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罗丽 通讯员 任帅） 近期以来，市财政

局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为契机，

结合财政工作实际，引导党员干部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积极

为群众排忧解难，做实为民服务各项工作，推动财政工作高

质量发展。

该局一是按照“打足收入，压减一般，保证重点，集中力

量办大事”的总体思路安排年度预算。2021年，市本级压减

一般性支出和非急需支出 3.5亿元，安排 14.81亿元用于民生

保障、乡村振兴、生态保护等重点领域。二是改变工作作风，

变“等着来”为“靠上去”。各部门积极对接服务单位，深入了

解资金需求，安排 85.39万元用于修建吕梁火车站站前广场

电梯，落实专项资金 20470 万元用于核酸检测及接种等费

用。三是简化办事流程，提升工作效率。针对服务对象普遍

反映政府投资评审缓慢、支出进度慢的问题，制定出台了《吕

梁市财政局政府投资项目预算评审操作规程》《关于 2021年

市直预算单位预算执行有关事项的通知》，推出三个“一次

性”服务原则，即：一次性告知，一次性审核，一次性办结。四

是按照上级党委要求，严格落实党员到社区党组织报到制

度。目前，市财政局 82名在职党员均已和居住地社区完成

报到对接，主动认领岗位，并积极配合社区党组织，开展社区

服务工作，帮助解决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

市财政局：注重学习 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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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武装自卫旅是抗日战争中中国共

产党领导下的第一支工人武装，它活动在太

原周围和晋西北地区敌人的后方，有力地打

击了日本侵略者。

1937 年 9 月 18 日，山西省总工会成立

后，决定创建山西工人武装自卫总队。9 月

27日，山西工人武装自卫总队在山西国民师

范正式宣告成立。

1937年 10月下旬，忻口战役东线娘子关

战事不利，日军不停轰炸太原，弃守太原已

成定局。此时，正在成立中的工人武装自卫

队奉命撤离太原开往交城整训。11月 1日，

工卫队到达交城，部队驻扎于东关，短暂休

整一星期，他们宣传并搞锄奸工作，吸收新

的队员，在交城成立了第六连，连长吴永德，

指导员王鉴三，他们准备进山打游击。阎锡

山的溃军三五成群，到处抢劫，祸害百姓，而

工卫队所到之处秋毫无犯，随时随地宣传抗

日的道理，体现出工人武装与广大群众血浓

于水的阶级感情。同时，工卫队还随时随地

收拾教育溃军散兵，安定了当地人心。

1938年 3月底，工卫总队返回交城，在交

城工卫总队扩编为纵队的编制，番号改为工

人武装自卫纵队（简称工卫纵队）。1939 年

春，工人武装自卫纵队改编为晋绥军的番号

“独立 207 旅”，但人们习惯称为“工卫旅”。

工卫旅驻扎在东西社截岔一带，建立敌后政

权，开辟平川根据地。

这一年，工卫旅在交城建立了印刷厂，

主要印刷宣传材料和部队的教材等；派兵工

厂工人任学康、张秋凤建立了修械所。后来

发展到十几人，一边修理前方送来的坏枪，

一边筹建。1938年 10月，修械所根据旅部指

示，翻过关帝山，转移到交城水峪贯附近的

吴家沟。旅部根据战时形势，决定再迁距米

峪镇五里的圪徐村。修械所在米峪镇圪徐

沟，后期规模扩大，工人已发展到 100 多人，

修械所扩为军械厂。

工卫旅卫生处下设了医疗一、二、三个

队，分散住在交城后山罗豹沟、小木沟、冯家

沟口等地，经常担负着二百左右伤病员的医

疗工作。在最艰苦的年代里药品奇缺，他们

自制药品，想尽办法医治伤员，为了伤病员

的安全有不少医卫人员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交城山区是晋西北东面的边沿，是延安与

晋东北、晋东南之间进出往返的门户。多年

来，中央与晋东南八路军总部人员、部队、物资、

文件的往返交通，就是从这里经过的。工卫旅

经常担负着保证过往安全的接送任务。

百团大战后，在交城会立村召开了祝捷

大会，政委罗贵波代表新军指挥部表扬了 22
团。此后，敌人便对交城山区开始了大扫

荡。工卫旅寄埋了东西，分散安置了伤病

员。在反扫荡战役中，经历了鲁沿战斗、牛

头嘴战斗、西孟家庄村战斗、阵台村战斗、逯

沟山战斗、岔儿上战斗等。大扫荡从 1940年

12月 15日开始到 1941年 1月 16日结束。整

整一个月的战斗、转移、露宿、隐蔽，部队虽

然做了战前必要准备，但是在长时间残酷的

斗争中，不论人员还是物资均有较大损耗。

指战员们常常几天露宿在雪山上隐蔽，不能

烤火，只能一口炒面一口积雪，很多战士嘴

里打起泡来，大多数人喝不到水，嘴肿成“香

炉”，有少数战士跑掉了鞋，赤脚在雪地上行

军被冻掉脚趾。有不少战士熬不住睡着了，

冻成半僵，身体受到很大影响。

反扫荡结束后，旅部通知各单位仍驻防

原地，21团驻西冶川鲁沿一带，22团驻沙沟、

大岩头，旅部驻米家庄。

这时，吃粮和购置军用物资成了问题。

怎么解决呢？

第一个办法是搞农业生产，工卫旅部和

各团都抽了少数人在交城后山老洼沟等地

开荒地，种山药蛋、谷、玉米等补助伙食。

第二个办法是办商店，旅部商店叫“新华

商店”，经理是王华廷。商店联系着许多山区

和平川的商人，从敌占区套购各种物资等军

民必需品；另外也收购一些山货土产，托商人

卖给敌占区。靠这样取得利润，补贴部队经

费，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活跃了根据地的经济，

为克服经济困难也起了一定作用。在此期

间，兼任工卫旅政治部民运科科长的郭萱，他

在交城县城、西营、城头、成村一带经常与二

纵队四团敌工科科长徐正国积极为部队开展

民运工作。他多次深入距交城五里地的成

村，与地下人员张敏曾联系，通过“红灯市

场”，将各种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抗日根据

地，为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解决部队军需物

资的紧缺，做出了积极的贡献。1940年 9月的

一天，由于叛徒的出卖，郭萱被日伪军逮捕，

面对敌人的酷刑拷打，暴力逼供，郭萱坚贞不

屈。后来敌人又改为软化劝降，以高官厚禄

引诱，摆下了酒宴，但郭萱立场坚定，敌人当

晚将郭萱押到县城下庙，残酷杀害。

第三个办法就是组织工作团到平川政

府进行“四大动员”和实行“公粮变款”“烟苗

罚款”。“四大动员”即钱、粮、鞋、兵。钱、粮

两项的主要对象是地主富农，按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的合理负担政策进行的一种动员。

第一任团长是王文炳。

1941年 8月 12日凌晨，平川工作团被开

栅奔袭而来的日伪军包围在了申家庄窑院，

王文炳同志为掩护战友不幸牺牲。同年 12
月，接任王文炳同志工作的郭中枢到敌后争

取可团结的力量，不料，在广兴村窨子沟赵

家小院被文水宪兵队头子南芳清手枪击中

胸部，倒地牺牲。广兴村村长宋懋荣将郭中

枢主任的遗体装棺送到申家庄，在此召开了

隆重的追悼会。

第四个办法就是开水磨坊、煤窑、林场，

甚至赶上驴骡过黄河到神木贩运盐、碱，再

到平川卖掉换回部队所需物资。

在万般无奈之下，工卫旅22团计划了一次

袭击交城东关的战斗，目的是为抢回红灯市场

早已订购的布匹和粮食等物品。二连主攻，其

余连掩护配合。二连从东面摸进东关袭击敌

人，团部组织股长白俊卿用政治攻心喊口号，

让伪军投降，但敌人顽固不化，用密集的火力

回答，我军负伤数人，战士们冲进院子消灭了

敌人的一部分，这时，有援兵来到，部队只得撤

回，这次行动的目的没有完全达到。

由于工卫旅在八分区屡遭袭击，减员很

大 ，士 气 受 挫 ，军 区 命 令 调 回 兴 县 修 整 。

1942年 1月 12日，旅部宣布开赴兴县和行军

动员。13日出发奔赴兴县。

1942年底，工卫旅 21团奉军区命令返回

八分区，执行挤敌人的对敌斗争任务。部队

在地委书记兼军分区司令员、政委罗贵波同

志亲自带领下，挺进八分区，住在横尖镇。

1943年秋后，中央进一步号召开展大生

产运动，工卫旅 21 团积极响应号召，保证完

成军区规定的任务，各级组成了生产委员

会，掀起了拾粪捡肥、赶制农具的热潮，为第

二年的大生产做了一系列准备工作。第二

年一开春，就在一面打仗、一面练兵、一面审

干的情况下，开始了紧张热烈的大生产运

动。一是开荒种地，二是开办副食基地。冬

季，又掀起了纺线热，从而减轻人民负担，度

过了困难时期。

抗战胜利后，工卫旅 21团以原番号编入

了“晋绥野战军独立第二旅”的序列，参加解

放战争各大战役。

工卫旅的历史，是中国抗战史和中国工

人 运 动 中 一 段 具 有 里 程 碑 意 义 的 辉 煌 历

史。工卫旅的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过长期

的工人运动而产生的，有着光荣的革命传

统，它的建立和整个斗争历史也是党的历史

的一部分。

1946年 11月上旬，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奉

蒋介石之命，企图进攻延安。为了粉碎国民党的战略图

谋，巩固并发展吕梁解放区，中央军委命令晋绥军区和待

命开延的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和集结待命的太岳军

区第 24旅发起“吕梁战役”，拉开了延安保卫战的序幕。

1946 年 12 月 16 日，彭德怀、习仲勋受中央委托，在离

石县高家沟村主持召开了“陕甘宁边区、晋绥军区和晋鲁

豫的太岳军区高级干部会议”

会议分析了吕梁战役（又称晋西南战役）以来晋西南地

区的敌我态势，制定了作战计划；研究部署了加强统一领导

黄河东西两个解放区密切配合作战、开辟吕梁区、吸引胡宗

南部队于黄河东岸、巩固太行和保卫陕甘宁边区等议题。

高家沟高级干部会议，是解放战争初期党中央保卫延安

整体部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解放军战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高家沟高级干部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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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出生至今，

一直没有离开“农”这个字——生在农村、长

在农村，从事蔬菜大棚种植后，继续发挥自

己的专长，还迷上了科技——2008年成立了

严村科普惠农服务站。2016 年在此基础上

又成立了科普惠农中心服务站。2017 年率

先建立了离石区信义镇严村科普中国乡村 e
站，组织农民开展实用技术培训，带领乡亲

们走上了依靠科技增收致富的道路。2019
年又联合全区 14 家乡村 e 站，组建了离石区

科普志愿者小分队，在全区开展科技下乡科

普讲座。

他就是中共党员、市人大代表、离石区信

义镇严村科普中国乡村 e 站站长、中级农民

技师王海荣。他是被村民啧啧夸赞的擅长农

技、勤于科普、乐于奉献的“科技达人”，也是

乡村“土专家”“致富带头人”。

严村位于离石城东 20 公里处，一直以

来，该村就以种植玉米作物为主，收入较低。

2010 年，为了提高农业生产效益，增加农民

收入，身为村党支部书记的王海荣邀请专业

技术人员为村里指导如何种植大棚蔬菜。这

本是一个非常有前途的好事情,可是对于祖

祖辈辈以种庄稼为生的乡亲们来说却难以接

受。为了打消村民顾虑，王海荣在技术人员

的指导下，带头在自家的菜地里修建了 2 座

大棚，栽植上了西红柿和辣椒等精细蔬菜，而

就是这一次尝试，王海荣仅早春菜一茬就收

入了 4000余元。

看到王海荣种大棚赚了钱，村民们放了

心，纷纷前来要求种植大棚蔬菜，他毫不保留

地将所有技术全部传授给了村民。科普惠农

中心服务站成立后，王海荣又利用科普惠农

中心服务站为大家统一提供种子、苗子，并担

负起大棚种植技术培训任务，组织菜农去外

地参观学习。在种植蔬菜的同时，他先后从

河北、辽宁引进草莓、甜瓜等优良品种，带领

乡亲们打造乡村休闲观光农业。2015年，王

海荣还主动帮扶村内贫困户 11户，为他们垫

资购买棚膜、种苗、化肥等物资，协助其发展

生产，让他们人人有技能、户户有产业。去年

10 月，王海荣又在信义镇率先试种了 1 亩羊

肚菌，预计今年能收获新鲜羊肚菌 700 斤左

右，收入 4万元。

提到种大棚后生活的变化，特困户高马

云激动不已，“现在我家一年能收入六、七万

元，儿子娶了媳妇，买了小轿车，我本人还获

得了离石区‘五一’劳动奖章，这都得感谢党

的好政策和为民办实事的好党员，我们才能

有这样的好日子！”

王海荣经常说：“农业要上台阶，科技很

重要。”2017 年，严村实现全面脱贫，发展起

了以科技支撑、观光采摘、休闲农业、亲子体

验的乡村旅游业，村民收入逐年增加。

“我自己就是农民，更了解农民需要什

么，该如何发展。”对于未来的发展，王海荣早

已定下了目标：继续加大“送信息、送技术、送

物资”的三送服务，帮助农民解决农业生产中

各种的困难，不断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让更多

农民享受到科普惠农的好处。

王海荣：念活蔬菜科技经 铺就群众致富路
□ 本报记者 刘子璇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周年。中国共产党

百年奋斗的历史，是为中华民族独立解放、繁荣富强不懈

奋斗的历史，是为中国人民自由、民主、幸福而不懈奋斗的

历史。为隆重庆祝党的百岁华诞，回顾中国共产党从诞

生到发展壮大的光辉历程，坚守初心使命，传承红色基因，

凝聚发展合力，全方位展示新吕梁的魅力和风采，中共吕

梁市委宣传部联合吕梁日报社特举办“党在我心中”主题

征文活动。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征文主题：党在我心中

征文时间：5月中旬到 11月底

征文内容：征文结合自身经历、身边故事或感悟，讲

述各条战线上优秀共产党员的奋斗故事、感人事迹。

征文要求：
1、符合主题要求，政治方向正确，弘扬主旋律，传

递正能量，彰显时代性、思想性、艺术性、创新性。

2、内容真实，主题鲜明。征文题目自拟，体裁不限（诗

歌除外）。字数控制到1500字以内，可配发相关图片。

3、作品须为作者原创、首发，投稿者应对作品拥有完

整的著作权，并保证作品不侵犯第三人的包括著作权、肖

像权、名誉权、隐私权等在内的合法权益。

投稿方式：
个人投稿作品以 word文档形式发送，邮件名称统

一为：“‘党在我心中’征文+文章标题”，并注明作者联

系方式和通讯地址；集体报送作品注明报送单位及联

系人。征文作品发送至电子邮箱 llrbzhjb@163.com。

联 系 人：
吕梁日报社政教专刊部 冯海砚

联系电话：18635821211
入选征文在《吕梁日报》择优刊登。征文结束后，

吕梁日报社将组织专家对作品进行评审。征文设一等

奖 1名，二等奖 2名，三等奖 5名，优秀奖 20名，优秀组

织奖 3名。 吕梁日报社
2021年5月14日

“党在我心中”
主题有奖征文启事

“组织力量、筹集资金，种山楂，让荒山变

成花果山、金银山！让群众共同富裕，让集体

经济日益壮大。”这是冯海虎上任方山县后则

沟村党支部书记时立下的誓言。

冯海虎，今年 47 岁，2008 年入党，2011
年 11月当选后则沟村主任，2013年当选村党

支 部 书 记 ，于 今 年 3 月 当 选 积 翠 镇 党 委 委

员。先后被授予“2017 年感动吕梁人物奖”

“山西省脱贫攻坚奋进奖”“全国脱贫攻坚先

进个人”等荣誉称号。在荣誉的背后是他大

公无私的奉献，无私无畏的付出，大爱情怀的

展现，他用言行践行着一个共产党人应尽的

义务，展示了一代代共产党人高尚品德和精

神风貌的传承。

冯 海 虎 上 任 村 支 书 的 时 候 ，后 则 沟 全

村 315 户 904 口 人 ，就 有 低 保 户 83 户 111
人、五保户 3 户 3 人、残疾人 14 人，精准识

别建档立卡贫困户 185 户 486 人，贫困发生

率 58.7%。 全 村 共 有 耕 地 2366 余 亩 ，退 耕

还林地就占了一大半，再减去太佳高速征

地、高速交警征地、通道绿化占地，可耕种

土 地 仅 剩 872 亩 ，人 均 可 耕 种 土 地 仅 0.9
亩。加上近年来封山育林，农产品市场不

景气，养殖业也非常薄弱，村民收入只能靠

外出打工挣点零花钱。于是，他带领村干

部、党员和村民代表到青海、运城、忻州等

地进行考察学习，请来专家根据气候土壤

及市场需求，选择确定了 3 个山楂品种，并

根据外地的经验在山楂树下套种红芸豆、

柴胡等中药材。

2016 年后则沟村得到包村县领导、帮扶

单位吕梁市财政局和第一书记张瑞则等扶持

资金 64 万元，为了把这些资金用好，冯海虎

和全体班子成员制定出运行细则，将扶贫资

金形成的资产折股量化，转化为村集体和贫

困户的入股资本金，取得的收益则由村集体、

贫困户和其他村民按股分红。贫困户通过参

与扶贫项目建设，还可分别获得资产性分红

和工资性收入。

要成就一番事业，必然要付出艰辛，也

会经历艰难与曲折。树苗回来了，由于资金

到不了位，往山上输水的设施买不回来，他

和主任刘巨贵在秋风飒飒的山梁上抽着烟

坐了大半天，最后决定两人先垫资购买。铺

管道时，坡陡路险管重，怕别人出危险，他和

村干部冲在前头，将 1400 米的管道铺设上

山。由于整日在山上奔波，休息时间没保

障、饮食不规律，时常有一顿没一顿的，饿了

啃几口饼子，渴了喝几口凉水，经常是妻子

做好了饭，他回不了家，妻子吃剩饭，他吃方

便面，由此而落下胃病，身体由原来的 170
斤下降到 140 斤。2017 年深秋，他开车带人

上山劳动，车里开着暖风，而山上风大寒冷，

因此中风面瘫，后来通过针灸、按摩、服药才

算是有点好转。遇上下大雨，他总是担心冲

垮蓄水池，进而冲毁农田，他和第一书记、村

主任打着雨伞，踏着泥泞，上山观察情况。

他每年有 130 多天在山上，两年下来跑了的

路程有 6000 多公里。妻子因此心疼他，抱

怨他，但总归还是支持他。

“流转土地 1000 亩，老百姓全部入股，

贫 困 户 免 费 配 股 ，目 前 已 经 种 上 800 多 亩

红山楂。老百姓通过在山上管护、务工、浇

水、施肥，获得工资性收入以外，还能得到

一部分股金的分红。而且采下的山楂通过

加工厂加工，老百姓还能获得工资性收入

……”冯海虎信心十足的话语，让记者仿佛

看 到 了 一 个 村 风 文 明 、干 净 整 洁 、生 活 富

裕、生产发展的美丽宜居新村。而新村的

背后，是那一幅幅、一幕幕农村党员为民办

事、勇于担当、甘于奉献、操劳奔忙的质朴

画面。

冯海虎：让群众走向共同富裕
□ 实习记者 梁英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