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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

近日，我市卫生系统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

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精神。针对当前全

国疫情多点散发、多地频发态势以及暑期

旅游和学校师生返校的敏感时间，各单位

表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坚持常态化疫情防控不松懈，坚决

守牢不出现疫情规模性反弹的底线，巩固

疫情防控成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安

全和身体健康。

近日，吕梁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召开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

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讲话的重大意义、科学内涵、精

神实质和实践要求，把讲话精神贯穿到疾

控工作各方面全过程，时刻绷紧常态化疫

情防控这根弦，做到疫情防控和疾控工作

同步推进，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

全面落实“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

要安全”的要求，努力争取疫情常态化防

控和常规业务工作两手抓、两手硬、两不

误、两促进，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

胜利召开。

8月 16日，山西省汾阳医院党委召开

中心组学习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的

重要讲话精神。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

的重要讲话站位高远、思想深邃，具有很

强的政治性、理论性、指导性，院党委要把

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一项重

要政治任务来抓，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

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

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

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

定信心、迎难而上，一仗接着一仗打，以实

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8月 16日，吕梁市中医院召开院务扩

大会议，组织中层以上同志专题研学习近

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专题研讨班

上的重要讲话。会议强调，这次重要讲

话，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最新篇章，为党的二十大召开奠定了

政治基础、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础，是今后

开展工作遵循的思想纲领和行动指南，要

深刻领会其政治内涵和理论内涵，要反复

看、反复学，中层干部要带头学，组织科室

同志认真学，自己学得懂，才能讲明白、做

到位，要把自己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将

这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市中医院今后开

展工作的总方向。会议要求，全院干部职

工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

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

话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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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到我市有

关中医药发展建设的重大决策部署上来，

要把学习贯彻会议精神与工作实际结合

起来，与谋划制定全院工作要点、月度目

标结合起来，与三级医院核定结合起来，

与全市创文行动结合起来，与清廉医院建

设结合起来，实干干实，争先出彩。

市卫生系统：强责任勇担当 守护群众健康
□ 本报记者 白凯冰

核桃产业是孝义市下堡镇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支柱产业。连

日来，下堡镇抢抓经济林综合管理

的大好农时，大面积铺开核桃树高

接换优工作，保证核桃丰产稳产、

助力农民增收致富。

在孝义市下堡镇胡家窑村的

核桃种植基地，记者看到，漫山遍

野都是连片成林的核桃树，不远

处，给核桃树高接换优的社员们正

严格按照一道道流程进行核桃树

嫁接，一派繁忙景象。

核桃树高接换优是在原有老

品种的树冠上，改接优良品种，是

提高核桃种植效益的有效方法。

目前，下堡镇核桃种植面积已达到

26000亩，为了改变品种不一、品质

参差的局面，从 2015 年开始该镇

全面铺开高接换优工作，先后嫁接

礼品 2 号、清香、中林等，已完成嫁

接 15000 余亩，今年全镇核桃高接

换优计划完成 1100 亩，投入资金

70余万元。

据了解，近年来下堡镇党委、

镇政府把核桃产业作为乡村振兴

的重点产业，今年要高接换优 1100
亩，把各种杂乱的核桃换成高级品

种，促使核桃产业成为农民致富的

主导产业，为实现乡村振兴打下坚

实的基础，让核桃树成为农民的

“摇钱树”。

6月份是核桃树高接换优的黄

金 时 节 ，气 候 环 境 适 宜 ，成 活 率

高。下堡镇依托保丰核桃树管护

技术专业合作社，抢抓有利时机，

组织 80 余名社员全力投入到嫁接

工作中。

在 现 场 ，一 位 大 姐 引 起 了 记

者的注意，只见她从砧木削皮、削

接穗到插接穗、包扎，整个操作流

程非常熟练。在采访中，大姐郭

显英说：“我从 8 号开始学习嫁接，

通过老师、师傅们手把手地教学，

学会了非常好的技术，现在一天

大概工作十个小时，虽然工作很

辛苦，但是在家门口就能赚到钱，

我们发自内心的感谢政府大力支

持。”

改 良 核 桃 品 种 ，改 善 生 态 环

境，促进农民增收。市林业局派驻

技术人员现场进行专业指导，让小

小核桃真正成为带领群众增收致

富的大产业。孝义市林业局局长

郭逢立在接受采访时说，核桃产业

是孝义的一项支柱产业，为了提高

核桃的品种，提高核桃的产量和品

质，现在正在进行嫁接的是礼品 2
号，这个品种的特点是果大仁白核

薄，嫁接以后，将对群众的稳产增

收起到很大的作用。

本报讯（记者 刘沛林） 近年来，随着生产力

的不断发展，部分农业经营主体资金短缺、抵押

难、贷款贵的问题日益凸显。为此，交城县西营镇

探索创建了“党建+金融”的纯信用贷款模式，引

金融活水，添企业活力。

整体谋划，盘活产业一盘棋。西营镇党委、镇

政府以“金融活水，打好产业布局牌”的思路，紧扣

独特资源与区位优势，深入谋划，组织 7个小组 50
余人深入各村，对 700余户企业、商店通过进村入

企、实地走访、精准调研的方式，逐步厘清镇域发

展脉络。当前，企业产业化经营已经成为全镇农

村新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逐步成为整体竞争

力的重要载体和依托。西营镇针对企业存在“融

资难、融资贵、担保难”的实际，深入思考，先后 10
余次专题研究，逐步确立了“党建+金融”助力乡

村振兴的工作模式。

结对共建，携手同创促发展。西营镇聚焦推

动基层党建和金融赋能融合、精准对接、一体推

进，主动对接农商行党委，建立“西营镇党委和农

商银行党委”党建共建共创机制，积极引导各村党

组织与农商行各基层党支部、村级党员与农商行

党员结对，依托 191个“全科”微网格，建立 191个

有群众参与的网格互助小组，着力优化农村金融

供给，把金融资源配置到农村重点领域和薄弱环

节，打通金融惠农助企“最后一公里”，更好地满足

乡村振兴多样化、多层次金融服务，实现共建共创

模式的规范化、常态化。

以诚立身，共创信用示范镇。西营镇以打造

“信用乡镇”为目标，大力推进信用村建设，镇村先

后 8 次开展以“信用镇、信用村建设”为主题的主

题党日活动，依托主题党日活动载体，评选“十佳

信用企业”“十佳信用村民”，并纳入星级文明户、

党员积分制管理体系，逐步培育诚信环境，夯实镇

村信用基础。依托村级集市，先后 30余次组织开

展“金融大讲堂”宣传活动，大力宣传经济金融、评

级授信、人民币反假、防金融诈骗、防非法集资等

知识，全面提高群众金融素养，逐步形成信用共

识，促进乡风文明，助力乡村振兴。

金融活水，精准浇灌产业田。西营镇党委紧

扣地域特色产业，联合农商行党委，精准扶持产业发展，聚力发展“一村

一品一产业”，深入 470余户企业开展“两进两服务”，做到情况在一线了

解、问题在一线解决、作用在一线发挥、形象在一线树立，切实做到“面对

面”解决基层难题，“点对点”部署服务版图。通过“搭平台、创载体，强要

素、保支撑，建机制、优服务”，培育孵化一批、扶持壮大一批市场主体，先

后融资 1亿余元推动 120余户个体工商户“铺天盖地”、中小微企业“枝繁

叶茂”、大型企业“顶天立地”，以市场主体的高质量发展助推西营镇产业

发展，实现金融“活水”激活发展动能。

企业是基石、金融是命脉、政府是保障。西营镇将继续守初心、担使

命、勇作为，破困局、谋变局、开新局，让乡镇“活”起来、产业发展起来、村

庄兴旺起来，真正做到抓党建促基层治理能力提升，实现金融“活水”助

力乡村振兴，用优异的成绩喜迎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室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在柳林县

金家庄村，有一个远近闻名的“览虫书屋”，

书屋虽小，却窗明几净，别致雅静，书味浓

郁。

“览虫书屋”由年轻的高海岩、闫丽夫

妻二人 7年前自费创办，书香盈袖，苦乐相

伴，一直坚持到现在。

高海岩、闫丽夫妻二人相信“知识改变

命运”，二人办书屋的初衷简单朴实：“就是

想让村里的孩子‘有书可读’，让书香离村

民近一些。”

“自己掏腰包，把书屋办在了农村孩子

中间，办在了村民中间，这在柳林还是第一

家。”因为这个原因，夫妻二人被十里八乡的

村民亲切地称为“乡村阅读的点灯人”。

拿出买房钱，办起小书屋

“我们认定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也没

多想，就全力以赴去做了。”2015年 11月，夫

妻二人将准备买房用的 8万余元住房公积

金提取出来，创办起了“览虫书屋”。

租房、选书、购书，网上购买书柜、桌椅

板凳等用品；分门别类整理书籍、制订阅读

制度；自己动手粉刷墙体，设计书屋陈设；

从选址到起名，都费尽心思……在周围人

或佩服、或质疑、或反对的声音中，“览虫书

屋”办了起来。

不足 150平方米的 4间连通着的房间，

被用心地按功能分为绘本室、借阅室、阅览

室和成人读书室，上万本书籍充斥其中，狭

窄得有些憋屈……那会儿的“览虫书屋”，

简陋得有些“寒酸”。

但更让人糟心的是“书屋办起来了，却

没人来看书”。书屋成立初期，不仅没有孩

子来书屋看书，而且大部分村民都认为学校

的书都读不好，孩子哪有精力读课外书。闫

丽告诉记者：“那时候村民们认为让孩子来

书屋读书是一件多余的事情。”

“没人看书，我们着急。”但高海岩、闫丽

夫妻二人却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想法，“越没人

看书，这书屋越要办！一定要让村里的孩子

和村民们喜欢上这里，喜欢上看书。”

为改变现状，闫丽远赴北京、广东等地

参加培训和学习，考取了亲子导师证和绘

本导师证。随后，夫妻二人分工明确，妻子

闫丽通过“锤妈故事会”“亲子阅读”等形式

吸引孩子和村民走进书屋，丈夫高海岩针

对稍微大一点的孩子开展了“经典导读”，

让大家感受阅读的乐趣。

渐渐地，孩子们来了，带动着大人们也

来了；再后来，大人们自己也来了……越来

越多的人走进“览虫书屋”，拥有一张“览虫

书屋”的借读证成为很多小孩在同龄人中

“炫耀”的资本。那时候，在村里上学的孩

子一多半成了书屋的小会员，孩子们甚至

比着谁的利用率最高，谁在这看的书最多。

后来，为了吸引读者、方便孩子们，他们

将办证的押金也取消了，“在这里看书不需要

花一分钱，随时来随时走，自己选书、自己登

记、自己还书，就和在自己家里一样。”

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这个紧挨着学

校，倾注着高海岩、闫丽夫妻二人大量心血

的“览虫书屋”，人气越来越旺，很快成为了

孩子们和村民们最喜欢光顾的地方。

“村民需要啥，‘览虫’筹办啥”

“览虫书屋”火了，高海岩、闫丽夫妻二

人又有了新的更大的想法。

“要让书屋存下来，并发挥更大的作用，

就要延伸它的功能。”夫妻俩思来想去，决

定“剑走偏锋”，用文体公益活动带动阅读。

“其实说白了就一句话，村民需要啥，

‘览虫’筹办啥，不光办，还要办到乡亲们心

坎儿上。”与有些寡言的高海岩比，妻子闫

丽快人快语。

已经举办了 4届的全民健身迷你马拉

松运动会，一届比一届规模大，一届比一届

影响大。上至 70多岁的老者，下至几岁的

幼童；近至金家庄本村村民，远至周边乡村

和县城的长跑爱好者；活动所需费用、奖品

都是村民和商户们百元、十元的自愿捐助，

各个环节都由村民志愿者自发组织……运

动会已然成为了金家庄乡上万老百姓的

“体育盛宴”。

2018 年成立了“金家庄乡全民阅读指

导中心”，在全乡开展“读书扶贫计划”，为

贫困孩子们提供免费读书平台，为成人提

供剪纸、书画等免费课程培训，助力脱贫攻

坚，该计划前后为近 300 户贫困家庭提供

读书服务。

与柳林县新华书店合作，成为山西省新

华书店第一家乡村发行网点；成立家庭教育

心理协会，举办家庭教育心理讲堂，把服务

延伸到了家庭教育、心理教育领域；举办家

长讲堂、成人书法爱好小组、成人读书会、送

春联活动……一系列让人眼花缭乱的活动

在这个小小的书屋变着花样的和村民们见

面，“他们的点子就是多，有些活动我们连听

都没听过，村民们都喜欢上了这里。”

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家庭妇女王红

红，2017年在高海岩的指导下开始练字，两

年时间写完 12本字帖，并抄写了《三字经》

《千字文》以及大量唐诗、宋词。如今的王

红红已经在镇小学少年宫当上了书法老

师，不仅自己活出了自信，也影响着周围的

村民。

穆建刚受妻子在“览虫书屋”当图书管

理员影响，经常来书屋听课，受专家“农村搞

农产品加工是好项目”的影响，穆建刚动员村

民把几百亩荒地统一种辣椒，他回收加工。

后来，又办起了天成副食品加工厂，成功注册

“非馋不可”品牌，加工辣椒酱、西红柿酱和核

桃油压榨、手工挂面生产，采取“加工厂+农

户”的方式，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山西省剪纸艺术家协会会员李夏宇、

辣椒种植大户石兵兵、“乡村艺术家”高新

星……7年来，在“览虫书屋”的影响下，越

来越多的村民在书屋留下了自己的足迹、

捕捉到了致富信息，他们在这里找回了自

信，活出了自己的精彩。“在这里，孩子们在

成长，村民们在成长，乡村文明在振兴。”闫

丽说。

“览虫书屋”渐成“燎原之势”

书屋虽小，承载的功能却越来越多，潜

移默化影响和改变着乡村风貌。

目前，以“览虫书屋”为中心、辐射全乡

的“五在”农村文化活动的“金家庄模式”逐

步形成（即：跑在我的乡村、读在我的乡村、

讲在我的乡村、写在我的乡村、爱在我的乡

村），在一方沃土掀起了全民文化素养提升

的热潮，提升了群众的凝聚力、向心力。

（下转 4版）

乡村振兴，文化先行。

柳林县金家庄村的文化薪火被高海

岩、闫丽夫妻点燃了。七年时间，小书屋

“屋”尽其用，以她特有的浓郁书香和文

化公益行动涵养了一方水土的“小乡村

大文明”。

推广全民阅读的平台。从最初给孩

子们提供借书读书，延伸到开展“亲子阅

读指导”“成人阅读小组”，再到联合本镇

学校举办“书香家庭”评比、书屋进校园

活动等举措，所到之处，皆受欢迎，所做

之事，全出热爱。全民阅读活动在本村

本镇蓬勃发展，内容不断充实，方式不断

创新，影响日益扩大。

倡导志愿服务的阵地。阅读推广更

多是孤立事件，开展活动才能更大地激

发热情、团结人心。“览虫书屋”在实现图

书馆功能的同时，开展了“五在”系列文

化活动，而这些活动得以连续开展的根

本在于有一支自动聚集起来的村民志愿

者团队。他们中有干部、校长、教师、村

民、中学生，他们访贫送暖、扶弱助残，他

们清污洁垢搞环卫，抗疫自愿走在前，他

们高举乡村爱心志愿服务的旗帜，践行

着新时代文明实践的精神。

树新风、带民风，引领全民阅读，举

办农民夜校，创办乡村记忆馆……“览虫

书屋”实现了“屋”尽所用，一“屋”多用，

以“书屋+”的运行机制已然形成。书屋，

是集聚乡土人才的场所，是塑造乡风文

明的摇篮，是乡村思想文化阵地的新地

标，也是激活村民“脑子”的“发动机”。

好雨知时节。“览虫书屋”犹如润物

的细雨悄然改变着金家庄十里八乡村民

的精神面貌。

以文化点燃乡村振兴的火种，以文

化振兴激发乡村发展活力。“览虫书屋”

已先行一步，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乡村文

化振兴的参照和样本。

以文化点燃乡村振兴的火种

“乡村阅读的点灯人”
——记高海岩闫丽夫妇和他们创办的“览虫书屋”

□ 本报记者 李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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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义市下堡镇：

高接换优促进核桃产业提质增效
□ 本报记者 冯凯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