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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弘扬吕梁精神弘扬吕梁精神 攻坚深度贫困攻坚深度贫困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幸福是奋斗出来的

第一书记的工作繁忙而琐
碎 ，忙 碌 起 来 根 本 无 暇 顾 及 其
他。冀里栋有两个孩子，小的还
在上幼儿园，自己常年不在家，爱
人一个人又要上班又要带孩子，
辛苦劳累可想而知，一想到妻子
的默默付出他就更加觉得干不出
点名堂来“无颜见江东父老”。

“在下一阶段的工作当中，我
将继续努力，踏踏实实，兢兢业
业，不负组织的重托和群众的期
望，和村两委班子一起协作互进，
实现土社村 2018 年整村脱贫。”
这个七尺男儿，掩饰地擦了擦湿
润的眼眶，表达出内心无比坚定
而朴实的美好愿景。

本报讯 近日，由方山县委宣传
部主办，县文化局、各乡镇承办的方
山县脱贫攻坚政策宣传系列携手同
行小康路巡回宣传演出巡演活动正
在如火如荼进行中。

本次巡演活动以脱贫攻坚相关
惠民政策及举措为素材，用群众喜
闻乐见、通俗易懂、寓教于乐的艺术
表演形式创作小戏小品、曲艺歌舞
等不同艺术种类的作品，诠释了县
委县政府打赢脱贫摘帽的决心和信
心，颂扬了党员干部和群众心连心、
心贴心真扶贫的深厚感情。

“脱贫攻坚措施强，两不愁三保
障。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有保
障……”把党的扶贫政策说出来，把
惠民富农好政策唱出来，把广大群
众的热情带起来。县文化局的演员
们以创新的形式，自编自导舞蹈、歌

伴舞、道情小戏、快板剧等节目，用
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通俗易懂的
语言、接地气的方式，把国家精准扶
贫有关政策宣讲到群众家门口，让
他们在欣赏文艺节目的同时，了解
扶贫惠农政策，听得懂、记得住。

演出中，道情小戏《不等不靠奔
小康》，用生动幽默的表演形式体现
了各项惠民政策给贫困村百姓带来
的强大的脱贫信心；女生独唱《扶贫
路上》，深情歌颂了全体农村第一书
记、扶贫队员撸起袖子、扑下身子投
入脱贫攻坚战的无私奉献精神；快
板剧《生态农业助脱贫》，通过古今
穿越历史剧的方式，对方山县在吕
梁市名特优农产品博览会上推荐参
展的老传统和良泉酒、蚕蛹虫草、中
药材、莜麦草、咖啡玉米、沙棘饮料
等二十余种产品进行了详细介绍，

对生态农业脱贫政策进行了宣传；
歌伴舞《扶贫攻坚担重任》、戏歌《筑
梦前行》等精彩节目更是让现场的
观众激情澎湃，赢得了阵阵掌声。

脱贫攻坚政策知识有奖抢答环
节用有奖知识竞答的方式对教育、
卫生、文化、产业等脱贫攻坚政策进
行了宣传，把演出推向高潮。

演出结束后，群众纷纷表示，本
次活动把理论政策用老百姓爱听爱
看的艺术表演形式表现出来，通过
轻松愉悦的方式，帮助大家把一系
列扶贫惠民政策吃通吃透，使群众
真正体会到扶贫政策对其带来的好
处，真正改变“干部干群众看”“干部
着急、群众不急”以及一些群众“等、
靠、要”“靠着墙根晒太阳，等着别人
送小康”的消极被动思想。

（闫卫星 冯少娟）

听民声 解民意
方山县创新方式开展脱贫攻坚政策文艺宣传系列活动

倾身贫困深水区 情满石楼土社村
——石楼县土社村“第一书记”冀里栋的扶贫故事

□ 本报记者 木二东 本报通讯员 霍爱兰

“离城远，条件差，吃住不习惯，这些通通都不是问题，咱还年轻，很快就能适应。最困
扰我的是怎么带领身处恶劣环境中的群众尽快摆脱贫困走出一条致富新路子。”这是石楼
县和合乡土社村年轻的第一书记冀里栋发自内心的纠结与焦虑，硕士研究生毕业的他在这
里遇到了人生中最难解的难题。

三十多岁的冀里栋，是山西医科大学汾阳学院的讲师，2017年由学院选派担任石楼县
和合乡土社村第一书记。从进村第一天起，他就深感肩上责任重大，尽管来之前对扶贫工
作做了很多功课，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但还是比预期的要艰难很多，说“困难重重，举步维
艰”一点都不为过。

坐落在深山沟里的土社村距城一百多里，
是全县最偏远的村子，境内梁峁交错，沟壑纵
横，交通条件十分落后。恶劣的自然环境导致
经济落后，群众生活困难。面对如此状况，冀里
栋满脑子都是怎么脱贫致富的问题，根本顾不
上操心自己的吃住。这个过惯都市生活的年
轻后生，从到任第一天就一头扎进了土社的山

坡、沟壑、村庄。白天走上田间地头调研，晚上
进村入户摸底，用最短的时间走遍了土社的 7
个自然村，摸清了土社村的总体情况。

土社村共有 7 个自然村，167 户，518 口
人，建档立卡贫困户 88 户，共 272 人。全村
有 耕 地 2503 亩 ，林 地 3600 亩 ，退 耕 还 林
7397.5亩，林果 370亩，牧草地 320亩。

为了改善村里出行、上地的道路，冀里栋
一次次往返于汾阳学院、县城和乡镇间，协调
和合乡 22万元专项资金兴建了进村桥梁一座；
争取到了县扶贫资金 3 万元建设后河涵洞桥；
争取到汾阳学院 4 万元新开通田间路约 18 公
里。

针对土社村没有产业的状况，冀里栋通过
多方协调努力，以“干部+党员+贫困户”的合作
经营模式，组织建立了养羊合作社，共吸收 14
户贫困户贷款入股，入股金额共计 26 万元，每
年入股金额 7%保底分红。

为了发展土社村集体经济，冀里栋想方设
法争取光伏发电项目，组织修建 100KW 光伏发
电，使集体经济每年获益 5 万元，实现破零过
万。

“2018 年，我们将着力打造绿色有机蔬菜
种植基地，现已平整好三十亩平地，吸收贫困
户 9户，我们将通过各种渠道打通蔬菜销路，解
决农民后顾之忧。”说起今年的打算，冀里栋信
心满满。

在学院领导的大力支持
下，冀里栋积极组织举行了
结对帮扶签约仪式，学院 37
名处级以上干部签约帮扶全
村 88户贫困户，并多次组织
为村民捐款捐物。

冀里栋充分利用医学院
的优势多次组织医疗专家来
村进行义诊，为村民免费发
放常用药品。他还绞尽脑汁
出谋划策常年开设“爱心扶
贫超市”，动员扶贫队的同志
们把村民们的土鸡蛋、小米、
绿豆等农副产品收集起来，
集中带回学院去销售。

深入调研 摸清村里贫困现状

立足本职

谋划脱贫步步推进
温暖民心

帮困助贫落到实处 执着坚守

向着目标坚定不移

冀里栋在了解村里老人的生
活情况。

冀里栋在地里和村民探讨谋划脱贫
致富的办法。

演出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