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守住根脉聚民心 留住乡愁谋振兴
石楼县小蒜镇乡村振兴走出新模式

守住初心 谋振兴

石楼县小蒜镇徐家峪村，地处吕梁山脉黄土

高原的团远山下的一条山沟里，距县城 25 公里，

较为偏僻，自然条件较差。但土地资源丰富，接续

多年的植树造林，漫山遍野一片葱绿，枣树、核桃

树、杏树、苹果树等经济林成为当地的支柱产业，

2020年实现整村脱贫。

脱贫攻坚以来，石楼县委、县政府根据国家脱

贫攻坚政策，要求每个乡镇建一个脱贫攻坚移民

安置点。其它乡镇都选择了县城的安置点，只有

小蒜镇选择在距县城 25 公里的徐家峪村建设安

置点。

徐家峪村地处黄土高原湿陷区，村庄所在山

体易滑坡、塌陷，地质灾害严重，从长远发展考虑，

需整村移民。徐家峪村定为全县 6个移民安置点

之一，是全县唯一建在乡镇的移民点。

2016年，项目立项，2017年，徐家峪村并入小

蒜镇小蒜村，并将安置点设在了离小蒜村 1.5 公

里、距旧村 2公里的沟口。一期工程占地 17800平

方米，共建高标准住宅 152套，面积分为 50平米、

75平米、100平米、120平米四种户型，客厅、卧室、

厨房、卫生间等居住功能齐全，与城市的住宅标准

相同。

项目于 2017 年 9 月 10 日动工，2018 年 12 月

10 日交付使用。但由于填沟造地，土层虚，文化

活动广场、文化活动室地基沉陷、室内裂缝，化粪

池塌陷，不能使用；东北面护坡无绿化，排水渠因

坝沟地排水造成堵塞，存在安全隐患。冬季供暖

采用烧煤锅炉，既不环保，又不经济。安置点未设

立党组织机构，没有党员活动室，工作软弱涣散，

实事好事办成了群众的烦心事、伤心事。

针对存在问题，县委书记王廷洪、县长张鹏

耀，纪委书记马科峰、副县长郭永东等县领导先后

深入现场调研，带领 18 个县直相关部门现场办

公，各部门根据职责认领任务，全面开展整改。

2022 年 8 月，县委调整了小蒜镇党委领导班

子，任平儿从县应急管理局局长的任上临危受命，

调任小蒜镇任党委书记。

“习近平总书记讲，一切要以人民为中心。作

为党的基层领导干部更要不忘初心，把人民群众

装在心里。你为群众做的每一件事群众都记在心

里。只要你真心为群众办实事，群众才会拥护你、

支持你”。上任第一天，任平儿就与镇干部、市教

育局驻村工作队来到徐家峪村，入户走访、与村民

促膝谈心，了解村民的真实想法，问题的症结，寻

求解决问题的办法。

镇党委首先在移民点配套健全党组织机构，

设立了党员活动室，并派驻工作组。书记任平儿

亲自蹲点，一件一件落实。

10月 23日开始，徐家峪移民安置点实施院内

硬化、管网铺设以及道路硬化等基础设施升级改

造施工。修建了通向小区的四好公路，院内地面

重新进行夯实硬化。重新铺设地沟，接通了自来

水管、排水管，解决了水路不通的问题。修建了卫

生室、小超市、文化活动室、党群服务中心，移动联

通网络实现升级提速，生活设施基本完善。硬化

了小区文化活动广场、停车场，修建了花园，栽种

了花草树木，小区环境焕然一新。

“为了我们老百姓的事，任书记舍得花钱。通

向小区道路的混凝土厚度达到了 25公分，小区路

面混凝土厚度达到 15 公分，围墙、排水沟都是钢

筋混凝土浇筑，电线用的都是 6平方毫米的铜线，

真材实料。围墙护栏都是不锈钢管，干群关系永

不生锈。”村支书周海军如数家珍地向记者说。

群众的事群众说了算。

为了解决冬季取暖问题，选举了 6 名村民代

表，任平儿亲自带队外出考察。经多方考察，村民

反复讨论，最后采取石墨烯电热的方法采暖，电费

享受补贴价，每度两毛八分钱，脱贫户也可以住得

起楼房。

2023年 10月底，赶在供暖前煤改电设备采购

项目完工，解决了移民群众的供暖问题，146户村

民高高兴兴地全部入住。

房子基础设施好了，村民装修也舍得投入，最

多装修费就花了 10多万元，标准与城市的房子不

相上下。

守住土地 留住根

2024年 3月 20日“春风”这一天，一大早，村民

王建龙骑着摩托车走出了新村大门，后座上夹着一

把撅头。经过 10多分钟的骑行，来到自家的地里，

今天他要把地里的庄稼茬子起干净，为清明后耕种

做准备。

村民住在新村，距旧村仅仅两公里。而且，户

口不动，承包地不变，地还可以照种，生活农时两

不误。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如果农民失去了土地

就失去了一切。就是遇到再大的灾难，农民守住

土地就不怕饿肚子。儿子让我去太原生活，我都

不愿意。”老支书王建龙把摩托车停在路边说。

“不迁移户口，保留了土地，将来孩子们在城

市生活不下去了，或者不想在城里居住了，还可以

回来种地，有个归宿。或者回家乡创业，条件也不

错。”村民们对新村的生活方式很满意。

“我们村里的水好，是山上引水自流下来的山

泉水。饮水、种菜都很好，为了这口水哪儿也不想

去。”故土难离是每个村民的心声。

2016年，移民新村立项之初，党委、政府考虑

到了徐家峪村丰富的土地资源和村民的恋家情

结，没有简单地把移民新村选在县城周围，而是选

在了离旧村 2公里的地方，不让农民失地，更不能

失业。

守住产业 谋发展

“守住了土地，就守住了产业。经过几代人的

努力，漫山遍野的经济林。杏核能卖钱、杏干能卖

钱、桃子能卖钱、苹果能卖钱、西瓜能卖钱、核桃能

卖钱、红枣能卖钱、辣椒能卖钱、药材能卖钱、打野

酸枣也能卖钱，再加上种地收入、国家给的种植补

贴等等，一年四季，七七八八咋也收入几万块钱，

而且守家在地。”村民们围站在一起算着自家的经

济账。

“我养了 120 多只羊，捎带还要种地，一年收

入超 10万元，不比在城里打工挣得少。”村里有 20
户村民靠养殖业致富。

“农忙时种地，农闲时外出打工搞装修，一年

也挣不少钱，不比你们上班的挣得少。”年仅 30多

岁的村民苏建平说。

“要发挥党组织在乡村振兴中的领导核心作

用，强化各党组织的引领力、凝聚力和号召力。要

突出差异化、个性化定位，为村民产业发展做参

谋，在政策上把方向，在市场上做帮手，做到“一村

一品”“一户一策”。”任平儿说。

小蒜镇是纯农业乡镇，土地资源丰富。近年

来，镇党委、政府充分开发利用耕地资源，最大限度

挖掘撂荒地和林间地，调整优化农业布局，不断提

高农业产业效益、增加农民收入，让农民守住传统

产业，守住生活底线。徐家峪村种植玉米 1470亩、

高粱 911亩、谷子 574亩、大豆 403亩、油料 100亩、

小麦 125亩，小杂粮种植成为群众的一大收入。同

时，积极发展经济林增收、农产品深加工增收。境

内槐树、枣树、核桃树覆盖面广，有苹果 310亩，核

桃 850亩（改良嫁接 650亩），是全县蜂蜜产业“善农

产业计划”的发源地。蔬菜种植，辣椒酱加工等传

统产业在周边县市小有名气。2023年以来，小蒜

镇党委政府大力发展中药材种植，试点酸枣获得成

功。徐家峪村种植酸枣 350亩、连翘 992亩，利用

荒山、荒坡、荒沟多，草源丰富的优势，大力发展养

殖业，全村 7户养牛 64头、8户养羊 1000只、5户养

猪 520头。

小蒜镇是全县外出务工人口最多的乡镇，从

20世纪 90年代起，一部分群众走出大山，到青岛从

事餐饮行业，不仅站稳了脚跟而且开创了事业。特

别是脱贫攻坚以来，加大农民职业技能培训，徐家

峪村培训护理护工 15人、技能培训 59人，215人外

出务工，其中脱贫户有 160人。

镇党委、政府积极引进项目，让村民在家门口

就能打工增收。2023年，小蒜村委徐家峪移民新

村后续扶持箱包加工厂建设项目开始招标。

市教育局驻村工作队队长曹二锋说，我们驻

村工作队亲身参与和见证了徐家峪村的变迁。任

书记为了安置点的事操碎了心，既要解决新村内的

各类问题，让群众安居，又要谋划村里产业发展，让

群众乐业。在工作中总结、在学习中探索，摸索出

一套乡村振兴的“徐家峪模式”。

守住文化 牵住魂

“虽然住进了新村，还是一个村的人。邻里邻

居有个头痛脑热都会照应，家里缺五短六都能借

用，乡亲、亲情还在。”新村广场上一群村民七嘴八

舌地说。

以新型城镇化导向的乡村建设对传统村落文

化传承产生消极影响，人口外流导致村落空心化

和成员身份认同弱化，年轻一代对乡村文化在逐

渐遗忘。

“新农村建设好了，可以吸引了身在外地的年

轻人多回家几次，不忘本、不忘根。今年春节回来

的人就很多。”老支书王建龙深有感触地说。

“新村已经预留出了足够的场地，准备建乡贤

馆，抢救性记录农耕生产方式、生活习俗、传统节

庆表演、故事传说等内容，尽量让年轻一代能“看

见”“听见”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老东西、老故事，

把村史、族谱等文化的东西原原本本保留下来，留

住原汁原味的乡愁，增进身在外乡人员的归属

感。”任平儿说。

镇党委镇政府多次组织送文化进村、送政策

进村。组织志愿者们精心创作了快板《二十大精

神放光芒》、小品《移风易俗暖人心》等具有石楼特

色的文艺作品，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将

党的二十大精神送到村民家门口，让党的二十大

精神走“新”更走心，在村里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既要传承优良的传统文化，又要破除陈规陋

俗。镇党委镇政府积极组织开展“住新村做新人”

活动，召开村民座谈会、家访、张榜公示等方式，倡

导文明新风、教化群众、淳化民风。村民文明意识

逐渐增强，讲文明、注重美已逐渐成为人们生活习

惯和生活方式。

守住乡愁 未来可期

从村里到“城里”式的新村，管理是一大难

题。镇党委持续加强徐家峪移民安置点基层组织

建设，将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建设成为组织完善、

功能齐全、管理有序、服务优良、文明和谐的幸福

家园。建设了便民服务大厅、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矛盾调解室、党小组会议室，成立了 8支志愿服务

队，通过党小组+党群服务站+自治组织+群团组

织管理服务模式，从协同治理、下沉式治理、参与

式治理、村民自治等维度逐步推进，让更多的村民

参与安置点公共事务管理。

从美化环境做起，小区内建设了花园，栽种花

草树木。统一规划清理乱堆乱放，把村民占道堆

放的玉米移至小区背后的排水渠周围，配备专人

每天打扫小区环境卫生、检查卫生，教育和引导村

民讲究室内卫生。

守住乡愁 ，未来可期。镇党委计划加快推进

新村二期的建设，规划总建筑面积 2633 平方米，

配套建设村民活动中心、戏台、敬老院等配套设施

及场所。届时，旧村剩余的 70多户全部搬迁到新

村。计划将旧村落复耕，利用徐家峪水资源丰富

的优势，打造 3000余亩高标准农田，户均 15亩左

右，种植蔬菜等高附加值经济作物，户均增收 8万

余元，让全体村民真正过上乡村美、产业兴、人和

美的美丽幸福生活。

脱贫后的吕梁山区，如何实现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

振兴的有效衔接。

面对年轻人外出打工、创业留下的老年村、空壳村，乡村如

何振兴。这是当前农业农村工作面临的一大难题。

石楼县小蒜镇党委的做法是：就近移民，守住初心，为乡

村谋振兴；守住土地，为农民留住根脉；守住产业，为群众在乡

村这片土地上谋发展；守住文化，为新时代美丽乡村铸魂；守

住乡愁，为远在外地打工的游子留下念想，回乡创业，建设美

丽幸福乡村。

2024 年徐家峪移民新村的春节特别热闹，外出打工的年

轻人陆续回到新村过年，家家门前停满了小汽车，挂起了红灯

笼，孩子们在硬化的水泥院子里放鞭炮、嬉戏打闹，浓浓的传

统年味在新村弥漫，一片幸福和谐的景象。

春节前，徐家峪村 146 户村民搬进了移民新村新装修的

新居过新年。

“往年孙子们都嫌村里没有卫生间、没有网络、不能洗澡，

都不愿意回家过年。今年春节都回来了，看到家里装修得和

他们城里家一样，住着都不愿意走。”村民陈喜秀头上包着一

层塑料膜，正在给头发焗油，边说边高兴得脸上笑容像花儿一

样盛开。

徐家峪移民新村看得见山，看得见水，守住了根脉、留住

了乡愁、村民过上了幸福生活，蹚出一条乡村美、产业兴、村民

富的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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