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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国网交城县供电公司驻段村工作队紧密围绕群众农耕需求，深入田间地头，传授最新的种植技术，分
享先进的农业知识和实践经验，帮助村民科学选择种植作物，优化种植结构，提升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和经济效益，
用实干担当奏响了电力赋能乡村振兴的“和谐乐章”。 记者 刘少伟 摄

本报讯 （记者 王涛） 在人口老龄化趋势
日益加剧的背景下，临县夕阳红敬老院积极践
行“为党和政府分忧”的宗旨，通过扩建升级、开
设分院、创新医养结合模式，为县域内老年人提
供多层次、高品质的养老服务，成为当地养老事
业发展的重要力量。

成立于2013年重阳节的夕阳红敬老院，最初
仅能容纳50位老人。为响应国家加快发展养老服
务业号召，该院于2017年扩建1100余平方米养老
住宅，床位增至100张；2020年重阳节又在雷家碛
乡设立分院，新增100张床位。目前两院总建筑面
积达1916平方米，在院老人120多名，有效缓解了
当地“养老难”问题。该院负责人介绍：“从选址到
设计，我们注重交通便利性与环境适老化，主院毗
邻太佳高速与省道，分院则依托乡镇资源，让子女
探访更便捷。”

该院创新推出“医养结合服务中心”，内设
健康门诊，配备内科、中医科专职医护人员，实
现“小病不出院、大病早发现”。针对不同护理
需求的老人，提供自理、介护、介助、特护四级分
类服务，11名专业护理人员 24小时轮岗。78岁
的张奶奶告诉记者：“这里既能看病抓药，又有
老姐妹一起打打牌，比在家还热闹。”

除了硬件升级，敬老院更注重精神养老。
院内配备健身器材、休闲娱乐设施，打造“老有
所乐”生活圈。后勤团队精心设计营养餐单，保
障老人“舌尖上的幸福”。工作人员表示：“我们
秉持‘帮子女尽孝，替父母解难，为党和政府分
忧’的理念，既要让老人生活舒适，更要让他们
感受到家的温暖。”

临县夕阳红敬老院，这座扎根黄土高原的敬
老院，用坚守诠释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深
意，为县域养老事业发展提供了可借鉴的样本。

五月的晨光中，柳林县留誉镇杜家庄村迎来了一场
别开生面的乡村马拉松。200多名跑步爱好者踏着新修
的田间道路穿行，沿途掠过整齐的蔬菜大棚、现代化渔
场，最终抵达党群服务中心。望着眼前热闹景象，村党
支部书记成宇蛟脸上泛起笑意：“三年前这片地方还堆
着拆迁后的砖瓦，现在成了乡亲们的新家园。”

刚上任时，摆在成宇蛟面前的是整村拆迁后的特殊
局面。“办公室没有，支部会议没法开。”回忆起当时情
形，这位年轻人仍觉肩头沉甸甸。他带着党员们用三个
月时间跑遍有关部门，争取到资金建起六间窗明几净的
党群服务中心。“没有阵地，何谈战斗？有了阵地，就有
了平台了。”此后，每月固定的党员学习日，总能看到他
捧着最新政策文件逐句讲解，他严格落实党建学习培训
制度，开展集中学习、专题研讨，规范“三会一课”、主题
党日等组织生活，让党组织凝聚力不断增强。七一建党
节期间，他组织表彰优秀党员、走访慰问困难老党员，传
递党组织关怀，一桩桩一件件小事见证着这个村级党组
织从涣散到凝聚的蜕变。

乡村振兴，产业是硬道理。成宇蛟积极谋划，多方
奔走，为杜家庄村引进多个产业项目。在县委组织部支
持下，利用上级补贴资金筹建木耳加工厂，并即将运营，
预计每年为村集体增收 5万元，并带动 20余人就业。盘
活了荒废的蔬菜大棚、牛场，建设了朝天椒育苗基地和
蔬菜大棚共占地 100 亩，带动近百人就业，村集体经济
增收十万元。引进企业投资 1800余万元建设现代化工
业养鱼场，养殖鲈鱼，年出鱼量 300 吨，数量非常可观，
带动就业并为经济发展注入活力。将荒废的牛场改建
为右玉边鸡养殖场，成为示范基地，拓宽村集体经济增
收渠道。“咱们村要发展，必须得坚定不移地走产业发展
的道路。”村民代表大会上，他举着连夜赶制的规划图反
复解释的场景历历在目。如今，曾经在外打工的王大哥

当起了渔场饲养员，“在家门口就能挣三千，还能照顾老
人孩子。”废弃的大棚活了，荒芜的养殖场火了，连养鱼
都能“高科技”！三年间，村集体增收超百万，就业岗位
遍地开花。

最让村民竖起大拇指的是成宇蛟“见不得乡亲为
难”的急性子。去年汛期，暴雨冲垮了上岔沟自然村的
老水管，65岁的张大爷凌晨三点给他打电话：“成书记，
我家水缸见底了。”天还没大亮，成宇蛟就带着施工队出
现在泥泞的山路上。半个月后，全村换上了智能水表，
看着汩汩清流，张大爷逢人便说：“这后生办事比自家盖
房还上心！”

成宇蛟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基础设施建设关乎群
众生活品质。三年间，硬化上岔沟自然村田间道路1700余
米，针对后杜家庄自然村排水问题，迅速安装排水管路、开
挖排水渠，保障村民生活。配合镇政府开展打坝造地，新
增耕地 70余亩，提高土地利用率。推进回迁工程，一期工
程完成，100余户村民即将入住，水电网等基础设施配套，
还实现煤改电，同时为新村配套了红白理事厅。

漫步在初具规模的新村，红白理事厅新修的门窗透
着传统韵味，不远处的广场上，市级非遗道情戏的悠扬
唱腔随风飘荡。重阳节敬老宴上，成宇蛟给 80 岁高龄
的李奶奶夹菜时，老人颤巍巍握着他的手：“娃啊，咱村
现在比电视里的新农村还排场。”这话让他眼眶发热。
乡村振兴既要算经济账，更要算文化账。重阳节是温
度，非遗道情是乡愁，马拉松健康跑则代表着杜家庄的
朝气，更是传递给大家的新名片。

落日余晖中，成宇蛟站在二期回迁
工程的地块前说：“我们在积极筹备中，
预计今年可以开工。”党建引领、产业破
局、民生为本、文化铸魂，三年间成宇蛟
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我作为一个土
生土长的杜家庄村人，最大的心愿就是
让家乡越来越好。”成宇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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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赋能乡村振兴的电力赋能乡村振兴的““和谐乐章和谐乐章””

让家乡越来越好让家乡越来越好
————成宇蛟的乡村振兴答卷成宇蛟的乡村振兴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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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工业养鱼场养殖鲈鱼

5月 25日，文水县美术家协会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召开，31名
妇女会员代表参会。按照章程和选举条例的规定，通过无记名投
票方式选举产生了县美术家协会妇联第一届执委会委员 11 名。
在妇联第一届执委会第一次会议上，选举出妇联主席、副主席。随
后，县妇联、县文联负责人讲话，对县美术家协会妇联的成立致以
热烈祝贺，并指出这是全县文艺界妇女事业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也
是妇联组织向新领域拓展、服务向新群体延伸的生动实践；为姐妹
们搭建了凝聚智慧、共促发展的新平台，赋予了团结引领文艺界女
性建功立业的新使命，标志着文水县乃至吕梁市第一家县级文艺
家协会妇联的正式成立。

（冯增清）

我市第一家县级文艺家
协会妇联在文水县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