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吕梁市委机关报 吕梁日报社出版

24
2024年 6月

第11372期

农历甲辰年五月十九

星期一

今日4版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14－0028

邮发代号：21—28 吕梁新闻网：www.sxllnews.cn中共吕梁市委主管主办

LVLIANG RIBAO

□ 本报记者 刘子璇

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
吕梁市纪委监委开设投诉举
报监督专线，专门受理对公职
人员在服务企业和群众中不
作为、慢作为、推诿扯皮、吃拿

卡要等问题的投诉举报。投
诉 举 报 电 话 0358-8253111 和
0358-8223111，也可拨打 12345
政 务 服 务 热 线 ，邮 箱 llstszx@
163.com。每天 24 小时全天候

受理。

中共吕梁市纪律检查委员会
吕梁市监察委员会
2023年5月8日

吕梁市纪委监委关于开设营商
环境投诉举报监督专线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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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在宏阔的黄土高原上疾驰。它

穿过山峁，同江河擦肩，驶过沉淀了厚重

历史与璀璨文明的黄土地。

在延安出席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

之后，习近平总书记马不停蹄来到青海、

宁夏。这次来西北，一条“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的主线，贯穿始终。

“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辽阔的疆域

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此刻，正是在共

同开拓、耕耘、奋斗的土地上，去思考民

族关系、民族工作，去探寻中华民族追求

团结统一、矢志伟大复兴的内生动力。

调研时间的选择也颇具深意：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5 周年。75 年

来，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接续发展。

五十六个民族如何在多元中铸就一体、

在一体中百花齐放？调研，给出了答案。

下个月，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大幕

将启。如何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

凝聚民族团结进步的力量？调研，给出

了指引。

青海和宁夏同属西部。就在两个月

前 ，新 时 代 推 动 西 部 大 开 发 座 谈 会 召

开。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力谱写西

部大开发新篇章，调研进一步指明了方

向。

学校、古刹、社区，察情、问计、明理，

习近平总书记感慨：“五十六个民族，无

论是这个民族还是那个民族，我们都是

同一个大家庭，中华民族大家庭。要把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好。团结在一起，

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协 作
“坚持全国一盘棋”

6月 18日，到西宁第一站，总书记就

来到果洛西宁民族中学。

果洛，地处青海东南部，海拔高、气

候恶劣、环境艰苦。上海投资，为果洛在

西宁援建了一所寄宿制中学。

从 1996 年东西部扶贫协作拉开帷

幕，到新时代升级为东西部协作；从给钱

给物，到多层次、多形式、全方位的协作

格局，资金流、资源流、技术流、人才流向

西部奔涌。就拿青海来说，“党中央部署

北京等 6 省市、清华大学等 23 所高校对

口援青，其中教育援青实现了各学段、各

地区、人才资金项目全覆盖”。

习近平总书记是亲历者、推动者。

就在前不久，总书记还给四川省南充市

之江小学学生写了回信，那正是他在浙

江工作时关心推动的对口帮扶学校。

果洛西宁民族中学的校长常途来自

上海。食堂、宿舍、教室，学生构成、课程

设置、体育锻炼，他将这里的情况详细介

绍给总书记。

一进食堂，饭菜飘香。习近平总书

记走到菜谱前，细看菜价。

“荤菜不超过 6 块钱，素菜 3 块钱以

内。保证 10块钱就能吃好，每个月还有

生活补助。”

听了介绍，总书记叮嘱道：“孩子们

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饮食卫

生。首先是原料采购，一定要是合格的、

没有问题、安全的。然后储藏的过程、制

作的过程都要注意卫生。在这个基础上

饭菜可口，让孩子们吃得营养健康。”

宿 舍 窗 明 几 净 ，房 间 里 还 有 洗 手

间。隔壁盥洗室内，洗衣机、吹风机也一

应俱全。总书记关切地问：“冬天都有热

水吗？”

“全天候供应热水，保证孩子们的洗

漱。”

教学楼内书声琅琅。走廊上挂着书

法作品，笔墨或遒劲或娟秀，有的略显稚

嫩。总书记放慢了脚步端详。

高一（1）班的孩子正上思政课，主题

是“新时代、新家乡”。小德川流，大德敦

化。国家观、民族观，要从第一颗扣子扣

起。

“我的家乡在果洛州班玛县。”起身

说话的女孩名叫尼东拉毛。她举起一幅

画作，云端下如诗如画，“以前去放牧的

时候要紧跟在牛群后面，牛丢了要满山

去找。从骑马放牧，到后来骑摩托车放

牧，再到现在有的人家用上了无人机放

牧，我的家乡更现代化了。”（下转 2版）

“五十六个民族凝聚在一起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
——习近平总书记青海、宁夏考察纪实

乡村要振兴，产业必先兴。就业和产

业是乡村振兴的核心和关键，今年以来，

兴县把推进产业发展作为巩固拓展脱贫

成果的重要抓手，坚持产业至上、就业优

先，因地制宜、因势利导，认真做好产业+
就业两篇文章，全力推动乡村产业科学发

展，努力实现人人有工作、村村有产业、户

户有收入。

坚持就业优先筑牢幸福基石

烈日当头、骄阳似火，走进位于兴县

旧城中心的兴县德立紫东箱包厂，60 多

名女工在标准化的厂房中不停忙碌，各

式各样的箱包源源不断地从流水线上下

架。

设计、裁剪、缝纫、包装，娴熟的动作

行云流水，高效的作业紧张繁忙，展现出

现代化产业工厂的浓浓气息。

“自从设立起这个工厂，我就第一个

报名，我每天送完孩子就来上班，到了接

送孩子时间我就能下班，工作轻松、时间

自由，家庭工作两不误，这就是为我们‘三

转婆姨’量身打造的就业岗位。”快人快语

的刘艳说出了自己的切身感受。

刘艳是兴县交楼申村人，从 2022年孩

子上小学全家就来到城里陪读，全家上有

老下有小，经济收入全靠丈夫一人支撑，

眼看经济就要陷入拮据，自己看在眼里急

在心里，想就业又怕耽误孩子，顾孩子又

怕耽误就业，正在自己为此烦恼时，2023
年正月在政府倡导下，位于兴县旧药材公

司院内的德立紫东箱包扶贫车间成立了，

刘艳第一个报了名，成了工厂的第一批产

业工人。刚开始每月工资 1500元，现如今

每月平均达到 2900 元。像刘艳一样箱包

厂的成立给大家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福

利”，60 多名闲散妇女通过这一平台迅速

实现了家门口就业的梦想。

“我们是响应县委号召引进的这个箱

包厂，是兴县乡村振兴局和兴县人社局确

定的重点扶贫车间，也是残疾人就业帮扶

车间。引进这个产业目的就是要解决不

能外出打工的闲散劳动力就业难问题，让

她们在家门口能方便就业，实现业有所

就、劳有所获、家有所养。”工厂负责人康

海燕告诉笔者。

事实上，在兴县这样的扶贫工厂已

引进了 4 家，分别分布在城区的柳叶沟移

民安置点、车家庄移民安置点、乔家沟移

民安置点和城区药材公司安置点，形成了

箱包、服装、手工、装配等零散手工产业。

这些产业属劳动密集型用工企业，是解决

家门口就业的好项目。仅这 4家工厂每年

就可提供 500 个就业岗位、创造产值 1500
余万元，既方便了就业创业需要又满足了

市场需求，可谓“一举两得”。

坚持产业至上拓展发展“钱景”

乡村振兴收入是核心，产业是关键。

兴县县委县政府把产业和就业作为乡村

振兴的主攻方向，在兴县县委十七届五次

会议上、县“两会”上都对此项工作做了重

点部署。今年 3月 5日兴县召开春耕备耕

暨农业重点工作安排部署会议，再一次对

乡村振兴工作做了部署，进一步明确目

标、细化责任。为了做好 2024年乡村振兴

工作，兴县还出台《兴县 2024 年产业行动

方案》对 6 大产业和 8 项重点工作做了详

细安排，分片包干、责任到人，做到了目标

明确化、措施具体化、要求精准化、考核严

格化。

行动方案显示，2024年兴县将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中央、省委、市

委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学习践行“千万工

程”经验，坚持精品小杂粮、现代设施蔬

菜、生态养殖、特色经济林、优质食用菌、

高品质中药材、融合发展、农产品加工和

乡村建设 9 方面的农业产业发展思路，扎

实推进粮食安全、耕地保护、乡村发展、乡

村建设和乡村治理等，严格落实粮食安全

责任制考核，通过稳住面积、主攻单产、力

争多增产等措施，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确

保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 54.2万亩、产量达

到 1.8亿斤以上；大豆播种面积不少于 5.8
万亩、油料播种面积不少于 2.8万亩、大豆

玉米带状复合种植 1.2 万亩。创建玉米、

谷子、荞麦、大豆 4个千亩高产高效示范基

地和万亩杂粮种业试验示范基地。

兴县蔚汾镇是县城所在地，也是全县

产业发展的旗帜和表率。蔚汾镇坚持农

业科技创新，持续壮大产业规模，不断延伸

产业链条，切实提升发展质效。优化利益

联结机制，把产业增值环节更多留在农村、

增值收益更多留给农民，带动群众持续稳

定增收。

坚持因势利导确保收入稳定

盛夏时节，生机盎然。放眼望去，兴

县大地千山吐翠万山披绿，农民们正抢抓

农时进行田间管理，到处是热火朝天的劳

动场景……

在黄河岸边的罗峪口镇李家梁村的

滩地上，高贵宝夫妇忙得不亦乐乎。

高贵宝是远近闻名的种粮大户，以前

没有主导产业，种植规划没人指导，一年

的收入全靠运气。

自从县里打出“兴县杂粮 中国好粮”

的口号后，加上附近的山花烂漫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推出订单回收政策，极大地鼓舞

了他种粮的积极性，高贵宝夫妇因此也成

了第一批订单合同签订人。

“ 去 年 我 家 种 的 13 亩 谷 子 ，总 产 量

7300多斤，企业上门回收卖得 21300元，这

全靠好政策！”高贵宝乐开了花。一旁的

种植户张春蝉补充到：“不只是政策好，现

在国家给咱农民的服务也是没得说了，免

费给种子、肥料，中国农科院的专家还经

常来指导。”

像高贵宝家一样，近年来在县里的大

力扶持下，村民们种植有订单、回收有保

障。市场也越做越强，价格也是“水涨船

高”一年比一年好，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也

是越来越高。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2023 年，兴县小

米的种植面积突破 20 万亩，全县共有杂

粮加工企业 15 家，年加工量 2.8 万吨，小

米产业链产值达到 5.6 亿元，可吸纳当地

8000 余人就业，带动 21850 户种植户实现

稳定增收，小米收入占农民种粮收入的

40%，占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4.5%，小

米已经占据了兴县农业产业的“半壁江

山”。

（下转 2 版）

本报讯 （记者 冯海砚） 近日，

由广西美术出版社出版，北京雅昌艺

术印刷有限公司印制的《用艺术点亮

乡村——吕梁沿黄乡村写生作品集》

大型画集亮相。该画集设计别致、装

帧精美、内容丰富，收录了省内外 70
多名优秀青年画家沿黄河吕梁段的

四个县创作的具有吕梁乡村特色的

200余幅优秀作品。

近年来，我市大力发展文旅产

业，不断激活乡村产业振兴的新引

擎。以沿黄 19 个乡村旅游重点村为

支点，集中力量打造 100 个乡村旅游

重点村，着力打造一条百里黄河精品

旅游带，将文旅产业打造成为支撑我

市转型发展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和实

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为深入

贯彻落实吕梁市推进乡村旅游高质

量发展的总体部署和安排，用艺术力

量助推 100个乡村旅游重点村的打造

和建设，去年 10 月，我市组织一批省

内外优秀青年画家，沿黄河沿线的临

县、兴县、柳林县、石楼县进行写生采

风，青年画家们通过深入沿黄四县的

历史文化名村名镇、革命历史遗迹，

进一步了解吕梁黄河沿岸一带百姓

的民俗文化与乡村风情，用浓墨重彩

的画笔描绘沿黄乡村的美丽风光和

时代变迁，展现了新时代乡村振兴给

这片热土带来的蓬勃生机。

今 年 七 月 ，“ 用 艺 术 点 亮 乡 村

——吕梁沿黄乡村写生作品展”将在

临县三交镇孙家沟村谢永增孙家沟

艺术馆展出。谢永增孙家沟艺术馆

是国内首座窑洞式乡村艺术馆。自

2019年开馆以来，已经陆续举办几十

场次的具有乡土气息题材的高规格

艺术展览活动，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

注和认可，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前

来观光，以及艺术家到此写生办展，

成为推动当地文旅事业发展的重要

力量。

“你看，我们村的村规民约清楚地规定了婚礼喜宴的人

数多少、饭菜标准，作为一名曾经的村干部，移风易俗的条

约咱要带头，红白宴席章程也得遵守，这才是党员应该起到

的带头作用啊！”刚刚给儿子办完婚宴的中阳县下枣林乡贺

家 村村民老史说，今年儿子结婚，婚庆喜宴节约办理，婚

庆装饰都是亲朋好友帮忙搞的，比前几年闺女出嫁的开支，

老两口能省下一万多元。

为进一步推进移风易俗，倡树文明新风，中阳县深入贯

彻市委《关于推进移风易俗的意见》，县、乡、村三级同向发

力。县级制定了实施方案，乡级制定红白理事章程，村级完

善“一约四会”，以村规民约为标尺，将群众最关心、要求最

迫切、最容易引发攀比的事情，通过村规民约的形式规范起

来，让文明风尚有章可循。如今，全县 89个行政村（社区）

已经实现红白理事会、村（居）民议事会、道德评议会、禁毒

禁赌会全覆盖，“一约四会”章程制度也已全部修订完毕，公

示上墙。

坚强有力的组织领导，是各项工作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的关键和保证。中阳县以三项机制构建良好工作格局，成

立县委书记和县长任双组长，组织、宣传、纪检、民政等部门

为成员单位的中阳县推进移风易俗领导小组，明确县乡村

“三级书记”工作推动机制；出台了《中阳县推进移风易俗的

行动方案》，细化职责任务，明确“谁来抓”“抓什么”“怎么

抓”，确保移风易俗工作有章可循、有形可抓。县纪委监委

和县委宣传部联合下发《关于在全县党员干部中进一步推

进移风易俗工作的通知》，结合“四严禁、五倡导”，将移风易

俗作为政治要求、纪律规定，完善领导干部“两报告一承诺”

制度；将移风易俗纳入年度考核指标，作为推荐评选文明村

镇、文明单位、道德模范、身边好人等前置条件；同时开展移

风易俗示范村镇创建评比，树立奖优罚劣的鲜明工作导向，

并印发《中阳县深化殡葬改革实施办法》，倡导群众转变传

统殡葬习俗。

软规定折射硬道理，小章程约出文明风。随着理念的

转变、风俗的改变，移风易俗真正让群众放下了面子、腾出

了身子、省下了票子。

在建立规定制度的基础上，中阳县不断创新激励措施，

积极探索“文明积分+评比奖励”模式，有效激发群众积极参与移风易俗的主

动性和内生动力。完备的制度、科学的引导，中阳县抓住了移风易俗的牛鼻

子，社会各界合力推进移风易俗的鲜明导向和工作格局初步形成，制度约束、

办法管人、思想转变、行动体现的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城市形象持续向好。

精耕乡村沃土 奏响振兴强音
——兴县做好“产业+就业”两篇文章推进乡村振兴工作纪实

倡导移风易俗倡导移风易俗 弘扬文明新风弘扬文明新风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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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
：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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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艺术点亮乡村——吕梁
沿黄乡村写生作品集》出版

6 月 21 日，石楼县举行了

第 37 个“6·26”国际禁毒日暨

“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主题

宣传活动。活动现场，通过设

置禁毒展板、悬挂标语条幅、

展示仿真毒品模型、发放禁毒

宣传材料等多种形式，向广大

群众宣传禁毒知识，并进行了

禁毒宣誓。

臧媛慧 陈贞 摄

□ 张亚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