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

“我们要认真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

政》第三卷中的精神要义和深刻内涵，系

统掌握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

方法，深切感受其中蕴含的政治力量、思想力量、理论力量、实践力量，

进一步增进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认识和理解。”汾西矿业党委宣传部职工韩洁

芳说。 （高伟）

前山人是赚过大钱的。这一点与当

下前山人的生活多多少少有点格格不入。

上世纪 90 年代，沿黄兴县、临县、柳

林、石楼、永和、大宁等县，以及黄河对岸

的陕西府谷、神木、清涧、延川诸县，都竞

相栽培红枣。沿黄农民把红枣看作是黄

土地里的“铁杆庄稼”，甚至直呼为“救命

粮”“摇钱树”，红枣一度成为吕梁山区黄

河沿岸群众脱贫的支撑产业之一。

“ 一 万 两 万 不 算 富 ，三 万 五 万 敢 起

步。”提起那个年代的收入，石楼县前山乡

柏卜湾村贫困户闫元平的话依然带些底

气，“退后二十多年，前山乡的名气可是大

着咧。”闫元平之所以说前山乡有名气，一

是黄河奇湾出在这里，二是这里家家户户

几乎都有枣树。

闫元平也曾是出了名的“万元户”，但

现在他们一大家却享受着国家的扶持，需

要政府帮忙，生活一改以往。前几年还被

定为了“贫困户”。

“万元户”咋就成了“贫困户”？记者

来到柏卜湾村，试图找到答案。

柏卜湾村是石楼县前山乡前山村的

一个自然村，也是前山村村委会所在地。

穿过一个别致的牌楼，不远处便能看到前

山村村委会所在地，这里地形、地势相对

开阔，与大山深处星星点点的小村庄相比

较别有一番景象，各种新建的设施和整个

格局大有旅游胜地的气派。

前山村党支部书记马晋杰前面带路，

径直把采访小组领到了闫元平的家中。

整个院落收拾得整整齐齐，三孔砖窑洞虽

然看起来年代久远，但丝毫不失档次。家

具是上个世纪 90年代最为流行的样式，抹

了油漆，打了亮光，上满漆有天安门、长城

样式图案。窑洞内粉刷的白白净净，地上

也铺了砖。

上世纪 90年代初，闫元平开始种植枣

树。再后来看到贩枣，加工枣来钱更快，

他干脆也开始在自家门前挖坑熏枣。赚

了点钱，闫元平还干过石料厂。1992 年，

家里没有枣树的农民还没有来得及给土

窑洞接个石口子，闫元平却在院子里修建

起了三眼砖窑洞。“种枣树前，村里人吃粮

靠小麦，花钱靠黄豆。可是遇到天年不

好，小麦、黄豆收成不好，吃的花的就没有

了。后来家家户户种上了枣树，也都明白

了‘要想富，栽枣树’的理。”

马晋杰介绍，“世纪 90 年代初期到中

期，石楼全县红枣每年能产 1.5 亿市斤以

上，枣区能占到枣农总收入 90%以上。”前

山村就属于陈晋平所说的枣区。他说，那

个时候，家家户户把“万元户”作为奋斗目

标，不少前山人的收入已经年过两万元，

当时柏卜湾村枣农不少，有的人家已经用

上了水冲厕所，村党支部还曾被授予“红

旗党支部”称号。

随同记者采访的石楼县融媒体中心

记者刘瑞也是前山乡人，从小在黄河边上

长大。刘瑞给记者讲过这么一个事：他上

小学的那个年代，大部分人家里都穷。眼

瞅着孩子明天就要开学，学费还不知道在

哪里。但是前山人不发愁。开学前一天，

大人们打发孩子去枣林里转一圈，就背回

了大半袋子红枣。拿上红枣在街头上一

坐，用不了半晌功夫，枣就被枣贩子盯走

了。“那个年代，前山人兜里不空。谁家红

白理事，前山人早就流行摆席了，肉和鸡

蛋管饱吃。而在县城，除了一些大户人

家，一般家庭遇到结婚、过生日，能吃上大

烩菜和白面馒头就算好的了。”

“万元户”倒了，同样倒在了枣树种植

上。

2008年前后，前山乡的红枣产业发展

犹如漩出的黄河奇湾一样，出现了常人不

可想象、也不敢去想的一个大转弯。连续

几年，雨水多、裂果多，收成大减，再加上

品种老旧，在市场上根本竞争不过当时一

下子窜出来的“新疆大枣”。

“摇钱树”折了，柏卜湾村人没有缓过

神来，前山乡人懵了，沿黄种枣大户慌了！

过去几年，石楼县政府部门曾不止一

次开展枣树抗裂果选育、嫁接改良新品种

等工作，起初收效还行，但真没有抵过专

业枣农流失、枣树粗放管理、市场波动等

带来的现实因素，最终收效有限。这几

年，黄河沿岸的红枣甚至没人愿意去采

摘。

好不容易生活有点起色，但是却没能

看到尽头。2013 年，党中央提出“精准扶

贫”，脱贫攻坚战全面打响。 (下转 4版)

吕梁是全国 14 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

之一，生态脆弱和深度贫困相互交织，互

为因果。多少年来，吕梁老区干群于穷山

恶水中一直在和贫困作斗争。

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首站

就来到位于吕梁兴县蔡家崖的晋绥边区

革命纪念馆缅怀革命先烈，他说：“吕梁我

是第一次来，我心里一直向往着晋绥根据

地。”习总书记高度评价了伟大的吕梁精

神，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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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牢记习总书记嘱托，吕梁儿女再度弘

扬吕梁精神，在新一轮脱贫攻坚战中，凝

心聚力，连战连胜。特别是大力开发乡村

旅游资源，打造本土旅游品牌，努力走出

一条富有吕梁特色的乡村旅游扶贫之路。

美丽山水结出扶贫果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庞泉沟位于交城

县境内，凭借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每到

夏日，就会吸引省内外众多游客前来享受

“天然氧吧”的清凉。但前些年，游客来了

只是看看山水林鸟，虽然来了走、走了来，

但沟内村民生活仍然贫困潦倒。会立乡

中庄村就处于庞泉沟中心，这个 480 多人

的小村，一度时期只剩 100 余老弱病残留

守，是典型的贫困村、空巢村。

如何让自然景观“增值”？新一轮脱

贫攻坚战打响以来，交城县提出了以精品

项目推动旅游发展的思路。山西银海精

煤有限公司积极推动企业转型发展，成立

山西隆美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在庞泉沟围

绕食、宿、行、游、娱、购六要素重点打造了

水上乐园、激情漂流、狩猎场、滑雪滑草

场、薰衣草庄园、青崖沟温泉度假村等重

点项目。随着一个个精品项目的相继建

成，游客数量逐渐增长，沿线群众赚起了

“山水钱”：景区为当地百姓解决就业岗位

2500 余个，沿线群众开设了大大小小 200
多家农家乐，同时开设商店、饭店，出租房

屋等相关产业也成为了农民就业致富的

重要渠道。建档立卡贫困户韩月海曾经

靠在地里刨食勉强度日，如今他在景区开

起了农家饭店，仅这一项也就带来了每年

三万多元的收入，他高兴地说，终于理解

了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深刻内涵。

村民牛巧连居住在国家级风景名胜

区北武当山脚下的下昔村连家坡，去年，

她家的农家乐又收入了 20 多万元。回想

起前些年的光景，牛巧连说：“土地贫瘠，

靠天吃饭，许多村民都是贫困户，做梦也

想不到，这辈子还能当上老板。”

方山县旅游资源丰富，境内北武当

山、于成龙廉政文化园等开发价值较高的

景点多达 24处。在攻坚深度贫困中，方山

县将旅游产业作为战略性支柱产业来抓，

加大招商引资力度，解决贫困县发展旅游

遭遇的投资不足瓶颈，引进北京一家民营

公司，以出让经营权的模式开发北武当山

旅游资源，投入近 2000万元完善景区基础

设施建设，当年实现接待游客 2万余人，门

票收入 20余万元。如今，游客每年增加到

60 多万人，旅游产值 2019 年达到 5 亿元，

成为拉动经济增长和农民增收、脱贫致富

的重要力量。

和韩月海、牛巧连一样，随着吕梁脱

贫攻坚的推进、乡村旅游产业的开发，许

多贫困村民都成为乡村旅游、精准脱贫的

受益者。

农旅融合念出致富经

“土豆花儿开，花海掩村寨。漫山遍

野的土豆花，亮出了大农业新风采。铺天

盖地的土豆花，捧出了山里人的情和爱

……”阎维文的一曲《土豆花儿开》唱响了

大江南北，也唱出了岚县的新风采。从

2016 年开始，岚县已经连续举办五届“土

豆花开了”旅游文化月活动，推出的“游在

岚县、吃在岚县、住在岚县、购在岚县、娱

在岚县”五大系列活动吸引了众多游客

岚县是国家级贫困县，村民普遍以种

植土豆为主。岚县土豆虽然口感好、营养

价值高，但终因价格低而导致农民每年都

只是“多收了三五斗”。兑现庄严承诺，打

赢脱贫攻坚战，该县做起了漫山遍野的土

豆“文章”：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提高土豆

附加值。每年“土豆花开了”旅游文化月

活动期间，视觉文化、美食文化、生态文化

等留住游客的同时，也真正推动了土豆产

业链的延升。农家乐、万人土豆宴、美食

一条街、薯片……曾经不值钱的“土蛋蛋”

真的成了“金蛋蛋”：在美食一条街销售土

豆披萨的王家村村民王四旺告诉记者：

“一天收入 200元左右，旅游旺季收入会更

多。过去辛苦一年摘不掉‘穷帽’，现在多

了一道加工程序，一颗土豆竟然卖出了一

筐土豆的价。”而同村开农家乐的王计英

一家，日子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过去家徒四壁，头顶“穷帽”。现在说翻身

就翻身了。在河口乡，像王计英家这样的

农家乐共有 20家，每年通过旅游月活动就

可增收 50余万元。 （下转4版）

这是一片神奇的高原，千山耸

立，万水奔腾。

这是一片浑厚的土地，沧海桑

田，见证奇迹。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科学分析西藏工作面临

的形势，深刻阐释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

践问题，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部署和

推进西藏工作，为新时代西藏工作指明

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夏 秋 之 交 ，天 朗 气 清 ，格 桑 花

开，高原大地生机勃勃，景美如画。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坚强领导和亲切关怀下，西藏各

族儿女正意气风发、携手同行，阔步

走在新时代康庄大道上。

党的恩情记心间——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
远瞩、谋篇布局，为新时代西藏
发展指明方向

西藏林芝市 318国道旁，巨柏林

葱郁挺拔，巴吉村的民居掩映其间。

作为远近闻名的富裕村，巴吉

村 2019 年村集体经济收入超 1200
万元，村民人均纯收入 3.4万元。

这个西藏的小村庄，习近平同

志曾两次来过，并叮嘱“千方百计帮

助群众增加收入，让老百姓的日子

越过越甜”。

“按照总书记说的，我们大力发

展村集体经济，没有一人在致富的

路上掉队。” （下转4版）

阔步走在新时代康庄大道上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心西藏工作纪实

昔日穷山恶水 今朝青山绿水
——看吕梁如何打响“乡村旅游扶贫牌”

□ 本报记者 李雅萍

t

今年，方山县大力发

展光伏发电、风电等新能

源产业项目，不断完善光

伏电站运维建设，加快推

进马坊 48 兆瓦二期风电

项目发展步伐，提升县域

经济发展水平。图为 8 月

10 日，工人们正在紧张有

序地架设 48 兆瓦二期风

电项目电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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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开展“百场万人”法律明白人大培训活动

兴县：绿色产品再冲“云端”实力圈粉

柏卜湾里话脱贫
□ 本报记者 冯海砚

风力发电
助推绿色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