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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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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察进驻时间：2025年 5月 28日

—6月 28日

受理举报电话：0351-2022698
受理举报信箱：山 西 省 太 原 市

A292号邮政信箱

受理举报电话时间：8:00—20:00

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群众信访举报受理方式公告

2025年 6月 23日，中央第一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市交办的第二十六

批信访举报件，共 8件，其中重点件 1件

（交口县）。

按区域和部门划分，交口县 1件、中

阳县 2件、岚县 1件、兴县 3件、市直部门

1 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件，涉及生态环

境问题 8个，其中水环境类问题 1个、大

气环境类问题 2个、土壤类问题 1个、噪

音类问题 2个、其他类问题 2个。当日，

上述信访举报件均已转交相关县（市、

区）、市直相关部门。

第一批至第二十六批累计交办 219

件（其中 2件从跨市举报件中拆分），其

中重点关注件 20 件。按区域和部门分

布为：离石区 19 件、汾阳市 22 件、孝义

市 17件、交城县 8件、文水县 18件、交口

县 4 件、中阳县 17 件、柳林县 18+1 件、

方山县 11件、岚县 16件、兴县 22件、临

县 40件、市直部门 5+1件。

注：具体情况见附表

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向我市交办第二十六批群众信访举报件情况

中 央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督 察 组 群 众 信 访
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十七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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暮色渐浓，柳林县柳林镇青龙社区南门外、新建坪片区

的巷道却依旧笼罩在黑暗中。锈迹斑斑的路灯歪歪斜斜地

立在路边，偶尔闪烁几下微弱的光，随即又陷入沉寂。这片

居住着 1175 户、3672 位居民的区域，周边学校、超市人来人

往，可一到夜晚，昏暗的路灯却成了大家的“心头患”。

“李书记，咱们的路灯不亮晚上根本看不清路，我家老人

上次差点摔了！”社区服务中心里，居民宋江平拉着社区党委

书记的手焦急说着。这样的场景已反复上演多次，随着时间

推移，居民通过“社区议事会”“12345”热线等渠道反映路灯

问题的次数多达 10余次。昏暗的巷道里，孩子们放学后小跑

回家的身影总显得有些慌张，老人们更是减少了夜间出门，

修缮路灯成了居民最迫切的民生期盼。

“群众的急难愁盼，就是我们行动的信号！”青龙社区党委

迅速响应，立即启动“共建共治”机制，与县住建局吹响“解民

忧”的集结号。工作专班成立当天，县住建局技术人员就带着

检测设备走进巷道，爬上锈迹斑斑的灯杆，仔细检查每一处线

路、每一盏灯具。“线路短路、变压器容量不足、灯杆锈蚀严重

……”技术人员一边记录，一边和同事商讨解决方案。社区党

委则发动党员志愿者，挨家挨户告知施工计划，协调居民出行。

经过 30天日夜奋战，一场“光明行动”悄然改变着社区的

夜晚。6月 6日傍晚，随着“啪”的一声开关轻响，新建坪片区

新安装的太阳能路灯次第亮起，暖黄色的灯光如流淌的星

河，铺满了长长的巷道。“亮了！亮了！”正在散步的李大爷激

动地给邻居打电话，“现在接孙子下晚自习再也不用打手电

筒了，心里踏实多了！”社区广场上，广场舞队队长张阿姨正

带着队员们随着音乐起舞，“以前跳舞得自带照明灯，现在路

灯亮堂堂的，跳得更带劲了！”据了解，该项目共安装路灯 62
盏，覆盖道路长度 1650米，新增的智能感光系统让路灯能根

据天色自动调节亮度，路灯旁的“便民休息椅”上，三三两两

的居民坐着聊天，欢声笑语在夜色中回荡。

一盏盏路灯不仅照亮了巷道，更照见了基层治理的“精度”与“速度”。青龙社

区党委与县住建局的联动实践，正是“问题发现在一线、解决在一线”的生动写

照。下一步，社区将以路灯改造为契机，推进“巷道美化”工程，让这点点“光明”，

成为撬动社区精细化治理的“大支点”，持续点亮居民心中的幸福之光。

在波澜壮阔的乡村振兴进程中，有

些村庄以其独特的魅力和不懈的努力，

成为文明建设的典范。孝义市高阳镇仁

义村，便是这样一颗璀璨的明珠。日前，

中央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领导小组公布了

“第七届全国文明村镇”名单，仁义村凭

借其在经济发展、文化建设、环境治理、

乡风文明等方面的卓越成就，从众多村

镇中脱颖而出。

漫步仁义村，一面面红色文化墙、一

幅幅生动宣传画，将原本单调的墙体变

成了传播文明的窗口、教育群众的阵地、

美化家园的教材。在这里，红色文化与

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绽放出独特的魅力，

村民们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眼中闪

烁着对美好生活的热切期盼。

有一种财富，叫精神的传承

“从进村一直到党史馆，一路看到的

都是红色文化。让我们获得了很多在书

上没见过的历史知识，真切感受到现在

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5月 28日下午，

在孝义市高阳镇仁义村“孝义党史馆”

里，正在参加研学活动的孝义六中初二

学生王综略看着一幅幅生动的照片，感

慨着说。

当天，他与同学们跟着讲解员，参观

了“永远的东方红”毛泽东像章展馆、孝

义党史馆等红色展馆。在这里，他们不

仅重温了党史上的重大事件，还了解到

发生在孝义本地及周边地区的革命故

事，对革命先辈们的付出有了更深刻的

体会。

2024 年，仁义村被评为山西省乡村

旅游重点村，今年还被评为国家 3A 级景

区。其红色旅游路线的缘起，要从“永远

的东方红”毛泽东像章展馆说起。

2017 年，付建文投资 2000 万元开始

建造像章展馆，2018 年正式开放。展馆

以毛泽东红色文化为题材，展有毛泽东

像章、奖章纪念章共十五万枚，书籍、照

片、瓷器一万余件。仅仅一年后，慕名而

来的游客每年就能达到六七万人次。

“这些展品只是我多年来收藏的一

部分。从青年时代起，我就开始留意收

集各类毛泽东像章，几十年来，已累计收

集了 30 余万枚。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

力，将这种红色精神传承下去。”付建文

真诚地说道。

起初，收集毛泽东像章只是付建文

的个人爱好。但 2008 年，当选仁义村党

支部书记后，当年的个人爱好和个人感

情，意外成为村子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因热爱而坚持，因梦想而坚定。围

绕“永远的东方红”毛泽东像章展馆，仁

义村又先后建起了毛泽东图片展馆、永

远跟党走党史镜鉴馆、孝义党史馆、乡村

记忆馆、农耕展馆、廉政教育展馆和科技

馆。八大展馆构成了仁义村党建引领

下，红色旅游产业中的“两中心一基地”

中的重要抓手。

专业的事，还需要专业人员来做。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投身商海的付建文

深知专业和市场的力量。为了发展好乡

村旅游，从起步开始，就聘请省规划设计

院对整村布局进行科学规划，规划建设

红色文化街道、红色文化广场，突出红色

文化、红色教育，发展红色产业。并配套

建起了党员干部培训中心、民宿等设施，

全力争取成为孝义市委党校的培训分基

地，同时，还积极响应《关于全面加强新

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充分利

用现有土地作为学农实践基地，投资 340
万元，建设了总面积 1740 平方米的中小

学生劳动实践教育基地。

“每年‘七一’、国庆节，都会有来自

四面八方的党员干部开展形式多样的纪

念活动，或重温入党誓词、或唱红歌、或

翻阅老照片追忆往昔，目前，全年旅游接

待量在 10 万人次以上，成为孝义市文旅

融合发展品牌的一道亮丽风景。”付建文

说。

“精神文明很重要，物质文明
也不能少”

仁义村位于孝义市城郊，北与汾阳

市接壤，南与吕梁农业科技园区毗邻。

全村人口 185 户 506 人，耕地面积 1020
亩。资源禀赋、基础条件，在以全国百强

县知名的孝义市并不算突出。

但就是在这样有限的条件下，仁义

村还是走出了一条令人艳羡的发展之

路。

耕地总量就是这么多，种什么、怎么

种才能使效益最大化？起初，这也是仁

义村“两委”班子反复思索的重要课题。

资源有限，那就集中力量干大事。

通过“党支部+合作社+农户”的模式，仁

义村对全村土地实现集体化经营，将发

展芦笋种植和农旅深度融合项目作为重

要的发展方向。

“芦笋种植项目年销售额达 165 万

元，带动就业 160 余人。每一个项目，我

们都坚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起步时，

由村集体投资，不用大家承担风险，但是

只要开始盈利，就家家入股、户户分红，

确保每家每户都能享受到产业发展的红

利。”仁义村党支部副书记张功德介绍。

在特色农业之外，2021年开始，仁义

村还紧跟全市白酒产业发展大势，积极

流转土地，开始种植订单高粱，并持续推

进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建设了自助餐厅、

特色民宿、商业街等项目，打造集红色教

育、劳动实践、研学写生为一体的多元化

乡村旅游目的地。

2024年 11月 21日，山西杏花村汾酒

厂股份有限公司汾青基地（一期）2 万吨

原酒酿造项目在孝义市高阳农业科技园

破土动工，让仁义村再次迎来重要的发

展机遇。

该项目是孝义市深入实施“两先四

高”发展战略的重要成果，也是该市锚定

工业强市与文旅富民“双轮驱动”新方

向，加快推动白酒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标

志性、引领性项目。项目占地 410 余亩，

总投资 14.8 亿元，旨在打造一座集现代

化、智能化于一体的白酒生产基地。项

目建成投产后，将具备每年生产 2万吨原

酒和 1 万吨大曲的能力，同时，实现原酒

储能 2万余吨，极大提升汾酒厂的产能和

储能水平。

“这是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项目

距 离 我 们 村 最 近 ，占 了 我 们 300 亩 土

地。人家只要来，咱们全力以赴，支持

帮助，等项目建起来，无论村民就业，还

是发展配套产业，都有大量机会。”付建

文感慨着说。

商海搏击多年的付建文，对发展机

遇 、物 质 文 明 的 重 要 性 有 着 深 刻 的 体

认。自从上任始，如何让村民们腰包鼓

起来，一直是他未曾停止思考的问题。

凭借着敏锐的嗅觉和深刻的市场洞

察能力，付建文将坚持集中力量办大事、

实现共同富裕作为仁义村的奋斗目标，

带领村民们发展芦笋、采摘等特色农业

种植，围绕红色文化传承发展乡村旅游

产业，也积极拥抱即将到来的白酒产业

大项目，力争推动仁义村的集体经济迈

向新高度。

“ 今 年 ，我 们 又 找 了 块 地 ，开 建 了

6000 立 方 米 的 冷 库 ，秋 天 计 划 投 入 使

用。过几天，准备组织人考察一下市场，

看看选择什么产品，准备提前储存，开展

反季节销售，搞成了，又能为我们村带来

一笔收入。”付建文满怀期待地说。

“干群一条心是我们村最大的
资产”

“只要我付三宝（小名）有能力的情

况下，一定要改变仁义村的面貌。”2008
年，付建文在自己的工作笔记本上郑重

地写下这样一句话，既是决心，也是对自

己的期许。

此前多年，付建文抓住 2000年以来，

我国经济社会迅猛发展的浪潮，奋勇拼

搏，取得了不小的成功。

接到回村参加村党支部书记竞选的

消息，他犹豫了。虽然在外打拼多年，但

对村子的情况，并非一无所知。

“当时，我们村发展确实不太好，路

还是土路，一下雨人就进不了村，水浇地

反倒因为浇不上水，变成了旱地。”付建

文回忆道。

“90%以上的人支持我，我就回去。”

付建文试图用抬高门槛来打消自己回村

任职的念头。但选举结果，很快让他“失

望”了。村里 24 名党员，竟有 23 名给他

投了赞成票。如此高的支持率，让他无

法再推辞，于是，付建文毅然走马上任，

开启了自己十多年的村干部生涯。

高得票率，既是认可，也是压力，怎

么干？能不能干好？无数双眼睛都在注

视着他。

从群众最迫切需要解决的水和路问

题入手，付建文一上任就制定了一个三

年规划，对村民用水、村内道路、村内绿

化、阵地建设等方面，进行全面重新规划

建设。

“三年时间，花了 100多万，现在进了

村看到的，都是我上任以来建起来的。”

付建文自豪地说。

但在村内党员干部和村民大会上，

他经常感谢的人，却是一直站在他背后

默默支持的贤内助王士平。村集体经济

虽然在他的带领下不断发展壮大，甚至

从 2011年开始，连续 13年荣获吕梁市五

星级农村党支部五个好村党支部。然

而，村民分红、发展项目都需要钱，一遇

村里急用钱，他就向家里求助，而家里的

钱都由妻子掌管，每次都得好言相求，还

得把握好节奏。“中间最好能间隔开几

天。”他这样总结自己的“成功心得”。

投桃报李。付建文为村里的付出与

努力，也让村民们看到眼里记在心中。

每年夏秋之际，地里有瓜果蔬菜成熟，常

常会出现在他家门前，即便家中无人时，

村民们也会默默放下。

（下转2版）

让文明种子扎根希望的田野
——来自全国文明村镇孝义市高阳镇仁义村的报道

□ 本报记者 刘少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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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高茜

晨曦微露，交口县桃红坡镇西交子

村的千亩茶园泛着新绿，嫩绿的冻绿叶

在晨雾中舒展。采茶工指尖翻飞间，竹

篓里渐渐盛满新芽，清香随风漫溢。这

片曾经“养在深闺人未识”的荒山野岭，

如今正以“党支部领衔+科技赋能+文旅

融合”的创新实践，书写着黄土高原乡村

振兴的绿色答卷。

西交子村地处黄土高原山地，四季

分明、昼夜温差显著，年降水量适中，得

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为野生冻绿叶茶的生

长提供了“天然温床”。村党支部立足资

源禀赋，以党建为“针”、产业为“线”，将

零散茶园串珠成链，引进省内企业成立

合作社，打造“种植+研发+加工+销售”全

产业链生态。

“我们村独特的自然条件，赋予了冻

绿叶茶丰富的营养成分。”村党支部书记

站在观景台远眺，身后是连绵起伏的茶

园画卷。“来这里，游客既能欣赏到茶园

美景，又能在现场品尝地道的野生冻绿

叶茶，沉浸式感受茶文化的魅力。”依托

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西交子村党支部

牵头成立集体经济合作社，携手山西一

家生物科技公司，构建起“党支部+合作

社（企 业）+农 户 ”三 位 一 体 发 展 模 式 。

2024 年，全村茶叶产业链条带动村集体

经济增收 87万元，帮助 132户 400多村民

实现家门口就业，让“绿水青山”真正转

化为“金山银山”。

科技赋能为传统茶产业注入创新活

力。我市与太原理工大学组建的科技特

派员团队，6 次深入西交子村，不仅优化

传统制茶工艺，更从品牌升级入手，完成

logo 设计、包装改良、文创产品开发等系

统工程。如今，冻绿叶茶以崭新的形象

走向市场，成为兼具品质与文化内涵的

特色农产品。

茶香引客来，文旅添活力。西交子

村党支部精准锚定“茶文旅融合”发展方

向，将采茶文化节与产业发展相结合，推

出茶文化主题展演、制茶研学、采茶体

验、山货集市等特色活动，打造“可看、可

学、可玩、可购”的乡村旅游新场景。每

年春茶时节，数千名中小学生走进茶园，

亲身体验从采摘到炒制的全过程；“冻绿

叶茶文化节”上，非遗传承人现场演绎茶

歌戏，山货集市摆满木耳、蘑菇等林下经

济产品。村民王大婶的农家乐生意越发

红火：“游客们采茶后，总要尝尝地道的

农家菜，临走还要捎上几盒茶叶，收入比

以前翻了好几番！”

“我们将继续深挖茶文化内涵，拓展

茶浴养生、茶膳餐饮等新业态。”桃红坡镇

负责人指着规划图描绘愿景，“未来，茶博

馆、茶主题民宿将拔地而起，‘春采夏研、

秋酿冬藏’的全季旅游线路也将逐步成

型，让更多村民共享绿色发展红利。”

漫山茶香中，西交子村的故事飘向

更远的山峦，诉说着“一片叶子富一方百

姓”的生动实践。

交口县西交子村

茶香引客来 文旅添活力
□ 本报记者 张娟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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