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刘子璇） 12 月 18
日，记者从吕梁市公安机关“秋冬行动”

严打整治专项行动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以“三防范、三清理、四打击”为主要内

容的秋冬严打整治专项行动开展以来，

吕梁警方共侦破各类刑事案件 559 起，

抓获犯罪嫌疑人 991 人，抓获各类逃犯

422 人，缴获毒品 8.9 公斤，查处重点交

通违法行为 36.59 万起，刑事和治安案

件均呈现“两降两升”(发案数、财产损失

下降,破案数和抓获嫌疑人数上升)的良

好态势。

自 10月 1日“秋冬行动”严打整治专

项行动开展以来，全市公安机关以“破串

案、破现案、打流窜、打跨区域犯罪”为重

点，严格落实现场勘查“一长四必”制度，

扎实推进“三项会战”，网上网下联动，线

上线下作战，实现了专业化团队打击职

业化犯罪，打击盗抢骗工作从全省排名

靠后位置，一跃跻身全省先进行列。

通过多警联动、警企协作、合成作

战，全市公安机关不断提升追逃技战法

与研判效能，持续加大追逃力度，其中

逃犯潜逃时间最长达 18 年。全市公安

机关还严厉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涉

黄涉赌违法犯罪及涉枪涉爆等各类违

法犯罪，全面净化了社会秩序，大大提

升了人民群众的安全感。

按照“三清”要求，全市公安机关全

力开展积案清理化解工作。在实现现行

命案全部破获的基础上，成功告破尘封

多年的 19起命案积案；侦破信访积案 10
起，治理重复信访事项 153起；通过逐案

分析制定化解方案，认真开展经侦积案

清理，共化解积案 11起，化解率为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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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李雅萍 通讯员 张
世川） 12月 19日，孝义市以壮士断腕的

决心在全省率先启动关停 4.3 米焦炉行

动，涉及焦化产能 452 万吨，所涉 6 户企

业全面停止进煤，12月底前全部关停，此

举意味着该市将加快焦化产业转型升级

步伐。

今年以来，孝义市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总书记视察山西

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持续攻坚中央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及“回头看”反馈问题整改，下

决心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此次涉及关

闭焦炉的企业分别是山西耀鑫煤焦有限

公司 100万吨焦炉、山西金达煤化工科技

有限公司 47万吨焦炉、山西金晖煤焦化

工有限公司 105万吨焦炉、山西楼东俊安

煤焦化有限公司 80万吨焦炉、孝义市晋

茂煤化工有限公司 60万吨焦炉、孝义市

金岩和嘉能源有限公司 60万吨焦炉。按

照焦化企业“上大关小”备案要求，孝义市

对 6户焦化企业下达关停指令，要求全面

停止进煤。各企业将在确保安全和环保

的前提下，按照“一企一策”关停方案要

求，有序开展管道残余气体清理、化产工

艺退出、职工安置等各项工作，并按照“焦

炉全部推空，鼓风机全部停车，供煤皮带

全部切断，除必要设施外全部断电”的标

准，接受该市压减领导小组办公室验收。

4.3 米焦炉关停工作是孝义市焦化

行业装备升级、高质量转型发展的重要

内容。为确保按时关停到位，该市严格

按照焦化行业相关标准，结合企业实际

情况，在确保安全、环保的情况下，聘请

专家团队科学论证，“一企一策”制定具

体关停作业方案，并由市级包联领导深

入企业，确保各环节执行到位。六家企

业负责人表示，将按照孝义市委、市政府

部署，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为推动孝义市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持续改

善贡献力量。

孝义市全面关停4.3米焦炉

本报讯 （记者 刘小宇） 12 月 18
日，省政协召开视频会议，传达学习省

委楼阳生书记近期就政协工作讲话精

神，围绕加强政协专门协商机构建设、

做好“十四五”开局之年政协工作开展

研讨交流。市政协主席张稳科，副主席

刘继隆、闫广聪，秘书长杨成元在我市

分会场收听收看。

会议强调，各级相关部门要提高站位

抓落实，把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

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中央

及省委政协工作会议精神作为践行“两个

维护”的具体行动，进一步强化举措、压实

责任，用好督查利器，持续推动落实落地；

要把牢主轴抓落实，在同级党委领导下，

通过更加有效的工作，切实把政协打造成

坚持和加强党对各项工作领导的重要阵

地、用党的创新理论团结教育引导各族各

界代表人士的重要平台、在共同思想政治

基础上化解矛盾凝聚共识的重要渠道；要

聚焦主线抓落实，围绕服务省委“四为四

高两同步”总体思路和要求这条主线，持

续深化研究打造一流创新生态、创造高品

质生活、提供“他山之石”三件大事，着力

聚智服务贸易、现代物流，充分发挥委员

联系广泛优势，积极为招商引资牵线搭

桥，助力我省转型 新路、出雏型；要双向

发力抓落实，坚持凝聚共识与建言资政一

体设计、一体推进、一体落实，更好发挥政

协统一战线组织功能，化瘀通经络、汇聚

正能量；要担当作为抓落实，创新履职方

式，拓展协商平台，强化委员担当，加强工

作联动，为我省“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

贡献智慧力量。

晋绥边区革命历史从小听到大，《吕

梁英雄传》的故事从小讲到大……红色

是吕梁老区的底色，在红色文化的耳濡

目染下，红色基因已经成为吕梁人民的

“标签”。新时期，吕梁干部传承吕梁精

神，把红色基因转化为扎根农村、帮扶群

众的动力，在这片红色土地上凝聚起了

扶贫工作的强大合力。

2016 年以来，中央、省、市、县共有

1481 个单位、2353 支工作队、7246 名工

作队员、1769 名第一书记、6.7 万名机关

干部在贫困一线结对帮扶。从机关干部

变成村级组织的“准班长”，从宽敞明亮

的办公室走进窑洞炕沿、田间地头……

驻村任职以来，广大第一书记牢记使命

责任，用实际行动奏响了农村脱贫攻坚

的最强音，在各驻村留下了一串串辛勤

耕耘的足迹。

“扑下身子到村里干”

2017 年 6 月 2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视察吕梁期间特别强调，“革命战争年

代，吕梁儿女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伟大

的吕梁精神。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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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蔡家崖结束考察后，总书记在太

原市主持召开的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

座谈会上，还专门谈到了扶贫干部，叮嘱

扶贫干部要真正沉下去，扑下身子到村

里干，同群众一起干，不能蜻蜓点水，不

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不能神龙见首不

见尾。这席话时刻激励着我。”时任兴县

蔡家崖乡温家寨村第一书记石坚说。

石坚是山西西山晋兴能源公司斜沟

选煤厂车间销煤队长，来到蔡家崖乡温

家寨村任第一书记时，温家寨村 400多亩

耕地藏在半山坡里，出行极为不便。行

路难，吃水也难，全村 210户人家全指望

一口老旧蓄水池。

“必须尽快帮助村里解决路和水的

问题。”石坚四处联系，为温家寨村引进

扶贫资金 40万元用于田间路改造和饮水

工程，同时与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的驻村工作队商量修建任务。新建的

蓄水池在山上，坡陡路滑，运水管的车上

不去，石坚就和村民一起扛着长长的水

管，从蜿蜒的小路一步步往上爬，一个个

奋力前行的身影，成为那个冬天温家寨

村最特别的风景。

在石坚和扶贫干部的努力下，2016
年 10月 16日，温家寨村田间道路顺利贯

通，绵延 13公里，缠绕山腰，盘旋至山顶，

村民们的畜力车、机动车可以直接到田

间地头，大大地改善了农民的生产条件，

提高了生产效率。2017 年 1 月 15 日，温

家寨村成功引水入户。

以心换心，方得真心。石坚用行动

换来了村民的认可，也因出色的表现多

次被兴县县委评为“优秀第一书记”，在

兴县“优秀第一书记交流大会”上发言，

他还赴北京参加了“首届第一书记推进

精准扶贫招商会”，帮助村民走出了一条

共享、共销的新路子。

“作为一名红色土地上的扶贫干部，

我要大力弘扬革命老区的优良传统，把

老区精神转化为扶贫工作的强大动力，

扑下身子沉到一线，帮助乡亲们早日脱

贫致富奔小康。”石坚说。

“全力打赢脱贫攻坚收官一战”

今年 3月，石楼县委书记油晓峰多了

一个新职务——龙交乡党委第一书记。

“新官”上任第一天，油晓峰就下沉一线，

深入龙交乡实地指导推动脱贫攻坚各项

工作落实。

县级领导干部下沉乡镇担任第一书

记 ，这 是 我 市 决 战 脱 贫 攻 坚 的 创 新 举

措。在我市出台的《关于在决战完胜脱

贫攻坚中选派县级党员领导干部下沉乡

镇担任第一书记的工作方案》中明确要

求，脱贫攻坚任务最难、最重、最偏远、最

艰苦的乡镇第一书记须由县委书记担

任，县长、县委副书记、县人大常委会主

任、政协主席依次选派，必须率先全部下

沉乡镇任职。乡镇第一书记任期一般至

2020 年底完成脱贫攻坚任务为止，工作

职责主要包括宏观指导、督促落实、协调

对接、发展产业、问题整改、夯实基层党

建等六项。

在明确工作职责的基础上，文件还强

调了下沉第一书记不完

成脱贫任务不调整，在

任职期间，如遇职务变

动，仍需任职至脱贫攻

坚任务结束；除脱贫攻

坚工作外，乡镇党委工

作职责不变；乡镇脱贫

攻坚主体责任不变；下

沉乡镇第一书记不参与

乡镇日常管理工作。并

明确，乡镇党委书记在

涉及脱贫攻坚重大事项

问题上要主动向乡镇第

一书记请示汇报，并在

其指导下开展工作，形

成工作合力。

截至目前，全市 148个乡镇、13个街

道全部选派了乡镇第一书记，实现了全

覆盖。

“我们组织县级党员领导干部下沉

担任乡镇第一书记，目的主要是发挥‘关

键少数’的牵头作用，树立‘干在一线’的

鲜明导向，打造‘县乡一体’的责任体系，

形成‘响鼓重槌’的总攻态势，进一步提

升脱贫质量，全力打好打赢脱贫攻坚关

键一仗、收官一战。”市委组织部相关负

责人说。

在全市第一书记带领下，农村党员

干部队伍越来越强，群众获得感越来越

强。说起第一书记进村后的这些变化，

方山县大西沟村老党员侯春林感受深

刻：“现在有了第一书记，有事大伙一块

商量，集体讨论决定，就能心往一处想、

劲往一处使，还怕脱不了贫？”

“一声书记，一生书记”

从 2017年 6月起，吕梁日报社驻石楼

县马家山村第一书记任昱已经在村里待

了四个年头。几年来，与老百姓心贴心地

“拉家常”，每家每户询问子女、种植养殖、

外出打工、主要收入的情况，已经成为了

他的日常。在他的努力下，马家山村的人

畜吃水工程，自然村田间，沟坝地、路灯、

广播，危房改造，移民搬迁，大棚建设，貂

养殖基地、光伏发电等项目都发展了起

来，惠及到了马家山村每家每户。

去年，马家山村实现了整村脱贫，贫

困 发 生 率 从 2014 年 的 63.78% 降 为

2019 年的 0.39%，人均纯收入由 2014 年

的 2329元提高到 2020年的 6500元以上。

村里的路通了，产业发展起来了，乡

亲们高兴了，任昱脸上也露出了欣慰的

笑容，“组织把你派到这里来，乡亲们叫

你一声任书记，你就得一步一个脚印，踏

踏实实为群众办实事，对得起党组织的

信任和重托，对得起老百姓的期盼。”

去年 3 月 22 日，这是孝义市选派到

临县碛口镇寨则坪村扶贫的第一书记杜

亮姝在村里任职的最后一天，寨则坪村

的村民自发举行了一场伞头秧歌欢送

会，欢送他们的“贴心书记”。

杜亮姝到寨则坪村任职以来，她培

训老年人练习书法、引进孝义皮影、启动

日间照料中心、加强扶贫阵地建设、申请

中彩扶贫基金 82万元用于灌溉工程……

这个大大咧咧、快人快语的第一书记把

自己楔进了寨则坪百姓的心里。她说：

“我原计划悄悄地走了算了，但乡亲们死

活不肯，说这是他们的一点心意。第一

书记做到这个份上，值了！”

在 2020年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伟大

战斗中，“第一书记”作为组织部门在关键

时期派出的关键力量，用忠诚和担当凝聚

了党心民心，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中发挥

了关键作用。每次任职期满时，都有许多

感人的场景，有的老百姓自发来送第一书

记，有的送上锦旗，有的抱住第一书记留

下了热泪……“一次书记行，一生书记

情”，这是吕梁第一书记共同的誓言。

赓续红色传统，凝聚扶贫合力。五

年来，吕梁的 1769 名第一书记把助农增

收致富作为行动自觉，全身心拥抱着这

片红色土地，在干事创业中标注了自己

的价值坐标。

——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弘扬吕梁精神弘扬吕梁精神 决战完胜脱贫攻坚决战完胜脱贫攻坚

□ 本报记者 刘子璇

图为兴县蔚汾镇南通村驻村第一书记李翠叶带着女儿刘璐萱走访贫困户。 记者 刘亮亮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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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第一书记扶贫工作纪实

我市组织收听收看省政协“加强人民政协
专门协商机构建设”经验交流暨理论研讨会

张稳科参加

全市公安机关：“秋冬行动”战果丰硕 刑事治安“两降两升”
寒冬时节，在岚县普明镇农业循环经济产业园有机蔬菜大棚内，农民们正忙着培育、管护各类蔬菜作物，为保障今冬群

众“菜篮子”供应充足做足准备。近年来，岚县聚焦增收致富，注重因地制宜，发展特优产业，打造知名品牌，山药蛋，粗杂粮

等不断被花样翻新， 出了一条农业“名、特、优”转型之路。 记者 刘亮亮 摄
寒冬大棚管护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