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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合

七个视角，读懂总书记山西之行
5 月 11 日至 12 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来到大

同、太原等地，深入农业产业基地、移民新村、文

物保护单位、改革示范区和企业等，就统筹推进

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巩固脱贫

攻坚成果进行调研。

这是新冠肺炎疫情以来，总书记第 6 次到地

方考察，他深情地说：“到中央工作后，我一直关

注着山西。”时值 2020 年全国两会即将召开之

际，总书记此次山西考察意义重大，释放了大量

重要信息，值得细细揣摩。

5 月 11 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首先来到大同

市云州区，考察有机黄花标准化种植基地。

大同黄花种植有 600 多年历史，是当地主导

产业。

总书记步入田间察看黄花长势，同正在劳作

的村民亲切攀谈起来：土地是不是流转了？一亩

地能给多少钱？加上做工，一年下来能赚多少钱？

总书记指出院
乡亲们脱贫后，我最关心的是如何巩固脱

贫、防止返贫，确保乡亲们持续增收致富。

就是要立足本地实际，大力发展特色产业，

把大同黄花做成全国知名品牌，让乡亲们富而

忘忧。

野学习笔记冶注院
中国共产党把为民办事、为民造福作为最重

要的政绩，把为老百姓做了多少好事实事作为检

验政绩的重要标准。如何巩固脱贫成效，实现脱

贫效果的可持续性，是打好脱贫攻坚战必须正视

和解决好的重要问题。

产业扶贫是稳定脱贫的根本之策。上个月在

陕西考察，总书记关心柞水的“小木耳，大产业”。

这次在山西考察，总书记再次点赞“小黄花大产

业”很有发展前途。从陕西柞水木耳到山西大同

黄花，总书记对产业扶贫的重视一如既往。

总书记在这方面作出过许多重要论述。比

如，“产业扶贫是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重在

群众受益，难在持续稳定”，“要延伸产业链，建立

更加稳定的利益联结机制，确保群众持续稳定增

收”，“因地制宜发展区域特色产业”，等等。

离开种植基地，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邻近的云

州区西坪镇坊城新村考察调研。

这个村是易地搬迁村，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77

户 158 人。近年来依靠易地扶贫搬迁和产业扶贫

实现了稳定脱贫。

易地搬迁不仅是为了解决住得好的问题，更

是为了群众能致富。

总书记指出院

要加强易地搬迁后续扶持，因地制宜发展乡

村产业，精心选择产业项目，确保成功率和可持

续发展。

要把群众受益摆在突出位置，从产业扶持、

金融信贷、农业保险等方面出台政策，为农村经

济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既要当好乡村产业

项目的组织者、推动者，又要当好群众利益的维

护者。

只要有机会，总书记到地方考察时就一定要

到老百姓家里去看看、拉拉家常。

这次也不例外。在搬迁户白高山家，他高兴

地告诉总书记，“盖房子，娶媳妇，这是我们庄户

人家一辈子的大事。我们打心底感谢共产党！”

看到他家里日子越过越红火，总书记十分

高兴。

共产党是一心一意为人民谋利益的，现在不

收提留、不收税、不收费、不交粮，而是给贫困群

众送医送药、建房子、教技术、找致富门路，相信

乡亲们更好的日子还在后头。

今年是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和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收官之年，要千方百计巩固好脱贫攻坚成

果，接下来要把乡村振兴这篇文章做好，让乡亲

们生活越来越美好。

野学习笔记冶注院
带领人民摆脱贫困，是中国共产党对人民的

庄严承诺。一定要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是习近

平总书记坚定的信念。

3 年前，总书记来到山西，专门主持召开座谈

会，研究部署推进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工作。

3 年后，脱贫攻坚进入倒计时的冲刺阶段，总

书记再次来到山西，主要是了解巩固脱贫攻坚成

果工作情况，在调研摸底的同时，为各级领导干

部一鼓作气、打赢打好脱贫硬仗作出表率。

11 日傍晚时分，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云冈石窟

考察。

总书记仔细察看雕塑、壁画，不时向工作人

员询问石窟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等情况。

总书记强调院
云冈石窟是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好云冈石

窟，不仅具有中国意义，而且具有世界意义。历史

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宝贵资源，要

始终把保护放在第一位。

发展旅游要以保护为前提，不能过度商业

化，让旅游成为人们感悟中华文化、增强文化自

信的过程。

要深入挖掘云冈石窟蕴含的各民族交往交

流交融的历史内涵，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野学习笔记冶注院
在国内考察调研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将考

察历史文化遗产作为一项重要内容。2015 年 2 月

15 日，在西安，他察看古城墙保护状况；2018 年

10 月 24 日，在广州市荔湾区西关历史文化街区

永庆坊，他察看旧城改造、历史文化建筑修缮保

护情况；2019 年 8 月 20 日，在嘉峪关，他察看关

城并听取长城保护情况介绍。

文化遗产的背后，承载着历史的发展脉络，

彰显着文明的无限魅力。关于历史文化遗产，总

书记对时间的理解，不是以十年、百年为计，而是

以百年、千年为计。从这样的维度去考量文明的

分量、思索民族的复兴，就能清晰感知保护历史

文化遗产的重要意义。

新时代，党中央赋予山西建设国家资源型经

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重大任务。

“这项改革是我 2009 年在山西调研时提出

的课题。这件事，我始终很关注。”5 月 12 日上

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

政务服务中心，了解示范区改革创新发展情况。

“山西曾一煤独大，兴于煤也困于煤，经济结

构过于单一，对自然生态破坏严重，也一度对政

治生态造成恶劣影响，教训十分深刻。”总书记语

重心长地说。

总书记强调院
山西要有紧迫感，更要有长远战略谋划，正

确的就要坚持下去，久久为功，不要反复、不要折

腾，争取早日蹚出一条转型发展的新路子。

山西如果能在转型发展上率先蹚出一条新

路来，对全国同类型的省份也有借鉴意义。

野学习笔记冶注院
2017 年 6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指

出，实现资源型地区经济转型发展，形成产业多

元支撑的结构格局，是山西经济发展需要深入思

考和突破的重大课题。希望山西“用好这一机遇，

真正走出一条产业优、质量高、效益好、可持续的

发展新路”。

2019 年 5 月，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

化改革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

在山西开展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的意见》，支

持山西通过综合改革试点，争当全国能源革命

排头兵。

作为典型的资源型地区，山西是全国第一个

全省域、全方位、系统性的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

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转型”是山西标志性的关

键词。建设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是党中央赋予

山西的一项重大任务，也是实现山西转型发展的

关键一招。转型要获得成功，关键是要长期坚持，

久久为功。

12 日上午，在太钢不锈钢精密带钢有限公司

考察调研时，习近平总书记走进生产车间，察看

企业转型升级产品展示，了解企业运行情况。

总书记拿起一片“手撕钢”仔细察看，用手指

轻轻扭折了一下，不禁称赞：“工艺确实好，

就像锡纸一样薄，百炼钢做成了绕指柔。”

总书记指出院
产品和技术是企业安身立命之本。希望企

业在科技创新上再接再厉、勇攀高峰，在支撑

先进制造业发展方面迈出新的更大步伐。

现在，全国防疫工作进入新阶段，既取得

重大战略成果，同时面临外防输入、内防反弹

的压力，希望企业不要麻痹松懈，继续抓紧抓

实抓细各项防控措施，更好复工复产，做到安

全生产、健康生产，把失去的时间抢回来，努

力完成今年的目标任务。

野学习笔记冶 注院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我国经济

社会发展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冲击挑战，习近平

总书记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号召、作出部署：

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必须一手

抓防疫，一手抓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两战都要

打，两战都要赢。

这次疫情虽然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

短期的冲击，但从中长期来看，并没有改变我

国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和基本态势。

我们要坚定信心、保持定力，时刻绷紧疫

情防控这根弦，扎实推进复工复产复学，把失

去的时间抢回来。

12 日中午，习近平总书记专程来到汾河太原

城区晋阳桥段，听取太原市汾河及“九河”综合治

理、流域生态修复等情况汇报，察看汾河水治理

及两岸生态保护、城市环境建设等情况。

总书记沿汾河东岸步行察看，不时驻足凝

望：“过去都是忙着搞‘路桥隧、铁公机’，现

在县一级都很注重城市的绿色改造，这是一个

可喜的变化。城市建设水平体现了一个城市的

经济实力、治理理念、市民素质，要坚持不懈

抓下去。”

总书记指出院
治理汾河，不仅关系山西生态环境保护和

经济发展，也关系太原乃至山西历史文化传承。

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保护和修复，

把加强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与推进能源革命、推

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推动经济转型发展统筹

起来，坚持治山、治水、治气、治城一体推进，

持续用力，再现“锦绣太原城”的盛景，不断

增强太原的吸引力、影响力，增强太原人民的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野学习笔记冶 注院
3 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提出让

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

来”，他要求山西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环境污

染综合治理、自然生态保护修复、资源节约集

约利用、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等方面采取超

常举措，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开展生态环

境保护。

这次再到山西，总书记对太原汾河沿岸生态

环境的沧桑巨变表示欣慰，多次谈及绿色发展的

重要性，并提出再现“锦绣太原城”的要求。

对生态环境保护，习近平总书记倾注了巨

大心血，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城市乡村。疫情

发生以来，从浙江之行重访安吉县余村、察看

西溪国家湿地公园，到赴陕西深入秦岭了解生

态修复，再到此次来到山西考察汾河综合治理。

生态保护、绿色发展，是今年总书记地方考察

的重要主题。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兴则文

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小康全面不全面，

生态环境质量很关键”、“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

生态环境 ”……这些人民群众耳熟能详的“金

句”，已润物无声地融入实践之中。

12 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听取了山西省委

和省政府工作汇报，对山西各项工作予以肯定，

并对山西下一步工作作出战略部署。

要更加及时有效解决企业恢复生产经营面

临的各种困难和问题；

要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发

扬“右玉精神”，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

要着力夯实农业农村基础，加大粮食生产

政策支持力度；

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做

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

要充分挖掘和利用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

红色文化资源加强文化建设；

要坚持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不懈抓好

党内政治生态建设。

总书记特别强调院
当前我国外防输入压力持续加大，国内疫情

反弹的风险始终存在。要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

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完善常态化防控机制，

坚决防止疫情新燃点，决不能前功尽弃。

野学习笔记冶 注院
近期，总书记多次强调，必须时刻绷紧疫

情防控这根弦，绝不能前功尽弃。在山西，总

书记再次作出这样的警示。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形势下，总书记的重要

指示对于我们慎终如始、防微杜渐，继续绷紧

疫情防控之弦，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全党上下

必须深刻领会、扎实贯彻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进一步压实政治责任、属地责任，做好较长时

间常态化防控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持续巩

固疫情防控成果，为加速经济社会的正常运行

提供有力保障，奋力夺取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全

面胜利。 来源 叶求是网曳

（一）“最关心的是如何
巩固脱贫、防止返贫”

（二）“让乡亲们生活
越来越美好”

（三）“要始终把保护
放在第一位”

（四）“正确的就要坚持
下去，久久为功，不要反复、
不要折腾”

（五）“把失去的时间
抢回来”

（六）“再现‘锦绣太原
城’的盛景”

（七）“绷紧疫情防控
这根弦”

在微信朋友圈看到一篇 《耿妈妈的故事》的

文章时，忽然间勾起了我对沁州黄公司的回忆，文

章中的“耿妈妈”———耿聚萍，是沁州黄公司的创

始人。记得在 1992 年的时候，我刚高中毕业没有工

作，父亲整天念念叨叨要给我找个工作。

有一天父亲兴奋的回到家中，像发现重大新

闻似的对我说：“我今天去了沁州黄门市部，那个

单位不错，我想把你工作办到那个地方”。我一想

到沁州黄门市部心就凉了半截，心想：“什么破单

位，还值得爸爸你这样兴奋”。那时的沁州黄公司

就一个门市部，在沁州中路县乡镇公司门前租赁

的三间平房里，收购谷子简单加工后卖米，时任经

理就是耿聚萍，当时还没有任何的影响和品牌效

应。但我对父亲的想法也没有投反对票。过了几

天，父亲就亲自去登门拜访耿聚萍经理，父亲回来

对我说：耿经理态度很好，问我多大了，什么文化

程度，只是没有明确说要不要我。找工作的这件事

就这样搁置了。后来我才知道，耿经理那时已到退

休年龄，正等着有接他班的人呢！接替耿聚萍的是

李满收，父亲知道李满收当经理后，因为我四舅和

李的交情不错，就满有把握的去找李经理，但出乎

他的意料，李经理还是不接收我，原因是这个小单

位生存都很困难，自己刚当经理，不敢进人，从此

父亲对我去沁州黄公司的事闭口不谈了。

时光匆匆，转眼到了 2007 年的秋天，当时我

刚被县劳动局录用为劳动协查员，还没有正式上

岗，工商局的王效堂局长找到我，问我去沁州黄公

司不？那里缺个写材料的，我当时考虑沁州黄公司

毕竟是个企业，劳动协查员总是政府部门招的，相

对比较有些前途，就断然拒绝了王局长的好意。

2010 年后，沁州黄公司已迁到 208 国道 路

东，公司盖起了崭新的办公大楼，“谷子爱”厂房也

建起来了，公司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在社会上大张

旗鼓公开招聘人才，而此时我的协查员工作也面

临着下岗。我无可奈何，只好到沁州黄参加招聘，

当然我报名应聘的还是文秘岗位，经过笔试、面试

的选拨，我最终被列为候选人之一，在我敲开石总

经理办公室的大门时，和石总见面简短的几句寒

暄过后，我就离开了沁州黄公司。在几天的等待杳

无音信之后，我明白了自己的才华打不动石总的

心，我落选了。

2013 年的一天，我在二姐夫家见到了他农业

局的同事，他知道我擅长写作之后，问我愿不愿意

去沁州黄公司，当时我还是处于半失业状态就随

口答应了。第二天，姐夫的同事就让我到他的办公

室，让我了解一些有关沁州黄公司的资料，说是还

要参加考试，我在沁州黄公司的几天里，看了不少

有关沁州黄公司的发展历程，对沁州黄公司有了

初步的了解。因此，在笔试中，我自认为写的文章

是得心应手，游刃有余。记得有一道题是：端午节

快到了，你为公司活动提出一项新的创意，我就写

了一个让社 会各 界 人士 参 加包 沁州 黄 粽子 的 比

赛，借以扩大沁州黄的知名度，后来这个创意就成

了沁州黄在端午节上的一项活动。

此次招聘我记得是沁州黄公司外聘的人事经

理主持的，考试过后，他又专门推荐了我，我想：他

对我应该是比较满意的，但这次招聘我还是不能

如愿以偿。在问到姐夫同事时，他只是无可奈何的

摇了摇头，没有再说什么。我再次的与沁州黄公司

失之交臂，我想今生这也是我最后一次参加沁州

黄公司的招聘了。

这几年来，我经常看到沁州黄公司在微信、

报纸上招聘文秘，但这对于我来说，已经没有了任

何的诱惑力，在年过半百之后，我认识到了有些事

情是不可勉强的，一个人只要不断的努力奋斗，即

便不能够有背靠大树的风光，也可以结出不一样

的果实，让人生的光彩更加丰富动人，抒写属于自

己的人生篇章。 李丛辉

无缘相识“沁州黄”

文 杜凤娥

当一名作家，是我多年来的梦想。然而，“梦”未圆，人却即将跨越花甲

之年。怀揣梦想，历经坎坷，风雨兼程数十年，回望来时路，满含感慨心，朝

花夕拾，重温旧梦，将往事流于笔端，且作留念。

爱好读书是我与生俱来的习惯。幼年时爱看小人书，虽不识字，但书上

的图画我却看得津津有味；童年时能识三俩字，爱看故事书，《刘胡兰》、《王

二小》和《草原英雄小姐妹》等故事书我翻得滚瓜烂熟，不认识字时就问哥

哥，惹得他烦我躲我；少年时，我便啃起厚厚的小说来了，罗广斌、杨益言的

《红岩》、路遥的《人生》、高尔基的三部曲———《童年》、《在人间》和《我的大

学》我都三番五次地读且每次都读得孜孜不倦。上课时，我不听老师讲课却

在下面低头看小说，老师点名让我回答问题，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因为

我根本没听见老师讲的是什么，搞得同学们哄堂大笑。放学回家，我边烧火

边看书，火苗蹿出来我都觉察不到，娘火冒三丈，要把我的书扔火里烧掉，

我知道娘的脾气，真让她逮着，我的书就的确会葬身于火坑，于是我东掩西

藏，我的宝贝书总算逃过一劫。

有句俗语：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写来也会诌。如今想来也有三分

道理。

升入初中，我的语文知识大有长进，特别是作文，备受同年级三个班的

语文老师的赏识，我的作文经常被贴在三个班墙上的学习栏里。供同学们课

余时间欣赏。下课后，别班的学生爬在我们班的窗户上朝教室里看，还用手

指指点点：“快看，就是那个———那个戴眼镜的女生。”一听就是在说我。可

不是嘛，中学的两届学生共六个班就我一个戴近视镜的，别人都像看大熊猫

似的看我，很后悔不该日夜抱着书啃个不停，瞅成个近视眼成了别人眼中的

珍稀动物。紧接着又传来一句：“看着相貌平平，可作文写得蛮好的嘛！”哦，

原来不是当我大熊猫看的，是来夸我的，我才把挡着半边脸的手放下来，报

之以微笑，现在想着那笑容里肯定夹杂着一丝自豪的神情。

礼拜一上午第三节课是作文评讲，语文老师站在讲台上说：“这次作文

大家写得很不错，今天咱们先评讲两篇写得好的作文。”不用猜，第一篇是

我的，老师评得头头是道，同学们报以热烈的掌声。第二篇是谁的呢？大家

都拭目以待。老师没说是谁的，直接读起文章来。天哪！是我给那男生写得

文章，老师大夸而特夸，夸得那男生脸红脖子粗不敢抬头，其实当时我的脸

也滚烫。老师同学哪里知道，受表彰的两篇作文都是我写的，当时说不定老

师和同学都在纳闷：xx 同学啥时变得会写文章了？下课后，我呆坐教室里思

绪乱飞，那男生从我的课桌旁经过，轻轻说了声：“谢谢你！”便跑出教室。这

句“谢谢你”在我脑海里存储了四十多年，现在想起仍然在耳边清晰地回

响，而且我守口如瓶四十余载，今天是第一次犯规，没有别的想法，只是想

谢谢这位男同学：你的一句“谢谢你”给了我满满的自信，同时也是对我莫

大的鞭策，以至在以后的写作中我总是信心十足，干劲倍增。

三年的初中生涯很快结束，努力拼搏得以回报，我如愿以偿跨进了沁

县中学的大门。

缘于初中的学习基础比较扎实，高一的学习比较顺畅。冬学段学校举

办了一场征文赛，我的作文获得了二等奖，奖品是一本蓝塑料皮儿的新华字

典，至今还保存着，尽管已经很陈旧。从那时起我就暗暗立下志愿：将来当

一名作家！

高二开始分文理科，我理所当然进了文科班，因为我喜欢文史地理课，

数理化学得一塌糊涂。从此开始为高考而拼搏，几乎没时间去专门搞写作。

令我难过的是，我的努力和结果不成正比，高考以十二分之差名落孙山，被

高校无情的拒之门外，从此我灰心丧气，一蹶不振，以至后来我羞于去参加

那些群英荟萃的同学聚会，不敢去面对那些气度不凡的高中同学。更无颜面

对高中三年给我邮寄无数学习资料、无私鼎力相助的知己。一度时间心灰意

冷，没有一丝写作兴趣，当一名作家的理想也随之化作泡影，在失望的流水

中销声匿迹。

没能购上一张到达理想彼岸的船票，又痴迷对岸的风景，只得绕道而

走，长途跋涉；历经坎坷，负重前行。感恩上天眷顾，给了我一席生存之地，

苟且偷生。自卑感却像一个幽灵始终附于我的灵魂深处，令我半辈子无法在

别人面前昂首挺胸，总有低人一等之感。

参加工作后，风风雨雨、坎坎坷坷三十余载，经历了各种各样的人和

事，有德高望重、有谋有略的领导，有德才兼备、严谨执教的老师。忘不了与

幽默风趣的魏萍老师、举止文雅的刘翠红老师一起度过的快乐时光，忘不了

和我的同窗好友田兰萍共战教坛、同育学生的美好光景，还有我亲眼目睹的

好人好事，亲耳听闻的感人事迹……我好想把这些值得怀念的学校、值得敬

佩的老师和值得传播的正能量都用文字记录下来，使良好的师德风尚得以

传承，让中华传统美德发扬光大！然而，我退怯了，没有完成我的心愿，因为

我觉得一个连大学校门都跨不进去的平庸之人如何能把他们写得淋漓尽

致、栩栩如生？即使写出来，去哪发表？能被报社、杂志社选中吗？高考落选

的我，极为低估自己的写作能力，对自己的社会价值大打折扣。为此，这些

成为我心中的一个个难圆的梦，这些可亲可敬的老师、生动感人的事迹一直

未能流于笔端。

去年冬天，我因对突然去世的婆婆的深切怀念，对生我养我的故乡的

深深留恋，有感而发写了篇文章《村恋》发到朋友圈里，引起了众多朋友的

关注，朋友把这篇文章推荐给了县城小报和作家新干线微刊上登载，更是广

为流传，还受到了领导的夸赞。这时我才觉得，我并不是百无一用，我对社

会还有点价值。今年清明节，我出于对父亲的思念，写了一篇《忆父亲》，再

次发表于“作家新干线”公众号上，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好评。后来，经朋友举

荐，我有幸结识了几位沁县的知名人士，有同学，有同事，还有素不相识但

大名早如雷贯耳的沁县乡土作家。有了他们的指导引路、指点迷津，我的写

作水平大有长进。不断有文章在“作家新干线”、“沁中文艺”、“沁州新闻”和

“沁园春”杂志等微刊、纸媒上发表……

老牛亦解韶光贵，不待扬鞭自奋蹄。岁月的年轮虽已爬上眉梢，但我不

再蹉跎岁月，不再苟且偷生。我要用理想去成就人生，信心百倍地度过我的

后半生，让余生向着太阳，让暮年满载盛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