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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吴小俊的驻村日记，厚厚
的一沓纸真实地记录了这位驻村干
部每天琐碎的工作：走村入户了解
村情、倾听民意，掌握翔实可靠的
第一手资料；多方争取资金项目，
用心用情为老百姓解决烦心事、揪
心事，凝聚起脱贫攻坚的强大力
量；细心解读政策，因地制宜发展
富民产业，打通一条通往幸福的康
庄大道……

从昔阳县三都乡黑洼村的驻村
工作队队长兼第一书记，到市直驻榆
社县扶贫工作队大队长，4年多的时
间里，吴小俊在一点一滴地融入当地
百姓的生活，也在一点一滴地参与改
变着当地的面貌。

2016 年 12 月上旬，吴小俊被派
驻到昔阳县三都乡黑洼村担任驻村
工作队队长兼第一书记。第一次踏
进黑洼村，眼前的景象让他心头一
沉，坑洼的山路凹凸不平，村里多是
低矮的石碶民居。到了工作的地方
一看，房间幽暗狭小，仅有一张简陋
的旧木床和矮小的木桌子，床上、桌
上、地上落满了厚厚的尘土。在和村
里的老支书交谈得知，黑洼村全村有
117 户 275 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
76户 163人。村里不仅吃水困难，而
且没有任何产业基础，靠天吃饭的观
念根深蒂固。守着贫困的底子，村干
部一筹莫展。

出行难、饮水难、通信难，面对艰
苦的驻村条件，吴小俊立下誓言：“黑
洼村就是我的家，我一定要让大家过
上好日子。”

为掌握第一手资料，驻村第二天
吴小俊就带着小本子，拿着笔，走家
串户做调查，发放驻村工作队服务群
众联系卡，整理填写《贫困户基本信
息采集表》《贫困户扶贫手册》，查漏
补缺、精准建档，最终形成了“基础设
施先行、加强党支部建设、发展产业
项目、推动脱贫奔小康”的总体发展
思路。

为尽快解决硬件条件差的难题，
他不分昼夜与村“两委”干部商量对
策、制定措施，一趟趟奔走于各相关
单位。最终，市审计局党组共协调各
类财政资金近300万元用于村里的基
础设施建设。2017年 9月，黑洼村引
水工程管道铺设完毕，村内设置了 5
个供水点供村民使用，用水安全有了
保证。2017年 12月，3.8公里的通村
水泥路全部完工，并于2018年春节前
夕通了公交车，群众出行更为便捷。
不仅如此，移动信号在全村也实现全
覆盖，黑洼村终于迈出了信息化的第
一步。随着村子基础设施的不断改
善，群众和村干部的脱贫信心更加坚
定了。

黑洼村的出路在哪儿？吴小俊
一直在思考。脱贫见成效，产业是关
键。产业就是乡亲们的“钱袋子”，是
黑洼村脱贫增收的方向。

经过市场调查和实地考察，吴小
俊发动村干部牵头开办养羊合作
社。闭塞了半辈子，大家都怕赔钱。
他挨家挨户做工作，磨破嘴皮讲道
理、讲前景，终于做通了思想工作。
2017年 8月，黑洼村成立了明林养殖
专业合作社，发展养羊产业项目，吸
纳了10户贫困户，连续两年户均分红
收入 800 元、养羊 420 只。该项目不
仅实现了村集体收入破零，还帮助加
入合作社的贫困户年增收 1000 元。
2017年12月，村里又购回2台杂粮加
工设备，开展小杂粮加工，村民增收
的门路打开了。

帮村民调和矛盾，为无儿无女
的瘫痪老人办理残疾证，给村民买
药……这样的暖心故事有一箩筐。
在黑洼村开展帮扶工作的近两年
里，吴小俊给村民带去的不仅仅是

“脱贫致富”，也是温暖、希望和对未
来美好生活的憧憬。

2019 年 5 月，上级选派吴小俊
挂职榆社县箕城镇党委副书记。他
白天跑村走户，晚上在宿舍整理罗

列，在短时间内就使全镇基础性资
料整理工作得到了全面提升。同年
10月，吴小俊被任命为榆社县政府
党组成员、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副组
长和市直驻县工作队大队长。他迅
速调整工作状态，采取“以点带
面、分类辅导、统一授课”的办
法，在短短 50天时间内，便全面规
范了全县基础性资料整理工作，高
质量完成了脱贫攻坚档案资料规范
化建设，使得该县的这项工作走在
了全省前列。

担任驻县工作队大队长以来，
吴小俊不仅帮助村民销售笨鸡蛋、
小米、蜂蜜等 16 类农副产品共计 23
万余元，还积极参与研究制定全县

《关于坚决克服疫情影响打赢脱贫
攻坚收官战的“一揽子”政策措施》

《扶持农业（畜牧）产业发展促进乡
村振兴与巩固脱贫成果“两个实施
办法”》《榆社县金融支持畜牧养殖

产业发展的实施方案》等政策措施，
推动脱贫产业持续壮大，坚决打好
扶贫“精准牌”。

地荒路远、资源匮乏、基础薄
弱、产业空虚……曾几何时的“穷乡
僻壤”，正一点点蜕去破旧的厚茧。
1500 多个日夜的耕耘，也让吴小俊
收获了荣誉和成长。2017 年荣获

“昔阳县驻村工作优秀第一书记”，
2018年荣获“昔阳县扶贫工作‘五一
劳动奖章’”，2018 年、2020 年两年
荣获“山西省干部驻村帮扶工作模
范队员”，2017 年至 2019 年连续三
年年度考核优秀并荣立三等功一
次 ，2021 年 荣 获“ 晋 中 市 劳 动 模
范”。

“在脱贫攻坚第一线，看着大家
的日子一天天变好，我越干越有劲！”
躬身扶贫不言苦，俯首甘为孺子牛。
吴小俊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一
名共产党员的为民情怀。

扶 贫 一 线 冲 锋 在 前
—— 记市劳模、市审计局内部审计指导监督科科长、市直驻榆社县扶贫工作队大队长吴小俊

本报记者 郭 娟

新 时 代新 时 代 劳 模 礼 赞劳 模 礼 赞

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 锻造新时代政法铁军锻造新时代政法铁军

本报讯 （记者周俊芳）日前，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晋中市
曲艺家协会第一届第一次会议举行，
来自左权、介休、榆社、平遥的11位盲
艺人，以及我市9县、市的38名代表参
加了会议。

太原莲花落传承人、嗨玩逗剧场
负责人田家宾介绍了会议筹备情况。
5月 7日，晋中市文联下发《关于同意
成立晋中市曲艺家协会的批复》，5月
25日下发《关于同意召开晋中市曲艺
家协会第一届第一次会员大会的批
复》。筹备小组通过整理筛选，登记会
员共103人，其中15名为盲艺人。

本次会议选出田家宾为主席，段
磊、张铁生、弓宇杰、李克萌、姚翔为副
主席，陈浩为秘书长。左权盲人宣传
队队长刘红权、王树伟，榆社盲人宣
传队队长周宝兴，介休盲人曲艺队
队长曹立圣，平遥维林弦子书传习

所负责人裴清林，5 位盲艺人成为
曲协理事，刘红权担任专家委员会
副主任。

盲艺人是晋中曲艺最忠实的传承
者，是晋中曲艺传承的主力军。成立
于1938年的左权县盲人宣传队，及其
后陆续成立的榆社、榆次、和顺等县市
盲人宣传队，是红色说唱艺术的表演
者，是晋中曲艺表演战线的中流砥
柱。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推广者弓
宇杰从事曲艺传承 15 年，2020 年开
始，组织录制了以晋中为基础的山西
盲人曲艺，又远赴陕西、河南、安徽、江
西、甘肃等省，录制了百位盲艺人演唱
的 100 余首歌颂党领导下的全民抗
战、歌颂新时代、歌颂新生活的节目，
节目将由中国盲文出版社以《向天而
歌——百部瞽歌颂党恩》推出。弓宇
杰说：“这是晋中曲艺人庆祝建党百年
的一份贺礼。”

晋中曲艺人欢聚颂党恩

本报讯 （记者李文娟 通讯员
范征）“如果无法迁移户口，孩子 9
月份上学就划不到相应学区，全家
都很着急。”来自榆次区东赵乡的成
先生近日刚搬进一处商品房小区，
由于新建成的小区暂未划定管辖街
道办事处和社区，无法迁移户口，孩
子就读新学区也成了难题。5月31
日，他来到市公安局榆次分局郭家
堡派出所，在民警的帮助下，短短 5
分钟便完成户口迁移，孩子就读问
题也迎刃而解。

随着榆次区城市建设步伐的
不断加快，各类新建商品房住宅小
区纷纷建成，但部分地处城乡接合
部的商品房住宅小区，因暂时未明
确对应的街道、社区，而导致业主
无法落户。针对这一问题，市公安
局榆次分局创新举措、分类施策，
为群众精准破解无社区管辖商品
房小区和无产权长期居住房居民
落户难的问题。

郭家堡派出所民警霍俊燕告诉
记者，该局对无社区管辖商品房小区
推出了“先就近办理，明确后再集中
调整”的解决方案，即对城乡接合部
区域部分证件齐全的商品房住宅小

区，因没有对应街道办事处和社区管
辖无法落户的，由辖区派出所在人
口系统中为各小区先就近拟定管辖
街办、社区先行登记落户，待明确管
辖后再随之进行调整。其次，对于
无产权长期居住房，该局实行榆次
籍居民分类办理、外地居民租购半
年可办居住证的便民举措，即居民
由小区物业提供相关证明证件后，
统一在辖区派出所进行备案，之后
可根据所在范围进行对应落户办
理。在以主城区东至锦东大道、北
至鸣谦大街、西至经西大道、南至凤
栖大街为分界的“环线”内，榆次户
籍居民可登记城镇居民家庭户口；

“环线”以外小区的榆次户籍居民，可
登记城镇居民集体户口。针对外地
居民，购买或租住小产权房半年以上
的，可办理居住证。

“各项环节正在不断完善，办理
过程基本控制在 10 分钟以内。这
项措施可以解决上万人的落户问
题，大幅度破解了居民入户、入学的
难题。”市公安局榆次分局户证科科
长祁艳表示，将继续完善入户办理
流程，让群众只跑一次，全力解决群
众的“急难愁盼”问题。

分类施策 精准服务

市公安局榆次分局着力破解群众落户难题

本报讯 （记者闫春晖）为深入
开展政法队伍教育整顿，落实落细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4 月
起，昔阳县人民检察院开展了法治
进校园宣讲活动，昔阳县人民检察
院干警活跃在校园里，成为青少年
健康成长的法治引路人、贴心人和
好伙伴。

普法行动全覆盖、法治护航无
死角。4 月份以来，包括院领导在
内的全体检察干警前往 7 个乡镇、
30多所学校担任法治副校长，课程
安排集中，覆盖小学、中学、职中，受
教育师生、家长达1万多人，现场解
答师生法律问题 1200多次，为营造
师生“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
围，推进全县校园平安建设作出了
积极贡献。

普法内容丰富、法治教育无缝
隙。此次法治进校园活动辐射所
有师生、家长，宣讲内容设置全面，
涵盖多项涉及校园的法律问题。
在授课现场，检察官围绕校园安全
教育热点，结合未成年人多发常见

犯罪，辅之以青春期恋爱问题、网
络犯罪、毒品危害等校园热点现
象，以防范校园欺凌和预防未成年
人犯罪为主要内容，同时根据不同
学校、不同学生的实际情况，“一校
一主题、一校一课件”，因人而异、
因事而异，分类施教。

普法宣传效果好、法治宣传下
功夫。在活动中，检察官为学校带
去《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
人犯罪法》等法律书籍，累计为各学
校师生发放法治宣传资料 1 万多
册，全力配合学校做好法治教育
工作。师生、家长们纷纷为检察院
送来的这场“法治及时雨”点赞。

下一步，昔阳县人民检察院将
结合平安校园建设，立足检察职
能，以预防为主，通过开展检察开
放日、法治进校园、模拟法庭教育
等活动，让未成年人真切感受到司
法关爱、社会关怀，给未成年人的
学习生活营造出良好的法治氛围，
与社会各界共同为未成年人健康
成长保驾护航。

护航青春 法治同行

昔阳县人民检察院开展法治进校园活动

本报讯 （记者刘佳烨）日前，晋
中市图书馆“晋小图”走进北京中国
儿童中心，亮相首届“童阅中国”阅读
嘉年华。

作为第二批全国家庭亲子阅读
体验基地的晋中市图书馆开馆至今
不到 3 年，推出的“凤鸣讲坛”“晋韵
美展”“周五有阅”“凤鸣荐书”“非遗听

我说”“品读经典”等品牌活动已有 10
余种，其中的“晋小图”是面向少年儿
童开展的系列品牌活动。该活动着眼
于阅读的精细化及阅读中的分层次规
划，颇具探索性、创新性。晋中市图书
馆“晋小图”作为优秀品牌案例成为首
届“童阅中国”阅读嘉年华的阅读分享
公演单位。

活动当天，在该馆馆员王媛的
介绍下，现场的大朋友、小朋友们
认识了山西晋中，了解了爱国将领
左权，知道了左权县的古称、太行
山的巍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版画、
布老虎，也欣赏到了质朴悠扬的山
西民歌。

此外，在山西少儿版画研究中心

副主任张丽亚的悉心指导下，一本水
墨自制版画书——《版画里的红色记
忆》一点点地呈现了出来，而原本只有
半小时的展演时间，也因孩子和家长
们的热烈反响，不断延长。“孩子们的
知识量瞬间提升，特别是对山西、对晋
中、对版画书有了一个深刻的认识，这
次活动真的特别有意义。”北京市市民
李女士说。

“晋小图”在北京“火”了，同时，
也在活动中发出了邀请函，希望让更
多的人因为这次阅读推广爱上山西
晋中。

晋中市图书馆“晋小图”亮相北京

美国记者、作家史沫特莱在《伟
大的道路》一书中曾提到一位女性，
她在书中这样写道：“她在农民里无
人不知，是不怕死的农民组织者。”

这个人就是伍若兰，农民运动活
跃的组织者，朱德的夫人。

1903年初春，伍若兰出生在湖南
省耒阳县一户农民家庭。在湖南省
立第三女子师范读书时，她接触并接
受了马列主义，于1924年加入社会主
义青年团，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紧接着，她受组织指派，到耒阳地区
组织发动农民运动。

1928 年 1 月，朱德、陈毅率领工
农革命军第一师到湖南，2 月 16 日，
率部进驻耒阳城。2月 19日，耒阳县
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成立。伍若兰被
分配在妇女部负责宣传工作，任女子
联合会主席。由于成绩突出和工作
需要，不久，她被调往工农革命军第
一师师部，负责部队宣传工作。

在同学和战友眼中，伍若兰是个
胆大心细的姑娘，她声音洪亮，做事
细腻，有条有理，能说会写，一笔好字
堪称红军队伍中的“书法家”，朱德曾
夸她是红军宣传员中的“作家”。

1928年 3月初，经时任耒阳县委
领导刘泰、邓宗海介绍，朱德与伍若
兰结为夫妇。婚后，两人恩爱相伴，
共同投入火热的革命斗争。

可是不久，革命形势发生了变
化。蒋介石调集湘粤两省军队，动用
7个师的兵力对工农革命军第一师进
行“会剿”。部队被迫退出湖南向井
冈山转移，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

部队会师。
胜利会师后，部队成立了工农红

军第四军，伍若兰被任命为宣传队
长。由于工作需要，她经常外出执行
任务。为确保安全，伍若兰通常身挎
双枪，英姿飒爽，尽显巾帼风范。她
枪法极准，全军闻名，战友们都称呼
她为“双枪女侠”。古代的女将射箭可
百步穿杨，而革命巾帼伍若兰，无论左
右手开枪都能百步穿孔。她曾说：“我
要时刻准备好在战斗中右手受伤，所
以苦练左手射击，照样杀敌。”

有一次，伍若兰带着两个宣传队
员在村庄里写标语，刚写完准备离开
时，十几个敌人从村后的山坡上偷偷
爬了下来。敌人一看伍若兰他们只
有 3个人，领队的又是手握毛笔的弱
女子，便叫嚷着围了上来。

见此情景，伍若兰镇定自若。她
一边让其他队员撤退隐蔽，一边收起
毛笔准备战斗。只见她抢前几步，隐
蔽到一面土坯墙后面，利用墙角做掩
护，瞬时又从腰间抽出两支驳壳枪，
稳稳地瞄准围上来的敌人。

只听“啪啪”两声清脆的枪响，打
头的两个敌人应声倒地，还没等他们
反应过来，伍若兰又迅速举起双枪，
把后边的两个敌人打了个倒栽葱。

其他敌人一看前面几个倒在地
上，个个吓得脸色蜡黄，不知所措，这

时，不知谁喊了一声：“红军来了！”顿
时，敌人像炸了窝的马蜂，丢下枪械
四处逃窜。确定敌人全部逃窜后，伍
若兰带着两个宣传队员清缴了他们
的武器，安全返回驻地。

身为军长妻子，又是宣传干部，
伍若兰一直低调谦虚，没有一点儿架
子。她凡事都抢先干、带头干，每到
一处，都深入群众了解情况，做细致
的思想工作。行军时，她有马不骑，
总是让给病号和体弱的同志，自己穿
着草鞋与战士们一道步行。

1929 年 2 月初，林海怒吼，风雪
交加，密林深处的寻乌县项山圳下
村——红四军主力在吉潭战斗后转移
休整的临时驻地，一片银装素裹。一
天，天还未亮，敌军趁我军人困马乏之
际，突然包围了驻地，形势非常紧急。

这时，伍若兰为了保护军部和朱
德、陈毅等首长的安全，带领警卫排率
先突围，把敌军引开。天亮时，红四军
冲出重围，但伍若兰受伤被捕。伍若
兰被人指认是朱德的妻子，兼任朱德

的机要秘书，知道很多党和红军的秘
密。敌人如获至宝，立即将她押解到
赣州，还特意电告蒋介石邀功请赏。

敌人软硬兼施，试图从她口中探
听红军的机密，逼问朱德等领导人在
哪里。她看也不看敌人一眼，从容地
答道：“在红军里，在人民心里！”

敌人又问：“你为什么当土匪？”
伍若兰愤怒了，痛斥道：“真正的

土匪是你们这些欺压老百姓的人！
我是共产党，是革命者，要消灭你们
这伙反动派！”

伍若兰被捕时，正怀着几个月的
身孕，敌人用绳子吊，用杠子压，用辣
椒水灌，用尽各种酷刑，但都未能动摇
她的意志与信念。她怒斥敌人：“革命
一定会成功，你们一定要灭亡！要想
从我嘴里得到你们想要的东西，除非
日从西方出，赣江水倒流！”

经多日折磨，2 月 12 日，伍若兰
在赣州市卫府里被杀害，年仅26岁。

20年后，革命胜利了，伍若兰面
对敌人义正词严的回答变成了现
实。1962年，朱德来到井冈山，返回
北京时，特意带回一盆井冈兰，带回
对妻子的深深怀念。

来源：《红色往事：镌刻在党旗上
的保密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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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周俊芳 通讯员
崔晓东）近日记者从晋中市文物保
护和考古研究中心获悉，2020 年末，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和原晋中市考古
研究所组成联合考古队在榆次郝家
沟村南，历时 3 个月共发掘清代墓
葬 58 座。

墓葬形制以土洞墓为主，竖穴土
坑墓仅 3 座，共出土符瓦、方砖买地
券、灰陶炉、蓝釉陶炉、蓝釉陶烛台、
陶笔洗、黑釉等各类随葬品 500 余
件/套。

根据墓葬相对位置关系、墓葬形
制和出土器物特征等综合分析，这批
墓葬可能分属多个家族墓地，不少于
9个家族墓地。就墓葬规模和随葬器
物判断，这批墓葬的墓主人属榆次本
地平民阶层，个别或家境稍显殷实。
这批墓葬的发掘，丰富了榆次地区清
代墓葬资料，特别是多种合葬方式和
迁葬现象，以及榆次地区清代墓葬少
见的墓道朝向，对研究该地区清代丧
葬制度、丧葬习俗及社会历史文化有
重要意义。

榆次郝家沟村南发掘出58座清代家族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