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好记者讲好故事”演讲
活动作为吕梁日报社在每年记者节系
列活动中的一项重要活动，已开展两
届。今年的“好记者讲好事故”演讲活
动，来自不同岗位的九位年轻采编人
员用心用情讲述他们在采编校工作中
的所感所悟！从在巩固衔接工作中的
深切感悟，到“巾帼不让须眉”与新闻记
者的身份转化，再到用心感受“美丽幸
福吕梁”所奏出的动人乐章……它们流
淌于采编一线新闻工作者的笔端，或温
情，或澎湃，或催人泪下，生动展现、立
体呈现美丽幸福新画卷。

即日起，本刊将陆续刊登演讲内
容，让我们一起来聆听，感受新闻人
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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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1 日上午，离石区社会保险中心“社保服务进万家”宣讲活动在市区世纪广场举行。活动现场，该中心工作人员主动上前与过往

群众、晨练的市民打招呼，围绕市民最关心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覆盖人员、缴费档次、政府补贴、待遇领取，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企业职工

养老保险的政策规定、缴费流程、转移接续等社保热点问题，“点对点”向问询市民宣传社保政策，通过“面对面”“零距离”答疑解惑，把社保

窗口开到百姓面前，让群众看得懂社保业务、算得清享受待遇、用得好惠民政策。“希望多举行这样的宣讲活动，今天了解了更多社保知识，

让我对社保政策有了更深层的认识和了解！”在广场晨练的市民刘大爷听了宣讲后深有感触地说。 记者 冯海砚 摄

本报讯 （记者 冯凯治） 近日，孝义、汾阳、柳林、

中阳、交口等县（市）公安局纷纷邀请退休老同志重回

警营，新老公安人齐聚一堂，庆重阳，谈变化，献良策。

期间，各地公安机关主要负责人详细汇报了公安

工作成绩单和当前重点工作推进情况，诚挚恳求退休

老同志们积极建言献策，多提宝贵意见。退休老同志

们深情回顾了数十年来在公安战线的奋斗历程，现场

观摩了公安指挥中心、党建综合展厅等，通过图文、展

板、实物等方式感受新时代公安工作新发展新变化。

新入警民警擎旗宣誓、反诈民警现场解析诈骗伎俩

……丰富多彩的活动，赢得全场阵阵掌声。

退休同志们表示，“卸任不卸力”，一定会充分发挥

业务优势、政治优势、经验优势，继续大力支持公安工

作，让“夕阳红”辉映“党旗红”。

我市基层公安机关
新老干警齐聚一起话发展

本报讯 （记者 李雅萍） 10月 17日至 10月 19日，

离石公安分局组织开展警务实战体技能训练活动，深

入推进全警实战大练兵工作，切实提升全体民警警务

实战技能水平，共 120余人参加训练。

训练中，该局以提高警械装备的规范使用和熟练

掌握警械使用技巧为目的，采取分组和模拟警情的方

式，警务实战教官对徒手防卫与控制的要领和技巧、警

械的规范使用及注意事项进行了详细的讲解训练。

训练期间，教官们对民警不规范不到位的动作进行

了现场纠正示范，力求人人熟悉动作要领。参训民警学

习训练热情高涨，大家纷纷表示，通过此次训练，对自身

规范使用警械、依法依规处理突发警情起到了积极促进

作用，希望今后能多组织开展类似的教育活动。

该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强化警务实战训练

工作，锤炼一支“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的过硬公安

队伍，为维护社会治安和谐稳定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离石公安分局开展
警务实战体技能训练

新闻 集装箱

37.为什么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

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这既是对新时代“三

农”形势的清醒认识，也是告诫全党，不管工业

化、城镇化进展到哪一步，“三农”的基础地位

都不会改变，都要始终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

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

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家现

代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处理好工农关

系、城乡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现代化的

成败。从世界各国现代化历史看，有的国家没

有处理好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农业农村发展

跟不上，大量失业农民涌向城市贫民窟，乡村

和乡村经济走向凋敝，工业化和城镇化走入困

境，甚至造成社会动荡。我们党始终把为广大

农民谋幸福作为自己的重要使命，在革命、建

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都十分重视处理好

工农关系、城乡关系。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

来，我们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启动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粮食安全水平显著提升，乡村面貌

焕然一新，“三农”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农业

农村发生历史性变革，为有效应对各种风险挑

战赢得主动，为确保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

大局稳定、如期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发挥

了压舱石作用。

我国发展最大的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

衡，最大的不充分是农村发展不充分，农业农

村现代化仍是国家现代化的短板。当前，我国

正处于不断缩小城乡差距、推进农业农村现代

化的历史关口。同快速推进的工业化、城镇化

相比，我国农业农村发展步伐还跟不上，“一条

腿长、一条腿短”问题比较突出。我国农业增

加值在国民经济总量中的比重已接近工业化

国家平均水平，但农业现代化明显滞后于非农

产业发展，2021年第一产业就业人口占比仍高

达 22.9%，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仅为全员劳动

生产率的 32.8%。我国农村现代化水平明显

滞后于城镇，2021 年全国城乡居民收入比为

2.5∶1，消费支出比为 1.9∶1，乡村道路交通、供

水供电、通信物流等基础设施明显落后于城

镇，城乡教育、社保、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差距

更大。

我国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

家，有能力、有条件在新时代续写工农关系、城

乡关系新篇章，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

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要求，要坚持农业农村

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这为我们做好

新时代“三农”工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

了基本遵循。

第一，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全面落

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立足国内农业资源，深

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不断提高农

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

自己手中。树立大食物观，发展设施农业，构

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

第二，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深化农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

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不断提高农业质量

效益和竞争力，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

第三，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把乡村建

设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位置，统筹

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布局，让广大农村居

民也能过上现代文明生活。

第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完善农村

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帮扶机制，增强脱贫

地区和脱贫群众内生发展动力。

第五，深化农村改革。巩固和完善农村基

本经营制度，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和社会化服务，发展农业适度

规模经营。深化承包地“三权分置”改革，探索

宅基地“三权分置”实现形式，继续推进土地征

收制度和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

改革，保障进城落户农民合法土地权益并鼓励

其依法自愿有偿转让，赋予农民更加充分的财

产权益。

第六，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

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加强农村基层党组

织建设，深化村民自治实践，创新开展农村精

神文明建设，推动礼仪之邦、优秀传统文化和

法治社会建设相辅相成。

据《党的二十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

“2022 年 11 月 14 日”——这是一个值得我

铭记一生的日子。这一天，我被单位吕梁日报

社派驻到帮扶点临县招贤镇，以一名驻镇工作

队员的身份开启一段全新而难忘的人生之旅。

作为一个从小在城市长大、一年之中只有过

年过节才回一两次乡下的人来说，我脑海中的乡

村生活更多应该是陶渊明笔下“晨兴理荒秽，带月

荷锄归”“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田园诗意。

然而直到一次驻镇工作中的入户走访，我才真正

了解到我所忽略的乡村生活的另一面。

那是一个雨后的午间，我随着吕梁市久久

爱心公益协会的志愿者们来到一位招贤特困学

生的家中走访。“天哪！条件实在太艰苦了！”

刚一迈入学生的家门，我们就纷纷忍不住发出

这样的感叹。一间二三十平方米的简陋房屋

里到处堆叠着各类布满灰尘的杂物，仅有的几

件木质家具也早已破败不堪，孩子母亲患有严

重的精神疾病，家里只能靠父亲一人在煤矿打

工，含辛茹苦地养育着两个孩子。面对我们的

来访，这家人刚开始还显得有些紧张和局促，

我们纷纷主动上前，亲切耐心地向他们了解家

庭情况。当问到孩子想用带来的捐助款买些

什么时，只见他看着我们腼腆地笑了一下，轻

轻地咽了咽口水，缓缓地吐出几个字：“我想，

我想吃肉。”听到孩子的回答，周围瞬间鸦雀无

声，在场的每个人都被孩子这一质朴的愿望所

深深地打动。

当然，除了直面物质上的匮乏，镇里的困难

群众还需要精神上的关心和慰藉。

我们就叫他“王奶奶”吧。第一次见到王奶

奶，是和村干部一起到村日照中心慰问。我注意

到，其他老人都在屋里热络地聊着天，只有王奶

奶独自坐在外面墙根的角落。我拍了拍村干部

的背，朝着王奶奶的方向好奇地指了指。村干部

望了一眼，叹声说道：“唉，王奶奶今年八十多了，

耳朵几乎听不见，又有些老年痴呆。村里老人都

感觉她性格比较古怪，又不好交流，所以和她来

往不多。家里孩子又都在省外务工两三个月才

能回来一趟，瞧，总看到她自己一个人，真是怪可

怜的。”我又朝着王奶奶的方向望去，看到她独自

一人，神情确实有些落寞。我鼓起勇气，拿起一

个带来慰问的面包零食，径直走到王奶奶面前，

俯下身子，一边比划一边对她说：“王奶奶，我们

来看您啦，瞧，给您带了面包，您尝一口，好吃

的！”话音未落便撕开包装袋把面包递到她嘴边，

她尝了几口对我微笑着点了点头。

慰问结束后，我朝王奶奶挥手道别。走出

去两三百米的距离，猛然想起刚才拍照时将钥

匙顺手放餐桌上忘了拿，连忙赶回去。拿到钥

匙出门一看，王奶奶正坐在屋外晒太阳，我们四

目相对，她微笑着朝我摆了摆手，示意我过去。

我疑惑地走到她面前，只见她缓缓低下头，从上

衣布兜里掏出什么东西想要递给我，我赶忙伸

手接了过去，摊开手一看，竟然是一颗鲜艳的红

枣！她仍是面带笑意地看着我，示意我尝一

口。我向她道了声谢，开心地咬下一口红枣，瞬

间感到丝丝甜味沁润了我的心田，此时此刻，我

觉得我们的心，在我咬下第一口红枣时拉得更

近了。后来，我与王奶奶又碰了几次面，每次我

都会主动上前问候，虽然她听不清我说的话，我

也听不懂她浓重的乡音，但对彼此的关怀双方

都能感受得到。

自觉有幸，在招贤镇乡村振兴的历史进程

中，一方面，作为一名身处一旁的见证者，我看

见驻村工作队员主动牺牲节假日时间、头顶三

伏天的烈日挨家挨户走访，只为能够将最新的

乡村帮扶政策第一时间告诉所在村的村民；我

看见大学生村官们在乡镇便民中心埋首电脑、

挑灯夜战为镇里 70余位困难户录入信息，一抬

头便已是天边的鱼肚白……每一位乡村振兴工

作者用自己日复一日的努力和付出，涓滴细流

汇成江河，凝聚合力让招贤镇的乡村振兴工作

能够扬帆起航、乘风破浪。

另一方面，作为一名身处其间的亲历者，将

近一年的时间里，我在吕梁日报社各位领导的大

力支持下，跟随着驻镇工作队长闫广明、驻镇工

作队员冯倬足迹遍布了招贤镇的每个角落，对驻

村工作队日常的督导检查、推进道路修建农网改

造项目、联合爱心机构为困难户捐赠慰问等等，

通过一系列具体而微的工作，代表派出单位在帮

扶镇为乡村振兴事业作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春夏秋冬，招贤镇的四季见证了我驻镇工

作生活的点点滴滴。早上出门晨练时，我总是

喜欢随手拍几张招贤日出时秀丽的风景照片，

看着如此美丽的招贤在无数驻村工作者们共同

的努力下，就像冉冉升起的朝阳那般发展得越

来越好，我真是发自内心感到高兴！

在未来的驻镇工作中，我也一定会矢志不

渝、再接再厉，深深植根于眼前这片热土助力乡

村振兴，帮助招贤镇建设得越来越好，帮助咱更

多的老百姓过上舒心的好日子！

认识的人，了解的事
——我的驻镇生活

□ 刘沛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