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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长效机制 完善基础保障

我市加强制度保障做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本报讯 （记者 梁瑜） 乡村振兴以来，

在发展红枣产业的基础上，临县罗家山村依

托资源禀赋，建成了山西罗家山食品科技有

限公司五味枣餐生产项目，肉牛养殖基地规

模已达到 300 头；投资 170 万元，建成容积

1938.5立方的机械预冷库。2020年，该村仅

红枣专业合作社就实现分红 75000 元，收入

除分红外，还用于投资村里的基础设施建

设、人居环境卫生、支柱产业振兴等。

这正是脱贫攻坚完胜以来，我市推进脱

贫 攻 坚 与 乡 村 振 兴 的 有 效 衔 接 的 生 动 事

例。如今该村通过合作社筹集资金近 1000
万元，打通并绿化了 248 省道薛家圪台段到

罗家山的 3.6公里村通公路，拓宽并硬化、绿

化了一公里村内主街道，修建了红枣文化广

场、洞藏枣基地、打造了 6个文化小院和两处

民宿，村内水、电、暖、通讯设施一应俱全。

去年以来，全市聚焦政策延续、机制体

制，紧盯防止返贫致贫、产业扶贫持久发展，

在做好脱贫成果巩固提升、建立防止返贫致

贫等方面狠下功夫，确保做到推进脱贫攻坚

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

我市全面启动“十四五”巩固脱贫成果

规划编制，围绕建设“四个吕梁”、实施“四三

战略”、打造“九大基地”重大历史使命，在乡

村振兴的战略框架下，以巩固脱贫成果为

主，以 59 万建档立卡脱贫户和 1.3 万边缘易

致贫户为主要对象，坚持项目为王，提出乡

村振兴政策安排。

全面构建防止返贫致贫长效机制。建

立防贫制度机制。制定出台我市防止返贫

致贫长效机制，严格执行“四不摘”要求，持

续跟进落实帮扶措施，继续保持现有政策不

变、责任不减，帮扶队伍不撤，帮扶措施有

力。实施“一户一案”。对未脱贫人口进行

逐户、逐人分析研判，制定对策措施，落实开

发式扶贫和保障性兜底政策。开展“一码

清”动态监测。利用“一码清”平台，重点对

“两类户”进行跟踪监测，及时跟进帮扶，确

保全市“两类户”预防性帮扶措施覆盖率达

到 100%，确保无返贫和致贫人口。推行“保

通”兜底保障。大力推广包括产业、人身意

外、健康及重大疾病、金融、保证险等险种的

“一保通”扶贫保险，“一户一单、一单通保、

一保到底”，实现农户全覆盖。跟进临时救

助保障。实行临时救助备用金制度，对返贫

人口按不低于 2000元的标准给予临时救助，

截至目前，共救助 1273人次，平均救助 3435

元/人次。

持续完善农村薄弱地区基础性保障。

把持续完善农村基础性设施建设作为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工作来抓，持续推动要

素投入、公共服务等持续向农业农村倾斜，

着力补齐乡村振兴产业基础、公共服务、治

理能力等发展短板。年内全市新建、改建

“四好农村路”1731公里，投资 96亿元，目前

已全面开工，完成 199 公里，完成投资 3.2 亿

元；全市 3360个村卫生室在全面达标验收基

础上实施巩固提升，3112个村级综合文化服

务中心建设完成投入使用。

探索巩固脱贫成果的持续性产业与政

策措施，推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一是持续强化农业产业支撑。以“一乡

一特一园区、一村一品一基地”建设为抓手，

做优八大特色农业产业，培育 10个国家级重

点龙头企业、引进 10个全国一流加工龙头企

业、引导 50 个转型投资企业、扶持 100 个市

级以上骨干龙头企业。二是继续实施富民

技能培训。依托“吕梁山护工”品牌，抓住

“培训、持证、就业”三大关键，突出抓好农村

劳动力技能培训工作，从今年开始到“十四

五”末，对全市农村建档立卡劳动力普遍进

行一次专业技能培训，让更多群众持证上

岗。三是全面深化农村“三变”改革。大力

推进“三变”改革，全面推广“党支部+合作

社”“十户联体”等模式，积极探索乡村振兴

“吕梁模式”。深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

改革，全市 165个乡镇（街道办）6497个集体

经济组织完成了集体资产清产核资任务和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认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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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推进

产业兴旺 生态宜居 乡风文明 治理有效 生活富裕

□ 本报记者 高鹏艳

春耕备耕进行时春耕备耕进行时

本报讯 （记者 李雅萍 通讯员 郭晓
星） 连日来，在孝义市西辛庄镇，一支 30
余人的护林防灭火队伍每天一早就分头

下到护林防火重点村各处开展巡视，同

时，宣传小分队带着“小喇叭”，在巷头巷

尾、田间地头广泛宣传森防讯息，在镇村

交通要道、进山主要路口等醒目位置，设

置森林防火宣传牌或警示牌，并通过广

播、微信群等形式，做到防火宣传进村入

户，家喻户晓，不留死角。

3月份以来，西辛庄镇党委、政府多措

并举，积极应对，全力以赴做好防火工作，

确保全镇森林防火形势持续平安稳定。

该镇对护林防火工作进行了严密的

安排部署，与各村签订了护林防火工作责

任书，各村也在第一时间将护林防火责任

落实到人，确保每一片树林、山头都有人

管、有人防。在护林防火物资储备、硬件

设施建设方面，设置 30㎡护林防火物资储

备库一处，配备专用巡逻

车 2辆，以及 30把铁锹、5
箱灭火弹、2台灭火机、20
套护林防火迷彩服及其

他护林防火物资。同时，

组建了一支 30 人的镇护林防灭火队伍，

定期开展实战演练，提升灭火本领；组织

护林防火队员对镇域范围内易发多发的

区域进行不间断巡查，对重点火险区、火

灾易发区和多发区、与灵石、交口交界处，

与阳泉曲、柱濮交界处等重点地段，采取

有效隔离措施，严防发生火情。

本报讯 （记者 刘少伟） 今

年以来，我市瞄准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各项任务和乡村振兴工

作，认真贯彻落实省市相关产业

发展和稳就业政策，采取有力措

施，切实抓好农村产业和农民工

就业工作，促进群众收入稳定提

高，推动乡村振兴实现高质量发

展。

发展产业、促进就业是巩固

脱贫成果推进乡村振兴的根本之

策 ，是 促 进 群 众 稳 定 增 收 的 根

基。我市依托 8 大农业集群发

展，进一步提高各级乡村振兴衔

接补助资金用于产业发展的比

重，加快补上产业发展的技术、设

施、营销等短板。并不断完善产

业帮扶利益联结机制，强化龙头

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动作

用，坚定走“龙头企业+合作社+
农户”的发展模式，着力培育一批

带动力强的农民合作社、家庭农

场等农业经营主体，加快完善扶

持小农户发展政策，支持农民合

作社拓展经营范围，发展农产品

初加工、手工制品、农业观光、休

养采摘等，促进农村一二三产融

合发展，着力提高脱贫人口家庭

经营净收入比重。

同时，我市认真落实全省农

民工就业稳规模、强技能、提质

量实施方案，有针对性地开展技

能培训、就业服务，落实帮扶政

策，以“吕梁山护工”为牵引，

全面实施全民技能提升、高素质农民培育、创业

致富带头人培训等工程，积极拓宽就地就近就业

渠道，引导脱贫劳动力参与小型公益设施建设养

护，开发各类公益岗位，力争年内全市脱贫劳动

力外出务工人数稳定在 21 万以上，就业率实现

稳中有升，以群众稳定的收入增长高质量推动乡

村振兴。

我
市
提
升
农
村
产
业
和
就
业
质

效
推
动
乡
村
振
兴
高
质
量
发
展

孝义市西辛庄镇

心系森林平安 守护青山沃土

眼下正值春耕生产时节，离石区交口

街道石盘社区结合自身的地理特点、气候

条件等，因地制宜，积极推动产业结构调

整，大力发展花椒种植。

走进石盘花椒园种植基地，基地的队

员们正忙着种植花椒苗，在技术人员的指

导下，队员们挥动着锄头，挖坑、扶苗、培

土，花椒苗栽种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现场

一派繁忙的春耕景象。

“我们外出考察，发现花椒是一种特

色经济树种，其果实具有重要的药用价

值，同时，花椒树是一种耐干旱瘠薄的生

态树种，对保持水土保持具有重要作用。”

石盘社区副书记闫东栓告诉记者发展花

椒产业的缘由。

为积极推动产业结构调整，调减低效

农作物，石盘社区党委积极探索着适合自

身发展的产业道路，先对全社区的土地种

植情况进行摸底排查，收集民意，再通过

市场调查和实地考察后，组织党员干部到

外地学习，引进花椒苗，充

分利用撂荒地，建起了种植

园基地，成立了合作社，让

花椒产业作为产业结构调

整的一项重要工作在石盘

落地生根。

“由于种植园在山上，用水很困难，前

两年的种植效果不是很明显，为提高花椒

的成活率，我们社区特开辟了引水上山工

程，铺设了 1200米的浇灌管道，彻底解决

了育苗用水困难。此外，我们还有专门的

技术人员，手把手地教人们如何将花椒种

好，预计今年种植的花椒可以成功。”花椒

园种植基地的队长闫探元告诉记者。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扩大规模，延伸

花椒产业链条,把花椒产业做大做强，带

动更多的群众增收致富。”石盘社区书记

闫廷万说到。据悉，该基地占地 276 余

亩，年产量约 10 吨，除花椒外，还有桃、

杏、梨、山楂、柿子、葡萄、核桃等种植项

目。

石盘社区：

因地制宜调产业 栽种花椒春耕忙

近日，漫步在吕梁市

区的街头，海棠花、丁香

花、迎春花……阵阵花香

随风飘荡，一股甜美涌上

心头。近年来，吕梁市持

续构建融合自然生态、游

憩休闲、文化旅游等元素

的街头综合生态体系，市

区呈现出一街一景、一道

一景、一园一品的美好生

态画卷。

记者 刘亮亮 摄

关于设立吕梁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决定

（2022年 4月 29日吕梁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决定：
设立吕梁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

格审查委员会。

吕梁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职名单

（2022年 4月 29日吕梁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任命：
张耀峰为吕梁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

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

张建国、刘润平为吕梁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石磊、白鹤、任玉梅、郑志刚、薛全平为吕梁市第四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

吕梁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职名单

（2022年 4月 29日吕梁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决定任命：
王建强为吕梁市政府秘书长、市政府办公室主任；

闫斌胜为吕梁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

赵雪宏为吕梁市教育局局长；

夏韩卿为吕梁市科学技术局局长；

李冰峰为吕梁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

李建文为吕梁市公安局局长；

杨 丽为吕梁市民政局局长；

刘 毅为吕梁市司法局局长；

樊小明为吕梁市财政局局长；

刘智平为吕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

蔡玉洁为吕梁市生态环境局局长；

曲晓东为吕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

赵林泉为吕梁市城市管理局局长；

孙尚平为吕梁市水利局局长；

陈林强为吕梁市农业农村局局长；

吴海明为吕梁市商务局局长；

吕文平为吕梁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

郭 力为吕梁市卫生和健康委员会主任；

刘瑞锋为吕梁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

高艳龙为吕梁市应急管理局局长；

杨谈文为吕梁市审计局局长；

高侯平为吕梁市政府外事办公室主任；

杜侯平为吕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

马小军为吕梁市体育局局长；

张再强为吕梁市统计局局长；

崔云生为吕梁市医疗保障局局长；

刘哲群为吕梁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局长；

张致滨为吕梁市信访局局长；

李计平为吕梁市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主任；

王建明为吕梁市能源局局长；

赵如宁为吕梁市人民防空办公室主任；

张宝珍为吕梁市乡村振兴局局长；

王恩泽为吕梁市大数据应用局局长。

因换届，吕梁市人大常委会任命的上届政府秘书长、

主任、局长，其职务自行免去。

吕梁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 告

市政府召开2022年“两会”
建议提案交办会

本 报 讯 （记 者 高 鹏
艳） 4 月 29 日，市政府召开

2022年“两会”建议提案交办

会。会议对 2022年市政府系

统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

提案办理工作进行了安排部

署。市政府秘书长王建强出

席会议。

会议宣读了《关于认真

办理 2022年市“两会”代表建

议和委员提案的通知》。会

议指出，办理好建议提案工

作是政府履职为民的内在要

求，更是集中各方智慧、改进

政府工作、推进科学民主决

策的重要举措。各承办单位

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增强

工作责任感，不断提高办理

水平，把办理代表委员的建

议摆在重要议事日程，贯穿

到业务工作的全过程。

会议强调，各承办单位要

规范办理程序，注重办理实

效，加强与代表委员的沟通联

系，在规定时间内做好建议提

案办理工作，努力实现办结

率、面商率、满意率“三个百分

百”的办理目标。要多措并举

强化督办，通过分管领导率先

督办、重点建议重点督办、政

府办牵头督办、奖惩结合助力

督办等方式，出实绩见实效，

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

胜利召开。

遏制“舌尖上的浪费” 新华社发 徐骏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