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视 野 VisionVision 2021.11.25 星期四0808 CHINA REFORMCHINA REFORM DAILYDAILY

本版编辑：刘琳娜 Email ：zhgggb@163.com 热线：（010）56805136

□ 王 楠 刘娟娟

芦芽山创建国家5A级景区有序

推进、农村人居环境“六乱”整治后秩

序井然、矿山资源领域综合治理效果

显著、小杂粮产业链延伸载体丰富、乡

村振兴活力满满、就医难问题有效缓

解、县校合作成果丰硕……初冬时节，

一踏上山西省宁武县这片古老的土

地，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蓬勃朝气

和强劲势头随处可见。

作为山西人民的母亲河——汾河

的发源地，宁武县位于山西省北中部，

煤炭资源丰富，旅游经济活跃，地理位

置优越，人文气息浓厚。近年来，当地

依托“资源富地、生态要地、文化重地、

旅游胜地、发展宝地”的禀赋优势和独

特定位，开拓进取，奋发向上，走出一

个北方地区县域经济绿色转型和创新

发展的新路子。

乡村振兴活力足

“今年的收成很不错，与之前相

比，收入高了，腰杆硬了。”在圪廖乡口

子村，一见到笔者，脱贫户秦三只就

高兴地说。2014年，他家被纳入建档

立卡贫困户。在乡、村、驻村工作队和

第一书记的帮扶下，秦三只的收入逐

年稳定提升，成功脱贫。

“看看我养的这几头牛，个个膘肥

体壮。”正午阳光灿烂，宁武县化北屯

乡好水沟村靠养牛致富的冯拴亮站在

牛圈前笑得合不拢嘴。2017年12月，

好水沟村为9户贫困户购买了种牛，

帮助贫困户通过养殖脱贫。冯拴亮领

了一头扶贫牛，建起了牛棚，开启了养

牛事业。现如今，牛被养得膘肥体壮，

冯拴亮的收入也逐年递增，彻底甩掉

了“穷帽子”。

一个个实招换来一张张笑脸，在

宁武县，像秦三只、冯拴亮这样的脱贫

户一共有16，252户38，784人。2020

年底，他们全部告别贫困，迈向幸福新

生活。

如今，放眼宁武大地，美丽如画的

村庄、星罗棋布的新居、四通八达的村

路以及蓬勃发展的产业随处可见，呈

现出一派幸福的民生图景。这些都折

射出宁武县脱贫攻坚的显著成效，奔

小康如春风化雨般滋润着这方土地，

沁入了贫困群众的心田，萌发出蓬勃

的生机。

“十四五”期间，宁武县将把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振兴作

为总抓手，继续落实“四个不摘”重大

要求，保持过渡期内主要帮扶政策总

体稳定，统筹开发式扶贫和保障性兜

底，完善产业带贫益贫机制，加强返贫

检测预警和动态帮扶，做好与乡村振

兴的政策衔接、工作衔接、机制衔接，

确保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一个也不

掉队。

“要完善利益联结机制，壮大龙头

企业，创新经营方式，建立健全农民与

合作社、龙头企业等利益联结机制，让

农民成为农业产业发展的参与者、受

益者，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高

质量推进乡村振兴。”日前，宁武县委

书记侯俊生在调研农产品精深加工六

大产业集群工作时指出。

宁武县委副书记、县长高建文介

绍，今年以来，宁武县坚持把脱贫人口

稳岗就业作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的重要抓手，全力健全脱贫人口就业

帮扶工作体系，通过部门联动、分类施

策，着力做好岗位供给、技能提升、服

务对接和产业带动工作，确保脱贫人

口就业有岗位、培训有渠道、增收有延

续，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

振兴有效衔接。

实施规模化劳务技能提升。按照

“人人持证、技能社会”要求，建立农村

劳动力信息台账，因地制宜开发培训

项目，抓好职业资格评价、职业技能等

级认定，培育创业人员、搭建创业平

台、构建服务体系。截至目前，共完成

培训5208人次、完成率51.31%，考证

持证2923人次、完成率31.43%，培训

后就业人数1657人。

实施特色化劳务品牌培育。进一

步打造具有宁武文化特色、地理优势、

产业优势的劳务品牌，在创建“宁武好

导游”“宁武好矿工”品牌的基础上，开

展了以保育、保健、美容、家政、电工、

中式面点、工艺品制作、矿工技术等为

内容的劳务培训，着力提高宁武劳务

人员的市场竞争力。

实施专业化劳务就业帮扶。落实

小型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工程采

用议标方式交扶贫工队实施政策，鼓

励脱贫劳动力参与工程建设获得劳务

收益。以创业带就业，引导农民工、高

校毕业生、退役军人等返乡留乡下乡

创新创业。延续支持扶贫车间的优惠

政策，吸引更多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开

办扶贫车间。持续落实生态护林政

策，今年聘用生态护林员949名、天保

管护员569名。

实施公益化劳务岗位设置。常态

化管好用好103座光伏村级电站、1座

光伏集中电站，运用大数据监测调度

平台抓好运维监管，规范公益岗位设

置管理，完善收益分红机制，巩固提升

光伏扶贫成效，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

增加脱贫人口收入。目前，光伏电站

累计总收益2.19亿元，光伏公益性岗

位安置就业9231人。积极为移民安

置小区和社区设置公益岗位，目前已

设立绿化、保洁、保安、政策宣传、民事

调解等公益岗位500余个，设立生态

护林员、环卫清洁工、社区工作者等公

益岗位100余个。

实施产业化劳务人员输出。做好

易地扶贫搬迁群众的后续产业配套，

积极引导易地扶贫搬迁群众到移民扶

贫产业园、服装加工产业园和产业集聚

区就业。截至目前，全县易地扶贫搬迁

群众已就业3832人（包括脱贫人口

2244人），就业率91.13%（脱贫人口就

业率92.5%），实现了每一户有劳动能

力的家庭至少有一人就业的目标。

整村提升是脱贫攻坚、乡村振兴

的基础要求。宁武县统筹城乡发展，

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

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目标，大力实

施整村提升工程，先后投入资金10亿

多元，实施了贫困村基础设施和公共

服务设施建设，对146个贫困村和87

个非贫困村实施整村提升工程，对

122个贫困村的342公里农村公路进

行了改造，完成了98个村卫生室新建

改造和设施配套任务；对1558户危房

进行了改造，完成326个村的饮水安

全工程、254个贫困村的文化场所建

设；建成3个移民小区，回购4个安置

点，拆除81个搬迁村的遗留旧房、并

完成村庄销号。

普惠共享健康服务

“我有冠心病，多亏村里的医生随

叫随到，还经常主动上门，心里踏实多

了。”80岁的王来英没有想到，在黄土

峁上住了大半辈子，如今能享受到家

门口的医疗服务。

王来英老人是宁武县凤凰镇西关

村村民，平日里独自居住。去年7月，

老人突发心悸，她赶紧给村医打电

话。几分钟后，西关中心村卫生室医

生姚俊丽赶到，她先让老人口服速效

救心丸，接着测量血压和心率，随即联

系医院转诊，一刻也没耽搁。老人出

院后，姚俊丽定期登门巡诊，老人康复

状况良好。

据了解，这要是搁在前些年，姚俊

丽提供不了这些服务。她只在自己家

里接受乡亲们上门看病。而过去，宁

武县大部分村卫生室设在乡村医生家

里，影响了村医开展医疗服务。因此，

推进村卫生室标准化建设势在必行，

但面临的困难也不小。

宁武地处沟壑纵横的吕梁山深

处，平均海拔2000多米，全县超过半

数的行政村常住人口在200人以下，

村多、村小、村散，基层医疗卫生资源

不均衡现象一度突出。

经深入调研和反复酝酿，宁武县

于2017年10月下发全面提升村卫生

室服务能力建设实施方案，决定“改建

或新修100个中心村卫生室”，建设经

费列入专项预算，保障了乡镇的医疗

服务相关资金相对稳定。

中心村卫生室怎么建？实施方案

提出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合理布

局，建在人口相对集中的行政村，每个

中心村卫生室服务常住人口不少于

500人，尽可能扩大覆盖面。

这一年，宁武探索实施医疗供给

侧改革，将全县441个村卫生室优化

整合为182个中心村卫生室，不设中

心村卫生室的行政村设立巡诊室，打

造农村30分钟医疗卫生服务圈。全

县243名乡村医生竞聘上岗，纳入县

医疗集团统一管理，整合型基层医疗

卫生服务体系初步形成。

“山西宁武资源整合破冰基层卫

生服务不均衡之困”，继2019年入选

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

首批全国农村公共服务典型案例后，

2020年宁武的探索被国家卫生健康

委评为全国基层卫生综合改革典型

案例。

守护健康不松劲，医改为小康加

把劲。宁武曾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

点县、山西省10个深度贫困县之一，

2020年2月脱贫摘帽。如何巩固脱贫

攻坚成果、避免因病返贫？侯俊生说，

宁武聚焦“精准”二字，建立乡村医生

签约和慢性病管理台账。目前，宁武

县原有近4万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已

全部与乡村医生签订健康服务协议

书，确保“一户一档、不落一人”。

目前，随着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

体系建设的持续推进，宁武建立起了

基层首诊、分级诊疗制度，基层转诊程

序大幅简化，乡村医生成为村民健康

的第一道守门人。

做足旅游好文章

走进宁武县涔山乡大石洞村，一

幅生态宜居、环境优美的新农村田园

画卷映入眼帘，美丽的村庄风景和丰

富的体验活动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游

玩。以仿生态的山门为界，山门内为

滴水清泉等景观，山门外为服务和参

观体验区，建设有大型停车场、民宿

区、餐饮区、加工作坊、烧烤演艺场、民

间物品展览场，是休闲度假、参观体验

农耕文化、青少年传统文化教育的最

佳基地。

文化是旅游之魂，旅游是文化之

舟。近年来，宁武县以创建国家全域

旅游示范区为抓手，发挥山水自然生

态优势，紧抓生态治理与扶贫富民主

线，提炼全域旅游的宁武模式。

在发展旅游的这条道路上，宁武

县按照省、市要求，用足“一县一策”专

享政策，立足资源优势，践行“两山”理

论，做足山水文章，助力脱贫攻坚，把

生态修复、旅游开发和脱贫攻坚有机

结合起来，依托芦芽山自然保护区，实

施旅游扶贫项目，锻造生态旅游品牌，

推动了全域旅游和脱贫攻坚深度融合

发展。

为了高标准、高起点改造景区，宁

武县积极开展引才引智工作，聘请引

进了法国JSPA Design公司（卓汉苏

文旅游开发）开展前期策划，南开大学

石培华教授团队进行部分景区的详规

编制，西北大学尹怀庭教授团队编制

《芦芽山旅游总体规划》和《芦芽山景

区控制性规划》，北大窦文章教授团队

编制《宁武县全域旅游规划》，华侨城

集团编制《景区创意策划服务规划》，

为景区目标定位、景点提升改造、全域

旅游发展提供规划支持。

此外，宁武县还对部分景点进行

了升级改造，引进先进技术模式，搭建

全县旅游运行指挥、可视化管控和旅

游电商扶贫3个平台，建立大数据中

心及3D地图引擎系统，开发旅游公共

服务电商App和微信小程序，实现平

台动态及时科学管理，在游客一部手

机完成吃住行游购娱基础上，积极融

入全省智慧旅游系统，打造芦芽山大

旅游智慧景区。

实施汾河源头提升改造工程，对

汾源及周边山体进行亮化美化改造，

一期目前已全部完工；同步开展了芦

芽山西马坊登山游步道、自驾车营地、

万年冰洞提升改造等项目前期工作；

以芦芽山、马仑草原为重点，开展东寨

游客服务中心提升改造工程前期工

作，加快旅游支线提升等基础设施建

设和乡村环境卫生整治，推进旅游厕

所改建改造、景区标识标牌提升。

同时，宁武县对宁化古城进行了

大规模的修缮，包括恢复宋代一条街、

整修宁化古城城南关帝庙，修葺古城

南城门，重修西城门铁索桥，整修南背

翁成墙礼等项目。依照宋代风格开发

建设有购物中心、酒楼、茶楼、娱乐广

场等建筑。除此之外，复原千户所街

门、教场、衙门等，展现宋代府衙文化。

古城活化是文化效益、社会效益、

经济效益的综合载体。当前，宁武县

正全方位做好古城活化“绣花功夫”，

总投资6000万元，激发古城活力、增

强古城人气、活化古城业态、讲好古城

故事，以理念引领、创新融合、旅游搭

台做好全域旅游大文章，全力把宁化

古城持续打造成为汾河上游一处毗邻

芦芽山、万年冰洞旅游区间的画里乡

村，打造成为全省3A级乡村旅游示范

村和国家3A级旅游景区，打造宁武新

的旅游品牌。

“宁武县自然资源丰富，旅游基础

良好，此次全域旅游创建既是一次全

县旅游景点以及旅游连接线的整改

提升，也是打造文旅战略支柱产业的

重要举措。我们一定要狠抓全域环境

整治提升，完善基础服务设施，助推

全域旅游发展，创造更多的绿色财富

和生态福利。”高建文表示。

人才强县促发展

“宁武不仅是一方红色的热土，更

是一块资源富地、生态要地、文化重

地、旅游胜地、发展宝地。要把汾源大

地的青山绿水真正变成宁武老百姓的

金山银山。”今年夏天，从北京永定河

畔出发，由11名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

院同学组成的“省校合作”团队，溯源

而上，集结宁武。

面对远方来的客人，宁武县深化

省校合作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县委书记

侯俊生表示，“这是作为煤炭大县的宁

武转型发展的绿色之路，是同步小康

的光明之路，是乡村振兴的幸福之路。”

在汾河源头水母殿品尝源头活

水，在宁化古城这座中国最小的宋城

中感悟千年一瞬，在宁武关唯一遗存

宁武古楼抚摸明砖斑驳，在万年冰洞

的清凉里惊叹第四纪冰川遗迹的绝世

奇美；漫步海拔2600米的亚高山草甸

荷叶坪，欣赏高山天池马营海的湖光

霞辉，绕行芦芽山最高峰太子殿俯瞰

山河的壮美……红色基因显影成图

画，夏日清凉变幻为“绿宝”。同学们

在对宁武县自然与历史文化、人文与

生态资源产生浓厚兴趣的同时，也对

百里汾河川沿线景区开发现状与进一

步拓展展开讨论。

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和宁武县

合作签约并揭牌实习实训基地，见证

了“省校合作”立基拓新的高光一刻。

双方在前期开展的合作项目主要是：

大学生实习基地、融媒体中心整体业

务提升、县乡领导干部媒介素养培训

项目、文旅品牌有效传播项目、红色教

育和国情教育基地。这些合作项目将

落户凤凰古城，必将为宁武发展彰显

“高校智慧”，构筑人才高地，增添内生

动能，开拓新的图景。

据悉，这个仅仅是宁武县开拓“省

校合作”的一个侧影。据了解，“省校合

作”举办摄影大展与建立药材基地的意

向同样也令人振奋：与北京电影学院初

步拟定《“金驹杯”忻州古城（暂名）全国

大学生摄影展活动方案》，并已上报市

委。与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

院）药用植物研究所就共建中医药科

普教育基地、药物植物园、大学生实习

实训基地、中药材调查、文旅康养产业

发展深入交谈已形成共识。8月上

旬，宁武县与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

和医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对接洽谈

的共建研究生社会实践基地、芦芽山

中药材高端智库、芦芽山中药材文旅

康养事业发展示范基地已达成意向。

在此基础上，宁武县委、县政府为

夯实“省校合作”之基，发挥人才最大

效能，在围绕“12大基地”建设上形成

上下联动协作高效整体推进的同时，

锚定目标，精准施策。其中，全面排查

摸底，完善本土智库。建立宁武籍在

外高校人才数据库和宁武籍优秀大学

生数据库；启动校地合作，开展实习实

训。鼓励支持县直机关、企事业单位

为大学生提供实习实训岗位，先手落

子，举措有力。目前，已有忻州师院

26名大学生深入芦芽山景区进行实

习实训；团县委组织开展的“青春兴

晋”宁武籍大学生返乡社会实践活动

接纳了大学生38名，在宁武各企事业

单位进行实践锻炼。

在这个过程中，宁武县加强组织

领导，建强人才基础。成立了由县委

书记和县长任双组长，县委、县政府分

管副职任副组长的工作领导小组，他

们制定实施方案，围绕“12大基地”建

设成立了专项小组，逐项明确了牵头

领导、责任部门和责任人，形成了上下

联动、协作高效、整体推进的工作合

力。把建强基础作为做好新时代人才

工作的首要任务，经过科学运作、细致

摸排，建立宁武籍在外高校人才数据

库和宁武籍优秀大学生数据库，既为

开展“靶向引才”奠定了扎实基础，也

为在外优秀人才反哺家乡、建设家乡

增开了“绿色通道”。

宁武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梁利军

表示，下一步该县将持续加大工作力

度，高位推动，细化措施，常态化“走出

去、请进来”，与高校开展更广泛、更深

层次的合作，为有效促进本地资源优

势与高校学科优势深度融合、携手开

创省校合作新局面持续努力。

汾 河 源 头 舞 大 旗

中共山西省忻州市委书记、市长朱晓东（中）在宁武调研乡村振兴工作。左为宁武县委书记侯俊生，前排右为宁武县

县长高建文 吴光宇 摄

宁化古城 吴光宇 摄

山西省宁武县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激发乡村振兴活力，积极探索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新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