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意还未浓时，因公事下村，走在乡间的
泥土路上，脚下踏实，心头感觉也踏实。无意中
抬头，在山顶上，看见了一棵树。

它的身影那么孤独、孤傲，突然就勾起了
我的深思，不由得引我放慢了脚步。那棵树既没
有美丽的身姿，也没有娇艳的花
朵，甚至与周遭有些格格不入，
亦或正是它的茕茕孑立让我怦
然心动？可它就是一棵树，遒劲
的枝干，绿意朦胧的树冠，扎根
满是坚硬石头的山顶。

那是棵什么树呢？看不清
楚，但分明是树。桃树，杏树？不像。洋槐树，山
楂树？也不像。可它就是树。谁种的？何时生长
在那里？仅有一棵，应该不会是人为栽种。那一
定是鸟儿飞过衔来的种子，偶尔发芽生根，自然
生长的。

“高树多悲风”，为何它就能那般茁壮？你
看它顾自生长，没有因为环境恶劣而害怕对生

命的雕琢，没有因为独立无朋而懈怠对成长的
拼搏，更没有因为无人欣赏而拒绝对自然的讴
歌！它坚定、坚强地挺立在山顶，历经春夏秋
冬，饱受风霜雨雪。也许偶尔会有飞过的鸟儿
栖息枝头唱唱歌，增添它们记忆里的一抹绿

色；也许会有登山的人曾作短暂
停歇，抚慰疲惫的身心，继续对前
路的探索？

我想，那棵树就是那棵树，无
论生命中有过多少过客，还是经受
过多少挫折，它一定会持守自己，
汲取能量，生生不息；因为它从未

忘记种子的寄托，从未忘记枝繁叶茂的梦想，从
未忘记树根的恩德。

我愿意成为那棵树吗？我是那棵树吗？
老农路过的身影让我回过神来，他古铜色

的面庞，粗粝的皮肤在阳光下闪亮，想到此行的
目的，我赶紧加快脚步追上他。

回看那棵树，它还在那里，傲然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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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店镇徐阳村依托依山傍水，生态环境优美，交通便利优势，近年来大
力发展生态休闲旅游产业，已经跻身山西省“美丽宜居 ”创建村、生态村、平
安村、卫生村行列，建设美丽休闲乡村的前景十分广阔。

在“乡村旅游”发展规划中，该村突出环境保护的硬措施，山上造绿不
断，加大经济林所占比重，建设经济林采摘园，目前已新栽苹果、梨、山楂、葡
萄、绵杏等 200 亩，在宜林荒山上栽下 1900 亩洋槐，300 亩油松。同时坚持产
业发展要与生态旅游相配套。瞄准绿色有机，积极发展有机养殖，成立了涣
溪水产专业合作社，利用 700 亩水面养殖草鱼、鲤鱼、白鲢、花鲢四大家鱼，
每年销售 12 万斤。还引进河北“圣德福生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投入网箱四
个，引进优质草鱼 5 万余斤，年可盈利 20 万元。实现山披绿装，水添神韵，同
时，积极发展本地黑土猪养殖，年出栏高端黑土猪已达 400 余头，人均 1 头
有余，依托山坡和秸杆养羊千只以上，种植沁州黄 300 亩，实现了种养良性
循环，绿色有机发展。

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建有小学、卫生所、文化广场，
农家书屋，健身器材、花圃草坪，商铺、农家乐饭店、旅店等，广播电视也实现
全部覆盖。特别是依托村中传统民居占到了半数以上，尤其是旗杆院等十余
座建于明清时期的古民居的实际，在镇、村两级的支持帮助下，办起了民俗
农耕文化展览馆，陈列了梨耧耙杖，仿车瓷器等生活生产用具实物，供游人
观赏。此外，还修复了法云寺，配备了钟鼓楼和亭台阁谢。民俗文化、佛教文
化相得益彰，成为徐阳乡村旅游的又一亮点。

为了突出发展休闲旅游产业，近年来徐阳村已经连续举办五届民俗文化
节和重钓比赛，每次都吸引上万人参加。在这里可以看观徐阳水景，品农家
风味，吃香土蛋、土猪肉；赏民俗风情，追忆历史古韵，购土优特产，感受农耕
文明；住水上人家，品鱼蟹喷香，享垂钓游乐。

欢迎您与徐阳相约

2017 年是脱贫攻坚承上启下、全面突破的关键之年，是精准扶贫精准脱

贫的深化之年。省扶贫办和全省扶贫系统要以习近平总书记扶贫开发重要战略

思想为指引，全面贯彻落实全省脱贫攻坚工作会议精神，紧紧围绕实现 14 个

贫困县摘帽、2270 个贫困村退出、66 万贫困人口脱贫的年度目标任务，牢

牢把握脱贫攻坚正确方向，坚持精准方略，夯实基础工作，先难后易集中攻

坚，改革创新破解难题，较真碰硬考核督查，社会动员凝聚合力，确保脱贫攻坚

再战再胜。

一、持续夯实基础工作
（一）做好扶贫对象动态管理。开展 2016 年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减贫核查核

准，确保脱贫质量。做好 2017 年扶贫对象信息采集和动态调整工作，及时将稳

定脱贫的人口标注出来，将符合标准的贫困人口全部纳入。做好建档立卡信息

数据清洗，加强数据分析，为宏观决策和指导工作提供数据支撑。

（二）分解落实年度减贫任务。调整完善“十三五”脱贫滚动规划，制定

2017 年减贫计划，逐级分解减贫目标任务，签订减贫责任书，确保完成 14 个贫

困县摘帽、2270 个贫困村有序退出、66 万人口脱贫的年度任务。

（三）抓好干部驻村精准帮扶。做好省直单位驻村帮扶工作队调整工作，召

开干部驻村帮扶工作会议，出台加强干部驻村帮扶指导意见，制定管理考核办

法，落实驻县大队长例会、驻村工作队和第一书记管理考核、督查通报、约谈召

回等制度，发挥好包村领导、驻村工作队和第一书记“三支队伍”作用，推动帮

扶政策措施精准到村到户到人。

（四）抓好脱贫攻坚“四库”建设。建好数据库，建立扶贫数据交换分析平

台，实现扶贫信息和行业部门信息互通互联，共享共用；建好项目库，指导县级

储备一批发展潜力大、带动能力强的扶贫项目，确保财政资金接得住、统得好、

用得好；建好政策库，解读宣传、梳理集成、到村到户跟踪推进和落实各项帮扶

政策措施；建好专家库，为脱贫攻坚提供决策咨询和技术支持。

（五）加强基础工作平台建设。完善建档立卡信息平台扶贫对象、扶贫主

体、扶贫资金和扶贫项目模块管理，全面准确统计雨露计划、易地扶贫搬迁、金

融扶贫、产业扶贫和帮扶单位、帮扶责任人、驻村工作队等数据信息并做好录入

工作，做到线下信息真实可靠，线上数据完整准确；用好中国社会扶贫网；规范

完善扶贫门户网站和扶贫微信平台建设；发挥 12317 扶贫监督举报电话作用，

推进机关办公自动化。

（六） 完成片区开发等项目验收扫尾

工作。对省级片区开发项目、片区扶贫攻坚

试点项目，整村推进项目，组织做好完工验

收扫尾工作。督导落实项目后续管理措施，

促进项目可持续发展，稳定发挥效益。

山西扶贫 2017 年工作要点（一）

歌唱吧，北方水城
———写在云水采风沁州的日子

文 / 王继华

一

春来的一次浪漫采风

在沁州旅行的人生路上

云水打开了尘封已久的黎明

从潞府地来到了北方水城

穿过了千年佛塔

洗礼着革命精神

看那北海西湖的水啊

似云水文友的心扉雀跃

哗啦啦唱出了快乐的歌声

歌声里流淌的是那红红的“不忘初心”

二

在高高的二郎山上俯览沁州古城

这里是太行煤海中的绿色净地

这里有云水回望的风采传奇

岁月的春风吹拂了高天流云

星罗棋布的高楼灿烂如群

一列列古拙妙趣的南涅水造像刻石

让我们脚踩了北魏千年历史足迹

从这里的民间中枢通往了塞外莫高窟

三

在悠悠的西湖水上把心灵自由飞翔

碧波的水面倒映着春暖花开的笑脸

直进的游船在夹缝的人生里荡开双桨

看吧一一

木欣欣以向荣

泉涓涓而始流

那西湖船头的自拍杆里

仙女们在分享着各自的时光荏苒

妙音子文的公主梦如痴如幻

笑对人生的云水情放歌高唱

望着笔清眼中的一只只风中雨燕

云水以一个老兵旅行者的阅历沧桑

任凭那四月来风的暗香满满

抛却了一世尘嚣张扬的荣华

留下了一盏冰壶玉衡的淡茶

四

晨去晚归的采风里，

让我们无比珍惜这难忘的一天

别了，四月的芳菲

让我们记住中国沁州

昔我往矣，北方水城

云水之行，还有后来

水城之恋

文 / 时光荏苒

漳之源头 冀之门户

泽之咽喉 城之水心

这就是北方水城，中国沁州。从晋时乡郡、隋

时党郡、再到元时的沁州直到如今。
鞮从乌苏战国都阙遗址、故县铜 、北方的北

海、直到如今的北方水城。

“万缠千裹雪一团，轻绡洁白胜齐纨。

浅萦玉笋云生翳，薄绕金莲月不寒。”

上世纪的用帛缠足，有着在莲花开放季节时

翩翩起舞之凌云之美。

这千年的审美

可悲可叹之余形又同一虚美谎言了千年。

可谓是历史悠久、人文荟萃人邑。

在这最美四月百花争春的季节。

初来这里，

仿佛这里的天空、风、雨、星辰都有着一种耐

人寻味、深 的味道。

北魏石刻里，一尊尊石刻雕像、栩栩如生似要

把我们带入那千年前的北魏王朝。

峰峦叠翠、沟壑纵横、漳水自北向南绕山而

过，

在这脚下就是水城美丽的西湖，这里就是有

着能担起太阳之传说的二郎山。

二郎山与西湖交相辉映着、湖光山色、青松掩

映间，

我如同误入一绝好人间仙境。

岂不知原来此时却已深深的恋上了这片土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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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治《云水桥》刊文友沁州采风行作品选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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