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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 日是祖国的生日，恰逢八月十五中秋节，在这喜庆团圆的日子里，我们共同为祖国祝福，祝福她永远繁荣昌盛永远平安富强！

2020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之年，也是“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全市上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引

领下，一鼓作气、乘势而上，各方面工作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让我们一起倾听来自基层的声音，感受老百

姓脱贫致富充满无限希望的喜悦和憧憬。我们坚信，有党的好政策和各级各界的帮扶，老百姓脱贫致富奔小康的信心更足了，底气更强

了，他们的日子定会更加蒸蒸日上、红红火火！

——编者

“真是遇上好政策了！吃的低保，领

的养老金，这两年县里光伏和养牛每人

还分红 300元，分红的钱虽不多，但在村

民心中份量可不小，领到手里的是分红，

存到心里的是希望，这日子过得不愁吃

不愁穿，在家睡得一会也实在踏实了。”

70多岁的高玉连老人一边在太空漫步机

上锻炼身体，一边笑着说。在里其村文

化活动广场上，村民们你一言我一语讲

述着村里的新鲜事儿，分享着自家的幸

福生活。

在村里走了一圈，笔者发现，小小的

村落在蓝天丽日的映衬下美观别致，房前

屋后干净整洁，各家各户窗明几净。正在

清理卫生的保洁员闫增保说，“如今，饭后

一有空，一家人便会出门散散步，一来看

看风景，二来看看哪里还需要清理，尽最

大努力把村里的环境卫生搞好。”

里其村位于方山县城北 28 公里，

全 村 125 户 325 口 人 ，耕 地 1995 亩 。

2011 年—2015 年连续 5 年被方山县委

评为农村四星级党支部，2016 年——

2017 年被方山县委评为五个好农村党

支部，2018年-2019年被吕梁市委评为

农村五个好党支部，2020年被方山县委

确定为新农村建设示范村。

“县里面去年给我们每个村配备了

20 万元的专项环境整治资金。我们村

栽植了常青树，修了文化护栏，文化宣

传栏，配备了保洁员，垃圾清运车。我

们村现在是焕然一新，老百姓的幸福指

数也一天比一天高了。”里其村党支部

书记高云云的脸上荡漾着幸福的笑容，

他说：“自美丽宜居示范村建设实施以

来，里其村在村庄硬化、绿化、亮化、美

化 、净 化 上 下 功 夫 ，村 路 全 部 水 泥 硬

化。太阳能路灯实现了全覆盖，新建自

来水井一座，实现了户户通自来水，修

建河坝 1500米，清理河道 500米。争取

投 资 40 万 元 ，在 居 住 区 外 新 建 牛 圈

110 平方米，实现人畜分离。争取投资

7万元，改建厕所 1座，新建生活垃圾池

2 座，设置了垃圾箱 15 个，成立了专业

的保洁队伍，环境卫生得到了根本性改

变。争取投资 50 多万元，新修建文化

广场，为村民提供了体育健身、休闲娱

乐好去处。”

谈起里其村的变化，62岁老党员孙

云喜感受颇深。他说：“原来村里的路

坑坑洼洼，晴天满村都是灰尘，雨天就

变得泥泞难行，特别是到了收秋的时候

往家里拉东西也东一脚、西一脚，有时

候拉不回来就烂地里了。而现在，你去

我们住的地方再看看，水泥路、自来水、

有线电视、宽带，环境大变样了。这些

都得益于党的惠民好政策……”。

现如今的里其村基础设施基本完

善，达到了硬化、绿化、美化、亮化、香

化。村民们茶余饭后，便会和家人们一

起到村里的文化活动广场散步。沿着干

净的道路，呼吸着徐徐拂面的清新甜润

的空气，一家人走走停停，时而站在活动

器材上扭扭腰，时而坐下来唠唠嗑，个个

有说有笑，幸福的表情溢于言表。

敲起铿锵的锣鼓, 扭起喜庆欢腾的大秧歌，走进盛世祥和的

新时代，把美丽的小山村变成一片欢乐的海洋！金秋时节，临县

罗家山村喜迎国庆 71周年、欢庆第三个中国农民丰收节，村民们

在红枣采摘园里一张张幸福灿烂的笑脸表达了全村党员干部群

众凝心聚力高质量发展、打造共同富裕美丽山村、昂首迈进新时

代的欢愉心情。

有着 545口人的罗家山村，村域面积 2平方公里。2018年以

来，在村里党员群众的支持下，本着以党建为统领，以壮大集体经

济、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通过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等形式，组

建临县罗家山红枣专业合作社，吸收全村 98%的村民以其所拥有

的枣林面积为基数入股到合作社。合作社通过股份制运营，激活

了本村 600亩基本撂荒的红枣林资源，规划了有机富硒红枣示范

园区，组织常年在村的近 50名平均年龄 65岁的老人，对红枣林进

行精细化、科技化的管护。随着当地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深

入推进，罗家山结合村民以所拥有枣林地面积为基数入股合作社

的模式，积极探索“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三

变”改革，通过一系列的实践创新，使罗家山村真正由“量变”转向

“质变”，全村搞生产、户户无闲人的氛围已经形成。在整合资源

发展红枣产业的基础上，与山西青兆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联

合，发展形成了罗家山农林牧集团，有效激发了全村发展活力，使

得全村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变，也探索出了“党员引领、全民参

股、激活资源、共同富裕”的罗家山模式。

特别令人欣喜的是特别令人欣喜的是，，罗家山红枣专业合作社成立不到两年的罗家山红枣专业合作社成立不到两年的

时间里时间里，，在近在近 6060位平均年龄位平均年龄 6565岁老农的艰辛付出下岁老农的艰辛付出下，，通过对通过对 600600
亩枣树林的科技化管护亩枣树林的科技化管护、、枣木木耳培育枣木木耳培育、、枣芽茶研制枣芽茶研制，，以及林下种以及林下种

植植、、养殖实验等养殖实验等，，在多方面取得了超出预期的效果在多方面取得了超出预期的效果。。拓宽拓宽、、绿化村绿化村

主街道和出村公路主街道和出村公路 55公里公里；；新建了红枣文化广场新建了红枣文化广场、、洞藏枣基地洞藏枣基地、、合合

作社办公场所作社办公场所、、66 个文化小院个文化小院、、两院民宿和一家农家乐餐馆及监两院民宿和一家农家乐餐馆及监

控系统控系统；；举办了两届民俗文化节举办了两届民俗文化节；；创办了全村创办了全村 7070岁以上老人免费岁以上老人免费

就餐的合作养老食堂就餐的合作养老食堂。。

美丽的罗家山美丽的罗家山，，今非昔比今非昔比。。如今如今，，罗家山村被评为罗家山村被评为““吕梁市级吕梁市级

美丽乡村示范村美丽乡村示范村”，”，被临县县委被临县县委、、县政府确定为全县十个农村县政府确定为全县十个农村““三三

变变””改革试点村之一改革试点村之一；；今年今年 66月月 1919日日，，罗家山作为吕梁全市罗家山作为吕梁全市““推进推进

农村振兴农村振兴，，建设美丽乡村建设美丽乡村””的新典型的新典型，，被市委被市委、、市政府命名为市政府命名为““弘扬弘扬

吕梁精神吕梁精神、、聚力改革创新聚力改革创新””先进集体先进集体。。

扶贫与扶志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扶智相结合，，由由““内内””向向““外外””扶扶，，罗家山村的做法罗家山村的做法

的确值得借鉴的确值得借鉴。。其典型经验和做法多次在中央其典型经验和做法多次在中央、、省省、、市媒体报市媒体报

道道。。壮丽壮丽 7070年年··奋斗新时代奋斗新时代··脱贫攻坚乡村行脱贫攻坚乡村行，，人民日报再谈脱人民日报再谈脱

贫攻坚贫攻坚：：如何破解内生动力不足难题如何破解内生动力不足难题，，专派记者朱隽专派记者朱隽、、王浩王浩、、丁怡丁怡

婷慕名来到罗家山村采访婷慕名来到罗家山村采访，，长达长达 40004000 字的长篇通讯全方位报道字的长篇通讯全方位报道

了罗家山村的先进典型事迹了罗家山村的先进典型事迹，，在全国贫困山区引起强烈反响在全国贫困山区引起强烈反响。。

““下一步下一步，，罗家山村将围绕吕梁市制定的罗家山村将围绕吕梁市制定的‘‘罗家山罗家山 20192019 年到年到

20352035年长远发展规划年长远发展规划’，’，积极引入社会资本积极引入社会资本，，广泛招贤纳士广泛招贤纳士，，以多以多

功能食品产业区第一期项目的建成投产为着力点功能食品产业区第一期项目的建成投产为着力点，，充分挖掘红枣充分挖掘红枣

资源资源、、小杂粮资源小杂粮资源，，有计划开发旅游产业有计划开发旅游产业，，让全体社员更有干劲让全体社员更有干劲，，

让全村群众更多地享受到乡村振兴的福祉让全村群众更多地享受到乡村振兴的福祉”。”。临县罗家山红枣专临县罗家山红枣专

业合作社总顾问张业合作社总顾问张 荣介绍村里休闲农业发展情况时荣介绍村里休闲农业发展情况时，，信心满满信心满满

地说地说。。

近年来，石楼县把精准扶贫、精准脱

贫作为“第一民生”工程和最大政治任

务，以“钉钉子”的精神和“绣花”的功夫

全面落实扶贫责任，激发贫困户脱贫内

生动力，脱贫攻坚高歌猛进。

有这样一些人，他们由于各种原因

陷入贫困成为贫困户，但他们自强不

息，借着脱贫攻坚的春风，用勤劳和智

慧改变了自己的人生境遇，甚至已经开

始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

在义牒镇，建档立卡贫困户贺瑞红

就是这样一个自力更生、勤劳致富、感恩

思进的“有志之人”。在困难面前，他不泄

气、不懈怠，在各级扶贫干部的帮扶下，靠

着坚强的毅力和勤劳的双手，为自己的家

庭，撑起一片希望的蓝天。如今，他正领

着全家人，踏上美好生活的幸福路。

贺瑞红是石楼县义牒镇石家坪村人，

全家6口人，两个孩子上学，还有两位老人

需要赡养。由于文化程度低，也没有一门

赖以生存的手艺，日子过得很拮据，再加上

租房和供孩子们上学，使得他家的生活更

为困难。但贺瑞红父子不气馁，下定决心

一定要凭借自己的双手改变贫穷的命运。

近几年，随着国家扶贫政策的深

入，许多家庭都借助贫困户贷款政策获

得了创业路上的“第一桶金”。贺瑞红

从小没念多少书，文化程度低，也没有

手艺。2018年 8月份，贺瑞红父子经过

一番考量后，认为牛场的管理和经营相

对简单，养牛的技术含量低、风险小，利

润可观，于是决定外出对养牛项目进行

考察。就这样，贺瑞红父子借助贫困户

养殖贷款的 10万元和亲戚朋友的帮助，

开始了他们的养牛创业路，建起了占地

6000 多平方米可容纳 100 余头牛的牛

场，目前牛场已存栏 20余头牛。

虽然家中劳动力少，养牛条件困

难，但勤劳的贺瑞红父子从未有过抱

怨，切草、喂牛、分料、给牛治病、帮牛接

生，逐渐摸索出了自己的一套经验。建

设钢架结构牛舍，套配牛槽、水管、用

电，建饲料加工房，购买饲料加工设备

自家加工饲料…… 养牛事业成为贺瑞

红父子开启致富大门的一把“金钥匙”，

他们靠着自己勤劳的双手成功脱贫摘

帽。如今，养牛的收入不仅可以补贴家

里，还有余钱，真正过上了有“幸福感”

的生活。

““我做梦都梦不到有这样的好事我做梦都梦不到有这样的好事，，老了老了还能离开段老了老了还能离开段

家舍村那个穷沟沟家舍村那个穷沟沟，，住进县城的大楼房里住进县城的大楼房里！”！”家住岚县县城易家住岚县县城易

居苑小区的居苑小区的 7575岁搬迁户尹凤兰边收拾家边高兴地说岁搬迁户尹凤兰边收拾家边高兴地说。。

走进尹凤兰家走进尹凤兰家，，整洁干净是留给人的第一印象整洁干净是留给人的第一印象，，墙上喜墙上喜

庆的中国结庆的中国结、、走廊下垂着的红灯笼走廊下垂着的红灯笼、、长势喜人的各色花卉盆长势喜人的各色花卉盆

栽栽，，无不彰显着此间主人是个热爱生活无不彰显着此间主人是个热爱生活、、积极乐观之人积极乐观之人。。但但

性格开朗性格开朗、、热情大方的尹凤兰说起搬迁前的生活依然眉头热情大方的尹凤兰说起搬迁前的生活依然眉头

紧锁紧锁，“，“世上再没有比那更不方便的地方了世上再没有比那更不方便的地方了！”。！”。尹凤兰是岚尹凤兰是岚

县土峪乡段家舍村村民县土峪乡段家舍村村民，，那里山高那里山高、、人稀人稀、、路窄路窄、、坡陡坡陡，，是全是全

县有名的贫困村县有名的贫困村，“，“峙焉峙焉、、段家舍段家舍，，跌死松鼠摔死蛇跌死松鼠摔死蛇。”。”一句古一句古

语语，，道尽了段家舍村道路的坎坷道尽了段家舍村道路的坎坷、、生活的艰辛生活的艰辛。。据尹凤兰据尹凤兰

说说，，住在村里住在村里，，只要下雨只要下雨，，雨下一天雨下一天，，一天不能出门一天不能出门，，雨下两雨下两

天天，，两天不能出门两天不能出门，，到处都是泥泞到处都是泥泞，，一步三滑一步三滑，，很难行走很难行走。。村村

里人出不去里人出不去，，外村人进不来外村人进不来，，村子也变成名副其实的村子也变成名副其实的““孤孤

岛岛”。”。

除此之外除此之外，，村里没有小卖部村里没有小卖部、、米面油盐得去县城或乡里米面油盐得去县城或乡里

集中购买集中购买，，家里来个客人或者过节想吃块豆腐都得托人去家里来个客人或者过节想吃块豆腐都得托人去

买买，，手机信号需要找个高地才能收到手机信号需要找个高地才能收到，，买药得去二十公里以买药得去二十公里以

外的镇上外的镇上，，冬天舍不得烧煤冬天舍不得烧煤，，经常搂柴禾生火熏得双眼流泪经常搂柴禾生火熏得双眼流泪、、

双手漆黑……生活的各种艰辛让尹凤兰想方设法要离开这双手漆黑……生活的各种艰辛让尹凤兰想方设法要离开这

个穷沟沟个穷沟沟。。靠着家里五六亩土地的收成靠着家里五六亩土地的收成，，她将孩子供养成她将孩子供养成

才才，，去县城去县城、、省城打工省城打工，，孙子上学也在县城赁房子居住孙子上学也在县城赁房子居住，，村里只村里只

剩她和老伴在家剩她和老伴在家，“，“我还以为这辈子都要老死在这穷山沟了我还以为这辈子都要老死在这穷山沟了。”。”

20162016，，村里告诉尹凤兰村里告诉尹凤兰，，作为精准扶贫搬迁户作为精准扶贫搬迁户，，只要出只要出

11 万元自筹款万元自筹款，，就能在县城拥有一套安置房就能在县城拥有一套安置房。“。“村干部告诉村干部告诉

我的时候我的时候，，我觉得不靠谱我觉得不靠谱，，县城一套房二三十万县城一套房二三十万，，十万能买十万能买

到都要偷着乐了到都要偷着乐了，，一万买一套房一万买一套房，，哪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哪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

啊啊。”。”当时尹凤兰还不相信当时尹凤兰还不相信，，可等老伴领着她站在县城易居可等老伴领着她站在县城易居

苑的新房里时苑的新房里时，，尹凤兰只觉得这一万块成了她这辈子花的尹凤兰只觉得这一万块成了她这辈子花的

最值得的一笔钱了最值得的一笔钱了。。入住新家第一天入住新家第一天，，尹凤兰就在家中洗尹凤兰就在家中洗

了人生第一次澡了人生第一次澡，，直到现在直到现在，，尹凤兰还记得当时激动的心尹凤兰还记得当时激动的心

情情 ,,““站在滚烫的淋浴下站在滚烫的淋浴下，，我也分不清脸上到底是热水还是我也分不清脸上到底是热水还是

泪水泪水，，7070 多年了多年了，，总算能在自己家里好好地洗个热水澡总算能在自己家里好好地洗个热水澡

了了。”。”

现在尹凤兰和老伴住在易居苑现在尹凤兰和老伴住在易居苑，，摆脱了过去除草筛灰摆脱了过去除草筛灰

的苦日子的苦日子，，不用再为回家而爬坡辛苦不用再为回家而爬坡辛苦，，社区定时为他们体社区定时为他们体

检检，，出门走几步就能在小卖部买菜买豆腐出门走几步就能在小卖部买菜买豆腐，，家门口药房啥药家门口药房啥药

都有都有，，冬天暖气热的都不敢穿厚毛衣冬天暖气热的都不敢穿厚毛衣，，洗东西时拧开水龙头洗东西时拧开水龙头

就是清亮的自来水……用尹凤兰的话说就是就是清亮的自来水……用尹凤兰的话说就是，，靠党的好政靠党的好政

策策，，现在的生活好的说也说不尽现在的生活好的说也说不尽，，真是比蜜还甜真是比蜜还甜！！

临县罗家山村

红枣飘香醉满园

方山县里其村

文化广场晒幸福 百姓日子乐悠悠

贺瑞红：养牛“牛日子”心里美滋滋

尹凤兰：搬出穷山沟 生活甜蜜蜜

▲ 图为 73 岁的高玉

连老人和里其村村委主任

贺九林一起锻炼身体，笑

谈生活。

肖继旺 摄

▲ 图为贺瑞红正在喂牛。

曹晶晶 摄

▼ 图为尹凤兰正在装饰新房。

梁海珍 摄

枣园内枣子累累枣园内枣子累累，，枣农们正在喜摘果实枣农们正在喜摘果实。。

刘生锋刘生锋 摄摄

□ 刘生锋刘生锋

□ 梁海珍梁海珍 梁瑞霞梁瑞霞

□ 肖继旺

□ 曹晶晶 许冬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