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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学党史学党史 悟思想悟思想 办实事办实事 开新局开新局

本报讯 （记者张润平）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
教科书。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为进一
步提升党史学习教育吸引力、感染力，市
农业农村局党委结合实际，搭建起“四学
课堂”，通过创新线上线下助学、分层分类
联学等方式，激发广大基层党员干部学习
热情，进一步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
史崇德、学史力行，以昂扬的精神状态不
断开创工作新局面。

依托红色活动，搭建分层分类联学课
堂。市农业农村局党委（党组）以上率下，
带头示范，以“头雁先飞”带动“群雁齐
飞”，引领全体党员干部学思践悟。局党
委（党组）召开了6次党史专题学习会，党
委书记、局长带头讲党史，局领导班子成

员带头开展自学、调研，指导分管处室（单
位）开展好党史学习教育，协调解决为群
众办实事中的具体问题。积极发挥党支
部“战斗堡垒”作用。通过主题党日活动、
党史读书交流、“我来讲党课”等形式，带
动党员学习教育持续升温。广大党员干
部立足部门职能，扎实践行“学党史、悟思
想、办实事、开新局”要求，以“心系群众办
实事、立足岗位蹚新路”为主线，切实为农
民群众办实事解难题，以实际行动践行初
心使命、体现责任担当。

整合红色力量，搭建入乡入企送学课
堂。为保证党史学习教育高质高效推进，
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抽调各项目业务骨干
组建乡村振兴宣讲团，进村入企开展“点
对点”的政策宣讲、技术培训，以多种形式

传播党史知识，确保党史学习教育不落一
人。截至目前，各宣讲团已累计开展各类
政策宣讲67次，宣讲受众8474人；指导服
务4148户，培训人数10874人。

注重红色引领，搭建线上线下助学
课堂。为保障全市“三农人”党史学习教
育全覆盖、有成效，市农业农村局党组发
挥“一群体两平台”作用，推动党员带头
学、带头讲、带头干，扎实推进党史学习
教育走深走实。线上，督促广大党员干
部通过“好干部在线”学习平台加强学
习，确保党史学习教育“不打烊”。线下，
盘活多种学习教育形式，通过党课、座谈
会、研讨会等，进一步提升学习积极性。
5 月 21 日，邀请市委宣讲团成员为全局
党员干部进行党史宣讲，进一步夯实干

部干事创业基础，激发全局创新发展新
动能。

下沉红色服务，搭建农村基层讲学课
堂。从 3月中旬开始，市农业农村局“行
政推进+技术服务”双承包责任制的11组
43人队伍和市、县两级组建的包括 77名
副高级以上专家组成的专家团队、74 名
项目骨干人员组成的项目工队、52 名市
场发展专业人员组成的营销战队共计
203人的三支队伍，混编组合、对接合并，
形成相互促进、优势互补的强大合力，进
村入企指导服务。“三农”干部走出办公
室，下沉到田间地头、农民家中、工厂车
间，送春耕备耕农资供求、农产品市场行
情等农情信息，送麦田保墒、果树田管、设
施蔬菜标准化生产等农业技术，送项目推
进办法、市场营销先进模式等指导服务，
扎实践行情况在一线掌握、决策在一线形
成、问题在一线解决、作风在一线转变、感
情在一线培养、能力在一线锤炼、政绩在
一线检验、形象在一线树立的“八个一”的
一线工作法，确保“三农”干部能沉下身、
打硬仗，确保党史学习教育取得实效，确
保全市“三农”工作再上新台阶。

市农业农村局搭建“四学课堂”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学深学实

学好“教科书” 修好“必修课”

在转型发展蹚新路上 展现晋中作为

初夏的左权县山区，空气凉爽而
清新。石匣湖畔的山坡上片片葡萄园
绿意葱葱，坐落于群山掩映间的鱻淼
葡萄庄园静谧而秀美。

“要发展特色产业，发挥龙头企
业带动作用，加强品牌培育，提高产
品竞争力，带动更多农户增收。”6 月
8 日，省委书记林武来到鱻淼葡萄庄
园调研时，对企业的特优发展之路给
予肯定。

“林武书记来这里进行调研指导，
既鼓舞了人心，也为今后企业发展指
明了方向。”鱻淼葡萄专业合作社董事
长原红芳说。

鱻淼葡萄庄园是左权县生态庄园
发展的成功典范。该庄园通过从“农
字上谋起步，优字上求发展，特字上创
品牌”，走出了一条依托生态庄园，发
展冰酒特色文化小镇的成功之路。

“空壳村”变“新庄园”

沿着蜿蜒曲折的小路前进，在漫
山青翠、绿树成荫的深处，可窥见充满
异域风情的葡萄庄园一角。走进种植
园，成串的葡萄挂满枝头，处处都是工
人们忙碌的身影。

回望 13 年前，素有“八山一水一
分田”之称的革命老区左权县，境内
沟壑纵横，山庄窝铺随处可见，很多
人数少、自然条件恶劣的自然村整体
迁出，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形成
了“空壳村”，也因此造成了大量土地
撂荒。

13 年来，“两山”理论逐渐深入
人心，257 处生态庄园的美丽点缀
开始让左权农村焕发出别样的生态
美景。

以鱻淼葡萄庄园为例，从 2008年
开始庄园因地制宜对园区实施了生态

综合治理，流转荒山、荒坡3000亩，修
整林地1000亩，绿化荒山800亩，建设
冰葡萄种植示范园 500 亩，建成了年
产210吨的冰葡萄酒生产线和产品展
示中心、葡萄文化长廊、玻璃走廊观景
台等旅游景点，曾经的荒山荒坡变成

了绿色宝库。
鲜明生态特征的庄园经济带来了

生态效益。“生态好了，全国各地的人
都慕名而来。”石匣乡三家村村民孙师
傅每天都会坐着班车上下班，他告诉
记者，离家又近，活儿又多，一个月能

挣3000多块钱。
目前，鱻淼葡萄庄园已经成为集

采摘、生态观光旅游、休闲度假于一体
的特色精品庄园，周边自驾游爱好者
选择在这里露营，实现了生态、经济、
社会效益协调发展。

葡萄“架”起小康路

6 月 11 日上午 8 时整，58 岁的巨
二有像往常一样戴上一顶黄色的安全
帽，左手提着一把大剪刀，右肩扛着大
长梯，走进葡萄种植园开始修剪枝蔓。

谈起员工巨二有，原红芳可谓了如
指掌。她告诉记者，巨二有是左权县辽
阳镇柏峪村人，家有3口人，母亲、妻子
常年看病吃药，日子过得很拮据。

“以前在洗煤厂打工，企业干干停
停，一年收入甚微，难以维持生计，过
年过节很难吃上一顿肉，衣服基本靠
亲戚救济。”巨二有工作之余和记者谈
起了他的经历。他说，2017年来鱻淼
葡萄庄园工作，主要负责栽树、修剪等
园林绿化工作，每月能领 3600 元，生
活条件大大改善，除日常开销还有了
结余。“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稳定的
收入，日子就像葡萄一样甜。”

农民变“工人”，就近能打工。“长
期雇用的工人有70余人，其中有20余
人是管理人员，剩下的50余人长期管
理土地、库房；短期的、临时性的工人
大概有 2000 余人次。”原红芳告诉记
者，一个庄园就解决了周围农村 100
多人的劳动力，户均增收8000元。

“庄园经济”区别于传统农业的重
要一点就在于其规模性。目前，257
处生态庄园的用工80%以上来自周边

的贫困村，常年用工 2600 多人，年人
均收入2万元。而季节性用工也达到
7600人，年人均收入1万元。

创新技术育品牌

“这味道好极了！”在城堡般的冰
酒厂里，来自山东的一名游客，对庄园
生产的“太行冰”系列冰酒赞叹不已。

庄园技术工程师魏中华向记者介
绍：“冰酒是葡萄酒中的极品，世界上
唯有德国、加拿大、奥地利和中国4个
国家才有，而太行山的地理位置正好
具备了冰葡萄生长所需的‘冰雪、湖
泊、阳光’三大要素，才能造就品质上
乘的冰葡萄和冰葡萄酒，填补了华北
地区没有冰葡萄酒的空白。”

鱻淼葡萄庄园是太行山上第一家国
际化、标准化、专业化的冰酒酿造酒庄，也
是一个集优质葡萄种植、采摘、酿造、观
光为一体的冰酒文化小镇雏形。十多年
来，庄园500亩“威代尔”冰葡萄示范园
和年产210吨冰葡萄酒生产线、新型职
业农民培训基地等功能设施及采摘园、
道路、水利等配套设施已全面建成。

同时，庄园还不断加大新产品开
发力度，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葡萄酒
学院、山西农业大学、山西果树研究所
密切合作，对葡萄和葡萄酒进行研究
与开发。目前，酒庄拥有太行冰、太行
冰谷、太行谷、小冰冰有礼、十二星座
等注册商标 10 个。所产冰酒累计荣
获国际大奖20余项，其中金奖6枚。

“下一步，我们将更加努力地将鱻
淼冰酒塑造成左权的‘形象代言’，把
冰酒文化小镇全力打造成‘清凉夏都、
红色左权’的闪亮地标。”对未来发展，
原红芳信心十足。

图为依山傍水的鱻淼葡萄庄园。
魏中华 摄

左权县鱻淼葡萄庄园

践 行“ 两 山 ”理 论 的 亮 丽 名 片
本报记者 孟 非

本报讯 “玉粽袭香千舸
竞，艾叶黄酒可驱邪。骑父
稚子香囊佩，粉俏媳妇把景
撷。”6 月 13 日下午，在端午
节到来之际，市城市规划展
示馆面向市民开展了“巧手
制香包，浓浓端午情”主题
活动。

活动现场，市城市规划
展示馆为市民准备了刺绣香
囊、生肖香包、建党主题小挎
包，还配备了丰富多样的填
充香料，组织市民自己动手

制作香囊。活动吸引了很多
市民参加，大家穿针引线，其
乐融融，一个个精致美观、生
动活泼的香囊在大家手里逐
渐成型。

刺绣香囊国风优雅，生
肖香包卡通可爱，红军挎包
饱含深情。大家手捧自己亲
手制作的香囊，在一针一线
中品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在清幽淡雅的药草香中，升
华对中国共产党、对祖国的
热爱与崇敬。 （杨莹）

市城市规划展示馆开展端午主题活动

巧手制香包 浓浓端午情

决定免去：
辛琰的晋中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职务。

晋中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免职名单
（2021年6月15日晋中市第四届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四次会议通过）

“要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
推动基层党建工作往实里走、往深处
走，服务中心工作有力有效，在统筹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中充分发
挥战斗堡垒作用。”6 月 8 日，省委书
记林武来到左权县桐峪镇上武村调
研时，对该村在党建引领下蹚出乡村
振兴新路径的好经验、好做法给予了
充分的肯定。

“林武书记的鼓励，让全村干部群
众信心百倍、激情满怀。我们将牢记
嘱托不负厚望，砥砺奋进兴村富民。”
上武村党支部书记刘俊飞激动地说。

近年来，该村以“三抓、三创、三
提”为主线，统筹推进组织建设、乡村
振兴、文明创建等工作，先后荣获“全
国文明村、国家森林乡村、省级卫生
村、山西省 AAA 级乡村旅游示范村、
晋中市十佳文化示范村”等荣誉称号。

“三抓”聚合力 一任接着一任干

走进上武村村委办公楼，“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八个大红字格外醒目，
荣誉墙上挂满了该村近年来获得的多
项荣誉。党员承诺墙上，是全村45名
党员对党许下的庄严承诺。“党在我心
中、永远跟党走”，村里的党史宣传版
面内容丰富，引人注目。

1938年中国共产党进驻辽县，上
武村正式成立党支部。该村党支部从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支前模范到社
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建设标兵，从改革
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改
革样板，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
时代的脱贫先锋，83年来，12任党支部

书记一任接着一任干，一直保持着红
旗村的纪录，蹚出了一条“生态美、产
业兴、农民富”的乡村振兴新路径。

“从去年建起到现在，天天都有客
人住，收入算下来上万了。”贫困户、太
行人家民宿15号院的主人刘翠萍，说
起现在的幸福日子满脸笑容。该村坚
持党建引领，推行“两委”主干“一肩
挑”，抓强支部班子，抓硬党员队伍，抓
好后备干部，使党支部凝聚起强大的
合力。7名党员带头发展农家乐和农
家民宿、8 名党员成为核桃种植专业
户、17 名党员务工、经商、跑运输，带
动60户村民致富。

“三创”争上游 党建引领解民忧

“这段时间正农忙，村里给设立了
接种点，把服务送到家门口。”刚接种
完新冠肺炎疫苗的上武村村民巨向文
乐呵呵地说。

“我们构建起了党支部、党员、网
格长‘三位一体’疫情防控责任体系，
全力做好责任、预警、排查、宣传、管
控、接种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刘俊
飞告诉记者，目前，全村 100%常住人
口已完成第一次疫苗接种。

该村积极创建网格化治理示范村、
党员先锋模范岗、“三治三零”先行区。
在党支部的带领下，大力推行网格化党
建，构建起“村党支部、网格党小组、党
员、群众”四级治理体系，做到了党建工
作、政策宣传、服务群众、隐患排查、调处
矛盾“一网统管”。党员主动参与，群众
积极监督，激活了振兴乡村经济的强劲
内驱力。近年来，全村实现了零事故、零
案件、零上访的良好社会治安状况。

“三提”促振兴 产业兴旺家园美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核心。上
武村坚持把壮大集体经济作为提升组
织力的基础工程，通过提升集体经济、
产业规模和文明水平，实现了产业兴
旺家园美。

该村充分发挥村集体资产、资源
优势，采取土地承包、合作社租赁、光
伏分红等多种方式，形成了以联村光
伏收益为主、集体资源流转入市为辅
的集体经济发展模式。

“去年，我流转了别人 4 亩土地，
种植了6个蔬菜大棚，总收入在8万余
元。”村民张天兰与 32 户村民通过种
植大棚蔬菜实现了增收致富。

该村坚持把产业发展、村民增收
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全力打造

“一带六园”农业产业特色村，持续推
动休闲农业观光廊带建设和 80 亩阳

光葡萄采摘园、100亩观光桃花园、50
亩设施蔬菜园、100 亩矮化甜柿园、
150亩优质核桃园、200亩富硒苹果园
的提档升级。2020年，“一带六园”年

产值达到 350万元，带动 165户增收。
村集体经济收入达到 44.5万元，农民
人均纯收入近万元。

同时，该村坚持党建与文明创建
两手抓，投资47万元实施了主干街道
硬化、绿化、亮化、美化工程，投资 350
万元实施了真石漆墙体立面整治、主
干街道沥青路面改造，投资60万元打
造了3个精品农家乐、18户精品民宿，
并先后建起党群服务中心、红星剧场、
休闲广场，村庄宜居度显著提升，成为
左权县唯一的“全国文明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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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引领蹚出乡村振兴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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