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海亮是岚县王狮乡蛤蟆神村人，

夫妻俩多年在外打工，一心想积攒些钱

盖新房。2017 年王狮乡在蛤蟆神村开

展了林业资产收益扶贫试点工程，在外

打工的徐海亮返乡将家里的 8亩多撂荒

坡梁地流转到绿化公司，不仅每年能获

得退耕还林补贴，还有分红收入。他动

员老伴一起加入了别样红脱贫攻坚造林

合作社务工，参与沙棘育苗、苗木管护。

一年下来能攒一万多元。有了稳定收

入，徐海亮就动起了修新房的念头，一下

子盖了 5 间正房、5 间南房，外加一间储

藏室，圆了新房梦，生活面貌焕然一新，

生活品质也大大提升，徐海亮现在的生

活真是芝麻开花节节高。

徐海亮：圆了新房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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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人物 大脱贫 展宏图 奔小康
——岚县脱贫攻坚先进人物故事系列展播（二）

本报讯“警示教育片《镜鉴》我看了许多

遍，每一遍都有不同的感受，是一遍又一遍的

学习观看，让我的心灵受到了洗礼，让我感受

到了责任与担当，让我找到了我们乡镇换届工

作的痛点堵点风险点。”岚县社科乡党委书记

牛俊生说。

今年作为地方各级领导班子换届之年，岚

县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坚持教育在先、预

防在先、警示在先，采取中心组学习、专题党

课、集中培训等方式开展换届纪律学习教育，

全面开展谈心谈话，印制发放了《领导班子换

届“十个严禁”》《换届法律法规汇编》，并与各

乡镇党政班子领导干部签订了《换届纪律承诺

书》，通过党员大会、农村大喇叭、媒体微信推

送等多种形式，把换届纪律要求宣传到每名党

员群众中，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绷紧严

肃换届纪律这根弦，守住底线、不越红线、不碰

高压线。

为了加强换届风气监督检查，该县把严明

纪律贯穿于干部提名、推荐、考察、公示和选举

等各个环节，对换届期间干部选拔任用和监督

制度的落实情况进行巡回督查，重点督查换届

提名人选是否做到“凡提必审”，个人有关事项

报告是否做到“凡提必核”，有关廉政情况的意

见是否做到“凡提必听”，反映有关问题的信访

举报是否做到“凡提必查”，确保换届工作推进

到哪一步，纪律就跟进到哪一步。同时，充分利

用“信、访、网、电”四位一体信访举报受理平台，

开展问题线索大起底，从严从快查处换届工作

中的违规违纪违法问题，建立联查联办和快查

快结机制，及时受理违反换届纪律问题的举报，

对违反“十严禁”纪律要求的行为，发现一起、查

处一起、问责一起、通报一起。

此外，该县坚持保护与惩处相结合，加大

信访举报排查筛选、甄别研判力度，精准减责

免责、容错纠错，旗帜鲜明地保护和激励担当

作为的干部，对受到不实举报的不影响提名使

用，造成不良影响的及时予以澄清，对恶意举

报和诬告陷害行为予以严肃处理。

（杜丽君 牛燕飞）

本报讯 春节期间，城乡道路干净整洁，垃圾分

类井然有序，全县面貌焕然一新……走在大街小

巷，处处洋溢着整洁有序、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这

离不开环卫工人起早贪黑、坚守岗位的辛勤付出。

天刚蒙蒙亮，环卫工程天太便早早来到县城西

三街路段清扫垃圾，开启一天的忙碌。杨海军是一

名环卫机动工，主要负责收运垃圾和协助其他环卫

工完成一些重体力活。为了确保城市环境卫生,春
节期间,他在做好责任区工作的同时,加强了清洁值

守力度,常常工作到凌晨。杨海军介绍说,春节期间,
城区生活垃圾剧增,每天的垃圾处理量也是平时几

倍,他和其他在外保洁的环卫工一样加班加点、克服

困难,保质保量完成垃圾处理任务。

为保障岚县中心城区春节期间环境卫生整洁

美丽，全县共有 1280余名清扫保洁和垃圾清运处理

环卫工人始终坚守在工作第一线，确保城乡生活环

境整洁、垃圾高效安全处置。同时，坚持消杀制度，

守好疫情防控的“末端”防线。从大年三十到正月

初六，城乡共处理生活垃圾 1260 吨，餐厨垃圾 40
吨，无害化处理率均达到 100%。 （杜丽君 王俊平）

本报讯“这不仅是一堂生动的廉政教育

课，更是一剂强烈的拒腐防变清醒剂，让我们受

警醒、明底线、知敬畏。”“这些活生生的案例、血

淋淋的教训，让我们更加坚定筑牢拒腐防变的

决心。在工作和生活中继续守住底线、不越红

线，经得住考验，抵得住诱惑。”……这是岚县领

导干部警示教育大会上，与会人员观看警示教

育片《警钟》后开展反思讨论的现场，也是该县

强化警示教育，筑牢“不想腐”思想堤坝工作的

一个缩影。

近年来，岚县聚焦“不想腐”这一根本，在

“治未病”上积极发力，从宣传教育工作抓起，通

过“五个一”筑牢不想腐的堤坝，在全县营造出

崇廉尚廉的浓厚氛围。

编印一本警示教育教材。该县纪委监委坚

持以案为鉴、施教为先，精选党的十八大以来，

县域党员干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反国

家法律法规等典型案例 36件，编印了 1000册警

示教育读本，并发放到全县各级党组织，供全县

党员干部学习。

拍摄一部警示教育专题片。以“身边人”示

警，以“案中人”肃纪，该县纪委监委组织拍摄了

警示教育专题片《底线失守的代价》，通过分析

案情、剖析特点、当事人忏悔等形式，把警示教

育直插“神经末梢”，以“案中人”警醒“梦中人”，

让广大党员干部、公职人员从“活教材”中读出

惨痛教训，为全县党员干部亮起“信号灯”、画

出“警戒线”。

升级一个廉政教育中心。作为党员干部接

受廉政教育、加强党性锻炼的重要阵地，岚县紧

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新形势新任务，

对原来的廉政教育中心进行了升级改造。升级

后的廉政教育中心共分 3大板块 7个部分，根据

不同层次、不同目标人群的受教程度和需求，综

合运用“声、光、电”等现代科技手段，深度挖掘

廉政文化的历史渊源、深刻内涵和时代价值。

同时，突出岚县特色，将廉政文化和面塑、剪纸

等传统手工技艺及书画艺术相结合，在精美的

艺术作品中传递出岚县廉政文化正能量。

建设一条廉政文化街。走在县城滨河路

上，一幅幅以廉政为内容的宣传牌挂满街道两

侧，这正是该县纪委监委倾力打造的廉政文化

一条街。据了解，这条街全长五百多米，共布置

廉政宣传灯箱 156个，走在路上随处可见廉政语

录、廉政剪纸、寓意深刻的古代廉政图画或廉政

书画，将廉政文化浸染在百姓日常生活中，吸引

了众多过往群众驻足观看，成为县城的一道靓

丽的风景线。

打造一个廉政主题公园。依托裕丰湿地公

园，岚县纪委监委利用公园现有设施，通过挂设

灯箱、在公园走廊、小广场等地悬挂廉政主题展

板等形式，将廉政文化巧妙地融入公园景观，让

群众在休闲中更加深入的理解廉政的深层内

涵，并且内化为行动，以此强调自身的行为，打

造廉政文化新亮点。

让利剑高悬成为常态，让警钟长鸣不绝于

耳。在做好“五个一”基础上，岚县还通过开展党

纪党规宣讲、进行集中廉政谈话教育、组织旁听

典型案件庭审、将警示教育和纪律教育的“微党

课”开设到单位、村，并运用网站、微信公众号及

新媒体平台，构建起独具岚县特色的廉政警示教

育传播矩阵，通过润物无声的宣传教育，不断筑

牢党员干部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着力打造

“山清水秀”的政治生态。 （杜丽君 梁瑞霞）

他几十年如一日，

无怨无悔侍奉年迈的父

母，用安守清贫的心境

去面对生活中的点点滴

滴，用孝心和行动诠释

着中华民族孝老爱亲的

传统美德，他就是岚县

社科乡兰家舍村民邸明

拴，为照顾意外受伤父

亲和年迈母亲，毅然放

弃城市生活，带着妻儿

扎根农村守护在双亲身

边。

邸明拴出生在一个

贫苦的家庭。共有弟兄

五个，他在家排行老四，

因家庭贫寒，初中毕业

的邸明拴很早就走上外

出务工的路子，孤身在

外，为了生计低下头、俯

下身，勤奋刻苦，什么活

累做什么，什么来钱快

干什么，做小工劳累且

收入少让邸明拴明白，

要想挣得多，得学一门

好手艺，就这样邸明拴

从一个打杂的小工通过

努力慢慢成为一名优秀

焊工，收入自然也跟着

增长，娶妻成家，日子也

一天天红火起来。然而

不 幸 的 事 发 生 了 ，在

2012 年 4 月份时，下地

务 农 的 父 亲 摔 伤 股 骨

头，住进了医院，家里壮

劳力的缺失让本来不富

裕 的 家 庭 开 始 走 向 低

谷，已经上了年纪的母

亲一边伺候受伤的丈夫，一边操持农活，家庭的重

担全部落在母亲一人的肩上。邸明拴看到这种情

况，劝慰其他兄弟让他们好好从事自己的事业，而

自己义无反顾的辞去收入可观的工作，带着妻儿毅

然决然地走上回乡的道路。

回到村的邸明拴，接过母亲身上的担子，告别

了城市的喧嚣，成了个地地道道的农民，承担起照

顾全家的重任，成为了村里的大孝子、好后生。他

说：“一个人，如果对给予自己生命、辛勤哺育自己、

对自己恩重如山的父母都不知道报答，那就丧失了

人生来就该有的良心，那是没有道德可言的。”

2020 年 3 月份，睡梦中的邸明拴隐约听到了旁

边传来的压抑的呻吟，原来是卧病在床的父亲再次

旧伤复发，父亲再次住进了医院，这次疾病的折磨

让老人一个星期下不了床，一到阴雨天异样的难受

让父亲疼痛难忍，每到这时候，邸明拴就用滚烫的

热水，摆洗毛巾为父亲擦洗身体。邸明拴为了更好

地照顾父亲，开始全天候护理，为父亲喂药、喂饭，

洗脸、洗脚、擦背，倒大小便……，睡在父亲旁边，一

有动静就马上醒来，那段时间的邸明拴一天只睡几

个钟头，所有的事都自己亲力亲为。看着日渐消瘦

下去的父亲，邸明拴心疼不已，为能增加父亲的食

欲，一天三顿的饭菜都是自己亲自下厨，掌握老人

饮食规律和喜好，还经常想方设法变换口味，因为

老人特别爱吃莜面、黑河捞等粗粮，他做得不好，就

特意去和街坊四邻学习做法，知道老人吃不惯太硬

的，他就把饭菜做的软一些，吃完后还会为老人准

备一些水果和牛奶。

那段时间，邸明拴经常眼里布满着血丝，仿佛

像一台不停歇的机器，他的身影一直奔波忙碌着，

哥哥们看着不忍，提出轮流照看父亲，邸明拴一口

拒绝，笑着说道：“我不累，这点活没什么，家里事你

们别担心，一切有我”。邸明拴坚强的性格和乐观

的态度让所有熟知他的人都无比钦佩。

去年 6 月份，邸明拴的父亲去世，留下了 84 岁

老母亲，在经历过失去至亲的痛苦后，夫妻二人对

母亲的孝心更加的浓烈，把对父亲未尽的孝都全身

心投入到了母亲的身上，对母亲的照顾更加无微不

至，为了能让老人更加幸福地安度晚年，邸明拴和

妻子都精心地照顾着老人的饮食起居。平时在家

里，除了洗衣、做饭等家务活，他和妻子还经常陪老

人散散步、逛逛街，或是陪老人看电视、串门儿、聊

天儿。老人年纪大了，有不舒服或有个头疼脑热

的，他总会及时领着老人上医院看医生，挂号、取药

……忙个不停，所有的事情都自己亲力亲为。母亲

常常骄傲地在旁人身边说：“我有这么好的儿子儿

媳，真是上辈子的好修行。”

邸明栓，一名普通的老百姓，用不计其数的日

日夜夜的陪伴双亲，用行动挑起家庭的责任，用孝

心彰显了中华美德。

张毛花，岚县河口乡王家村村民。

近年来，借助河口乡马铃薯种植与旅游、

文化、餐饮、电商多产业深度融合发展

的东风，张毛花两口子在扶贫政策引导

扶持下，享受免费技术指导培训和部分

资金补贴，开办了本村首批农家乐。她

的农家乐以马铃薯为主材料制作特色

农家菜，因菜品丰富，制作精良、口感独

特，菜量充足，吸引了大批本地外地游

客前来品尝。旅游旺季，食客络绎不

绝，夫妻俩除不误农时之外，又有了新

的家庭经济来源。每年的“土豆花开

了”旅游文化月期间，仅靠经营农家乐净

收入达一万多元。脱了贫，家庭生活显

著改善。

王怀玉是岚县河口乡王家村的贫困户。脱贫路上，他

不等不靠不要，与妻子一起寻找适合自己的脱贫途径，他种

土豆、卖土豆凉粉，赚了钱、脱了贫、也出了名，大家都叫他

“凉粉怀玉”。

王家村是“土豆花开了”风景名胜区所在地，考虑到

王怀玉长期患有慢性疾病不能做重体力活，村里安排他

管理旅游区厕所。旅游季正值夏季，游客众多，从 2015 年

起，他和妻子巩白花就尝试售卖土豆凉粉，夫妻俩自主摸

索制作方法，不断改良制作技艺，提升产品质量，制作的

土豆凉粉口感清爽、配料讲究、风味独特，经常供不应求，

成为去景区必吃的一道招牌特色风味小吃。最火爆的旅

游文化月期间，夫妻俩就能收入 5000 余元。靠种土豆、卖

土豆凉粉、服务土豆花风景区管理等劳动，王怀玉一家每

年纯收入一万多元。

刘志平是岚县顺会乡舍安村椿树

沟小组的一名普通的农家妇女，家中

有四个上学的孩子和一个患病在床需

要照料的婆婆，家庭经济负担重。在

易地移民搬迁政策的扶持下，她搬出

了靠天吃饭的小山沟，来到了县城安

置点，住上了崭新的楼房。为解决刘

志平搬迁后的稳定发展问题，结对帮

扶人员立足家庭实情，结合本人意愿，

安排刘志平在家门口的扶贫工厂华杰

制衣厂担任缝纫工，丈夫也在社区办

公楼做保洁。夫妻俩自力更生，有了

固定工资收入，家庭年收入达到 4 万

元以上。有了稳定的工作、固定的收

入，家庭生活开启美好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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岚县

1280余名环卫工坚守岗位

让节日的城市更整洁

张毛花：农村妇女办起农家乐

邸怀珠是岚县大蛇头乡闫家湾

村温家沟小组村民，常年以务农为

生，日子过得紧巴巴的。2016 年，

在政府扶持下加入康农薯业带动的

大蛇头乡福众薯业专业合作社。依

托合作社帮扶支持指导，掌握了马

铃薯的先进种植技术，积累了丰富

的种植经验；同时他借助扶贫小额

贷款，购置了农机具，逐年扩大马铃

薯种植面积，花甲之年的邸怀珠从

一个小农户变成了马铃薯种植专业

户。2019年，他的马铃薯种植面积

达到 60亩，经济纯收入达 7万余元，

成为全乡发展马铃薯种植产业脱贫

致富的典型代表。

岚县:强化警示教育 筑牢“不想腐”思想堤坝

岚县多措并举确保换届工作风清气正

王怀玉：土豆凉粉脱贫路

刘志平：易地搬迁进县城 家门口就业脱了贫

邸怀珠：小农户变马铃薯种植专业户

大蛇头乡吴家沟村支部书记、福众薯业合作社负责人牛兴

堂是远近闻名的致富能手。吴家沟村地处岚县马铃薯的主产

区，产出的马铃薯以优质、绿色、无公害远近闻名，倍受消费者青

睐。2016 年，牛兴堂采用“党支部+合作社+农户”的办法，带领

村民统一生产、经营、销售，建成了优质马铃薯生产基地 2000
亩、原原种繁育基地 420 亩、储藏窖 7 眼 600 平方米，以及晋西土

豆批发市场。近年来，牛兴堂领办的福众薯业合作社带动 80 户

贫困户社员户年均增收 15000 元，实现脱贫。2019 年 1 月，牛兴

堂被吕梁广播电视台“感动吕梁”活动组委会评为“感动吕梁”

2018 年脱贫攻坚年度人物。吴家沟村和周边村都因此受益，实

现了稳定脱贫、年年增收，集体经济顺利破零。2019 年，合作社

邸怀珠纯收入 7万多元。

牛兴堂：组建福众薯业合作社 带贫致富奔全面小康

袁建华是国家非遗“岚县面塑”的省级传承人、省人大

代表。几十年来，她致力于岚县面塑的保护传承，在传统面

塑的基础上进行研究创作，在自家院里建起集创作、传承、

培训为一体的面塑文化大院，以培训当地妇女面塑技艺为

主。近年来，她又带头入驻县里统一建设的“岚县面塑街”，

积极带动易地扶贫搬迁群众学技学艺，先后培养出面塑技

艺人才 1500余人，可谓是桃李满天下。带着文化传承的自

豪感和带领乡亲们奔向美好生活的责任感，袁建华的面塑

技艺成为岚县妇女脱贫致富的一项特色产业，将在乡村振

兴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袁建华：坚定传承非遗文化 桃李满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