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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开清洁透明的包装纸，晶莹雪白
的嫩玉米就呈现在了你的面前，轻轻一
口咬下，香、嫩、糯、软，舌苔上顿生丝丝
甘甜，令人余味无穷。这就是甜糯玉米
美味之处，也是方山县天玉粮油公司助
农致富的优势所在。

“天玉粮油地处方山县北武当山景
区，四面环山围绕，山清水秀，环境优美，
远离各种污染源，发展绿色无公害农产
品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夏末时
节，当地村干部介绍说。

每年初秋，这里的人们都忙着掰玉
米到公司来出售，企业负责人薛英亮整
天忙得不亦乐乎。来自吕梁大山土生土
长的甜糯玉米，成了企业和当地农民的
致富源泉。

早在 2005 年，企业一成立，就开始
生产甜糯玉米产品。那一年，50岁的薛
英 亮 在 北 武 当 镇 下 昔 村 建 起 了 占 地
2000 平方米、注册资金 100 万元的天玉
粮油食品公司，专事“武当山庄”玉米食
品生产。

经多年滚动发展，企业按照“公司+
基地+农户”发展模式，在向农户提供玉
米种籽、化肥、农药等农用物资的基础
上，还负责对玉米进行收购、加工、销售，
形成了产供销一条龙服务。现在，公司
每年都与农户签订订单合同，从根本上
消除了农户种植玉米的风险，解决了农
民的后顾之忧。

薛英亮说：“如今，我们企业已在北
武当、峪口、积翠等乡镇发展玉米种植基
地 3000亩，涉及 1000多户农民。1亩耕

地可收获甜糯玉米 3000多棒，收入 1500
多元，加上秸秆回收利用，共可收入近
2000元。”

甜糯玉米引领农户奔富路，北武当
镇农民守着家门就可以稳赚钱。本地河
庄村 61岁的村民刘贵元，已在企业工作
16年。“俺的岗位是运货入库，每月工资
2000 元至 3000 元。加上在村里的耕地
收入，生活一点没有问题。”谈到如今的
好日子，刘贵元笑逐颜开。

据悉，现在公司拥有员工 30 余名，

其中脱贫户达 24人，年可工作 12个月，
年平均工资达 24000 元。在玉米加工
旺期，工人总数可达 60 余人，稳定的工
资收入，确保了农民工早日走向共同富
裕。

甜糯玉米带来高收益，薛英亮说：
“近年来，我们企业每年生产销售真空包
装玉米 50万棒，速冻玉米 300万棒，玉米
食品打入北京、天津、河南、河北、四川、
广东等省各大超市，销售收入突破 1000
万元！”

2017年开始投入生产的交口县韦禾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是一家集食用菌技术研发、菌种、菌棒生产、种植、加工销售、废弃物
综合利用为一体的现代化食用菌企业。经过几年的发展，韦和公司组装配套了原料加工、灭菌净化、分选加工、包装等10余条
生产线，食用菌年生产量达到千万棒，食用菌年产值实现亿元以上，成为我省重要的香菇生产基地。 记者 刘亮亮 摄

本报讯 （记者 王洋） 近日，汾阳市开
展 2023 年“军民一家亲，翰墨颂双拥”书画
展览活动。在汾阳市广大书法美术爱好者
的积极参与下，此次书画展共征集到书画
作品 524幅。经过专家评审，评选出参展作
品 399幅，其中一等奖 7名，二等奖 17名，三
等奖 29名。

此次书画展以传统文化为纽带，水墨
丹 青 为 桥 梁 ，充 分 彰 显 出 汾 阳 市 书 画 爱

好 者 炽 热 深 沉 的 爱 国 拥 军 情 怀 ，展 现 了
广大干部群众祟军尚武、热爱国防、热爱
人民军队、热爱党的鲜明底色，热情描绘
了 中 华 民 族 坚 不 可 摧 的 爱 国 精 神 、强 军
力量。

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是广大军民在中
国 共 产 党 领 导 下 的 伟 大 创 举 ，是 我 党 的
传统优势和政治优势，在中国革命、建设
和改革开放不同历史时期发挥了不可替

代的作用。当前，汾阳市正举全市之力，
积 极 创 建 新 一 届 双 拥 模 范 城 ，举 办 此 次
书 画 展 ，恰 逢 其 时 ，意 义 重 大 。 下 一 步 ，
汾 阳 市 将 举 办 更 多 的 双 拥 活 动 ，不 断 深
化 同 呼 吸 、共 命 运 、心 连 心 的 军 民 鱼 水
情 ，浓 厚 拥 军 优 属 、拥 政 爱 民 的 社 会 氛
围，加快汾阳市双拥模范城的创建步伐，
为汾阳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的
精神动力。

本报讯 （记 者 王洋）
近年来，离石区委老干部局
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按照市委老干部局、
市老年大学安排部署，以破
解“老年大学一座难求”为切
入点，通过创新“市区联建、
四级联动”开门办学模式，精
准发力，以创建吕梁市老年
大学离石区分校及社区教学
活动点为突破口，由上而下
推进“市、区、乡镇（街道）、村

（社区）”老年大学四级办学
体系，在全区老年人集中的
城区三个街道所属的 4个社
区率先建立吕梁市老年大学
离石区分校教学活动点，统
筹推进“家门口”老年大学建
设，为老同志打造“15 分钟
学习生活圈”，打通老年教育

“最后一公里”。
坚持党建引领。始终坚

持党建引领，依托社区离退
休党支部，通过“把党支部建
在班级上，党小组建在兴趣
团队上”，充分发挥党组织战
斗堡垒作用，确保教学管理、
活动组织不跑偏、不走样。
设立党员先锋岗，开设课前
十分钟“微党课”，及时跟进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组织老年学员参与基
层社会治理，传播正能量。

坚 持 联 盟 统 筹 。 壮 大
“1+ 1+N”老 年 大 学 教 育 联
盟，“1”即吕梁市老年大学总
校，“1”即吕梁市老年大学离
石区分校，“N”即多所社区
教学活动点。教育联盟作为
市 老 年 大 学 工 作 的“ 指 挥
部”，统筹指导离石区分校及
各社区教学活动点的教育教
学工作。将制定《离石区老
年大学教育联盟章程》，指导
各社区教学活动点的“课程、
师资、活动”三张清单，统筹
安排各教学活动点的课程设
置、教师调配、活动组织等工
作，形成市区老年大学一盘
棋办学新格局。

坚持课程联设。每学期
根据老年学员需求，不断调
整、重设相关专业，灵活设置
课程，及时将先进理论、新兴
专业引入分校课堂，开设声
乐、瑜伽、舞蹈、书法、绘画等
多个专业等课程，满足老年学员差异化需求。同时，
在传承地方特色的基础上，通过教育联盟调剂，在多
个分校开设剪纸、面塑等课程，进一步弘扬地方特色
和传统文化，逐步形成“一点一特色一品牌”。

坚持师资联用。通过选聘有经验的退休干部、
文化传承人、社区特色人才等，充实到师资队伍中，
建立教育联盟教师资源库，按照专业将各社区教学
活动点教师登记造册，资源库中的教师可以在分校
及各社区教学活动点交流互用，做好优势互补。建
立教师联席会议制度，共同研讨确定教学计划和活
动设置，及时解决离石区分校及各社区教学活动点
在教学上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坚持活动联办。结合重要节日和重大活动，组
织各社区教学活动联合市老年大学举办文艺汇演等
文体活动，组织分校及教学活动点骨干队伍进社区、
学校、军营、养老院，开展文化交流、文化下乡、文化
服务等。挑选理论功底好、阅历丰富、语言表达能力
强的老年学员，组成党史宣讲团、普法宣讲团等团
体，开展党史宣讲、革命传统报告、普法宣传等活动，
提升群众的满意度。

家门口的老年大学是老年人的期盼，离石区坚
持融合发展，把老年教育融入、嵌入社区生活场
景，如社区服务中心、养老机构、老年活动中心等，
打破了传统教学的时间和空间限制，在前期充分
调研老年人学习需求基础上，合理配置师资力量，
开设各类课程。实现全区老年教育设置区域化、
管理多元化、办学多样化、教学特色化，围绕“就近
学习，就近活动，就近得到关心照顾，就近发挥作
用”的要求，推进老年教育向基层延伸，依托乡镇
(街道 )、村 (社区 )、各单位 (企业 )的党群服务中心、文
化服务中心、老年协会、离退休干部活动中心、各
类教育机构、闲置场地等资源建设老年大学教学
点、分校，满足片区内老年人学习、活动需求，使老
同志能够就近学习、就近活动。确保“家门口”老
年大学有人建、有人管、有人教、有人学。从“建起
来”到“用起来”，再到“活起来”，充分整合资源，补
齐资源短板、疏通教育堵点，实现“平台共建、资源
共享、课件共学、品牌共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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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糯玉米引领农户走上致富路
□ 本报记者 梁瑜

方山县天玉粮油有限公司的工人们正在辛勤工作 薛志雄 摄

汾阳市举办“军民一家亲 翰墨颂双拥”书画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