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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感谢吕梁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

视、周到安排，让我可以踏上三晋大地、了

解美丽吕梁。同时，也非常感谢山西分社

的热情邀请、亲切陪伴，让我在这个美丽

的深秋时节深入践行‘四力’、收获颇丰。”

人民日报社总编室编辑陈世涵激动地对

记者说。

“我和吕梁的结缘，最早来自于一篇

稿子”。陈世涵说，“今年上半年，版面领

导带领我组织策划了一组美育主题系列

策划，其中一篇由分社付明丽老师主笔、

题为《中央音乐学院在山西吕梁开展教育

帮扶播撒艺术种子蕴育音乐梦想》，刊登

在 7 月 4 日的《人民日报》上，收到良好的

社会反响。“120天后的今天，我坐在这里，

向吕梁市的各位领导汇报工作，我想这不

得不说是一种缘。”

2017年 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

察工作时指出，革命战争年代，吕梁儿女

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伟大的吕梁精神。

我们要把这种精神用在当今时代，继续为

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为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而奋斗。

陈世涵通过“对党忠诚，无私奉献，敢

于斗争”这十二字的吕梁精神，结合采访

时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畅谈了他眼中

的吕梁精神的新实践新成果。

陈世涵说，吕梁人民对党忠诚，让红色

成为吕梁最亮的底色。10月 30日，人民日

报“行走黄河看吕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在兴县晋绥边区革命纪

念馆启动。从蔡家崖村到北坡村，兴县犹

如一本生动的历史教材，在我们眼前将红

色故事娓娓道来。在吕梁这片红色大地

上，有 176处红色革命遗址，这不仅是吕梁

精神的载体和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开展红

色教育的宝贵之地。这也不只是兴县，在

走访岚县、方山县时，当地的党员干部不止

一次提到“党建+”这一概念，用鲜活的事

例、丰富的成果，展示红色精神，引领人们

走上美好生活的生动实践。

陈世涵说：“吕梁人民无私奉献，做好

百姓增收致富的引路人。岚县以打造‘山

西马铃薯种薯第一县’为目标，从资金、政

策上帮扶康农薯业，研发生产脱毒原原

种。当地脱毒种薯覆盖率从 30%增加到

了 90%以上，商品薯亩均增产 30%左右，

亩均增收 500元以上。方山县以生态文化

旅游示范区为牵引，加强土地流转创收、

积极引入新兴旅游业态，打造‘文旅+’，方

山县庄上村预计今年村集体收入超 60 万

元，全村人均年收入达 10000 元以上。走

在吕梁，我深刻感受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的强劲动能，也从村民一张张充满笑容

的脸庞上，看到百姓增收致富的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

陈世涵说，吕梁人民敢于斗争，有力

推动吕梁实现高质量发展。艰难困苦，玉

汝于成。吕梁的历史因素和自然环境赋

予 吕 梁 人 民 善 于 创 新 和 勇 于 创 新 的 特

质。吕梁曾是全国 14 个集中连片特困地

区之一、山西省脱贫攻坚的主战场。如

今，10个贫困县全部摘帽，现行标准下 59
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生态扶贫、吕

梁山护工、光伏扶贫“三大品牌”叫响全

国。项目建设如火如荼、产业发展质量双

增、营商环境不断优化……吕梁深入贯彻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

略，形成了一系列典型经验和亮点成效，

这也是讲好新时代吕梁故事的最大底气。

行走黄河看吕梁，行走县城看发展。

陈世涵说：“期待吕梁市立足自身红色资

源、文化资源、矿产资源、生态资源，积极

学习先进经验、灵活利用后发优势，在新

时代中国故事中书写新的吕梁篇章，将吕

梁的好故事好声音传得更广、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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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刚来人民日报社山西分社一个

月的记者，很荣幸这次能参加‘行走黄河

看吕梁调研行’，有机会躬下身在田间地

头寻找冒热气带露珠的新闻，在团队作战

的行进式报道中锤炼业务本领，记录了吕

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美丽故事，为把

新闻报道写在祖国大地上而不断努力，也

衷心祝愿吕梁这片美丽的土地发展越来

越好。”说话轻声慢语的人民日报社山西

分社记者马睿姗，每个字眼里透着对吕梁

的赞许和祝福。

马睿姗说：“我们党的每一段革命历

史，都是一部理想信念的生动教材。作为

一名党报人，来到革命老区吕梁，在晋绥

边区军区司令部的院子里，站在毛主席和

《晋绥日报》编辑谈话的旧居前，更感肩上

的责任厚重。也唤醒了八年前我坚定地

选择报考新闻学，选择成为一名人民记者

的初衷。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和营养剂，

我了解了这段历史，更能感受出传统文化

基因如何像血脉一样，深深铸就当今新时

代的吕梁故事。”

马睿姗激动地说，在沙棘产业示范基地

的岚县界河口镇采访，感受到了当地干部为

老百姓干实事、谋幸福的初心不改。界河口

镇副镇长郑二小为把沙棘产业发展起来，做

了很多敢为人先的破局尝试，依托岚县原有

20万亩野生沙棘和 10万亩新植大果沙棘优

势，创建了集沙棘品种开发、沙棘产品销售

和服务为一体的山西秀荣沙棘制品有限公

司，解决了周边 200余人的就业问题，带动

周边 629户贫困户 1858人实现稳定持续增

收，户均年收入达 2000元以上，村里的留守

老人终于有活干、有钱赚了。

马睿姗说，在“美丽宜居示范村”的方

山县庄上村采访时，着实为腰包鼓起来的

村民高兴。庄上村在脱贫攻坚期间，用造

林合作社靠林增收、修建春秋大棚靠菜增

收、发展全域旅游靠旅游增收这三个法宝

来发展村集体经济，实打实地让村民的生

活越来越好。行走在村边的阡陌小道，日

暮时分，村民赶着羊群回家，老人孩子闲

坐在院落中，为古村落带来了烟火气息，

用百秒说家乡的短视频形式记录下了这

些村庄依山傍水产业振兴的美丽景象。

马睿姗带着问题来调研，循着亮点去

采访。她说，看到了吕梁牢固树立绿色发

展意识的决心和定力。在山西焦煤西山

煤电斜沟煤矿，看到已经建立了完善的环

境保护管控制度，全方位、全过程推行水

资源节约，实行清洁低碳的绿色生产方

式，实现了水资源的循环再利用。在岚县

看到退耕还林与绿色产业发展相结合、将

增绿与增收相结合，一手抓退耕还林，一

手抓绿色产业发展成果。目前，岚县沙棘

产业富了百姓、绿了荒山，真正让习近平

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可持

续发展理念成为现实。

站在乡村振兴、绿色发展的新起点

上，一代代吕梁人秉持着敢于创新、敢为

人先的精神，用实干谱写今天的吕梁精

神。“我作为一名人民日报记者，我将始终

牢记肩上的使命与职责，将持续关注吕梁

发展的新动态，记录吕梁更多的美丽故

事，也衷心祝愿吕梁这片美丽的土地发展

越来越好！”马睿姗告诉记者。

“本次人民日报‘行走黄河看吕梁’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调研行走进了

吕梁的沿黄县，聚焦农业农村基层，从乡村

治理到农业转型，从产业发展到生态保护，

采 用 全 媒 体 手 段 全 面 聚 焦 吕 梁 高 质 量 发

展。我参与其中，收获非常大，感触也非常

深。”调研行结束后，人民日报社新媒体中心

记者刘若轩深有感慨地说。

刘若轩说，四天的时间里，同行的记者们

用一篇篇“连天线、接地气、沾泥土、带露珠、冒

热气”的新闻作品、调研作品，全景深入地展现

了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们最朴实的故事。让

人印象深刻的是兴县狮子洼村的“新乡贤”蔡

保平，他和村干部一起，跑项目、流转地、筹资

金，把村里产业搞得像模像样。“老伴孩子都在

西安，一个人在这里玩命地干。想家了，就自

己开车回西安。”这样默默奉献的人，需要有人

讲出他们的故事，讲好他们的故事，这也是本

次调研行的题中之义。

“在坚持放大文字力量的同时，我们也

努力利用好影像的力量，通过一个个短片，

展现高质量发展的一个个精彩瞬间。”刘若

轩说，“在临县，我们参观了千亩食用菌园

区。对于千亩到底有多大，我心中的一直没

有概念，直到无人机升空的一瞬间，看着一

望无际的大棚，我知道，这才是真正的靠质

量，谋发展。在黄河岸边，在碛口明清古街，

我们通过直播的镜头，全景展现了这个明清

古镇所蕴含的历史韵味和在新时代所焕发

的乡村魅力，配合航拍画面和民俗特写，力

求呈现一个有滋有味的古镇新颜。

通过移动互联网，一个个鲜活的个体走

进了千万人的视野中，也成为农民致富的新

途径。在碛口镇李家山村，一个有着 20 多

万粉丝的农民阿姨牛牛妈，在镜头前熟练地

用方言和粉丝互动的场景震撼了刘若轩。

他说，移动直播，已经成为新媒体传播不可

或缺的一部分。它既全景式地展现了此时

此刻所在环境的全貌，又声情并茂地展现了

一个立体的主人公形象，激发了受众的参与

感，拉近了彼此的距离。

刘若轩说，这次难忘的吕梁之行，从乡

村振兴的大视野，看到了农民们增收的笑

脸，也看到了广袤田野间翻天覆地的变化。

希望通过笔和镜头，讲好新时代的吕梁高质

量发展故事。

在来到人民日报山西分社做记者之前，

付明丽对吕梁这座城市的了解和印象主要

来自导演贾樟柯的一些影视作品。由于贾

樟柯的作品更多时候把镜头对准故乡萧条

的经济、略显冷漠空洞的底层小人物、以及

无聊乏味的乡镇生活，所以在她的印象中，

吕梁这座城市好像是灰色的。

来到山西分社的四年时间里，付明丽陆

续踏足吕梁的一些地方。也看到了与自己

想象中完全不同的吕梁，原来吕梁是如此的

山河多娇、充满生机。

这次的“行走黄河看吕梁”调研活动，又

带给付明丽一些新的惊喜。比如在兴县晋

绥边区革命纪念馆，当她看到毛泽东《对晋

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旧址的时候后，突

然感觉与兴县产生了一种情感联结。作为

一名新闻专业学生，这次谈话是付明丽大学

课程中必学的一段新闻史，而此刻站在这

里，这种奇妙的情感更是到达了顶峰。

在兴县蔡家会镇狮子洼村，付明丽惊讶的

了解到，这个村的晋剧团在养活剧团里所有工

作人员的同时，每年还能给村集体创收 3万

元，对于一个村剧团来说，这是非常难得的。

在临县碛口镇李家山村，付明丽认识了很

多村民。他们生在大山、长在大山，没接受过

什么教育，却在乡村旅游带动下成为村里的讲

解员，通过自己的勤奋在家门口实现了就业。

甚至还有一位村民变身成为拥有 20多万粉丝

的网络博主，向全国各地介绍自己的家乡。

“这些故事各不相同，但是都反映出吕

梁儿女勤劳智慧、勇敢坚韧的品格。吕梁这

片红色的热土处处迸发着活力。虽然革命

战争年代已经过去，但是‘对党忠诚、无私奉

献、敢于斗争’的吕梁精神正在激励着每位

吕梁儿女创造更美好的生活，我也真心的祝

福吕梁的明天更加美好。”付明丽说。

10月30日—11月2日，人民日报“行走黄河看吕梁”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调研行全媒体采访团一行 18人分两组深入我市兴

县、岚县、方山县、临县、柳林县、离石区，围绕黄河流域黄河文化传承、生

态保护、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等内容走访了18个点位，对100多名采访

对象进行了行进式采访，他们用笔、镜头报道了吕梁高质量发展的新成

效、新亮点、新经验，讲述了新时代的吕梁故事。11月2日，我市与人民

日报“行走黄河看吕梁”调研行采访团举行座谈。吕梁日报记者采访了

5名人民日报社记者、编辑，听他们从历史、动态的角度看吕梁的进步和

发展，讲述他们切身感受到的吕梁文化之美、发展之美、生态之美。

在 11月 2日我市与人民日报“行走黄河

看吕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调

研行采访团的座谈会上，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张燕表示，作为一名吕梁人，以采访调研的

角度重游家乡，深入感受吕梁高质量发展的

新篇章，深刻感受到了吕梁的变化和进步。

作为黄河流域生态脆弱地区，吕梁过去

的生态环境并不理想，光秃秃的黄土山，一

刮风就漫天黄土。张燕说，这次到吕梁，虽

然已是深秋的尾巴，仍然能看到漫山遍野的

灌木、草甸，山川披上了颜色，焕发了新颜。

尤其在岚县、方山，听到同行的记者感叹“吕

梁山真好看”，“吕梁的水真美”，张燕既感慨

又骄傲，吕梁在做好生态环境保护、筑牢绿

色生态屏障的不懈努力，在保护黄河流域生

态环境治理上取得了显著成效。

张燕说：“过去十年，我不止一次采写过

有关吕梁的报道。每次在新闻中写到吕梁，

后面总要跟上一句‘全国 14 个集中连片特

困地区之一’。 2020 年，吕梁终于摘掉了

‘贫困’的帽子，我也在这一年报道过吕梁山

护工走出大山的故事，采访过全国脱贫攻坚

奖获得者马金莲，深知在这里改变贫困是一

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

三年过去了，吕梁不仅守住了脱贫攻坚

的底线，没有发生规模性返贫，而且在推进

乡村振兴、促进高质量发展方面打开了新局

面。

张燕说：“在去往兴县的路上，看到沿途

有许多加氢站，询问后才知道氢能产业链已

经在吕梁全面开花。在采访元泰高导材料

有限公司时，很难相信坐落在山坳里的一个

工厂，居然生产出独供华为手机转轴制造所

需要的高强度原材料。这都是吕梁充分利

用当地资源优势，布局新兴产业集群的真实

写照。”

“通过这几天的调研采访，看到了吕梁

的昨天和今天。这里曾是一片贫瘠的土地，

如今却焕发出勃勃生机。这背后，是无数前

辈们艰苦卓绝的努力和拼搏，更是新时代吕

梁人践行吕梁精神的具体实践和诠释。”张

燕说：“作为党报记者，今后会持续关注吕

梁，全方位、多角度报道吕梁践行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推动高质量发

展的生动实践，诚心祝愿家乡吕梁越来越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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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时代中国故事中书写新的吕梁篇章
——访人民日报社总编室编辑陈世涵

□ 本报记者 任昱

记录美丽幸福吕梁的更多故事
——访人民日报社山西分社记者马睿姗

□ 本报记者 康桂芳

全媒体视野讲好吕梁高质量发展故事
——访人民日报社新媒体中心记者刘若轩

□ 本报记者 罗丽

吕梁正焕发出勃勃生机
——访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张燕

□ 本报记者 白凯冰

祝福吕梁明天更好！
——访人民日报社山西分社记者付明丽

□ 本报记者 刘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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