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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继旺

“孝道式微”现象在一些农村地区都不同程度存

在。“孝道式微”的背后，是农村老龄化、独居老人增多、

养老短板明显等问题突出，个别人价值观各异，或尽孝

无心，或力不从心，当然也与行孝缺乏有效监督有关。

这就需要基层党组织坚决扛牢道德建设责任，引领树立

孝老爱亲新风尚。

古人尊崇“百善孝为先”，信奉“人之行，莫大于孝”，

这在今天仍然需要我们奉为圭臬。

近年来，方山县推出一系列措施厚植好人沃土，不

断深化“好人文化”建设，截至目前，已涌现出 2 位“中国

好人”，3 位“山西好人”，3 个全国“五好家庭”和 2 个“最

美家庭”，2 个山西“五好家庭”，17 个吕梁市“道德模范”

和 17 个“最美家庭”，“好人文化”日益深入人心，激励人

心，温暖人心。积翠镇石湾村的李月生从 23 岁起先后

义务赡养了 25 位非亲非故的孤寡老人，并亲自为他们

料理后事，让德孝之光照亮了老人们的心田。

但基层治理，自治、法治、德治缺一不可。所以我们在

提倡孝老爱亲，让群众真正成为新风尚的践行者、推动者和

受益者，村规民约需完善的同时，也要对不赡养老人、虐待

父母等行为加大惩处力度，立法要跟上，要努力提高农村老

年人特别是经济困难老年人的养老服务保障。

那么，如何才能提高农村老年人特别是经济困难老

年人的养老服务保障呢？这就要求我们基层组织在乡

村振兴中，既要富口袋也要富脑袋，既要产业兴旺也要

乡风文明，既要物质富足也要精神富有。惟其如此，才

能孝老爱亲，让农村老人从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困境中解

脱出来，让他们有一个有质量、有尊严的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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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韩笑） 近年来，

中阳县通过整合社会资源、创新服务

模式，构建起“阵地共享、医养融合、

社会助力”全方位服务体系，为离退

休干部幸福养老提供有力保障。

整合社区资源，打造康养新生

态。依托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建设老

干部（老党员）驿站，为离退休干部党

支部就近开展组织生活提供便利条

件，升级打造6个嵌入式教学点，实现

老年人“家门口上大学”；结合中阳县

“千万养怡”助老项目，为 300余名有

需求的老干部提供社区爱心助餐、养

老护理、医疗保健等服务；建立“1名

专职网格员+N名辅助网格员”服务

团队，每月开展“敲门行动”，主动上

门宣传政策法规、了解服务需求、收

集意见建议、做好帮办代办，形成“人

在格中走、事在网中办、情在联中暖”

的全域养老新格局。

深化医养融合，织牢健康守护

网。组建县、乡、村（居）三级联动的

家庭医生签约团队，确保离退休干

部“小病不出门”“慢病规范管”“疾

病快响应”。针对离休干部及副县

级以上老领导每年开展一次春季专

属体检，将 65岁以上退休干部纳入

所辖社区公共卫生服务重点人群，

实施免费基础体检；在中阳县人民

医院设立离休干部看病就医“绿色

通道”，落实挂号、就诊、缴费、取药、

住院“五优先”政策，推行医疗费用

“零垫付”制度，县域内门诊、住院费

用由定点医院、药店与医保直接结

算，异地就医实行“随报随销”，有效

解决离休干部垫资压力大、报销周

期长的问题；在离退休干部服务中

心打造养老驿站示范点并配备专业

康养设备，联合养老机构开展推拿、

艾灸等个性化保健服务，每周开展

1 次“中医养生课堂”，推动养老服

务从“基础保障”转向“康养保健”。

汇聚社会力量，构建多元保障体系。建立“子女+社

区+原单位+志愿者团队+家庭医生+老干部局”六方联动

机制，持续关注离休干部、困难退休干部，面对面梳理所

需所求、听取意见建议，制定个性化服务方案；联合红十

字会开展“博爱在晋 窗帘行动”，在离休干部和独居、病

弱的退休干部中实行“一日双巡、一周三访”工作制度，

提供应急救助、家政服务、帮办代办、每月健康体检等服

务；联合“晨希”爱心志愿服务团队开展爱心义剪、精神

慰藉、卫生清洁等志愿服务活动，为老干部晚年幸福保

驾护航；充分发挥老干部党支部志愿服务队作用，党支

部委员和相对年轻的老党员与离休干部及行动不便的

退休干部结对帮扶，开展送学上门、特困救助等服务，切

实打通服务管理“最后一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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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王洋 通讯员 成文丽）
“这次培训全是干货，让我学到好多实用技

能，收获太大了！”“培训内容特别接地气，对

实际工作帮助很大，受益匪浅。”“我得把培训

学 到 的 东 西 用 到 工 作 里 ，好 好 提 升 自

己。”……近日，文水县人民法院巧用“双线”

模式，为书记员们开启了一场华丽蜕变之旅。

在司法工作中，书记员虽身处幕后，却

起着关键支撑作用。为全面提升书记员队

伍的综合素养，该院精心筹备，推出了一场

极具针对性的书记员集中培训。

培训前期，该院广纳法官与书记员的意

见建议，深度聚焦实际工作需求，量身定制

了一套系统科学的课程体系。在核心法律

知识讲解部分，资深法官们担当起知识“引

路人”的角色，凭借一个个鲜活生动的案例，

条分缕析，把晦涩难懂的法律条文转化为通

俗易懂的日常语言，让书记员们在轻松愉悦

的氛围中，法律应用能力节节攀升。

实务操作环节更是亮点纷呈。从威严

庄重的庭审流程规范，到严谨缜密的法律文

书制作；从繁杂琐碎的公文处理细节，到能

大幅提升办公效率的软件操作技巧，再到与

当事人沟通的实用窍门，通过细致入微的讲

解与实打实的模拟演练，书记员们的实操水

平得到有力提升。

线下培训完美收官后，一场为期 21天的

线上速录特训紧锣密鼓地开启。借助视频

课程、实时互动交流以及课后强化练习，书

记员们的速录速度与准确率飞速提升。经

过线下业务精修与线上速录特训的双重锤

炼，书记员队伍的整体素质实现了质的跨

越。如今，他们不仅专业知识根基更稳、速

录技能愈发精湛，团队协作与沟通交流能力

也显著增强。

此次集中培训作为强化队伍建设、激发

书记员自我管理效能的关键一招，为该院各

项工作的稳步推进筑牢根基，提供更加优

质、高效的司法服务保障。文水县人民法院

将持续深挖专业化、职业化发展的创新路

径，始终把书记员队伍建设摆在重要位置，

抓好抓实。

文水县人民法院

“双线”助力书记员能力提升

可以说，山是吕梁的魂，吕梁得名，便源于

贯穿境内的吕梁山脉。

吕梁山脉呈穹隆形，宛如一条骨脊，由北

而南横亘在山西省西部，绵延 400 多公里，包

括管涔山、芦芽山、云中山、关帝山、紫荆山及

龙门山。1971年，吕梁山腹地十三县建区，因

吕梁山贯穿全境二百多公里，故名吕梁地区，

2004年，撤地设市，是为吕梁市。

吕梁山曾经叫骨脊山。吕者，“骨脊”也；

梁者，“脊梁”也；吕梁山者，骨脊山也。为何称

“骨脊山”？前人给出的理由令人振奋：“其名

骨脊者，以泰山在左，华山在右，常山为靠，嵩

山为抱，衡山为朝，此山是隆居中，依然天地之

骨脊焉。”只要看看地形图，便知其言不虚，不

由对前人的智慧赞叹不已。

吕梁山，当然更是构筑吕梁大地的脊梁。

亲爱的读者，请随我走近吕梁山，领略它的巍

峨壮美。

吕梁山脉主峰关帝山，位于方山县与交城

县交界处。传说大禹治水，就是从吕梁出发，行

遍天下，在吕梁境内，留下了一些相关的传说趣

闻。据记载，清代的时候，关帝山上还存有记载

大禹治水事迹的汉碑，作为佐证，关帝山的部分

峭壁上也曾发现河蚌和据说是大禹系舟的铁

环。关帝山海拔两千多米，水能淹到这里，可见

当年的大水真是铺天盖地，浩瀚无垠。

关帝山的最高峰叫南阳山，海拔 2831米，

是吕梁山脉的最高峰，位于方山县积翠乡。前

几年，我与朋友登顶南阳山，站在顶峰不过十数

米见方的巨大岩石上，俯瞰四周，群峰耸立，绵

延不绝。风声呼啸，一团乌云飞速而来，片刻间

已移至头顶，我们被云雾笼罩，看着身边飘过的

云丝，不禁伸手去捉，豆大的雨滴已啪啪地打了

下来。峰顶没有躲避的地方，正惶急间，就听同

行者大笑道：“不急不急，马上就过去了。”话音

未落，果然雨滴稀疏下来，再过片刻，乌云移开

远去，巨大的投影在群山之间移动，阳光撒了下

来。心头升起一念，方才倘若山下的人看这里，

我们不就是云中客吗！一念之间，心胸豁然开

朗，拍拍刚被打湿的衣服，哈哈大笑。

南阳山又名孝文峰，得名与北魏孝文帝拓

跋宏有关。相传孝文帝拓跋宏出巡，登临南阳

山，见风光奇特秀美，紫气生辉，大爱之，于是

就地避暑三日，设供祭奠亡母，并立碑为纪，后

人称之为孝文古碑。在登山途中，我们特意去

寻这块碑，离峰顶不远，找到一通碑，残破不

堪，碑文漫漶不清，竟无一字可辨。当地人都

说这就是孝文古碑。

孝文峰身旁的就是赫赫岩山，又名“云顶

山”，海拔 2.711 米，位于交城县。云顶山与孝

文峰比邻而居，矮了一百多米，风光便截然不

同。云顶山山顶是一片广阔的亚高山草甸，在

群山怀抱中，有这么一大片草原，算得上是自

然的礼物。想象一下，清晨登上山顶，观赏冉

冉升起的朝阳，远处觅食的牦牛，惬意地甩着

尾巴，此景着实令人心旷神怡。

云顶山向南遥望，便是骨脊山。据说，这

个骨脊山古代的时候曾经称为吕梁山。吕梁

山和骨脊山之间为何有这样的称呼变更，还是

留给地理学家去考证吧。骨脊山海拔 2535

米，坐落在交城县、方山县和离石区的交界处，

峰顶在离石境内，是离石的最高点。骨脊山没

有开发，基本还是原始状态，有着不一般的幽

静和韵味。我从小生活在离石，自然对骨脊山

颇有亲近之感。近几年在新年那天，总会和几

位志同道合者登上骨脊山峰顶，静静地沐浴阳

光，听听风声，远眺周遭绵延不绝的群山峻

岭。但说实话，骨脊山最美的时候，还是在国

庆节前后十几天，那时的骨脊山，五彩斑斓，静

谧深远，如诗如画。

骨脊山向东遥望，便是俗称放马坪的马鞍

山，是交城县与太原市古交区的界山，主峰为

西峰，海拔 2293 米。马鞍山的得名，顾名思

义，自然是山形如马鞍。西峰顶有晋大夫狐突

和他的两个儿子狐毛、狐堰的墓，所以民间又

称之为狐爷山。

目光收回来，看看薛公岭。薛公岭是汾阳

县与离石区的界山，海拔 1763 米，八路军 115
师“三战三捷”中的薛公岭伏击战就发生在此

山山顶。山脚下离石这边是吴城镇，相传，春

秋时期兵家吴起曾在此屯军练兵，故称吴城。

身为离石人，都晓得薛公岭。因为薛公岭是离

石东出的门户，出入必经之地。回家的人，只

要说声，“过薛公岭了”，就意味着他马上到家。

汾阳县有白虎岭，《山海经》谓之“怀山襄陵，

古木参天”，自然是山清水秀，风景独好，汾阳八

景之一的“彪岭樵歌”便在此地。黄芦岭，海拔

1871米，位于汾阳县与离石区交界。岭上有北齐

长城遗址、古黄芦关遗址，集宋、元、明各代工程

为一体，是颇有价值的古代长城及古关隘遗址。

岭东有三十里桃花洞，虽说是洞，其实是条峡

谷。暮春三月，峡谷绝壁上桃花盛开，灿若云

霞。谷道狭窄，顶上桃花繁茂，左右交错，至窄

处，似可遮蔽天日，故云三十里桃花洞。这是古

汾州通往秦晋的唯一驿道，在古代是军事要地，

故此沿途有关隘、有长城。徒步在驿道上，难免

追古思今，感慨万千。说来惭愧，我其实没有去

过这里，所言皆为朋友所述。然而，最美的风景

就在想象中，尤其又有千年历史加持，此地已经

成为我脑海中吕梁“十大胜景”之一了。

我以为的“十大胜景”，其中之一是北武当

山。北武当山雄踞方山县，海拔 1985米。在吕

梁境内，这个高度不算高，但若说“险峻雄奇，道

韵悠远”八字，北武当山当之无愧。因此被誉为

“三晋第一名山”，也算实至名归。谈北武当山，

我就写这几行，因为描摹北武当之道韵、胜景，

以在下之孱弱笔力，非数千字不可，于本文来

说，就过于冗长了，且待日后有缘再提笔吧！

吕梁山地理位置得天独厚，物华天宝，人

杰地灵，古已有大名，被誉为天下之骨脊，绝非

默默无闻一隅之地。且欣赏几首前人诗词，便

知我所言不虚！

宋·汪元量《吕梁》：吕梁三十仞，县水莫知

源。雨歇山如沃，波狂岸欲翻。黄云扑古寨，

青草织平原。最是关情处，秋霜一夜猿。

明·林大春《吕梁夜过王水部》：朝望吕梁

山，暮泊吕梁上。疏凿见神功，辟开由天创。十

月寒雨来，声带秋涛壮。涛声尽东走，石势皆北

向。参差虎豹蹲，喷薄蛟龙藏。夷险互倚伏，阴

晴倏千状。恍如浮太空，坐泛星河长。寂莫旅

魂惊，狂澜思欲障。因怀王子猷，清夜遥相访。

一息览乾坤，千年谈霸王。雄文陋雕刻，同心叹

凋丧。凭轩忽涕流，大禹功谁尚。愿学仲尼观，

敢事庄生放。今古倘不殊，幽期在昭旷。

明·边贡《过吕梁》：解缆洪流树，侵星过吕

梁。风云犹帝里，山水即吾乡。砚拂秋岚湿，

衣沾晓露凉。长年欣暑退，伊轧棹歌长。

陈毅《过吕梁山》：峥嵘突兀吕梁雄，我来

冰雪未消融。花信迟迟春有脚，夕阳满眼是桃

红。林壑深幽胜太行，收罗眼底不辞忙。雪海

冰山行不得，飞岩绝壁路偏长。

最著名的，当属毛泽东《沁园春·雪》：北国

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

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

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

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

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噫吁 ！观我吕梁，群山巍巍兮，雄哉壮哉！

编者按：《爱我吕梁》栏目的宗旨是描摹吕梁、讲述吕梁，将吕梁之美广而告之。吕梁的美，美在璀璨的人文、美在磅礴的山水、美在勤劳的人
民、美在文明的传承、美在奋进的征程。欢迎大家歌咏吕梁，把对吕梁的热爱编撰成文，不吝赐稿，本栏目均虚席以待。

观我吕梁观我吕梁 群山巍巍群山巍巍
□□ 李牧李牧

北武当山雄姿北武当山雄姿。。李牧李牧 摄摄

爱我吕梁爱我吕梁··山山水水山山水水

图为汾阳市人民检察院干部荣退仪式现场。4 月 3 日，该院举行“光辉岁月 感恩有你”干

部荣退仪式，切实增强退休干部的政治荣誉感、组织归属感，提升检察队伍凝聚力。仪式上，

青年干警代表深情朗诵《检徽长歌》，用真挚的情感表达了对退休干部的崇高敬意和深深祝

福。该院检察长为王礼祥佩戴“光荣退休”绶带，并赠送退休纪念册和纪念品。青年干警代表

刘桓雨向王礼祥献上鲜花，王礼祥为青年干警佩戴检徽。这不仅是鲜花与荣誉的传递，更是

责任与使命的交接。 记者 刘少伟 摄

多棱镜

本报讯 （记者 阮兴时） 近年来，孝义市杜村乡牢

牢把握“组织引领”这一核心，坚持以“干”为要、以“强”

为关键，通过夯基铸魂、建强队伍、强化治理，厚植乡村

振兴的组织根基，全力推动“组织兴”带动“乡村兴”。

理论武装头脑，推动“学干互促”深入人心。杜村乡

党委始终将理论学习作为重要抓手，以学正风、以学增

智、以学促干。今年以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专项学习

活动，组织 2 场集中宣讲以及 12 场“二五学习”，营造风

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全面启动 2025年党员干部“丰羽计

划”教育活动，举办 2期“领头雁”培训，切实提升村干部

解决“三农”问题的能力。39个农村党组织严格落实“三

会一课”、组织生活会等制度，不仅注重集中学习，更强

调日常积累，将学习成果转化为落实乡村振兴决策部

署、服务群众的实际行动，带领群众发展产业、壮大村集

体经济。

优化队伍建设，推动干部“能干能为”向纵深发展。

为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带头人队伍建设，杜村乡党委在

选人、育人、管人方面下足功夫。持续推进人才储备行

动，实时监测 261名后备力量，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动态调

整。实施村级后备干部“青蓝结对”工程，落实“双导师”

帮带机制，对后备干部严管与厚爱并重。目前 4 名后备

干部已进入沿家坡等村组干部队伍进行“轮岗实习”。

同时，针对 19个村制定“一村一策”方案，激励各村办好

实事，并开展“乡村振兴大比武”等交流活动，形成党组

织间“比学赶超”的良好氛围。

凝聚治理合力，推动“厚植民生”落到实处。在基层

治理中，杜村乡党委持续发力。一方面，抓好文明创建

工作，通过讲述“最美党员”“最美志愿者”等事迹，利用

“文明杜村”平台推出系列宣传纪录片，弘扬正能量。另

一方面，重视文化建设，完善“一约四会”村民自治制度，

深入挖掘“龙吟晓钟”“马刨泉”“摩崖石刻”等民俗文化，

创新运用“长短句”“碗碗腔”“地秧歌”等非遗传承形式，

讲好“杜村故事”。此外，结合各村特色，彩绘 19面“文化

墙”，打造村庄独特名片，提升乡村文化软实力。

通过一系列扎实举措，杜村乡党委不断夯实基层组

织堡垒，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大动力，在乡村振兴的道路

上稳步前行。

孝义市杜村乡

强化组织引领
助推乡村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