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受人们特别是广大年轻人喜爱的特色食品擀面

皮，最早由唐代“冷淘面”演变而来。一碗小小的擀面皮，

背后蕴藏的工艺却大有门道：将面粉和水按照 1：0.6的比

例和成面团，饧 30 分钟到 1 小时，反复水洗，再沉淀 8 小

时，之后经过发酵、手擀、蒸制等一系列步骤，冷却后切片

切条，有嚼劲的擀面皮才能诞生。

图为市区荣宁农贸市场里一家正在制作面皮的小作

坊。 记者 郭炳中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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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梁瑜）“俺们每年种玉

米，玉米卖掉后，秸秆全当柴火烧了，接受培

训后，才知道不仅玉米可以卖钱，秸秆也可

以卖钱。”农民培训课上，获得新型职业农民

证书的上明乡农户李贵有深有感触地说。

这是近日岚县新型职业农民培训课上的一

幕情景。

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最终要通过加强

党的政治功能和服务功能来实现。十四五

以来，在我市各级党组织领导下，各级各类

农民培训寓教育于服务之中，为开展群众教

育提供了空间平台。当前，全市农村正在全

力用好这一教育农民的重要抓手，切实把农

民群众团结在党组织周围，把党的主张和意

志变成群众的自觉行动。

全市深入贯彻十九大精神，印发《关于

开展乡村农民夜校组织冬春农民素质大培

训的通知》，要求各县（市、区）政府高度重

视，尽快成立乡村农民夜校，建立组织，村支

部书记兼乡村农民夜校校长，设立专职副校

长，长期主抓培训工作。

经督查检查，全市 3084 个行政村中，有

98%以上的行政村设立了乡村农民夜校培训

点并挂牌，培训场所设施也基本到位。有的

行政村单设乡村农民夜校培训点，配套了相

应的桌椅、板凳、投影仪等设施；有的行政村

利用村党委会议室开展乡村农民夜校培训，

节省了培训资源。市级财政下达了培训补

助经费 416.7 万元，用于支持乡村农民夜校

开展农民培训活动。

在全市农民素质大培训活动中，乡村农

民夜校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全市新农村建设

和推动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

生态振兴和组织振兴提供了有力的思想保

障。有利于彻底打通学习的“最后一公里”，

把乡村振兴战略思想送到每位农民群众的

心坎上。

地处平川的汾阳市，在新型农民素质培

训中，重点围绕强农业机械经营管理、农机

操作使用技术、安全生产知识、法律法规和

玉米机收秸秆还田综合生产、精少量播种、

化肥深施、机械化保护性耕作等新技术应用

等内容，采用市农机服务中心集中培训和根

据乡镇、村委需求送培训到镇、到村的方式，

对基层农技人员进行培训。

其中，对该市农机合作组织法人代表、农

机大户集中采取农机经营管理培训，对拖拉

机、联合收割机驾驶员则安排以乡镇进行集中

培训。同时，该市还充分利用电视、报纸、网络、

板报等媒体广泛宣传，开设专栏专题，建立健

全培训档案，从组织机构、培训资料、师资队伍、

培训数量等方面保证培训取得实效。

据悉，新型农民素质培训由于充分利用

了农民夜校、网络电视等形式，内容丰富多

样。课堂期间有的以唱红歌、讲故事、政策

宣讲等多途径生动授课，给学生创造了良好

的学习氛围；有的积极邀请城乡老党员、老

干部、老教师等，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

进行讲解。只要是有利于农民增收和素质

提高的都可以灵活上课，逐步实现农民缺什

么补什么、不懂什么教什么，真正做到引得

来、留得住、学得进，切实提升农民的综合素

质与能力，发挥农民夜校培养有文化、懂技

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的“孵化器”作用。

组织农民 教育农民 服务农民

我市各级各类农民培训显身手

“嘀嗒，嘀嗒”，已是凌晨三点。北京市房山区北亚医院一间病

房内，看着躺在病床上的林大姐已经睡沉，来自吕梁市柳林县三交

镇宋家垣村的护工宋爱玲轻轻坐在一旁的折叠床上，舒展了一下后

背，准备小憩一会。这两天，身患乳腺癌的林大姐刚做了手术，白天

需要做好生活护理、记录数据、遵行医嘱，晚上林大姐一声呻吟和呼

唤，宋爱玲就得赶紧从陪护椅上起来，观察询问原因，看是否需要叫

护士，或者只是接大小便。

2016年 4月，“吕梁山护工”项目正式启动，由市人社局牵头开展，

为吕梁农村低收入人口进行护工、月嫂等培训，帮助他们掌握一技之

长，既解决“想出去”的问题，也解决“能出去”“去哪里”的问题。宋爱

玲就是“吕梁山护工”项目的受益者。2019年 7月，已经在柳林县某机

关单位做了十几年卫生保洁的宋爱玲听人家说政府免费培训低收入

的农民当护工，每月只能挣到 900多元工资的宋爱玲动了心，主动报

名走进了“吕梁山护工”课堂。“出来之前我就想好了，只要能挣到钱，

什么苦我都能吃。”说这话时，宋爱玲坚毅的眼神里有泪光闪过。培训

在吕梁高级技工学校里进行，免费吃住，统一发的服装也是免费的，给

他们上课的都是专业的老师，除了医学和基础的护理常识，还有和人

相处的礼仪习惯。培训结束时，全国各大城市来招聘的公司不少。“听

了北京今日东方育英公司柴老师的宣讲，觉得她很真诚，就和公司签

了约。”从没走出过柳林县的宋爱玲乘坐火车，和同期的学员一起来到

了北京。宋爱玲自认看人还是挺准，公司不仅提供宿舍，对她也特别

关心，去了没几天就安排她到房山县医院上了岗，第一个月仅干了二

十天就挣了 3600元钱。

进入养老护理行业后，宋爱玲最初也很不自信，经常会想：碰到

难以沟通的病人怎么办？又脏又累自己能坚持下去吗？……不过，

在家属和病人一次次的认可和表扬中，她坚持了下来，在北京当护

工已是第四个年头。“护工工作看起来没什么重体力劳动，也没有什

么高深的技能。可坚持干下来，就会发现里面的门门道道‘小技巧’

还 是 很 多 的 。

对待病患，除了要时刻做好病情护

理，还有调整好他们的心态，保持

心情舒畅。”不断实践让宋爱玲熟

练地掌握了各项护理技能。宋爱

玲说，自己文化程度低，无一技之

长，从一名农村妇女到现在成为公

司驻北亚医院的病患护理员，是这

个工作让她找到了自信。

“宋爱玲人特别好，很专业，她

陪护的这位病人有次尿液出现浑

浊，都是她先发现然后半夜亲自跑

到去找医生送检的。”北亚医院的

护士说道。宋爱玲的耐心和专业

让病患的家属深受感动，2021年她

被评选为“最美吕梁山护工”。

“说心里话，我很感谢市委、市

政府对我们吕梁山护工的关爱，给

了我们这么好的平台，让我们的生

活有了奔头。”宋爱玲说，现在做这

份工作，让她充满了信心，靠着勤

劳和专业，日子肯定会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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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下，正值金秋九月收获的季节，在方山

县宏康牧业公司养殖的商品肉牛陆续出栏上

市，倍受市场青睐。

走进宏康牧业肉牛育肥基地厂内，一排

排整洁干净的牛舍映入眼帘，一头头健硕的

肉牛在牛舍里嚼食草料，工人们忙碌着清理

牛舍、添加草料。

宏康牧业有限公司作为方山县肉牛产业

集群的龙头企业，在实践中积极探索助力农

村农民增收模式。搭建以“公司+村集体+农

户”经营模式，由宏康牧业公司与村集体签订

购销协议，采取“投母还犊”或“租母卖犊”等

方式，带动全县打造形成 102个养牛专业村，

牛存栏达到 3万头以上。农户每头牛可增收

500元至 800元，养牛专业户 2650余户年均收

入 4万元以上，散养户年均收入 5000元以上。

养牛人闫大哥就是“公司+村集体+农户”

肉牛养殖模式的受益人。“以前我们都是农

民，家里有老人和孩子要照顾，我们没法外出

打工挣钱，大多以种地为生。现在我家一共

56头牛，37头牛崽，20亩玉米地，一年收入三

四十万不在话下。合作共赢的养殖模式让我

们过上了好日子。”他高兴地说。

养殖模式的实施，有效带动了农户养牛

的积极性，夯实了产业增收的基础。宏康牧

业公司负责人刘丰茂介绍：“基地采取‘一个

口子进牛，一个基地育肥，一个渠道销售’的

模式，完善了企业、村集体和农户的利益联结

机制，约定农户每年获得不低于本金 15%的

收益，村集体获得不低于 10%的收益，带动农

户加入到肉牛养殖当中。”

宏康牧业肉牛的养殖不仅带动了本地优宏康牧业肉牛的养殖不仅带动了本地优

质肉牛养殖业的发展壮大质肉牛养殖业的发展壮大，，也在极大程度上也在极大程度上

解决了村民的就业问题解决了村民的就业问题，，让许多留在农村的让许多留在农村的

农民可以在家就业农民可以在家就业，，实现稳定增收实现稳定增收。。

宏康牧业给当地农户提供的帮助，不只是

解决销路的问题，还带动了当地农民的就业。

曾是贫困户的马坊镇周家沟村村民高建强就

是其中一员，高建强说：“以前靠打零工为生，

了解到这一产业后也加入到其中，刚开始养殖

没有经验，走过一些弯路，多亏了宏康牧业的

养殖专家一路技术指导，才有了今天的规模。”

宏康牧业公司负责人刘丰茂表示，公司

将以新时代现代农业发展方针为指导，始终

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公司的重中之重。牢

记农业是国之根本，把养牛产业链形成可持

续发展的经济增长点，赶超战略的着力点，引

领方山县向生态有机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

轨道迈进，真正走出一条以产业发展带动乡

村振兴的路子。

肉牛养殖拓宽村民致富路
□ 本报记者 任星

图为方山县宏康牧业肉牛育肥基地。 任星 摄

金秋十月，五谷飘香，进入丰收季节，农作物病虫害

现象依然肆虐。我市农业农村局抽调技术人员深入我市

各县、乡镇对农作物进行病虫害检测和调查工作，实时掌

握田间病虫害发生动态，准确、及时记录病虫害信息，为

来年科学及时指导病虫害工作提供可靠依据，为农作物

生产安全和增产丰收保驾护航。图为市农业农村局技术

人员深入石楼县车家坡村对稻谷进行病虫害检测。

本报记者 惠爱宏 摄

图为宋爱玲正在进行病患护理。 罗丽 摄

本报讯 今年以来，吕

梁市供销社着力加强机关干

部队伍建设，努力在深化供

销社综合改革中 出一条新

路来。

一是抓干部队伍建设，

推 动 工 作 新 发 展 。 今 年 以

来，吕梁市供销社党组切实

担 负 起 管 党 治 党 的 政 治 责

任，以机关职务职级并行及

干部调整选拔工作为契机，

通过加强谋划“精准性”掌

握干部队伍思想动态、释放

政策红利最大限度激发干部

积极性和主动性、聚焦事业

发 展 推 动 人 岗 相 适 人 事 相

宜、加大轮岗力度优化干部

成长路径等方式方法，着力

加强机关干部队伍建设。此

次机关干部队伍建设，共集

中开展了四个批次，先后对

18 人进行了职务职级晋升。

二是抓制度建设，营造机关

新形象。吕梁市供销社在机

关职务职级并行及干部调整

选拔工作结束后，第一时间

出台了 《吕梁市供销合作社

考勤制度》《吕梁市供销合作

社周例会制度》《吕梁市供销

合作社外出请销假制度》《吕

梁市供销合作社学习制度》

《吕梁市供销合作社考核制

度》五项制度，坚持用制度管

人、管事、管权，力求转变机

关工作作风。三是抓项目建

设， 出综改发展新路子。进

一步提高工作标准，坚持规划

引领，高标准谋划了组建吕梁

供销集团、建设吕梁供销物流

园区、建设印象吕梁电商一条

街、打造印象吕梁区域公共品

牌、建设中国供销吕梁农产品

集散中心、建设吕梁生活垃圾

再生资源体系、建设供销社系

统基层组织改造提升工程、解

决 直 属 企 业 养 老 金 欠 款 问

题、建设土地托管工程、建

设吕梁供销商业综合体等十大

建设发展项目。吕梁市供销社

以项目落地为目标，谋定而后

动，扎实推动产业延链、补

链、强链，坚持把政策红利转

化成为发展机遇，切实把项目

谋深、谋远、谋实，努力在转

型发展中 出一条供销社的新

路子。 （高小花）

吕梁市供销合作社

在深化综改中蹚出一条新路子

为庆祝共和国 73 岁生日和党的二十大即将胜利召

开，近日，市政府办公室党总支、市政府办公室系统工会

在吕梁军分区开展“欢度国庆节、喜迎二十大”主题系列

活动之一“健步走·篮球联谊赛”。希望通过活动进一步

激发广大党员干部职工昂扬向上、奋发进取、团结拼搏的

精神风貌和爱国爱党爱军的热情，以更加饱满的精神状

态投身于吕梁事业的发展当中，用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

十大胜利召开。 侯利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