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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自从路网覆盖在我们村以后，我们的出行

越来越方便了……”这是南武乡西庄村村民吕艳丽的感

受，也是众多像吕艳丽一样的文水农村群众的真实想

法。2020 年，文水县持续提升道路建设水平，城乡出行

环境得到了群众的认可。

2020 年文水县政府投资 3.7 亿元实施“四好农村

路”PPP项目，建设改造农村公路 256公里，改造危桥

15 座；投资 1.1 亿元完成 16.5 公里 241 国道改扩建工

程。通过启动全长 17.5公里投资 4.4亿元刘胡兰纪念馆

旅游公路工程，已纳入财政部 PPP项目库。此外，该县

积极推动境内 32.3公里 307国道改线和汾河滨河西路建

设，争取纳入全省“十四五”规划。同时，加强多元

化客运服务，投放旅游客车 27台 1161座，更新电动出

租车 180 辆、新能源公交车 81 辆，城区公交线路人口

密集的各小区、学校周边实现城区全覆盖，城乡发展

能级得到有效提升。

（李浩娜）

春 节 期 间 ，

也是森林防火特

险期，文水县把

森林防火工作作

为当前一切工作

的重中之重，进

一步强化责任落

实，要求包村干

部包保到户、到

人、到地块，在重

点卡口增加了值

勤职守人员，压

实 一 线 防 火 责

任，确保一方平

安。

马智勇 赵
宪昌 孟思屹 摄

本报讯 去年以来，文水县广泛开展防震减灾宣传教

育活动。

一是积极宣传贯彻《山西省建设工程抗震设防条

例》、深入宣传新一代区划图。充分利用网络、电视、报

刊等新闻媒体和宣传栏等方式，大力宣传抗震设防条

例和新一代区划图。二是发挥文水县防震减灾科普教

育基地宣传主阵地作用、向全县人民广泛宣传。三是

广泛开展防震减灾宣传教育活动，积极推进防震减灾

知识“进机关、进校园、进社区、进企业、进乡村、进家

庭”。特别是“5.12”防灾减灾日、“7.28”防震减灾周组

织开展了主题鲜明、内容丰富、覆盖广泛的大型系列宣

传活动。在市政广场设置防震减灾知识咨询台，编制

印发文水县防震减灾宣传资料，并当场解答群众提出

的问题，制作地震基本知识、防震减灾常识、防震减灾

法律法规等大型宣传版面在广场展出宣传，提高全县

人民的防震减灾意识；围绕宣传主题进行广泛宣传，编

印《家庭地震应急三点通》宣传册、防震减灾宣传资料

等进行散发；对城镇中学、第二实验小学、城镇第五中

学、文东新区学校、实验小学、实验三小、桑村小学等防

震减灾科普示范学校突出主题、重点宣传，向各示范学

校赠送《防震减灾知识进学校》宣传册和《地震科普知

识》《防震减灾避震减灾常识》等书籍，各示范学校每班

都开展主题班会，在学校宣传栏、班级学习园地进行专题

知识宣传；各中小学普遍进行一次地震应急逃生疏散演

练；针对性地开展防震减灾知识进社区活动，普及防震减

灾 知 识 ，提 高 识 别 谣 言 能 力 ，掌 握 地 震 应 急 技 能 。

（王丽红 郝伟）

本报讯 2月 22日，文水县召开党

史学习教育部署会，详细安排工作。会

议指出，这次党内集中教育的主题是学

党史，目的就是要注重用党的奋斗历

程和伟大成就鼓舞斗志、明确方向，

用 党 的 光 荣 传 统 和 优 良 作 风 坚 定 信

念、凝聚力量，用党的实践创造和历

史经验启迪智慧、砥砺品格。强调，

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理解和认识开

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大意义。要通过

党史学习教育，做到学史明理、学史

增 信 、 学 史 崇 德 、 学 史 力 行 ， 学 党

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文水

是女英雄刘胡兰的家乡，胡兰精神是

文 水 人 民 的 宝 贵 财 富 和 文 化 自 信 。

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全县各

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切实把思想

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上来，领会精神实质，把握核心

要义，扎实开展好党史学习教育。把

握关键环节，确保党史学习教育取得

明 显 成 效 。 这 次 党 史 学 习 教 育 贯 穿

2021 年全年，从启动部署到“七一”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大会，以

全面学习党史为重点，深入了解党的百

年奋斗史，深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成果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的理解。从庆祝大会到总

结大会，重点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

重要讲话精神，并以此为指导不断深

化对党的历史的系统把握，明确继承

传统、立足当前、开创未来的实践要

求。要坚持统筹推进，把党史学习教育

与当前重点工作结合起来，与全年目标

任务的完成结合起来，真正把学习教育

凝聚的强大正能量转化为全面开创新局

面的实际成果。县委成立了党史学习教

育领导小组和工作机构，按要求、按步

骤，全面推开党史学习教育。并组建巡

回指导组，开展巡回指导。同时注重宣

传引导，充分利用各种媒体，全方位、

多渠道宣传党史学习教育的重大意义，

引导党员干部自觉学在深处、做在实

处，扎实有效地把党史学习教育工作推

向深入，以优异成绩迎接中国共产党成

立一百周年。（马智勇 梁国荣 孟思屹）

本报讯 2月 21日，“中央一号文件”正式

发布，文件要求做到“两个决不能”，就是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决不能出问题、粮食安

全 决 不 能 出 问 题 。 要 求 “ 两 个 开 好 局 起 好

步”，就是农业现代化、农村现代化都要开好

局起好步。

为落实好“中央一号文件”精神，文水

县积极发挥农业优势，加强党对“三农”工

作的全面领导。稳定粮食生产，落实 36 万亩

粮食生产功能区农田管护责任，调整种植结

构，发展水果、蔬菜、土豆、杂粮、菌类、

中药材等，推进绿色养殖，提高粮食和重要

农副产品供给能力。实施农业特优战略，确

保一产增加值增长 6.5%，达到 15.8 亿元。其

中，农业、牧业增加值达到 5.4亿元、8.5亿元

以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发挥农业大县固

有优势，坚定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全省一流

的农业强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

振兴有效衔接。稳定兜底救助政策，落实好

教育、医疗、住房、饮水等民生保障普惠性

政策。持续推进脱贫村产业帮扶，培育后续

产业发展壮大，大力实施消费扶贫。加大脱

贫人口就业帮扶，统筹用好乡村公益岗位，

发挥扶贫合作社作用，完善脱贫人口工资性

收 入 保 障 机 制 。 稳 定 粮 食 生 产 ， 制 止 耕 地

“非农化”，防止“非粮化”，粮食播种面积稳

定在 45.91万亩以上，总产达到 2.27亿公斤以

上。年内完成高标准农田建设 6万亩、土地综

合整治 2万亩。推动酿造龙头企业实行订单生

产 ， 发 展 高 粱 种 植 。 持 续 优 化 调 整 种 植 结

构，扩大西兰花、马铃薯、小杂粮、中药材

等 种 植 面 积 。 改 良 梨 树 品 种 ， 创 建 标 准 果

园，发展果品清洗、分级、包装等智能化初

加工，推进节能型仓储保鲜冷链设施建设。

支持野山坡食品研发沙棘药茶。发展标准化

规模养殖，严厉打击私屠滥宰，加强肉食品

小作坊监管，持续扩大畜禽肉品市场供给。

深入实施农业“特”“优”战略。深化“一乡

一特一园区、一村一品一基地”建设，编制

“十大产业园区”发展规划，重点打造刘胡兰

镇肉牛产业园和南安镇梨果产业园两个市级

园区。壮大农产品加工企业集群，新增国家

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1户、省级 5户，发展

省级产业化联合体 3个以上。推动大象农牧总

投资 3.81 亿元的 10 个标准化养殖场建成投

运，文水区域养殖总产值达到 15 亿元，工业

产值达到 20 亿元；推动恒远食品等屠宰加工

企 业 建 设 仓 储 冷 链 物 流 系 统 ， 培 育 一 批 亿

级、10 亿级农产品加工企业，销售收入达到

160亿元以上。建成畜产品交易中心，打造梨

果、肉类、蔬菜冷链物流园，新增 10 万吨冷

链存储能力。大力培育农村新型经营主体，

新创国家级农民合作社示范社 1 户以上，省、

市级 10户以上，市级以上示范家庭场 10户以

上。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造林专业合作

社达到 10户以上。 （王丽红）

农历牛年前夕，笔者在交城县社会福利服务

中心敬老院见到了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

的老兵贺起明，老人和老伴儿精神矍铄，在这里

安享晚年。当唱起“雄赳赳气昂昂”时，他写满沧

桑的面容顿时红润了起来，接着便是尽兴唱起了

“老版”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激情澎

湃，感谢的话始终不离口：感谢党，感谢人民，没

有忘记我们，让我们都能老有所乐、老有所安，有

一个幸福美满的晚年，这是我以前想也不敢想的

事。现在我觉得越活越精神，争取再多活几年，

更多地感受祖国的繁荣富强!
苦难磨炼了意志

1928年春，贺起明出生于山西省文水县高车

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那是一个大起大落的时

代，战乱纷纷民不聊生。六岁那年，他的父亲去

世，实在无依无靠，生活所逼，无奈的母亲将他送

养到蔚家堡村的一个张姓好

人家，更名张喜成（1956 年在

组织的关怀下，他改回祖籍，

改张喜成为贺起明）。在养父

母的照顾下，幼小的贺起明在

艰苦环境下长大。十二岁那

年，好心人把他介绍到鞋铺当

学徒，早出晚归，辛苦劳作。

日寇抢劫掳掠，阎军横行猖

獗，人民饱受折磨，深深印在

他童年的记忆中……

抗 战 胜 利 ，解 放 战 争 胜

利，也就在那个时候，共产党

为穷人打天下的思想在他的

脑中萌发……1948 年，20 岁

的他在党的号召下，参加了中

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从

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老人还能清晰地记起当年战斗场景——恶

战卧虎山。卧虎山在太原城东北约三里处，山峦

起伏，状如卧虎，是太原城东北的天然屏障。它

的正面是断崖峭壁，后方山南侧毗邻太原城，整

个地形易守难攻。由于卧虎山地理位置险要，与

太原城命运攸关，阎锡山不惜血本在山上加修改

建，山上共有各种钢骨水泥碉堡一百多座，各碉

堡之间有暗道相通，火力可互相支援。还有战

壕、铁丝网等各种工事。每一个大小山头都形成

独立据点，每一条山沟小道，都布有严密的火力

封锁。半个多月的战斗很惨烈，战友们背着炸药

包，前仆后继，冲向敌人阵地。老人说，战斗结束

后整个东山都是虚土，树木基本上全烧毁了，尸

体遍地都是……讲到这里，老人哽咽了，流下眼

泪。1948 年 10 月，太原战役开始。这场战役历

时 6 个多月，是解放战争中历时最长、参战人员

最多，战斗最激烈的城市攻坚战之一，无数同志

倒在了全国大解放的前夕…老人情绪激动，不能

述说，手抖得厉害……老人亲身经历了解放太原

的战斗，在战火硝烟中经受了磨练。

部队是所熔炉，这里给了他很好的成长机

会。“教我识字、读书，我养成了吃苦耐劳，踏实肯

干，努力好学，冲锋在前的品质。1949年 9月，党

组织接受我，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年

上级派我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学校学习，并获

得由朱德校长、吴新宇教导主任签发的证书。

1950年 2月调入京津卫戍区部队，担任起保卫党

中央、中央人民政府的光荣职责。”老人对部队、

对党充满了感恩，一字一句说得清晰有力。

入朝作战意志更加坚定

1950年 6月，抗美援朝战争爆发。老人响应

号召，积极报名，成为第一批赴朝参战的志愿军

战士。当年 10 月，随大部队渡过鸭绿江。在贺

起明老人的记忆中，入朝后两月内经历了三次激

战，战线逐渐地向前推进，环境相当恶劣，许多战

友患了冻疮、雪盲、夜盲等症。白天在山里和树

林里，敌人的飞机密集扫射，飞机飞得很低，像大

雁一样，汽油弹打的树林一片火海，战士们几乎

抬不起头来；夜里行军，眼睛基本看不见，人与人

拉着衣角行进。后方也是前线，“一辆炮车卸下

后由 6头骡子拉运，爬山时炮车拆卸成 6大件，飞

机炸的站不住脚，有时炸飞一头骡子或炸丢了一

件。炮就毁了，我们都心疼啊，比我们吃不上菜

吃不上粮都难受。尤其是在战场风餐露宿，吃冰

雪，我留下了严重的胃病，但比起牺牲及重伤残

疾的战友们来说，我是多么幸运。”老人不忍回

忆。

历经两年多的艰苦卓绝的战争，志愿军和朝

鲜人民军一起打过“三八线”，为了后期抗美援

朝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打下基础。 1952 年 12
月，他奉召回国。受上级派遣，到徐州坦克兵学

校学习和训练，成为新中国第一代坦克战士。经

过抗美援朝战争，他积累更多斗争考验，政治素

质过硬，历任班长、排长、连长、营长等职，并荣立

二等功两次，三等功三次。

回乡后不给组织添麻烦

多年的战争创伤、艰苦恶劣的战争环境，贺

起明多次负伤，落下了满身的病痛。1962年，因

身体情况不佳，不能适应部队的工作，组织上照

顾他转业到地方，安排在河北承德市疗养院，后

调回祖籍文水，分配到县委组织部工作。带着满

腔热情，他和杨继兴、韩茂生等同志经常下乡蹲

点，驻村搞“四清”工作，顺利完成上级布置的各

项任务，为地方建设尽了自己绵薄之力。说起当

年的人和事，老人记忆犹新：在胡兰公社蹲了 2
年，刘胡兰的母亲胡文秀作风干练，宣传胡兰精

神真是了不起；在开栅 2 年，被誉为“小麦大王”

的村支书宋学文组织生产真有一套；在西韩村、

赵村，白天与社员下地劳动，晚上处理问题，党员

干部的精神状态令人佩服……

但是，长期的伤痛使身体吃不消，由于病魔

无休止的折磨，他不得已于 1966年病休，一直呆

在农村，从未向组织提出什么要求，直到 1984 年

办理了离休手续。

病休回家后，老人勤俭克己，用自己身上特

有经历，担负起教育培养儿女的责任。四个子

女，七个孙辈个个自强自立，事业学业有成，在不

同的行业为国家效力。长女贺敏是一位医务工

作者，说起父亲很自豪：我们记得爸爸和妈妈从

来没吵过架，他常说自己对党对国家没做什么，

教育我们要听党的话，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孝敬

长辈，与人为善。我们姐弟几个都是听着父亲的

教诲长大成人的。长子贺国庆是一名退伍军人，

在新疆当兵两年。退伍回来后一直在农村务农，

照顾父母，培养出两个大学生。次女贺俐大学毕

业后在太原的一所大学工作，现在已经是太原工

业学院一名高层管理干部。二儿子贺国柱是一

名教育工作者，他也谨记父亲教诲，为培养下一

代兢兢业业工作。7 个孙甥，5 个研究生、2 个大

学生都参加了工作，还有 1 个今年报考博士，老

人说起他们，非常高兴和自豪。

年过九旬的贺起明觉得在两件大事上他做

出了正确的选择:“一是参加革命，听党的指挥;二
是选择了老伴王列兰，为我生儿育女，帮我改变

了人生轨迹，使我多年的病痛有了好转，有了幸

福的晚年生活，有了温暖的大家庭。”他说：“对于

我这样一名普通的老兵，几十年来，党和国家从

没有忘记，各级政府给我们精神、生活上无微不

至的关怀和照顾，解决实际困难，定期组织健康

体检，享受着太平盛世给我们带来的安详生活。

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抗美援朝 70 周年，中共中

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给我颁发了纪念章，我倍感

荣幸。我亲身经历了新中国站起来、富起来、强

起来的历程。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

趁我现在思路还清晰，我愿把我的经历分享，我

要告诉我的孩子们和年轻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

新中国，要好好学习党史，始终听党的话，跟党

走，去实现伟大的中国梦！”

本报讯 去年，文水县委统战部牢牢把握“非公有制经济健康

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工作主题，聚焦非公经济，集

中突破发力、有效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

一是加强民营经济代表人士队伍建设，以扎实推动民营经济

代表人士综合评价工作，完成了 75人评价工作，为树立选人用人

导向、严把人选质量关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是大力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在传统节日期间，组织商

会和民营企业家开展慰问活动 5 次；疫情期间，组织商会和广

大民营企业家捐款捐物 1000 多万元；持续动员工商联会员企业

参与“百企帮百村”行动；组织民营企业家举办“金秋光彩”助学

活动，为贫困学生 10 人每人资助 3000 元。

三是大力推进招商引资引智工作。完成了硕士研究生以上学

历且具有副高以上职称的或在大中型企业中担任高管职务的 160
余名文水籍在外优秀高级人才信息收集工作。

四是大力支持服务民营经济发展。对全县 84家民营企业进

行了表彰，兑现奖励资金 488万元；召开文水县政银企对接会 2次，

共签约项目 36个，签约总额 9亿元。

（张宏飞）

本报讯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美好宜居的乡村，是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的一项重要任务。去年来，文水县立足实际，在环境整

治、厕所革命、村容村貌提升等方面积极探索、持续发力，在改善乡

村宜居环境工作中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该县制定出台《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2020年行动计划》等文件，

引深爱国卫生运动季行动，扎实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大会战，累计清

理农村生活垃圾 3.15万吨，村内河渠沟塘垃圾和淤泥 4163.5吨、畜

禽养殖粪污等农业生产废弃物 4149.82 吨、残垣断壁和乱搭乱建

741处，完成还绿面积 5935.8亩、农村“改厕”13200户，农村人居环

境面貌明显改善。积极开展农村垃圾分类试点工作，已有 3个行

政村开展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农村生活垃圾有效治理村庄比例达

80%，农业废弃物、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率和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

率达 95%以上，废旧农膜回收率达 90%以上。此外，上贤村、南安

村、开栅村、百金堡村、北辛店村和武村等 6 个村污水处理站及

15km污水管网农村生活污水（一期）工程，已完成立项准备开工建

设。汾河流域 4个典型村庄污水治理项目主体工程已完工，农村

污水整治取得新实效。

（韩晓茹）

本报讯 文水县以城乡居民需求为关注点，加大投

入，县城品质得到显著提升。

2020年，该县投资 3750万元新建 5G 基站 107个，实

现县城范围 5G信号全覆盖。与此同时，该县还投资 1450
万元完成 4.2公里高速引线和南二环路面改造、1.35公里

则天大街路面改造工程。在此基础上，文水县加快实施城

区 25条、5.1公里街巷道路及雨污分流改造工程；投资 200
万元新建公厕 10所，投资 70万元对影剧院公厕进行改造；

启动胡兰大街棚户区第四地块 161户、2.76万平方米的改

造工作，在完成评估、征收听证会、安置房源等前期工作基

础上，已征收安置 137户。随着县城品质的提升，群众的

生活质量和幸福感也持续提升。

“咱们的县城真是发展得越来越好了，网快了，路也

宽了，我们这日子是越过越好了……”县城居民张俊玲高

兴地说到。 (李玉芝）

老兵贺起明：忆峥嵘岁月 祝福新时代
□ 马智勇 成新安

文水县防震减灾宣传教育成效显著

文水县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打造生态宜居新家园

文水县加快城乡交通路网建设提升发展能级

文水县落实“中央一号文件”精神加强对“三农”工作全面领导

文水县提升县城品质增强群众幸福感

文水县委统战部

创优环境 促进非公经济
“两个健康”发展

文水县安排部署党史学习教育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