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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称些大豆，别让小鬼在

门上大吼；称斤麻子，小鬼不在门上

爬着……”正在炒货店挑选各式干果

的张大妈情不自禁地自言自语着。虽

然张大妈购物时全程佩戴口罩，但站

在不远处仍能清晰地听到她这略带

押韵的音符，带着些许幽默、些许风

趣，让人情不自禁想跟大妈附和几

句。被口罩遮掩仅能看到的眉眼间透

露着她对这个节日的笃定深情。

每一个节日都有特定的历史缘

起，都表达了人民的某种心理渴求，“咬

草草”节的兴起则与岚县境内流传的民

间传说有着密切关系。相传在古时候，

上天要灭人，阎王将在腊月初一凌晨大

开鬼门关，让小鬼在人世间挨家挨户的

排查有没有幸存人口，一旦发现就将其

灵魂索到地狱。人间对此一片恐慌，不

知道如何应对，后来同乡中聪明的人想

出了应对的办法，即吃炒豆假装牲口吃

草料来欺瞒索命小鬼，并一传十十传百

的传了开来。于是在农历十一月最后一

天（大月三十，小月廿九）的晚上，家家

户户早早地熄灯、关门，拿出事先准备

好的炒豆子“圪嘣圪嘣”的大嚼。索命的

小鬼在门外一听真以为是牲口在咬食

草料,没有幸存的人，就走开了。人们在

被窝里吃了一夜的炒豆，躲过了一劫，

非常的高兴，但是又怕阎王知道了在下

一个腊月初一再来索命，于是就在每年

的腊月初一都吃炒豆来躲避灾难，并一

代一代的传承下来，形成今天的“咬草

草”节。

时至今日，每到农历十一月最后

一天，各家就要开始操持准备这个非

常的节日。一些距离县城较远的村庄，

村民将家里的豆类及莜麦、麻子等粮

食在锅里炒熟，吃罢晚饭，全家人都围

坐在一起吃这些炒熟的豆类，直到第

二天天亮，其间的红火热闹不言而喻。

而在县城，市民在商贩摊位上购买花

生、蚕豆、瓜子、开心果、松子等各种现

成干果，回到家中全家共同品尝，共同

享受“咬草草”节的乐趣。曾经的民间

传说故事和耳熟能详的民谣“你家不

炒大豆，小鬼在门上大吼，谁家不炒黑

豆，鬼在谁家门前咳嗽，谁家不炒麻

子，小鬼就在门上爬着，谁家不炒莜

麦，小鬼会在门上瞅呢（岚县方言，瞅

呢就是窥视之意。）”也成了一家人团

坐在一起，茶余饭后的特有的谈资。

作为岚县独有的岁时节日，与家

人一道过“咬草草”节不仅寄托着大家

躲避灾祸、逃离死亡阴影的美好愿景，

也成为异地他乡岚县游子思念亲情、期

盼团圆的心灵慰藉。（杜丽君 李泥平）

本报讯 选调生到村担任大学生

村官工作启动以来，工作进展如何？

干的怎么样？存在哪些问题？……新

年伊始，岚县召开大学生村官工作座

谈会，邀请近年来部分大学生村官欢

聚一堂，畅谈基层工作所见所感、交

流基层工作的思考与发展，共话大学

生村官工作的现状与未来，全面了解

选调生到村担任大学生村官工作情

况，共同推动基层工作再上新台阶。

乡村振兴牵动着大学生村官的

心，也是他们工作关注的焦点，座谈

由此展开。大家对各自 2020 年的工

作情况、亮点和问题进行了现场汇

报，并就 2021 年工作思路进行了交

流探讨……交流中，他们身上展现出

的稳扎稳打的工作作风、心系百姓的

爱民之心和致力农村发展的担当精

神，让我们看到了基层锻炼在这些年

轻人身上烙下的成长痕迹。

“基层是最好的课堂，通过基层

‘墩苗’，可以沉淀自己的心态，提高

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增进对农村、

农业和农民的感情，也对‘乡、村’两

个字有了更加立体的认识，是一次难

得的人生体验。”“只有在基层干出实

绩，经受住了考验，才能承担更多的

责任，实现自己的抱负。”……大学生

村官们你一言、我一语，描绘着他们

的期望。

选调生到村担任大学生村官，是

加强农村基层党建、打赢脱贫攻坚战

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有生力量，座

谈会上，县委组织部下派办主任领学

了《山西省选调生到村担任大学生村

官管理办法（试行）》和《选调生到村

任职工作补助资金管理使用暂行办

法》，充分调动了选调生干事创业的

积极性和主动性，扎实推进了选调生

与大学生村官工作有序衔接，为乡村

振兴工作奠定了扎实的人才基础。

不知不觉中，3个小时过去了，大

学生村官们却意犹未尽，不愿结束。他

们一致表示，组织的关怀温暖了这个

寒冷的冬日，日后将继续勤学修身、脚

接地气、心系群众，有激情肯担当，志

存高远，在平凡岗位上创造不平凡的

业绩。 （杜丽君 尹瑞萍）

扎根基层 蓄力奋进

岚县组织大学生村官开展工作座谈交流

岚县“咬草草”节：缘起民间传说 终成独具一格

“有了这份工作，我就有了固定的收

入,以后的生活就有保障了。”岚县普明

镇扶贫车间员工李三花满心欢喜地说

道。今年 48 岁的李三花是岚县普明镇

普明村村民，依靠种地为生，因丈夫身体

不好，再加上两个孩子上学，家庭生活一

直在贫困线上徘徊。为了摆脱贫苦，实

现稳定脱贫，李三花在帮扶责任人的介

绍下在岚县普明镇扶贫工厂上了班，一

个月能赚 2000多元，她丈夫也加入了村

里的造林合作社，李三花和丈夫在家门

口实现了稳定就业，挣钱顾家两不误，日

子过得一天比一天好！李三花的经历，

是岚县多措并举抓实“防返贫”工作的一

个缩影。

2018 年，岚县以高质量和高满意度

评估结果正式脱贫摘帽。面对“实现贫

困县摘帽和摘帽后怎么办”的问题，岚县

以“脱得出、稳得住、能致富”为目标，采

取扶贫与扶志、输血与造血、脱贫与防贫

相结合的方式，建立完善后续帮扶及脱

贫巩固提升长效机制，全力巩固脱贫成

果，提升脱贫质量，确保岚县与全国一道

迈入全面小康。

凝心聚力打出“防返贫”组合拳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

新奋斗的起点。”在决战完胜脱贫攻坚的

关键时刻，岚县坚持把防止返贫致贫摆

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严格落实“摘帽不摘

责任、不摘政策、不摘帮扶、不摘监管”的

要求，岚县县委、县政府多次召开会议专

题研究“防返贫”工作，科学指导，把脉定

向，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制定出

台了《关于建立农村贫困户边缘户帮扶

工作机制防范致贫的实施意见》《关于克

服疫情影响防止返贫致贫的实施意见》

等，建立了“乡带乡、村扶村、户帮户”的

横向帮扶机制、精准识别常态化工作机

制以及情况通报、工作台账、工作督办等

制度，并定期组织召开专题汇报会、行业

扶贫工作协调会、部门联席会，确保各项

工作顺利推进，各项政策落到实处。同

时健全完善了帮扶责任机制，12名县级

领导带头下沉乡镇担任第一书记，对脱

贫攻坚工作负总责，136名科级领导干部

下沉行政村担任脱贫攻坚工作组组长，

4364名帮扶干部结对帮扶 20940户贫困

户，形成了党政主抓、四大班子齐上阵，

一级抓一级、一级带一级，数千名干部日

夜鏖战一线的新局面。在帮扶工作中，

该县以贫困户脱贫“越线”为底线任务，

夯实干部包帮任务，准确掌握户情，扎实

做好连心走访、宣传教育、政策落实、产

业引导等帮扶工作，坚持因户施策、措施

到人，帮助贫困群众解难题、找出路、谋

发展、促增收，引导贫困群众发展产业、

参与就业、大胆创业，切实解决影响脱贫

质量的矛盾和问题，巩固提升脱贫攻坚

成果。

动态监测机制及时预警返贫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精准防贫

重在预防，只有加强贫困监测，防得及

时、防出效果、防成全胜，才能确保如期

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为此，岚县健

全防返贫预警机制，制定了《关于建立防

止返贫监测和帮扶机制的实施方案》，从

监测对象范围、程序方法、精准落实帮扶

措施等全过程，建立防止返贫监测和帮

扶机制，严格逐户包保、全程跟踪帮扶，

对有劳动能力、有发展产业意愿的贫困

边缘户，给予资金、技术等必要的帮扶，

对具备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的贫困边缘

户，通过加强技能培训，提高就业能力，

帮助提供就业岗位实现再就业，对重病、

长期慢性病、残疾等贫困边缘户，采取享

受“136”健康扶贫政策或相关低保、医保

以及保险等政策。与此同时，紧盯“两不

愁三保障”及饮水安全核心指标，按照

“一户一方案、一人一措施”的帮扶计划

和措施，对未脱贫户、边缘户和已脱贫户

实 行 动 态 监 管 ，持 续 巩 固 拓 展 脱 贫 成

果。每月关注其产业、就业、两不愁三保

障及饮水安全情况，对预计年收入低于

4000 元的予以红色预警，4000—6000 元

的予以黄色预警，严防返贫。对新增重

大变故户及时予以关注，提前预警，跟进

帮扶举措，严防致贫。

“志智”双扶激发群众内生动力

“多亏村里宣传员给我讲的脱贫励

志故事，让我的内心受到极大的触动，要

不我可能还在等着政府来救济呢！”岚县

石桥村王大爷数着刚刚卖掉土豆所得的

一叠钞票开心地说道。在脱贫攻坚工作

中，岚县针对部分贫困户存在“等、靠、

要、比、怨”的思想，主动脱贫动力不足等

问题，持续开展了“孝老爱亲”“十百千标

兵”选树活动，充分发挥农民夜校、农村

宣传员作用，讲好岚县扶贫故事，激励贫

困户自力更生、自我发展、自我脱贫，杜

绝政策“养懒人”“等靠要”，促进自立自

强和自主脱贫。

贫困与其受教育程度、文化水平和

技能知识等息息相关，因此在“扶志”的

同时还要“扶智”。该县按照“人人持证、

技能社会”要求，坚持把技能培训作为造

福群众的普惠性民生工程和巩固脱贫成

效、提高脱贫成色的重要举措来抓，统筹

各类培训资金，积极开展“吕梁山护工”、

土豆宴厨师、汽车驾驶、电工焊工等“五

主十辅”技能培训，让劳动力掌握一技之

长，全面提升其就业创业能力，实现稳定

收入。

扶志以自强，扶智以自立。如今，随

着“志智”双扶各项活动的深入开展，脱

贫的内生动力奔涌而出，混日子的懒汉

少了，勤快奔富路的人多了。据介绍，

2020年，岚县新增培训 1.3万人，实现“每

户一名技能明白人”，确保持证上岗稳定

增收，稳步踏上幸福小康路。

精准施策让脱贫户稳定增收

“没想到这把年纪还能捧上公家的

饭碗。以前辗转各地打零工维持生活，

收入没有保障，家里也照顾不了，现在家

门口就能就业，我一定要好好干。”岚县

社科乡阳坡村村民李侯亮高兴地说道。

年过六旬的李侯亮被安置到农村清扫员

扶贫公益性岗位，每个月不仅有 900 元

的稳定收入，工作之余还能照顾生病的

老伴。

在岚县，像李侯亮这样参加扶贫公

益性岗位的还有很多。为了稳住老百姓

的“钱袋子”，该县针对贫困户就业、农产

品销售难等问题综合分析、分类精准施

策。就业扶贫是防止返贫的根本之策。

为了解决群众就业问题，该县突出政府

主导、政策引导、因势利导、精准指导，做

好扶贫公益性岗位人员管理工作和就

业扶贫项目建设力度，在家门口提供就

业岗位，确定保底工资，确保贫困户有

稳定的收入来源，从源头防止致贫或返

贫。同时探索建立社会组织帮扶项目

与贫困地区需求信息对接有效机制，建

立了“点对点”服务协调机制，开展线上

线下就业服务。特别是 2020年，面对疫

情防控的严峻形势，该县打出以“进行一

次用工需求摸底排查、发放一封务工告

知书、征集一批企业用工信息、进行一次

点对点接送务工人员服务、组织一次人

社帮扶政策宣讲、配合相关部门发放一

批返岗补贴”为主的“六个一”组合拳，统

一健康检查，组织包车输送员工到企业，

点对点输出劳动力 2.6万人，有力促进群

众就业。

为了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该县积

极组织开展以“全民参与、促销带贫”为

主题的消费扶贫、“三专一平台”专项推

广活动，设立线上线下消费扶贫独立专

区，开设消费扶贫专馆，组织社会各界购

买扶贫产品，助力消费扶贫。据介绍，

2020年，该县共设置消费扶贫专区 1个，

建设扶贫专馆 1 个，布放消费扶贫专柜

20 个，消费扶贫产品 3463 万元，进一步

拉近了贫困户与市场的距离，打开了各

类农产品的销路，拓宽了增收渠道，巩固

了脱贫成果。

综合保险为农户撑起“保护伞”

“多亏年初购买了政策性农业保险，

否则我就血本无归了!”近日，岚县岚天

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刘兆欢在接受采访

时，直夸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好处，简单的

话语中掩饰不住“一保通”综合保险带给

他的那份安心和对保险的“依赖”。去

年，刘兆欢投保能繁母猪 219头，育肥猪

3942 头，理赔 40287.68 元。保险不仅帮

助刘兆欢锁定了利润，还让他在追加投

资的时候再也没了顾虑。如今，刘兆欢

的生意越做越大，在养殖 400 头能繁母

猪的同时，还存栏了 2000 多头育肥猪，

他高兴地告诉笔者：“再过几天这茬 700
多头黑育肥猪就能出栏了，到时候正赶

上春节，肯定能卖个好价钱。”

“全面小康不落一户一人。”在全面

巩固脱贫成效、提升脱贫质量的基础上，

该县针对贫困群众因病致贫返贫和“造

血”式脱贫脆弱的现状，探索实施了“1+
N”一保通综合保险模式，一保通项目涵

盖了脱贫保障险、13种农业保险、意外及

疾病保障险，有效解决了群众因灾、因

病、因学、因意外等造成的临时性困难，

用一张“保单”筑牢了返贫致贫防线，为

“三农”撑起了“保护伞”。目前“一保通”

综合保险覆盖全县 12 个乡镇、167 个行

政村，惠及农户 1.87 万户，实现了保产

业、保健康、保脱贫，真正让农民在脱贫

致富路上有底气、有保障。

精准防贫，时不我待；靶向治疗，幸福

花开。如今，岚州大地上“防返贫”工作举

措落地见效，一个个富民产业项目扎根乡

村、惠及百姓，一场场技能培训让贫困户

脱贫有“术”，一张张幸福的笑脸绽放着贫

困群众收获的喜悦……“防返贫”工作带

来的崭新变化，正激励着岚州儿女朝着更

加幸福美好的新生活阔步前进。

本报讯 春节将至，为确保岚县

人民度过一个欢乐、祥和、安定的节

日，连日来，岚县市场监管局结合疫

情防控工作要求对全县市场食品安

全重点领域进行全面监督检查。

检查中，岚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以

超市、便利店、公路、车站、旅游景区周

边小餐饮、地方特色饮食街、农家乐、大

中型餐馆等餐饮服务单位为重点，以肉

制品、乳制品、酒类、特殊食品等热销食

品及冷链食品为重点品种，着重检查包

装、标识、生产日期、保质期等，并依法

督查节日食品经营者建立和落实进货

查验和记录，确保进口冷链食品来源可

查、去向可追，严防新冠肺炎疫情输入

风险。该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还对网络订

餐管理制度做出严格审查，确保网络餐

饮服务食品健康安全。

截至目前，该局共出动执法人员

600多人次，现场检查周边小餐饮、地

方特色饮食街、农家乐、超市、便利

店、大中型餐馆共 400户，全力保障春

节期间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文/杜丽君 王俊平 图/王宁）

岚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多措并举保障春节食品安全

近年来，岚县省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坚持“四为四高两同步”总体思路，聚焦“六新”突破，积极引进优质项目，抓好基础设施配套建设，加快推进项目建设步伐，同时

努力优化开发区营商环境，开发区建设各项工作取得一定成效。目前投资 5.55亿元的标准化厂房建设项目，一期已全部建设完成，正在快速推进二期标准化厂房建

设，预计年底主体完工。待标准化厂房全部正式投用后，可容纳近 30家中小微企业入住，解决近 2000人就业，成为园区招商引资、筑巢引凤的强有力支撑。图为标准

化厂房建设项目建设现场。 朱世铭 摄

精准防贫 拔掉穷根
——岚县多举措筑牢“防返贫”警戒线

□ 马建生 杜丽君 牛燕飞

岚县经济技术开发区：加快标准化厂房建设 让企业实现“拎包入住”

为进一步强化农村地区交通安全宣传工作，扎实开展冬季交通安全整治百日

会战，深入推进交通事故预防“减量控大”工作。连日来，岚县交警大队以“百日会战”

宣传阵地为抓手，结合“知危险、会避险、安全文明出行”宣传主题，走进乡村开展“美

丽乡村行”交通安全巡回宣传。图为民警正在向村民讲解交通安全知识。梁瑞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