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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任昱）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推进乡村振兴是当前最大的政治任务。为全面贯彻

落实全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考核评估反馈问题整改动员部署会精神，市委成立

吕梁市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考核评估反馈问题整改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

十八个工作专班，分别由市级领导担任组长，强力推

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高质

量发展，进一步让人民群众更加满意、更有获得感。

市委要求，十八个专班要对照工作职责，聚焦国

考、省考反馈问题，加快推进问题整改措施，确保问

题改彻底、改到位，并建立长效机制，持续推进各项

工作。问题排查专班要全面深入排查具体问题，建

立整改台账及问题、措施、责任“三清单”，闭环管理

推动问题整改到位。防返贫监测专班要开展返贫致

贫风险集中排查，把有返贫致贫风险的农户及时纳

入监测范围，严格规范退出标准和程序。干部培训

专班要聚焦换届后部分新任职乡镇党政正职、村“两

委”主干和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员政策不了解、业

务不精通、工作不会干的问题，开展全覆盖培训。驻

村帮扶专班要全面加强对驻村干部的管理监督，严

格考核奖惩，对不胜任的要及时召回撤换。易地扶

贫搬迁后续扶持专班要结合抓党建促基层治理能力

提升专项行动，全面提升集中安置点的配套基础设

施和公共服务保障能力。产业发展专班要着力培育

壮大市场主体，打造农产品精深加工产业集群，完善

产业帮扶利益联结机制，提高脱贫户经营性收入比

重，并落实好“五进九销”消费帮扶措施，大力开展产

销对接活动。小额信贷专班要全面落实金融帮扶各

项政策，扎实做好脱贫人口小额信贷工作，支持脱贫

群众自主发展产业，推动应贷尽贷，有效防控信贷风

险。就业帮扶专班要全面开展脱贫劳动力和防返贫

监测户劳动力务工就业信息摸底核查工作，逐人建

立台账，持续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拓宽就业增收渠

道。提升脱贫人口人均收入专班要着力推动各类惠

农补贴、补助、补偿资金及时足额发放，扎实推进“清

化收”工作，管好用好光伏电站，发展壮大农村集体

经济，并扎实做好收入统计工作，确保应统尽统、真

实可靠。资金项目专班要严格落实各级乡村振兴衔

接补助资金用于产业发展的比例要求，提高资金项

目匹配率，加快资金支出进度，强化全过程绩效管

控。住房安全保障专班要对全市自建房安全、危房

改造开展专项整治，动态改造消除农村危房，加快推

进采煤沉陷区集中新建安置房建设，确保安置群众

如期搬出旧房、入住新居。饮水安全保障专班要开展饮水问题集中排查，健全常

态化监测机制，及时发现并解决问题隐患，全力保障农村饮水安全。健康医疗保

障专班要持续抓好脱贫人口基本医保参保排查，及时跟进落实医保政策，加强乡

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建设，提升乡村医疗卫生人员待遇和能力素质。农村养老

保障专班要大力推进农村养老服务设施建设，规范运行管理，加强农村留守老年

人关爱服务，推进城乡居民补充养老保险工作，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服务业发

展。控辍保学专班要加强动态监测，完善落实劝返复学工作机制，强化教育资

助、送教上门等工作措施，确保适龄少年儿童无失学辍学。监督执纪专班要对各

个工作专班的工作和各县市区的整改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推诿扯皮、行动

迟缓、敷衍整改的要严肃问责。消费帮扶专班要统筹推进消费帮扶专柜、专馆、

专区建设，组织开展“五进九销”消费帮扶活动，健全电商公共服务体系，完善电

商物流配送体系，以农村电商发展助力消费帮扶提质增效。乡村建设和乡村治

理专班要引深乡村振兴示范创建活动，重点解决农村“厕所、垃圾、污水”三大难

点，开展党的二十大精神宣讲进农村、进农户活动，深入推进移风易俗，规范村规

民约。

本报讯 （记者 付永文） 金秋九月，

“氢”风徐来。9月 7日，由山西省工业和信

息化厅，中共吕梁市委、市政府共同主办的

氢能经济发展论坛在太原举行。副省长赵

红严出席并致辞。市长张广勇作主题报

告。省政府副秘书长曹荣湘、省工信厅副

厅长李鑫，市领导任忠、闫林等参加。

氢能经济发展论坛是 2023年太原能

源低碳发展论坛的平行论坛,以“绿色低

碳 氢赢未来”为主题，邀请中国工程院院

士彭苏萍、加拿大工程院院士王海江等氢

能领域的专家学者，以及国内外行业协

会、企业家代表等 200 余人，共迎“氢”盛

会，共话“氢”产业，共谋“氢”未来。

赵红严指出，作为全国能源革命综

合改革试点省份，山西始终将发展氢能

作为推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构建现代

能源体系的重大任务。省委省政府抢抓

国家布局氢能的战略机遇，深入实施产

业链链长制，把氢能产业链确定为全省

十大重点产业链之一加以培育。现在全

省初步形成了涵盖氢能制备、储存、运

输、加注、应用的全产业链体系，并在太

原、大同、吕梁、临汾、长治等地开展示范

和应用。山西氢能产业正在实现从无到

有、从弱到强的蜕变。

张广勇作了“抢占氢能蓝海 打造

氢都吕梁”的主题报告，全面介绍吕梁经

济社会发展及氢能产业发展战略与未来

规划。他说，近年来，吕梁市认真践行

“双碳”战略，坚持把氢能产业作为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大力实施“一体两

翼、三港四链”发展战略，实现了从“破题

开局”到“全面开花”的精彩蝶变，占据了

打 造 氢 能 产 业 高 地 的“ 天 时 、地 利 、人

和”。目前，全市已形成 7.5 万吨制氢能

力，11 座加氢站建成投用，300 辆氢能重

卡投入运行，年产 1000 辆氢能商用车生

产线建成投产，“气—站—运—车”全产

业链发展体系初步形成，氢能发展指数

全省第一。

张广勇说，氢能产业承载的是能源

革命和转型发展的新希望，背靠的是万

亿级的大市场，必将大有可为，也必将大

有作为。我们将“氢”力打造北方重要的

氢能产业高地，持续推进“气—站—运—

车”全产业链建设，力争到 2025 年，氢能

产 业 链 总 产 值 超 过 200 亿 元 。 我 们 将

“氢”心打造国内领先的示范应用基地，

积极布局“氢进万家·氢能小镇”科技示

范工程，逐步拓展氢能多领域示范应用，

带动产业规模化、商业化发展。我们将

“氢”情打造全国一流的产业发展宝地，

坚持每年投入 1亿元专项补贴资金，用好

总规模 100 亿元的产业转型股权投资基

金，实行专班“一对一”跟踪服务，用“真

金 白 银 ”“ 真 心 实 意 ”支 持 氢 能 产 业 发

展。真心希望各位专家学者为吕梁多出

点子、多献计策，做吕梁氢能产业发展的

“最美引路者”；真切期盼各位业界精英

关注吕梁、投资吕梁，做吕梁高质量发展

的“最佳合伙人”；真挚承诺为来吕投资

兴业的四海宾朋，提供最暖心服务、营造

最舒心环境，做大家创业创新的“最优服

务员”。

论坛上，彭苏萍、王海江等院士专

家、企业家围绕中国氢能源与燃料电池

发展战略研究、双碳目标下如何推进氢

燃料电池产业化发展等作主题报告，围

绕“碳中和 氢经济 新动能”开展圆桌对

话，碰撞“氢”思想，共话“氢”未来。论坛

同时举行了氢能及燃料电池汽车示范评

价平台数据库发布暨联合实验室揭牌仪

式、氢能发展指数发布仪式。

当天下午，与会人员还深入我市鹏

飞集团进行了现场观摩、座谈交流。

本报讯 （记者 王涛） 9 月 5 日至 7
日，市人大常委会组织我市省十四届人

大代表赴晋城市就乡村振兴、美丽乡村

建设、康养产业等方面工作进行跨行政

区域专题调研。省人大代表、市人大常

委会主任刘振国，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张耀峰、李双会，秘书长张建国参加调

研。晋城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常青，副主

任董小清陪同调研。

三天时间里，调研组深入高平市太

行人家喜镇苏庄、寺庄镇釜山村，陵川县

古郊乡锡崖沟村，晋城丹河新城，泽州县

司徒小镇、白马寺高端康养示范区，阳城

县北留镇皇城村、郭峪村等地，详细了解

了晋城市在乡村振兴、美丽乡村建设、康

养产业等工作中所取得的成绩和具体经

验做法。

代表们对晋城康养产业所展示出的

迅猛发展势头，乡村振兴呈现出的蓬勃

生机，给予高度赞誉。马爱玲代表说，作

为一名来自基层的人大代表、驻村第一

书记，一定要把此次考察调研的内容学

习好，总结好，宣传好，借鉴好。回去以

后，要根据实际，把握重点，以“农旅融

合”带动旅游业发展，以特色种养带动产

业发展，高质量走好乡村振兴特色发展

之路，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发

展，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张

绳顺代表表示，乡村振兴一定要充分挖

掘当地历史文化，要依托当地独特的地

理环境以及产业特色，从当地的靓点着

手，加大投入塑造精品，做到特色鲜明、

宜居和美，环境优雅、产业兴旺、百姓富

足、文化繁荣。大家纷纷表示，要学习、

借鉴晋城市在推动文旅康养产业基础设

施建设方面的好经验好做法，为提高我

市公共服务管理水平积极建言献策。要

学习、借鉴晋城市农村地区农林文旅康

“多业融合”提质增效发展思路、创新方

式，为推动我市乡村振兴促进农民增收

发挥好人大代表的作用。要学习晋城市

建设森林康养、医养康养、生态康养、休

闲民宿产村融合等各种主题的文旅康养

产业示范片区的经验做法，为我市康养

产业发展提供发展路径。

本报讯 近日，一本反映文水县乡

村古建筑的《乡村民居》经吕 2023016
号批准，由文水县文联编印出版。该

书作者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吕梁市

作家协会副主席梁大智，这是他继由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乡村记忆》

《乡村时代》《乡村风情》乡村三部曲后

的又一成果。

从 2020 年开始，梁大智历经三年

时间走遍文水所有乡村进行调查研

究 ，先 后 深 入 228 个 村 庄 ，走 访 老 者

2186 人 ，召 开 座 谈 会 236 次 ，拍 摄 了

照片 3800 余张，收集村志、家谱、老照

片 260 余件，累计行程达 25600 多华

里。他以散文纪事的笔法，记录乡村

口述历史、故事传说 230 余万字。通

过对每个独立村庄为基本单位的年

长者的采访，记录即将消逝的故事、

传说，收集整理村名来历、传统建筑、

庙宇文化、非遗文化、传统文艺、晋商

文化、红色记忆等内容，具有一定历

史 、文 化 、科 学 、艺 术 、经 济 、社 会 价

值。文中蕴藏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和

文化景观，将为中国农耕文明遗产留

下丰富的文字史料，也会对乡村振兴

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乡村民居》是从作者拍摄的 3800
余张乡村古建照片中精选出来的，包

括乡村古民居、门楼、祠堂、庙宇、戏台

以及木雕、砖雕、石雕等近千余幅照

片，书中还介绍了各村古民居的概况，

民居背后的故事与传说，以及这些古

建筑所承载的晋商、庙宇、非遗、大院、

祭祀等文化信息。

（彭玲 张佩）

绿色低碳 氢赢未来

氢能经济发展论坛在太原举行
赵红严出席并致辞 张广勇作主题报告

图为氢能经济发展论坛现场。 侯利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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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水《乡村民居》出版

市人大常委会组织我市省十四届人大代表赴晋城调研
刘振国参加

“百善孝为先，孝为德之本”。孝敬

父母、尊敬长辈是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

美德。在交城县有这样一位好女儿，她

尽心侍奉公婆、无怨无悔地付出一切，用

实际行动延续着中华民族孝老爱亲的传

统美德，用坚强乐观与大爱柔情弘扬了

新时代的正能量，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

的孝老爱亲赞歌——她就是交城县天宁

镇坡底幼儿园教师杨健。

今年 36岁的杨健出生在一个普通的

农民家庭，幼年因父母忙于生计无暇照

料，便跟随着双目失明的外公外婆一起

生活，环境和条件虽然艰苦，但外公外婆

总会把最好的留给她，让她每天在温暖

的怀抱和暖情的故事陪伴中度过。年复

一年，在这个有些残缺但时刻被爱与幸

福包围的家庭中，她逐渐学会了独立、坚

强与感恩，收获了生存的技能与苦中作

乐的本领。

2009年 11月，25岁的她带着家人的

祝福和对人生新旅程的憧憬，步入了婚姻

殿堂。爱人敦厚老实，是公婆中年所生的

独子，于是从新婚第一天开始，她便与已

过花甲之年的公婆同住一个屋檐下。婆

婆善良勤快，公公开朗豁达，逐渐地她的

家庭中形成了婆婆照顾全家人衣食起居，

公公帮忙照看儿女，她和爱人全身心投入

工作的生活模式，婆媳关系融洽，夫妻相

敬如宾，亲子关系和谐，一家六口相依相

伴，其乐融融。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

旦夕祸福。2019年 4月，一向身体硬朗的

婆婆突发重病，经医生诊断为淋巴癌晚

期，已无治愈希望。屋漏偏逢连阴雨，正

当夫妻俩忙于照料婆婆，在太原和交城两

头跑时，八十岁的公公偶然得知婆婆的病

情，突如其来的噩耗，让原本就有肺气肿

的他精神崩溃，瘫倒在床。两位老人的双

双倒下，彻底打破了他们平静的生活，工

作、伺候病人、照顾孩子、操持家务等重担

顷刻间落在了这对年轻夫妻的肩上。

每天天不亮，杨健便开始打扫、做

饭、照顾老人。每个星期，都要为二老换

洗衣物、清洗晾晒被褥，丈夫工作忙，她

安顿好老人和孩子后，再赶去单位上班，

晚上还要在灯下为一家人忙里忙外，一

熬就是大半夜。公公婆婆病情严重时，

吃、喝、拉、撒全在床上，她天天为老人端

屎端尿，精心伺候，一直到婆婆病逝。“我

妈要走的时候，她的手一直在摸索着什

么，我们都把手伸过去，她只是紧紧地抓

住杨健的手，就这样安心地走了。”至今，

杨健的丈夫仍记得母亲生命最后时刻的

场 景 。 婆 婆 走 后 ，杨 健 哭 得 比 谁 都 伤

心。丈夫的三姨哭着说：“我二姐在世的

时候，多亏了这个媳妇，才让她的晚年没

有受太多的罪，就是苦了这个好媳妇，自

己的闺女也不过如此啊！”

婆婆的离去让公公病情再次恶化，

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出现了老年痴呆的

症状并伴有大小便失禁现象，白天不定

时睡觉，晚上敲敲打打，大声呼喊，她和

丈 夫 担 心 发 生 意 外 ，每 晚 都 会 轮 流 陪

伴。人们常说“久病床前无孝子”，但杨

健认为，“功夫不负苦心人，家和才能万

事兴”，她开始四处求医问药，尝试用各

种治疗办法为老人医治，家里最难的时

候，她就到娘家去借钱。为了让老人吃

好，她天天变着花样给老人做饭，还买了

各种专业护理的书籍，查阅电子食谱资

料，研究什么食物和营养配比更适合老

人，更有利于消化和康复。杨健常对丈

夫说：“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老的时候，也

都需要儿孙晚辈的服侍，更何况是咱自

己的爹妈。他们给了你生命，含辛茹苦

把你养大，现在年纪大了，又正在饱受着

病痛的折磨，做儿女的一定要倾尽全力

地照顾好老人，让他们安享晚年，也让我

们的将来不留一点遗憾。”

为了方便照料，杨健和爱人将公公

安顿在了带有独立卫生间的主卧，安装

了电视机、收音机给老人解闷，为避免在

上班时间发生意外，还专门安装了与手

机同步的高清摄像头，以便随时查看老

人在家的活动情况。平时，不论工作多

忙，她和爱人都会轮流陪公公说说话，期

盼唤醒他的记忆。天气好的时候，也时

不时推他去晒晒太阳，孩子们还经常会

带着玩具和爷爷一起做些互动小游戏。

每次做好饭后，她总是先将热腾腾的第

一碗端给公公吃，还时刻叮嘱他要细嚼

慢咽。牛奶、鸡蛋、牛肉等营养品也从未

间断过，她还经常买一些老人喜欢吃的

米面煌、枣泥糕等粗粮摆放在床头，便于

他想吃的时候随时可以吃到。（下转4版）

传承好家风 孝亲美名扬
——记第七届吕梁市道德模范杨健

□ 本报记者 刘丽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