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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十月，伴随着收割机的轰隆声，笔

者在岚县普明镇史家洼村看到，广袤的田野

一片金黄，澄黄的玉米颗粒饱满，收割机在

田间忙碌穿梭，一派喜人的丰收景象。这得

益于岚县坚持党建引领，通过村集体经济组

织农业生产托管模式，有效破解了农村土地

撂荒等问题，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助力

乡村全面振兴。

今年以来，岚县把农业生产托管作为壮

大村集体经济、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

深入推进“党支部+村级经济组织+托管主

体+农户”的农业生产托管模式，创新农户利

益联结，带动农民增收致富，实现了“支部有

作为、集体增收入、主体有收益、群众得实

惠”的多赢目标。

该 县 成 立 由 县 乡 两 级 组 成 的 工 作 专

班，坚持党建引领，重点支持村党支部领办

的村集体经济组织，牵头实施农业生产托

管服务试点项目，通过联村共建、资源整

合、抱团发展等方式，实现项目区产业融合

发展，打造岚县农村基层党建示范高地。

同时，突出服务小农户，把引领小规模分散

经营农户带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作为实施

农业生产托管服务项目的重点，围绕玉米、

马铃薯等大宗农产品，推进服务带动型规

模经营，引导整村、跨村或更大区域集中连

片的农户，统一接受耕、种、防、收等农业生

产环节的托管服务，强力推动农业生产托

管工作提质扩面。

“今年我们村实施农业生产托管项目，

土地统一规划、统一种植，农业机械可以集

中作业，不仅节约了油耗，提高了作业效率，

收益也随之提高了。”说起农业生产托管，史

家洼村农机手郭贵和赞不绝口。

据了解，岚县党建引领下的村级集体经

济组织牵头实施的土地托管服务试点项目

面积为 1.93 万亩，重点支持玉米、马铃薯等

大宗粮食作物，探索推广“党支部+村集体经

济组织”的农业社会化服务模式和运行机

制。每乡镇选择 1—3个农业生产托管示范

村，推进机械化、规模化、集约化的高效现代

农业生产方式，着力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

争力，有效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把小农

户引入农业发展大格局。

“以前每到农忙时节，耽误村民外出务

工，现在有了土地托管，一切问题都迎刃而

解了。”史家洼村党支部书记郭怀生说，“农

户只需把土地托管给村集体，自己就可以

当‘甩手掌柜’了，从选种、施肥，再到收割、

销售全部不用操心，腾出来的时间还可以

外出务工增加收入，真正让村民实现‘躺赢

’”。

目前，全县 15 个村集体经济组织全托

管试点村托管土地 2.3 万亩，村集体年均增

收 2.3万元。托管服务组织多环节托管面积

15.5 万亩，农户玉米种植每亩“耕、种、防、

收”环节可节省机械作业费用 104元。农业

生产托管还实现了统一采购农资、统一种植

规划、统一机械耕作、统一技术管理、统一产

品销售“五统一”，不仅降低了生产成本，而

且达到了规模化、节约化和标准化生产。

“下一步，岚县将通过村级集体经济组

织实施农业生产托管服务试点项目，全面提

升村党支部领办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运营能

力，统一开展耕、种、防、收等环节的托管服

务，直接参与服务获得经营性收入，实现村

集体经济高质高效发展。”县农业农村局局

长梁俊山说道。

本报讯 近日，走进岚县梁家

庄乡车道坡村日间照料中心，笔

者看到，老人们三三俩俩围坐在

一起，看电视、下象棋，一片其乐

融融的景象。“真是太感谢党和政

府了，孩子们常年在外打工，像我

一样身体不好的独居留守老人越

来越多了，一个人做饭，基本顿顿

吃剩饭。现在村里的日间照料中

心建好后，老人们都能来这里吃

住，还有娱乐活动，孩子们在外打

工也不用操心了……”74 岁的村

民薛元亮开心地说道。

近 年 来 ，岚 县 县 委 超 前 谋

划，县政府严格落实，坚持以提

高全县老年人的生活品质为出

发点，以健全、完善社会养老保

障制度为基础，以规范、推进老

年服务工作为核心，聚焦全县常

住老年人的急难愁盼问题，按照

“机构跟着老人走”目标，构建幸

福养老服务体系，积极推进全方

位养老服务。

岚 县 现 有 136 个 行 政 村 、8
个 社 区 、3 个 移 民 安 置 点 ，2020
年 以 前 建 成 日 间 照 料 中 心 60
所，2021 年县政府对大蛇头敬老

院 进 行 了 提 质 升 级 改 造 工 程 ，

2022 年县政府对岚城敬老院、河

口敬老院进行了提质升级改造，

重点增强供养机构集中供养能

力，实现农村特困人员集中供养

“ 应 养 尽 养 ”、社 会 失 能 老 年 人

“需托尽托”。2023 年县政府在

东村镇易居苑社区建成一个社

区 幸 福 养 老 工 程 ，开 展 日 间 照

料、休闲娱乐、图书阅览、老年餐

厅、康复保健、精神慰藉等功能

室，无偿或低偿为老年人提供服

务。

目前，全县已有养老机构 4
家，其中公办机构有大蛇头敬老

院 、河 口 敬 老 院 、岚 城 敬 老 院 3
家，总床位数为 146张，全部为公

益性床位。公建民营机构有岚县

老年公寓 1 家，拥有护理型床位

103张，其他床位数 98张，总床位

数 201张。

夕阳有红，关爱无间。“下一

步，我县将以增强老年人的幸福

感、获得感、满意度为目标，不断

构建完善养老服务体系，全力打

造敬老、养老服务‘高地’，托起老

年人的幸福‘夕阳红’。”县民政局

负责人表示。

（尹瑞萍 王俊平）

本报讯 金秋时节，岚州大地处处洋溢

着丰收的喜悦。随着新收获的农产品陆续

上市，如何将农产品变商品、收成变收入，一

直是群众心中最牵挂的事情。“幸亏有了消

费帮扶这样的好政策，我们种的小杂粮较往

年不仅销路好了，价格还比往年高，也不耽

误打工挣钱。”岚县梁家庄乡种植户杨润莲

高兴地细数着消费帮扶带来的益处。

今年以来，岚县加大消费帮扶力度，通

过消费扶贫，运用市场手段，有效打破农产

品“产、供、销”壁垒，促进全县产业发展和群

众持续增收，进一步助力乡村振兴。

该县成立由县委常委、政府副县长任

组长的消费帮扶工作领导组，出台《关于继

续大力实施消费帮扶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

实施方案》和《关于建立消费帮扶县级沟通

协调机制的通知》，由上而下，全面开展消

费帮扶。各乡镇积极行动，举办农产品展

销会，集中展示乡镇优质农产品及特色农

副产品，让农户通过直销增收获益。目前，

界河口、王狮乡等 7 个乡镇组织驻村工作

队、第一书记、帮扶单位和农民合作社开展

了产销对接会，47支省市县驻村工作队、30
余家农业专业合作社、2827户 5.6万名农户

参与，销售农产品共计 371 万余元，户均增

收 1300余元。

同时，打造多元销售矩阵，加大线下展

销，在人流量聚集的宾馆、酒店、超市等场所

设置“特优农产品展销专柜”，展销售卖农副

产品，促农增收。规范“爱心超市”运行管

理，以购代捐、以买代帮，村民通过爱心积分

领取物品，打造村级消费帮扶驻点。在县城

举办爱心助农销售集市活动，每天定时定点

组织农户把生产的优质农产品带到县城进

行售卖，并在城区搭建 6 个总面积 800㎡的

便民棚，免费为农户提供销售场所。加速

“触网”推广，以“832”销售平台为载体，组织

全县 81 个预算单位开展购销活动，共采购

农产品 70.75 万元。充分利用淘宝、直播带

货、微信、手机客户端等“线上”电商平台，实

现消费者网上按需“点单”要货，乡村干部及

驻村干部“派单”寻货，脱贫户或农户“接单”

供货的一条龙服务。通过“线上+线下”同步

展示展销，全县农产品销售额达 604 万元，

发件量达 489.8万件。目前，已签订 94万余

元采购合同，形成全社会广泛参与消费帮扶

的良好局面。将全县农特产品融入文旅资

源，在秀美风景和特色美食的加持下，越来

越多游人选择岚县土豆、莜面等农产品作为

“伴手礼”。“今年白龙山旅游文化节和‘土豆

花开了’旅游文化月期间，现场共销售农特

产品 2.5万件，120余万元。”该县文旅局相关

负责人说道。

此外，不断畅通农产品和市场的连接

渠道，依托物流配送中心，在 9 个乡镇建立

兼具物流仓储、快递收发、短期仓储及特

色产品线下体验等功能的综合服务站，在

121 个农村建立快递服务点，实现行政村

覆 盖 率 100%，进 一 步 促 进 了 生 产 端 和 消

费端的良性互动，全面助力乡村振兴。消

费帮扶，一头连着群众，一头连着广阔市

场，这一“雪中送炭”的举措真正解了群众

的燃眉之急。

（杜丽君 李泥平）

本报讯 今年以来，岚县高

度重视耕地保护工作，通过多举

措打好耕地保护“组合拳”，坚决

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

粮化”，全力把有限的耕地资源保

护好、利用好，牢牢守住耕地保护

红线和国家粮食安全底线。

耕地保护是关系国计民生

的头等大事。岚县实行耕地保

护党政同责、终身追责，县乡

签 订 了 《耕 地 保 护 目 标 责 任

书》，将责任明确到乡镇、图

斑、地块，成立县级耕地保护

整治提升行动领导小组，压紧

压实耕地保护责任，构建一级

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机

制，以“长牙齿”的硬措施，

推动耕地保护工作抓紧抓实抓

出实效。同时，深入开展耕地

保护整治提升行动，出台 《岚

县耕地保护整治提升行动实施

方案》，指导部门、乡镇分类制

定整改方案，逐图斑现场核实

整 改 ， 专 项 整 治 占 用 耕 地 问

题。目前，岚县共有问题图斑

227 个，已完成整改 69 个，其

余正按计划整改中。此外，岚

县还出台了 《2023 年耕地进出

平衡实施方案》，科学核定耕地

“进出平衡”规模、布局和时

序，确保耕地保护目标总量不

减少、质量不降低，稳妥有序

推进设施农用地管理上图入库

工作。

目前，岚县设施农用地共入

库 6 宗，加强新增耕地入库，现

报备县级项目 7个。其中有 2个

项目通过监管入库面积为 505.4
亩，预计今年 5 个县级项目补充

耕地可入库 1650 亩，社会资本

投资补充耕地项目可入库 380
亩。结合“4·15”全民国家安全

日、6.25 土地日等多种形式，采

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宣传

耕地“非农化”“非粮化”等政策，

共发放宣传单页 2000 余份，宣

传人次 500 余人，引导全民深刻

认识耕地保护的重要性、自觉参

与 和 提 高 保 护 耕 地 意 识 。

（尹瑞萍 杨娟娟）

本报讯 近日，岚县宣传系

统在中北大学举办系统干部学

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专题培

训班。这是岚县宣传思想战线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宣传思想

文化工作重要论述精神的重大

举措；是落实县委“宣传思想文

化工作超一流”目标，深化县校

合作的有益探索；更是推动主

题教育走深走实的一次政治实

训。

本次培训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

精神为宗旨，围绕推进文化自

信自强、新时代宣传工作实务、

网络舆情应对等内容开展辅导

授课。授课主题突出、内容丰

富、贴近工作，既有精准的理论

阐释，又紧密结合了宣传工作

实际，安排了交流研讨、现场教

学，进行了学习体会交流，在中

北大学兵器装备陈列基地开展

了现场教学。通过集中培训，

进一步把全县宣传系统干部的

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二十大

精神上来，把智慧和力量凝聚

到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新目标新

任务上来。

据悉，此次培训为期三天，

共培训学员 30 人。“希望通过学

习培训，学员们能熟练运用党的

创新理论、新媒体平台等领域知

识，解决工作中的难点堵点，努

力打造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

强、求实创新、能打胜仗的宣传

思想文化工作队伍。”县委宣传

部相关负责人表示。

（尹瑞萍 王小凤）

10 月 17 日，岚县经济技术开发区召开项目建设推进会暨招商引资项目集中签约仪式，举行山西盛华铸业集团有限公司 10 万吨铸造配套 380 立方高炉搬迁技改项目开工奠基仪

式，现场观摩山西聚义兴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0万吨铸造配套 380立方高炉超低排放改造项目，标志着岚县经开区拉开了年度目标任务“百日冲刺”行动序幕。

孙涛 王宁 摄

10月 17日，岚县举行“书香岚县”城市书房揭牌仪式。县委书记

张新春为“书香岚县”城市书房揭牌。据悉，今年以来全县共打造 3

个高标准“城市书房”，为公共服务窗口单位量身定制配套了 30余个

阅读专柜，推荐评选了 10 个“书香机关”，遴选命名了 10 个文艺采风

创作基地，全县宣传思想文化事业取得长足进步。 孙涛 王宁 摄

岚县多举措打好耕地保护“组合拳”

岚县：农业托管“托”起农民新“丰”景
□ 祁子荣 杜丽君 尹瑞萍 兰建文

打造养老服务“高地”
托起老年幸福“夕阳红”

岚县：做实消费帮扶 助力乡村振兴

岚县宣传系统举办学习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专题培训班

岚县经济技术开发区“百日冲刺”行动拉开序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