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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9 月 8 日，临县首次为今年

光荣退休的 20 名科级干部举行荣誉退

休仪式，仪式现场，10位退休干部代表重

温了入党誓词并分别作了荣退感言。

近日，县委组织部、县委老干部局、县

人社局联合出台了《临县干部荣誉退休制

度》，通过“六个一”制度，努力提升退休干

部的荣誉感、使命感、获得感、幸福感，引

导广大老干部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传承优良传

统。县委常委、组织部长李考玉代表县

委、县政府向荣誉退休干部多年来的辛勤

付出表示衷心感谢。他说，各位退休干部

参与了临县的改革、建设事业，在各自工

作岗位上做出了突出贡献，是临县高质量

发展的亲历者、见证者和参与者。退休是

人生路上的新起点，希望各位老领导、老同

志退休后好好休息、快乐生活，尽快转换角

色，作好示范表率，永葆政治本色，发挥自

身优势，助力改革发展，保持阳光心态，乐

享晚年生活，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临县发

展，积极献计献策、把脉支招，以实际行动

在奉献社会、服务群众中发挥引领作用，传

递和释放正能量。县老干局要进一步强化

政治意识、服务意识，以让党放心、让老同

志满意为标准，持之以恒关心关注老干部

生活，扎实细致做好老干部工作，用心用

情做好各方面服务，切实为广大老干部安

享晚年创造更加良好的条件，使老干部的

归属感更实、幸福感更强、获得感更足。

据悉，此次荣誉退休仪式是临县建

立干部荣誉退休制度举行的首次活动。

建立干部荣誉退休制度，既是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老干部工作重要论

述、用心用情做好老干部工作的务实之

举，也是县委对新退休干部政治上尊重、

思想上关心、生活上照顾、精神上关怀，

推动退休干部服务精准化的具体体现。

通过这种方式，为他们在人生重要转折

点上顺利过渡提供帮助和支持，将在全

县进一步营造尊重老干部、学习老干部、

爱护老干部的浓厚氛围。 （严晓声）

临县首次举行干部荣誉退休仪式

本报讯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全

球环境基金——中国半导体照明促进

项 目 捐 赠 仪 式 在 临 县 宾 馆 会 议 室 举

行。国家发改委、省发改委带着对贫困

地区的深情、带着对贫困群众的关爱，

为临县贫困群众赠送 25000盏 LED节能

灯，这是临县脱贫攻坚中的一件幸事，

也是提升贫困群体节能意识和减少贫

困户日常性支出，促进贫困地区绿色消

费，打赢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攻坚战的

一项举措。

长期以来，省、市发改委对临县关

心、关爱，给予了极大支持和帮助。十

多年来，一直帮扶临县，在政策、项目、

资金等方面给予临县大力支持和无私

帮助。特别是脱贫攻坚以来，省、市发

改委进一步加大帮扶力度，投入了大量

的人力、物力、财力。广泛动员干部、职

工，结对帮扶临县贫困人口。并先后派

出数十名机关干部，扎根临县农村基层

开展驻村帮扶工作。目前仍有 7支驻村

工作队和 7 名第一书记奋战在扶贫一

线，为临县打赢脱贫攻坚战作出了重要

贡献。省、市发改委领导多次深入临县

脱贫攻坚一线，实地调研、把脉问诊、解

剖麻雀、现场办公，在重大项目建设、脱

贫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给

临县争取了最大的支持，为临县破解了

许多难题、啃下不少硬骨头。可以说，

临县脱贫攻坚取得每一项成果，每一个

进步，都离不开省、市发改委领导的关

心、支持和厚爱，离不开省、市发改委干

部职工在临县倾注的心血和洒下的汗

水。

值此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关键时

刻，省、市发改委又给临县贫困群众带

来了国家发改委捐赠的 2.5万盏 LED 节

能灯，代表了一种关心基层群众的情

怀，传递了一种高品质的生活理念，照

亮了贫困山区的千家万户。

“我们一定要铭记这份恩情，常怀

感恩之心，认真有序组织好发放工作，

通过这项惠民工程，切实改善全县贫

困群众生产生活照明环境，减少群众

用电支出。同时，我们将大力做好宣

传推广工作，让生态文明、绿色发展、

节能降耗的理念深入千家万户，让更

多的家庭能够认识到 LED 节能灯带来

的好处，自觉坚持使用这一产品，让节

能科技惠及更多的人民群众。”县长李

双会表示。

（严晓声）

本报讯 近日，县委书记张建国带领

副县长赵如宁、政协副主席冯立新等县

领导看望慰问被清华大学录取的学子闫

嘉丽，为她送上贺信和奖学金。

在慰问过程中，张建国与闫嘉丽及

其家人亲切交流，询问他们的家庭生活

情况，对闫嘉丽取得的喜人成绩致以祝

贺。张建国表示，能以优异成绩考上全

国名校，是学校和家长的骄傲，寄托着临

县人民群众的厚望，希望闫嘉丽能珍惜

学习机会，怀揣远大理想，保持谦虚谨

慎、积极向上的学习态度，勤奋学习，努

力成为社会有用的人才，将来好回报国

家、回报社会、回报家乡。

闫嘉丽对县领导的慰问深表感谢，

并表示，进入大学后一定会刻苦学习，学

成后积极回报社会，积极为家乡建设添

砖加瓦。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近年来，临县

县委、县政府始终把教育摆放在优先发

展位置，把办好人民满意教育作为最大

的民生工程来抓，以前所未有的关注和

投入推动教育事业稳步发展，办学条件

大幅改善，师资力量显著增强，教育改革

持续推进，教育行风、师德师风进一步好

转，教育质量和水平明显提升。

张建国勉励各位学子，在今后的人

生道路上一定要懂得感恩，感恩父母、感

恩母校、感恩社会。不负家人和社会各

界的期望，在大学期间，能够始终保持高

昂的学习激情，学好自己的专业知识，不

断充实自己，早日成为社会的栋梁之材，

以实际行动回报国家、回报社会、回报家

乡。 （严晓声）

金秋九月，红枣飘香。白露时节，

走进黄河之畔的临县克虎镇薛家垛

村，映入眼帘的是坐落在公路边、占地

300 亩 的 矮 化 密 植 有 机 红 枣 示 范 园

区。远看，一片白色海洋在蓝天白云

骄阳下，气势恢宏；近看，一拱又一拱

大棚纵横连排，独具魅力。沿着园区

内的小路走过，便会看到大棚里高低

均匀的枣树上，挂满已成熟的一颗颗

大红枣儿，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游客

前来采摘。

枣树住大棚，增效有“钱”途。据园

区技术顾问秦聪明介绍，园区精心培育

的有机品牌皋狼红枣“六月鲜”和“早脆

蜜”早熟、丰产、优质，属于鲜食品种，今

年提前成熟上市，8月中旬就已经开始

销售，线上线下销往北京、上海、广东，

海南等全国各地的客户反映非常好，每

天线上至少有百八十个订单，线下也有

省内外的客商过来采摘购买。

临县是中国红枣之乡，全县红枣

林面积达 82 万亩，是全国最大的红枣

生产基地县。红枣产业作为临县的一

项经济林果品产业，一直以来就是当

地农民的主导产业。但受天气影响，

红枣裂果、烂果一直制约着临县红枣

产业的发展。近年来，临县县委、县政

府转思路、破困局、 新路，持续在红

枣产业转型升级的“特”“优”上下功

夫，初步培育形成枣芽茶、枣木香菇、

枣花蜜等红枣新业态。

成立于 2012 年 11 月的山西皋狼

红枣科工贸有限公司，经营范围为红

枣、土特产品加工、购销，提供红枣栽

培技术服务等，注册了“皋狼”和“皋狼

六月鲜”两个商标。“互联网+”是该公

司 的 核 心 理 念 ，也 是 公 司 的 经 营 模

式。2013年到 2016年，公司在淘宝、微

信等平台上开设网店，销售与推广临

县红枣及红枣企业的产品。2016 年，

公司实现转型发展，走上了“公司+基

地”的路子，在县里打好红枣产业保卫

战出台的提质增效优惠政策的激励

下，投资 1000余万元，流转了黄河岸边

克虎镇薛家垛村的 300亩红枣林，矮化

密植，规模发展，共搭建了 58 个大棚，

打造有机+富硒鲜食红枣基地、高科技

示范园区、精品采摘园区，以此引领临

县 红 枣 品 种 结 构 调 整 和 产 业 发 展 。

2017 年，由县农业综合开发办进行改

造，建成设施红枣园区，其中建成全封

闭标准棚 30个 72亩，防雨简易棚 50个

228 亩，2018 年全部嫁接鲜食品种，优

中选优，以中熟品种六月鲜为主，辅助

两个早熟品种,早脆蜜和蜂蜜罐，同时

建成一个 10 亩的品种园，收集二十多

个鲜食优质品种。2019年在农机部门

的支持下，新建了 600 平方米冷藏库，

并配置了部分先进农机设备。园区采

用了“土、肥、水、种、密、保”六位一体的

种植模式，让枣树住进大棚，这在临县

红枣种植史上是一个先例，不仅从根本

上解决了雨季烂枣的问题，而且在红枣

产业提质增效上为全县率先走出了一

条规模化、集约化、精细化种植的路子，

对于引领临县红枣产业调整种植结构、

转型升级发展起到示范性的作用。

“六月鲜”“早脆蜜”和“蜂蜜罐”三

个鲜食红枣品种，这种枣果实较大，肉

质细腻，汁液多，轻咬一口，清甜的汁

液透过薄薄的枣皮沁人心脾。“山西临

县的有机品牌皋狼红枣，果如其名，这

种鲜枣品种成熟早可以让喜欢鲜枣的

人早早一饱口福。”通过在线上购买

品尝的浙江省金华市洪华小区的吴曦

顾老先生在微博上这样点赞说。

原来，用大棚栽植红枣树，不仅可

以有效避免红枣在雨季裂果的问题，

而且还可使红枣的成熟期提前。也就

是说，普通红枣还在生长期间，大棚枣

就已经成熟，抢先上市。再加上选用

的都是鲜食品种的红枣，这些枣无论

是口感、味道，还是抗裂性都比普通红

枣要好，这些优势让大棚红枣在市场

上脱颖而出。园区枣树从 2019年开始

挂果，2020年产生收益。

建红枣大棚种植示范园区，实现提

质增效，实实在在的好处落在了枣农身

上。薛家垛村在带动贫困户增收方面，

园区创造了两种模式，一方面是枣林地

流转收入，与枣农签订 18年流转协议，

每年流转金 22万元。按人口进行分配，

年人均增收 400元，带动贫困户 58户、

145人。另一方面，安排贫困户优先到

公司务工，在种植季节，贫困户每月可

获得 4000多元的务工收入。

王士工是园区的工人，住在离园

区不远的杏林庄村，园区建成后，他就

一直在这里务工。“我负责给枣田松土

除 草 ，每 天 工 资 150 元 ，比 种 地 强 多

了。”看着一望无际的红枣大棚，王士

工说，希望这片红枣园区能发展得越

来越好，让更多的农户增加收入。

“临县作为全国最大的红枣种植

基地，近年来，在决战脱贫攻坚中大打

红枣保卫战，全县在大面积嫁接当地

培育的临黄一号抗裂果新品种的同

时，要大力推广借鉴薛家垛村的这种

好模式，让枣树进大棚，带动更多的贫

困群众增收脱贫奔小康，真正过上像

红枣一样甜蜜的幸福生活！”临县红枣

产业局局长宋利军说。

本报讯 欢歌笑语，机声隆隆。连日

来，临县青塘粽子扶贫车间项目建设工

地热火朝天。该项目是临县粽子产业发

展史上一个值得铭记的时刻，也是后青

塘村产业发展、乡村振兴、感恩奋进的一

件大事、喜事，开启了青塘村接续全面脱

贫与乡村振兴的新征程。

“青青芦苇荡，深深海眼亮，悠悠粽

飘香，家家奔小康！”位于临县城南 8 公

里处的安业乡前青塘村，近年来，村里大

力开发芦苇产业，建起青塘粽子加工厂，

带动村里发展粽子加工销售的小作坊 85
家，从业人员达 1000 余人，青塘粽子通

过电商平台、快递物流从村里远销太原、

北京、上海等全国各地，还漂洋过海销到

香港、日本等地。前青塘村凭着粽子产

业端稳了金饭碗，2018 年已实现整村脱

贫 。 村 里 的 人 均 纯 收 入 由 2015 年 的

2060 元 增 加 到 去 年 的 5600 元 ，今 年 达

7000 元。全村仅粽子产业一项，去年产

值突破 1500万元，今年翻一番突破 3000
万元，带动就业近千人，人均年纯收入超

过万元。如今，青塘粽子已走出吕梁、走

出山西、走向全国，真正成了“一村一品”

的脱贫主导产业。青塘粽子香飘天下，

不仅成为当地百姓脱贫致富的生财之

道，更是让美食爱好者对青塘产生深刻

的舌尖上的记忆。

巩固提升、做大做强青塘粽子产业，

带动更多的人稳定增收，成为临县县委、

县政府一直牵挂的一件大事，全力推进青

塘粽子扶贫车间项目建设。据了解，临县

青塘扶贫车间位于安业乡后青塘村，占地

约 40亩，属于劳动密集型扶贫产业，可安

置以贫困户为主的 600 余名工人就业。

青塘扶贫车间以粽子为主加工特色食品，

辐射带动安业全乡乃至临县全县发展粽

子加工产业，使之真正成为临县的脱贫产

业、致富产业、朝阳产业，占领北方各省粽

子食品市场，实现“南有嘉兴、北有青塘”

的宏伟目标。项目基建投资约 3000 万

元，拟于 2020 年 11 月底建成，可日产 30
万只粽子，年产量可达 5000万只，年利润

可达 5000 余万元。建成后通过招商引

资，引进以加工粽子等食品为主的企业入

驻生产经营，做大做强“青塘粽子”品牌，

助力脱贫增收。

（刘生锋 严晓声）

临县加快建设年产5000万个青塘粽子扶贫车间

快递发货 红枣采摘

国家发展改革委全球环境基金为临县贫困群众捐赠25000盏LED灯

临县有机品牌皋狼红枣香飘大江南北
□ 刘生锋

大棚有机红枣示范基地

临县县委政府领导看望慰问被清华大学录取的学子闫嘉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