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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吃饱穿暖，到宽敞的住房、高质量的教育、完善的社会保障，从物质增长到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七十一年来，我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不断绘就人民幸福生活新画卷。今天让我
们走近几位市民代表，聆听他们的幸福故事，感受他们的成长与快乐！

编
者
按

讲述人：段建峰

记录人：李雅萍

乡村变化看中庄
“我学会的第一首歌是‘东方红’，第二首歌

是‘我爱北京天安门’，我是在革命歌曲陪伴下

幸福长大的。”临县三交镇中庄村党支部书记段

建峰出生于 1980年 10月，他说他是在党的哺育

下健康成长、幸福生活的一代。

“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我得到了充分锤炼。

高中毕业后参与过多种行业，工地背砖拉水泥，

锤炼了我的意志；卖手机、开公司开阔了我的视

野……我感受着时代的脉搏，决心投入到这一

场伟大变革中。”2008 年，在外打拼数年的段建

峰，怀揣着改变家乡落后面貌、带领群众脱贫致

富，毅然回村，竞选村委会主任成功后，开始了

新的征程。

“当时的村集体，连办公场所都没有，日常

办公开会还得借用学校的一间宿舍。我上任的

第一件事就是垫资修建村委会办公楼。”2009

年 7 月，中庄村村委一座上下 2 层、16 间办公

室，建筑面积 480 平方米的多功能办公楼投入

使用。从此，开会学习、便民服务有了阵地。解

决了办公楼问题后，段建峰又惦记着村里多年

解决不了的吃水难问题。“我聘请了技术人员，

跑遍了中庄的山山水水，终于修建了三座小型

水塔，8个供水点，铺设管道 3公里，人畜吃水得

以彻底解决。”这之后，段建峰忙着街巷道硬化，

解决了行路难；架设路灯，改善了夜行难；农网

改造，解决了用电难；建设宴会厅，解决了红白

事宴无场所问题；老年活动中心投用，让老年人

老所乐；爱心超市、千亩核桃林，增加了经济增

长点；健身广场、便民中心……“年年办实事，年

年有进步。”

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段建峰作为党支部

书记，投资 600 万办起了香菇种植合作社，采用

“合作社+贫困户”方式，直接带动 42户贫困户，

户均增收 5000元以上，间接带动贫困户 606户，

户均增收 600 元以上。中庄村人均收入由 2008

年的 1800 元增长到 2019 年的 6246 元，全村贫

困户全部脱贫。

“作为一个新时代的青年，作为一名共产

党员，作为一名基层党支部书记，我为祖国日

益强盛而自豪，为自己能投身这场伟大的变

革而自豪，为亲身经历打赢脱贫攻坚战并为

之出力而自豪。”段建峰说，振兴乡村、任重道

远，他将带领村民为开创更加美好的明天努

力奋斗。

讲述人：吴柯材

记录人：王涛 武芙蓉

两代矿工话变迁
吴柯材是离柳集团的一名瓦斯监测工，他

和他的父亲共同见证了煤矿的岁月变迁。如

今，父亲已经退休了。小吴告诉我们，他父亲

之所以没有回老家，而是选择留在矿上，更多

的是对煤矿的不舍与牵挂。

记者跟随小吴来到家里。刚一落座，他

父亲就打开了话匣子，“我 1985 年招工来到矿

上，当了一名采煤工。30 年前，矿上采煤全

靠人力，打眼放炮、镐刨人背。刚上班时，

我每次一走进巷道，眼睛便不住地往顶板上

看，生怕哪块石块落下来碰脑袋上。作业点

震耳欲聋的风钻声、炮声，污浊的空气、难

闻的炮烟，呛得人流眼泪不说，还不断地咳

嗽……”

“为了提高煤炭产量，有时在井下一干就

是 10 多个小时，经常是顶着月亮上班，披着星

星回来，又苦又累。即便那样，每个月下来却

只能挣到微薄的几十元收入。随着采煤机械

化程度迅速提升，煤炭产量逐年上升。每个月

的工资也涨了不少，生活水平也提高了”。他

父亲回忆道。

从记事起，吴柯材就常听父亲给他讲在煤

矿工作的故事。那些故事或快乐、或新奇，让

他对煤矿充满了向往。“我也要去煤矿工作。”

一颗梦想的种子在他心里悄悄生根发芽。2009

年大学毕业以后，吴柯材如愿以偿，接过父亲

手中的接力棒，进入了父亲所在矿的通风队，

成为一名瓦斯监测工。

这几年，矿工的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矿上大规模改造澡堂，安装了浴霸，

冬天洗澡也非常暖和。为矿工创造了舒适的

洗浴环境。矿工洗完澡后，干干净净地走出澡

堂，精神焕发，仪表堂堂。矿工的待遇也一步

步得到改善。

煤 矿 工 人 穿 的 工 装 也 在 悄 悄 发 生 着 变

化。一改以前粗布厚重的样式，而是根据季节

和岗位需求定制工装，并采用水洗布等面料，

起到防静电、防水、防油的作用。

听着父子俩的讲述，我脑海中浮现出一幕

幕矿工生产生活的场景，像放电影一样演绎着

矿井的发展与变化。如今，离柳集团迎来了新

一轮转型发展期，越来越多像吴柯材这样的年

轻人子承父业，投身煤矿工作，为推动企业改

革发展贡献力量。

讲述人：程厚福

记录人：罗丽 张世川

摆脱贫困奔小康
“小康路上，绝不让西程庄村落下一户人

家。”这是孝义市下堡镇西程庄村党支部书记程

厚福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生于 1947 年的

程厚福 1978 年入党，从举起拳头宣誓的那一刻

起，他就把“对党忠诚，积极工作”烙印在心上，

决心为党的事业奋斗终生。作为连任九届的村

支部书记，程厚福始终坚持为农村群众服务，为

农村发展出力。

“脱贫致富没有捷径可走，唯有实干，自力

更生，艰苦奋斗。”在带领全村脱贫攻坚中，程厚

福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西程庄村是孝

义市西部山区一个村庄，上世纪 70 年代，村民

靠种地挣工分，由于土质不好，地里打不了多少

粮食。为了让乡亲们填饱肚子，程厚福办下了

下堡镇第一个通过审批的村办煤矿，成了乡亲

们的摇钱树。随着国家政策的调整，程厚福引

进了华旺矿业有限公司和重型耐材公司 2 个亿

元企业。同时，依托 340省道打造公路经济。

“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的精准是脱贫致富的

根本，浇花浇到根上，帮扶帮到心上。”程厚福积

极争取国家配套资金 800 万，在村里建起了小

学和幼儿园，并免费提供住宿，专门聘请了教师

和心理高级咨询师帮助留守儿童和贫困户课业

辅导、心理疏导，让孩子们进得来，留得住，学得

好。为了解决陪读家长的就业问题，程厚福带

领村民办起了核桃加工厂，让村里青壮年都能

在合作社、企业、车队就业。

随着村里人口老龄化的增加，老年人的赡

养问题也成了程厚福脱贫的主要攻坚目标。在

他带领下，日间照料中心、活动室、器乐室都一

一建立，老年人得到精心照料，2017年村里十七

名建档立卡贫困户全部脱贫，

新中国成立 71 年来，程厚福亲眼见证了家

乡的巨大变化。过去，住的是茅草房，吃的是红

苕、玉米、菜稀饭，穿的是补巴巴衣裳，走的是黄

泥巴路。现在，住的是新房，吃的是鸡、鱼、肉、

蛋，穿的都很漂亮，水泥路修到了家门口。如

今，经过产业结构调整和城乡环境整治，西程庄

村民生病有医保，养老有社保，天蓝地绿山清水

秀，村民更幸福了。

国家的飞速发展，让程厚福再添奉献热情。

今年已 74 岁的程厚福，初心不改，为民情怀不

变，坚信只要抱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信念，

甚也能做成，坚决站好脱贫攻坚“最后一班岗”。

讲述人：吴安忠

记录人：刘丽霞

守护群众三十载
“弹指一挥间，30 年的从警生涯已悄然而

逝，历经了不同的警种岗位，履行了同样的职

责，从那个年代一步步走来，当我看到祖国的

日渐强大，看到人民安居乐业，看到公安队伍

焕然一新，看到我们的民警英姿焕发，我是打

心眼里高兴。”谈及从警这些年的感受时吕梁

市公安局离石分局已退休民警吴安忠感慨地

告诉记者。

吴安忠出生于 1940 年，1961 年参加工作，

1970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1 年加入公安队

伍，2000 年光荣退休。自加入公安队伍以来，

他三十年如一日，恪尽职守、兢兢业业、努力工

作，期间曾获奖无数，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续

写着、诠释着“立警为公、执法为民”的警察形

象。“无悔从警路、丹心印忠诚”正如吕梁市公

安局离石分局 2019 年颁奖给他牌匾上锃亮发

光的这几个字一样，他的履历透露出坚定与忠

诚，他是同祖国一同成长起来的人。

“时代变迁，不仅改变了老百姓的命运，也

悄悄地改变着我们人民警察的工作机制，”吴

安忠说：“上世纪 70 年代时离石在这个系统工

作的人员不足三十人，现在职能部门不断细

化，分工也更加明确了，仅公安队伍就有上千

人；公安装备及设施今非昔比，尤其是在交通

和通讯方面，想当年办案时用的公用自行车还

需要分配，到后来发展为二轮、偏三轮摩托车，

之后专用的吉普小车离石公安局总共才有四

辆……可如今，仅基层派出所的警车就有很

多；过去摇把电话不普及，现在办公座机、手机

比比皆是，至于公安侦控设施发展更是突飞猛

进，天眼、视网、大数据、云搜索等高科技现代

化设施设备更是神奇的令人难以想象。”

峥嵘 70 余载，与国同梦。“这么多年过去

了，说起公安上的事那是怎么都说不完，曾经

能成为人民警察，我感到很荣幸，现在我已经

退休了，把手中的钢枪和肩上的责任传递给了

年轻一代。我想说，跟过去相比，现在的条件

如此优越，有强大的祖国庇护，有党和人民为

依靠，作为接班人，年轻一代更要努力工作，好

好干、拼命干，要做的比我们那一代更好、更优

秀，要脚踏实地用实际行动来回报祖国，回报

社会，这样才能对得起过去的峥嵘岁月、对得

起肩负的重任，才能不辜负党和人民！”吴安忠

坚定地说道。

讲述人：韩伟静

记录人：穆佳妮

我为祖国育人才
一个秋雨绵绵的下午我见到了韩伟静老

师，他身板挺直，穿得干净朴素，一点都不像

七十来岁。他上过 12 年的学，教过 40 多年的

课，是一名高中语文老师。1950年出生的他经

历了祖国的艰难，也经历了祖国的昌盛。用他

的话来说，就是“我今年虚岁 71，与祖国同

龄”。

韩伟静出生在临县一个偏僻的山村曲峪镇

韩家山村。小时候上小学，住的土窑洞，点的

煤油灯，一个老师教不同年级的几十个学生，

读高小时去外村，住校还要自带口粮。韩伟静

回忆说，口粮就是高粱、山药蛋，后来到了上

世纪 60 年困难时期，口粮也交不起了，学生

们跑几里甚至十几里路走读。中学在县城上，

背着行李步行 100 多里路一整天，不像现在坐

汽车就一小时。

谈到县城上学的经历，韩伟静激动了起

来。他说，教室变成了平房，窗户安了玻璃，

晚自习用白炽灯，用上了县里发电厂发的电。

住宿还是窑洞土炕，但冬天取暖烧煤炭，不是

高小时的烧柴草烟熏火燎的。

历数过去的经历，小时候穿过的老粗布衣

服、千层底鞋，用过的冬天能冻住的墨水，都

让韩伟静至今难忘。冬天气温极低的时候教室

也特别冷，墨水瓶会冻住，捂在怀里化开才能

用。

韩伟静说，过去和现在的教育事业比起来，

是天翻地覆的巨变。现在的学生宿舍都是明亮

的楼房，冬天取暖有暖气，食堂里有丰富多样的

饭菜，操场也成了塑胶跑道。另外，教学方式也

现代化了，今年新冠肺炎期间，学生在家里就能

上网课。过去能上大学的很稀少，我上学时全

县才有 4 所中学，每年共招收 200 名学生，高中

班更少。现在已经普及了中学教育，各村都有

大学生、研究生甚至出国留学的。

从上学到教学，韩伟静经历过饿的发虚汗

的年代，也亲历了祖国的发展壮大。回忆年少

时的艰难岁月，已经退休多年的韩伟静不禁感

慨万千。退休后的生活用他的话说，那就是

“安定的”“幸福的”。坐飞机乘高铁渡海轮，

北到黑龙江漠河南至海南三亚，东到沿海西至

新疆、西藏，甚至跨出国门领略异域风光。作

为与祖国同龄的人，韩伟静参与了祖国的成

长，也见证了祖国的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