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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棱镜

从军营到乡村，从保家卫国到带领村

民脱贫致富，退役老兵用军人的作风和情

怀，在广袤农村大地上书写着新时代的奋

斗篇章。如何让这些“老兵”在乡村振兴中

更有作为，不仅关乎一个个村庄的发展前

景，更是探索乡村治理现代化的一条特色

路径。

这一点吕梁在试行，也在推进，无疑找

到了一条很好的发展路子。作为革命老区，

吕梁素有“兵源大市”之称，退役军人数量也

相对众多。近年来，特别是去年以来，吕梁

积极探索“老兵村长”培养使用机制，目前全

市有数百名退役军人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或

者村委会主任，有的退役军人甚至“一肩

挑”。这些“老兵村长”普遍具有政治素质过

硬、执行力强、吃苦耐劳的特点，在基层治理

中展现出独特优势。方山县大武镇大武一

村的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李晋将军人作

风带到城市征拆工作中，耐心细致地化解群

众的“疑难杂症”，成功地突破着一个个“不

可能”，战胜着一次次“不现实”，用自己的辛

苦指数换取征迁工作的不断推进；离石区信

义镇丰义村退役军人吴俐彪曾服役于河北

省某炮兵团，带着“优秀士兵”的荣誉退伍后

扛起丰义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主任的“一肩

挑”重任。面对村民议事常“炸锅”的难题，

吴俐彪会前与村“两委”班子、村民代表充分

沟通，将矛盾化解在议事桌前。民主协商的

新模式，让曾经喧闹的会议化作凝聚共识的

阵地。面对村民郭虎清陷入“因病返贫”的

困境难题，吴俐彪提议制定“医疗补助”政

策，推行“医保报销后自费超万元补千元、

5000元封顶”的兜底措施，托起群众“病有所

医”的底线保障。

还有的吕梁“老兵村长”带领村民发展

特色种植，用军事化管理方式整治村容村

貌，使脏乱差的落后村变成了美丽乡村示

范点。这样的例子在吕梁不胜枚举，印证

了“老兵村长”这一特殊群体在乡村治理中

的独特价值。

“老兵村长”的优势首先体现在执行力

上。军旅生涯锤炼出的雷厉风行作风，使

他们在落实政策时不打折扣、不讲条件。

面对产业发展、环境整治、基层治理等硬任

务，他们往往能迅速组织力量、高效推进工

作。其次，军人特有的纪律性和团队意识，

使“老兵村长”在村级事务管理中更加规范

有序，减少了推诿扯皮现象。再次，军人的

奉献精神和为民情怀，让他们在利益面前

更能守住底线，在群众中树立了较高威信。

当然，“老兵村长”在履职过程中也面临

诸多挑战。一些“老兵村长”存在“水土不

服”现象，习惯用命令式工作方法，不善于做

群众思想工作；有的对农村政策掌握不够，

发展思路受限；还有的面临“本领恐慌”，在

产业谋划、市场对接等方面力不从心。

如何让“老兵村长”在乡村振兴中更有

作为，首要的是加强培训提能，针对“老兵

村长”特点设计培训课程，既要讲政策法

规，也要教群众工作方法，更要传授产业发

展知识。我市近年来组织的“老兵村长”专

题培训班就取得了良好效果。其次要完善

激励机制，在政治待遇、经济报酬、发展空

间等方面给予适当倾斜，让“老兵村长”有

干头、有奔头。再次要搭建交流平台，促进

“老兵村长”之间的经验分享和互学互鉴。

期待更多优秀退役军人加入“老兵村

长”行列，把军人的优良作风转化为推动乡

村振兴的强大动能。

用好用活用好用活““老兵力量老兵力量””
□ 冯海砚

本报讯 （记者 张
娟娟） 近日，山西省汾

阳医院产科迎来一场惊

心动魄的生命保卫战。

31岁的杜女士，在孕 33
周出现规律宫缩入院。

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子

宫破裂风险，汾阳医院

产科团队凭借精湛医术

与默契协作，成功完成

第五次剖宫产手术，创

造了我市高危孕产妇救

治的新纪录。

入院初期，该院产

科团队尝试为杜女士进

行保胎治疗，但 3 小时

后腹痛加剧。申巧俐主

任 迅 速 组 织 多 学 科 会

诊 ，联 合 手 术 室 、麻 醉

科、新生儿科组成应急

团队，制定详细手术方

案。经充分沟通，决定

立即实施第五次剖宫产

手术。

手术现场，麻醉科

主任高勇亲自操作，为

手术保驾护航。当打开

腹腔时，令人揪心的一

幕出现：子宫下段因多

次 手 术 已 变 得 薄 如 蝉

翼，部分区域仅剩浆膜

层相连。凭借丰富的临

床经验，申巧俐主任采

用 保 留 胎 囊 的 创 新 术

式，成功娩出胎儿。随

着新生儿清脆的啼哭，

手术室里紧绷的神经终

于得以放松。术后，产

科与新生儿科医护团队

持续提供精细化护理，

目前产妇与新生儿生命

体征平稳，恢复状况良

好。

作为山西省省级临

床重点专科和吕梁市危

重孕产妇救治中心，汾阳医院产科始终秉持

专业与仁爱的理念，为高危孕妇提供全程规

范化诊疗服务。此次成功实施第五次剖宫产

手术，不仅展现了该院在复杂产科手术领域

的卓越实力，更标志着我市高危孕产妇救治

水平迈上新台阶。

温馨提示：医学专家建议，首次分娩应优

先考虑自然分娩；曾行剖宫产的女性如需再

次妊娠，建议间隔 18 个月以上，并进行全面

孕前评估。剖宫产次数越多，子宫破裂、盆腔

粘连等风险显著增加。虽然理论上剖宫产次

数无绝对限制，但每一次手术都伴随着不可

忽视的健康隐患。请广大孕产妇重视科学孕

育，为母婴健康筑牢安全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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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实习记者 王卫斌） 连日来，

柳林县李家湾乡，文艺演出、包粽子比赛成

为端午节的一道亮丽风景，干部群众在歌

声笑声中展现出崭新的精神面貌。

在圪垛村，“浓情端午倡文明 移风易

俗树新风”端午节主题文明实践活动吸引

了众多村民踊跃参与。县乡村各级干部现

场致辞祝福，宣读《移风易俗倡议书》，宣传

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与推进移风易俗的重要

意义，引导群众摒弃婚丧嫁娶大操大办、铺

张浪费等陈规陋习，树立勤俭节约、孝老爱

亲的文明新风尚。文艺表演精彩纷呈，活

力四射的舞蹈、悠扬动听的歌曲、朗朗上口

的快板将移风易俗的内容和端午节文化巧

妙融合，让村民在欣赏表演的同时，潜移默

化地接受文明新风的熏陶。现场还设置了

趣味十足的互动游戏，“文明新风套圈圈”

“陈规陋习消消乐”等游戏，以寓教于乐的

方式，引导村民识别并抵制不良习俗，让村

民在游戏中加深对移风易俗的理解。包粽

子比赛更是将活动氛围推向高潮，村民们

围坐在一起，捋粽叶、填糯米、封口扎捆，在

互帮互助中感受传统节日的魅力。现场还

设置了健康义诊点，医护人员为村民测量

血压、血糖，耐心解答健康问题，让村民在

感受节日氛围的同时，增强健康获得感。

表演结束后，干部群众共同参与集体

签 名 承 诺 活 动 ，表 达 践 行 文 明 新 风 的 决

心。工作人员向村民发放移风易俗宣传资

料，并现场宣讲相关知识。圪垛村到村工

作大学生闫育铭说，“活动通过快板、歌舞、

独唱、趣味互动及健康义诊等丰富形式，有

效调动了村民参与热情。”

韩家坡村举办的“粽情端午 乐享邻

里”为主题的端午节文化活动呈现别样风

景。大家齐聚村内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在

粽叶飘香、欢声笑语中欢聚一堂，共同感受

传统节日魅力，增进邻里情谊。乡村两级

干部现场致辞祝福，一曲深情的歌曲《你家

在哪里》缓缓响起，瞬间点燃了现场气氛。

随着一声令下，“‘粽’享欢乐”包粽子

竞赛正式开始。参赛村民们如同八仙过

海，各显神通，一双双巧手上下翻飞，不一

会儿，各式各样的漂亮粽子呈现眼前。评

委们从速度、数量、质量等方面对参赛作品

进行认真评分，并现场公布获奖名单，为获

胜的村民颁发奖品，现场掌声、欢呼声此起

彼伏。同时，健康义诊服务同步开展，医护

人员为村民们测量血压、血糖，耐心解答健

康疑问，将关怀送到村民身边。韩家坡村

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韩建军说，“此次

活动不仅拉近了干群关系，而且增强了群

众意识、新风意识。”

5月 30日，方山县积翠镇胡堡村党支部组织全村 75岁以上老年人开展“浓情端午 粽香四溢”主题活动。中午时分，村支“两委”班子

把煮熟的粽子和精心准备的菜品、西瓜端在了餐桌，看着丰盛的午餐，老人们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肖继旺 摄

柳林县李家湾乡：粽飘香 新风扬

本报讯 （记者 王洋） 为充分发挥退役

军人在基层治理和乡村振兴中的示范引领作

用，汾阳市印发《汾阳市落实“老兵村长”工程

的九条措施》，激励“老兵村长”们从军营走向

田野，脱下戎装换上农装，以行动和忠诚续写

新时代的“吕梁英雄传”。

强化后备力量建设，夯实人才根基。全

面摸清退役军人底数，建立“一人一册”动态

台账。结合“培育储备三年行动”，将政治素

养高、群众基础好的退役军人优先纳入村级

后备力量重点培养，实现“一村一名退役军

人”全覆盖。通过日常跟踪考察，动态掌握后

备人员的思想动态、工作实绩和学习情况，确

保队伍始终保持活力与战斗力。

开展能力提升培训，赋能基层治理。依托

市镇两级党校阵地及基层治理实践教学点，统筹

退役军人事务、农业农村等部门资源，构建“理论

教学+实践锻炼”常态化培训体系。通过集中辅

导、跟班学习、实地观摩等多元形式，针对性提升

“老兵村长”的乡村治理能力和责任担当意识，打

造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强的基层骨干队伍。

实施学历提升工程，助力素能“双升”。

依托吕梁开放大学、汾阳开放大学办学平台，

推行“学历层次与专业选择相结合、在线学习

与面授教学相补充”的培养模式，对“老兵村

长”及退役军人身份的后备力量实施学费减

免政策，推动其学历层次与乡村治理能力“双

提升”，为乡村振兴注入知识动能。

搭建多元服务平台，精准破解难题。由

汾阳市农业农村局牵头成立农业技术服务工

作队，为“老兵村长”所在村提供“一对一”精

准指导服务。充分发挥智慧农业平台、杂粮

（谷子）博士工作室等资源优势，通过项目合

作、顾问指导、“候鸟式”技术服务等方式，助

力解决产业发展瓶颈。推动村企结对共建，

创新“订单式结对”“包干式帮扶”等合作模

式，带动村集体增收、农民致富。

加大产业项目扶持，培育特色品牌。聚

焦酿酒高粱、小米、核桃、豆制品等优势农特

产品，以及粮食烘干仓储、农产品深加工、蔬

菜大棚、直播电商等特色产业，设立集体经济

项目奖补资金。重点扶持一批优势突出、特

色鲜明的农业产业项目，打造市场价值高、规

模效益好的“一村一品”示范品牌，推动乡村

产业规模化、专业化发展。

优化考核激励机制，激发干事活力。完

善考核评价体系，对在基层党建、应急处突

（防汛救灾）、平安建设、国防教育、征兵动员

等工作中表现突出的“老兵村长”，在星级考

核中予以加分激励。强化先进典型表彰，对

在乡村振兴、基层治理中业绩显著的，优先推

荐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劳动模

范、五一劳动奖章、五四奖章等表彰对象，树

立鲜明的激励导向。

拓宽职业发展通道，畅通晋升路径。常态

化开展优秀村党组织书记选拔招录工作，落实

“选拔进乡镇领导班子、定向招录公务员、专项

招聘事业单位人员”等政策，在同等条件下对

“老兵村长”予以优先录用，打破职业发展壁垒，

为退役军人扎根基层、成长成才提供广阔空间。

强化财政资金保障，护航项目落地。汾

阳市财政每年安排专项经费，用于“老兵村

长”培训教育、创业扶持和表彰奖励，并积极

对接省、市政策，争取更多补助资金。各镇对

“老兵村长”所在村的集体经济发展项目给予

重点倾斜，从资金、资源、政策等方面全程帮

扶，确保项目早启动、早见效。

讲好老兵振兴故事，放大品牌效应。深入

挖掘和选树一批心系“三农”、实绩突出的优秀

“老兵村长”典型，提炼乡村治理、产业发展、富

民增收等方面的好经验、好做法，通过汾阳市巡

回宣讲、“吕梁军号”“汾阳党建”等平台广泛宣

传，展示退役军人风采。鼓励优秀“老兵村长”

担任导师，安排后进村党支部书记跟岗锻炼，以

“传帮带”模式扩大“老兵村长”品牌影响力，营

造全社会关心支持乡村振兴的良好氛围。

汾阳市“老兵村长”在基层治理中有位更有为

“归燕”变“头雁”振兴劲更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