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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红穗翻滚、蔬果飘香。在丰收

的季节，广袤大地处处荡漾着丰收赞歌。党

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坚

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字字句句，激荡人

心，犹如一股春风吹拂到基层社区、田间地

头，吹进长年奋战在农业农村一线的党员干

部、农民群众心里头，这让沉浸在丰收喜悦

中的农民奔向美好生活的底气更足了。

田畴似锦、沃野生金，金灿灿的玉米

囤满了农户的粮仓，红彤彤的苹果映红了

农民的笑脸，红薯种植 出了农民致富

路，广袤大地，农家小院处处唱响丰收赞

歌，种植户们话丰收，谈发展，共同描绘乡

村振兴新图景。

“今年这个玉米，长势很好，品种也

好，这玉米棒子，个个是这样，挺好的。一

亩地下来收入就在 1800元以上，今年收成

比去年好很多。”贾家庄镇古浮图村李大

爷边掰玉米边说。

玉米增产又增收，高粱丰产需求旺。

近年来，随着汾阳市白酒产业的快速发

展，对酿酒红高粱产生了旺盛需求。借助

白酒产业发展的东风，该市因地制宜调整

和优化高粱种植布局，并不断推动高粱种

植朝着规模化、标准化方向发展，促进农

民增产增收。

肖家庄镇西马寨村党支部副书记梁

宝金说：“我们总共从户里流转回 2000 亩

土地，全部统一管理、统一种植。现在高

粱已经成熟了，收割以后送到烘干的地

方，通过去壳去杂，然后烘干成标准水分，

送到酒厂成为做酒的原材料。”

高粱丰收映红了农民的笑脸，辣椒种

植鼓足了农民的腰包。

任立煜是阳城镇孝臣村一名返乡创业

青年，今年他种植的辣椒喜获丰收。火红的

辣椒像小山一样堆放在农户的院子里。一

串串个头饱满、颜色红润的辣椒压满枝头，

村民们提着篮筐，忙碌地进行采摘。

辣椒产量高、成熟快、市场好，辣椒成

熟后，以订单农业的方式，以公司+基地+农

户的模式推广，市场前景十分广阔。

“今年辣椒的价格在 12到 15元之间，

亩产可以达到 700 斤左右，老百姓可以每

亩收入可以达到 8000 多元。通过五年来

的不断探索，现已形成一套完善的辣椒管

理体系，带动周边 73 户进行种植，今年种

植面积 270多亩，辣椒主要销往贵州，每年

固定时间客户就会过来，一次性就把辣椒

销售一空。”阳城镇孝臣村返乡创业青年

任立煜说。

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在

汾阳市广袤的田野上，处处展现着农业发

展的丰硕成果。近年来，汾阳市大力发展

特色农业，培龙头、建基地、创品牌、拓销

售，着力打造“一田两园三带十基地”，大

力发展谷子、酿酒高粱、大豆玉米带状复

合种植、花生、红薯、长山药、设施蔬菜等

十大特色产业基地，一个个特色农业产业

基地花繁果硕，一个个农业企业产销两

旺，一个个乡村文明富足，“百花齐放”的

特色农业产业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注入了勃勃生机。

（马聪聪 吴丹）

本报讯 近年来，栗家庄镇栗家

庄村深化“党总支+”模式，积极探索、

着力打造了集党员教育、文化宣传、

体育健身等功能于一体的党建主题

广场，把党建阵地建到老百姓家门

口，组织建在阵地上，以党建引领提

振村民精气神，助推乡村振兴发展。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

山。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有关人民的

论述金句频出，句句直抵人心……”

一大早，在栗家庄村党建主题广场

里，村里的村委委员、妇联主席潘琼

羽就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

神为核心主题，结合农业农村发展，

推动乡村振兴等内容，向党员群众

宣传起了党的二十大精神。自从村

里的党建主题广场建成后，这里也逐

渐成为党员群众活动的“主阵地”。

栗 家 庄 村 党 建 主 题 广 场 占 地

7000余平方米，重点以先锋广场、宣

誓墙、砖雕文化艺术墙、家风美德文

化墙、古建连廊、石磨、雕塑等构成，

以喜闻乐见、通俗易懂的标语、连环

画等形式，集中展示了党的一大到二

十大的历程和历史意义、党建标语、

栗家庄村简介、民生工程、家风家教、

廉政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村

规民约、二十四孝小故事等主题内

容，村民们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教育和

熏陶，进一步提升了基层治理水平。

“我们栗家庄村的党建广场建得

非常好，不仅起到了一个休闲娱乐锻

炼身体的作用，在休闲的同时了还接

受了党的教育，从而激发了村民积极

参与到我村的各项工作中，既丰富了

文化生活，也提高了幸福指数。”栗家

庄镇栗家庄村村民王淑花说。

将 党 建 阵 地 由 室 内 拓 展 至 室

外、由党员扩展至广大人民群众，形

象生动地向广大群众展示宣传党的

政策，从而真正让党建文化融入生

活，走近群众。村民们一边散步，一

边浏览党史，既锻炼了身体，又收获

了知识。“党建红色元素”的加入，让

日常休闲的文体广场变成了一个既

有“颜值”又有“内涵”，更有“人气”

的党建教育基地，真正提升了村民

的精气神。 （陈云 孟浩轩）

本报讯 今年以来，汾阳市聚焦抓党建

促基层治理能力提升专项行动，利用石庄

镇闲置校舍，通过改建，打造了一所高标

准农村养老院，率先探索出“政府牵头、社

会赞助、村委负责、老人自愿”的农村养老

模式，解锁出农村幸福养老“方程式”。

上午九点，阳光正暖。77岁的范德斌老

人早早地就和他的老伙伴们在养老院里晒

起了太阳。望着不远处家乡的小山，聊着大

家共同的话题，看着身边熟悉的身影，范德

斌老人再一次感受到了稳稳的幸福。他无

论如何也没有想到，自己能有一天住进家门

口这个幸福的“家”。作为第一批入住石庄

镇养老院的老人，这里优质、充实又舒适的

生活，让他真真切切感受到了党和政府的关

心照顾和惠民政策带来的福祉。

“像我吧，没儿没女就一个人，现在的

生活全靠国家给我的关怀，生活有保障，而

且我们现在住的养老院里，各方面都照顾

得我们挺好，心情愉快，环境挺好，生活也

挺好，我激动的还颤抖呢，心情非常激动，

我们非常幸福，非常舒坦，非常知足，感恩

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我们老年人的关怀，

现在我们能生活在这个幸福的年代。”石庄

村老人范德斌激动地说。

范德斌老人平日里一个人居住，让他倍感

温馨的养老院就是该市探索实施农村养老院、

补齐农村养老短板、从最薄弱环节加强基层治

理、筑牢防返贫底线的关键“落点”。

今年以来，石庄镇按照汾阳市委、市政府

有关要求，立足自身实际，将农村养老院建设

纳入民生工程、民心实事、乡村振兴战略等重

点工作进行实施，对闲置的原石庄村小学进

行适老化改造，总投资 400余万元，总占地面

积 2000平方米，于今年 10月完成并投入使

用。养老院设有普通床位、护理型床位，餐

厅、洗衣房、接待室、值班室、医务室、棋牌室、

会议室等服务设施一应俱全，为石庄村、下庄

村及胡家社村等周边 9个村组的独居、高龄、

困难等老人提供家门口高品质的养老服务。

在日常老人们随口聊出的话题中，都

透露着满满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从煮一餐

吃三天、无人陪伴照料、精神生活匮乏，到

顿顿都有新鲜菜、党员贴心服务、助医助娱

一体化……老人们生活的转变，不仅让“党

建+农村养老服务”得到了有效探索，也让

党员干部的“干点”和人民群众的“盼点”得

到了有效结合，“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

所养、老有所为”的梦想也真正照进了石庄

镇老年人的现实生活。

“现在养老院居住的有 12 人，还在陆

续入住。老人们来了以后，我们的生活是

一日三餐，按时就餐，营养搭配。在卫生

方面，单独有专人洗衣、打扫、烧水，老人

们也不用担心，送来就有人专门做这一系

列工作。吃了饭之后，老人们每天就是唱

唱歌、跳跳操，娱乐娱乐，每一周请理发师

给他们理理发，讲讲卫生，洗洗澡。医疗

方 面 有 专 门 的 医 生 ，给 他 们 定 时 量 量 血

压，测测血糖，了解他们的情况。”石庄村

妇联主席任新萍说。

吃不愁、病不忧、孤不独、乐有伴。石

庄镇养老院不仅为农村老人安享晚年提供

了一个“福圪洞”，同时也实现了“儿行千里

勿担忧”。

石庄村村民王守荣说：“我们平常工作

忙，就把我们家里的老人带过来，看了看环

境、条件都挺好，饭也挺好的，我们平常也

忙，顾不上，送在这里也放心。”

从脑中的“一张蓝图”到如今的“一幅实

景”，是有效探索，也是有益举措。如何真正

实现服务多样化、运行可持续、费用能承受的

新型农村养老模式，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

走，也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确保让农村

养老，真正托起农村老年人幸福“夕阳红”。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发展养老事

业和养老产业，优化孤寡老人服务，推动实

现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下一

步，石庄镇党委政府将继续提升养老服务

质量，同时在阳泉村再建一所养老院，争取

实现石庄各村养老全覆盖，让每位老年人

都能创造出‘夕阳无限好’的多彩人生，在

欢乐、宁静、温馨、和谐中度过幸福的晚

年。我相信在市委市政府以及社会各界人

士的关怀支持下，石庄镇的养老院会发挥

出它的最大效能，打造成养老服务的汾阳

样板。”石庄镇党委书记吕伟说。

（贾晓瑜 吴丹）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在汾阳市

活跃着一支昂扬向上、充满活力的老干部

队伍，他们凝心聚力，老有所为、老有所乐，

用实际行动诠释了老干部坚定的理想信

念、一心为民的精神风采，传递了“老骥伏

枥、壮心不已”的榜样精神。他们退而不

休、发挥余热，为我们讲述了最温馨的党支

部故事，绽放了最美“夕阳红”，这就是汾阳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老干部党支部。

走进市场监督管理局老干部党支部，

琴棋书画百花齐放。健身室、阅览室、档

案室、保健室、棋牌室等“一厅八室”一应

俱全。老干部们休闲健身、阅读学习、挥

毫泼墨，处处洋溢着其乐融融的温暖气

氛。年过花甲的张振国是市场监督管理

局的一名退休职工，见到他时，他正在书

写一幅“寿”字，交谈中，他告诉笔者，这幅

“寿”字是要赠送给老干部党支部一名老

党员的生日祝福。

“我可以说是书法爱好者，我来以后写个

‘寿’字，对老干部们的70 、80、90 岁寿辰每

人送一幅装裱起来，一个是对老干部的关心

关爱和祝贺，再一个就是通过送“字”这个礼

物，移风易俗，新事新办，把老干部的关怀做

到家，老干部非常感谢老干支部的这一举

措。”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退休干部张振国说。

推进移风易俗，倡导文明新风。为深

入推进移风易俗工作，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老干部党支部成立了红白理事会，并制定

了《红白理事会章程》，从老干部老党员做

起，带头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主

动做移风易俗的践行者、宣传者、引领者。

移风易俗树新风，银发课堂学习忙。走

进多功能会议厅，30余名老干部义务监督员

正在聆听市场监管法律法规讲座。每个月

的 23日是市场监督管理局老干部党支部的

集中学习日，支部坚持集体学习和个人自学

相结合，通过设置图书角、送学上门、发放资

料、开展专题讲座、先进事迹报告会、座谈交

流心得等灵活多样的形式，将学习放在首

位，抓在经常、融入日常。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老干部党支部副书

记白耀煌说：“我们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老干

支部，对平常的学习比较重视，多少年来一

直坚持每月至少一次的定期学习，去年以

来，通过对党史的学习，老同志、退休职工对

党的历史、国家历史有了全面正确的认识。

就我个人来说，通过学习，我听别人讲、我也

讲、备课等，感到我虽然老了，但是我比年轻

时候还关心国家大事，还感到作为一名老党

员要积极投入时代的政治学习当中，做一个

称职的退休党员。”

老有所学，提升政治定力；老有所为，发

挥老干余热。党建红映红“志愿红”，市场监

督管理局老干支部在抓好党建工作的同时，

还设立了“市场领域义务监督员委员会”“关

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志愿者服务队”。老

干部义务监督员经常性地开展校园周边食

品安全以及网吧市场专项监督行动，及时提

醒经营者进行意见反馈并提出整改措施，筑

牢食品安全防线，充分发挥了宣传员、监督

员、服务员和信息员的作用，以实际行动真

正做到了老骥伏枥，余热生辉。

“咱们都是老干部搞市场监督的义务

管理员，管理员的职责就是协助局里把总

体市场管好，出去之后一来监督经营者，同

时也监督管理执法人员，职能到位不到位，

有没有越权问题，在监督过程中对经营者

有没有违规违法行为，我们现在老干部退

休了，不能直接执法了，我们可以把问题反

馈回去，不管是经营户的问题还是内部工

作人员的问题，这样促进咱们公正执法，义

务监督员的工作我们已经正常开展了，它

当然不是定期的，但是形成了常态化的工

作，在这一点上，我本人体会到虽然老了，

退休了但是还有所为，这项工作我们要一

以贯之。”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老干部党支部

组织委员任向新说。

多年来，汾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老干

部党支部强化引领、拓展载体，以理论学

习提升向心力，用真情关爱增强感染力，

用弘扬先进激发奉献力，为老干部搭建了

人人可为、处处可为、时时可为的广阔舞

台。老干部党支部被评为“全省离退休干

部先进集体”，2021 年被评为首批吕梁市

离退休干部示范党支部；先后多次被吕梁

市、汾阳市有关部门评为“五星级老干部

活动室”“五好党支部”“先进基层党组织”

“学习型党组织”。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老干部党支部书记

王玲说：“汾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老干支部，

看似个小天地，实际是个大舞台，老干支部

工作与机关工作同安排、同部署、同落实、同

考核、同频共振，老干支部始终保持了组织

活动不间断、服务管理不间断、领导关心不

间断、发挥作用不间断，不断增强老干部们

的单位认同感、组织归属感与政治荣誉感，

把党支部打造成暖心和舒心之家。”

银发生辉心向党，夕阳花开别样红。一

场场别开生面的志愿活动，一次次凝聚合力

的主题党日活动，从“党建红”到“志愿红”，从

学习忙到奉献忙，老干部们以余热生辉的银

发力量绽放时代光芒，演绎最美夕阳红，成

为市场监管领域一道最绚丽的风景。

本报讯 今年以来，汾阳市医疗

保障局将维护医保基金安全作为一

项重大政治任务摆在首要位置，坚

持高站位统筹、高效率推进、高质量

落实，织密织牢医保基金安全防护

网，扎实推动全市医保基金监管工

作走深走实、见行见效。

一是高站位统筹，全链条析判堵

塞漏洞。汾阳市医保局制定汾阳市医

疗保障基金监管办法，建立健全医保

基金监管定期分析研判制度，明确细

化监管职责，形成打击欺诈骗保合

力。常态化开展监管执法培训，全面

规范现场执法、调查取证、证据保存、

决策处理和意见送达等程序。打通

医保与医药机构信息系统数据壁垒，

实现对医药机构医保服务行为实时监

控和分析，确保从源头上堵塞漏洞。

二是高效率推进，全方位宣传

营造氛围。汾阳市医保局深入开展

“打击欺诈骗保、维护基金安全”集

中宣传月活动，开展医保政策“五

进”（进企业、进医院、进社区、进农

村、进机关）宣传活动。充分利用融

媒体、微信公众号、期刊、宣传屏等

“线上＋线下”方式，加强舆论引导

和正面宣传，将医保政策渗透到群

众日常生活中，推动全社会共同关

注、支持、参与医保基金监管工作。

截至目前，滚动播放宣传片 10期，悬

挂 横 幅 500 余 条 ，张 贴 标 语 200 余

条，发放宣传资料 10万余份，解答群

众咨询 20000余次。

三是高质量落实，全覆盖检查保

持震慑。汾阳市医保局聚焦欺诈骗保

高发、频发领域，针对不同性质的定点

机构使用支出医保基金方式的不同，

分类制定检查计划，将全市 237家定

点药店和诊所按行政区域分为八个片

区，对每个片区实行全覆盖检查；聘请

第三方机构对 14家定点医疗机构进

行基金监管检查工作。对有组织的

蓄意骗保行为，敢于“亮剑”、重拳出

击，确保基金监管全覆盖、无死角，持

续保持打击欺诈骗保高压震慑态势。

下一步，汾阳市医保局将始终保

持基金监管高压态势，持续推动医保基

金监管工作走深走实，确保医保基金运

行更加安全高效，有力促进汾阳市医

疗保障工作高质量发展。 （韩志宏）

本报讯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建

设是适应新时代文明创建的重要改

革举措，是打通宣传群众、教育群

众、关心群众、服务群众“最后一公

里”的重要载体。汾阳市峪道河镇

坚持以阵地建设为基础、以群众需

求为导向、以活动载体为抓手，不断

提升专业化管理水平和多样化服务

能力，以实实在在的成效增强广大

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音乐响起来，广场舞跳起来。

在峪道河镇神泉村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每天村民们在欢乐中拥抱新生

活。随着实践站阅览室、舞蹈及休

闲广场等多个功能场所逐步建成开

放，越来越多的村民喜欢来这里唱

歌跳舞排练，锻炼身体，放松交流，

享受健康的生活方式。

“自从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成立以

来，我们村民们有了新的活动场所，

大家闲下来的时候能唱唱歌，跳跳

舞，看书看报，也能闲聊，我们邻里乡

亲的关系，比以前更融洽和谐啦。”峪

道河镇神泉村村民王春莲说。

乡村振兴，文化先行。神泉村的

阅览室内，一个个书柜摆满了各种各

样的书籍，分类明确，整齐有序。大家

拿起一本带着淡淡墨香味的书卷，安

静地阅读着。近年来，峪道河镇神泉

村始终把化解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

揪心事、忧心事作为落脚点，持续发挥

基层文化阵地的积极作用，开展了一

系列接地气、正能量、群众喜闻乐见的

活动，让群众感知“文明温度”，参与

“文明实践”，共享“文化盛宴”，为乡村

振兴注入强大的精神动能。

峪道河镇神泉村党总支书记村

委主任杨景全说：“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成立以来，让广大村民有了平时

交流学习的活动场所，好多村民志

愿者主动参加义务劳动、清扫街道、

参加疫情防控……特别是移风易俗

方面，广泛宣传移风易俗的有关条

例。下一步，我们将组建锣鼓队、秧

歌队，让更多村民参与进来，让我们

村更加活跃起来、富裕起来。”

群众在哪里，文明实践就延伸到

哪里。峪道河镇严格按照“五有”标

准，高标准建设了峪道河镇新时代

文明实践所，下辖 21 个行政村都成

立了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配备了齐

全的办公设施设备，制定了相关制

度，同时成立了志愿服务 9 个分队，

注册志愿者 1000 余名，进一步夯实

文明实践力量，真正发挥了新时代

文明实践所、站以文化人、成风化俗

的作用，做到文明实践“活”起来，群

众生活“美”起来。 （吴丹 段亚楠）

汾阳市栗家庄镇栗家庄村

打造党建主题广场
提升村民“精气神”

汾阳市峪道河镇

文明实践“活”起来
群众生活“美”起来

汾阳市医疗保障局

“三措并举”强化医保基金监管

汾阳市：乡村田野看“丰”景 农民丰收乐开怀

辣椒种植户采摘下来的部分辣椒在院中晾晒的场景

余热生辉绽放最美“夕阳红”
——汾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老干部党支部工作侧记

□ 马聪聪 贺锦

汾阳市石庄镇养老院：解锁农村幸福养老“方程式”

石庄镇养老院外景石庄镇养老院中老人们一同吃饭的场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