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西省交口县

着眼“三量” 打造青年人才发展新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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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邳州市：

“90 后”夫妻返乡务农

播下“富民种子”

近年来，江苏省邳州市四户镇围绕“一园多片

区”布局产业发展，引导能人大户返乡创业，大力推

动农业产业规模化经营。 四户镇竹园村一对“90

后”夫妻抢抓机遇，回乡发展设施农业，在自己创业

的同时，还带动周边群众共同致富。

2023 年 12 月 13 日，在四户镇顾桥村富民产业

园内，“90 后” 小伙李建飞向笔者介绍了自己种植

的鲜切菊 ：“每 天 循 环 采 摘 ， 一 天 大 概 采 两 万

株，效益还可以。 ”

李建飞是四户镇竹园村人，他和妻子共同经营

设施农业已有七八年时间。 过去，李建飞和父亲在

邹庄镇承包土地种植草莓。 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接

触到鲜切菊，看到鲜切菊市场需求量大，效益高，便

萌生了种植的想法。 2015 年，李建飞和几个朋友一

起尝试种植鲜切菊。刚开始，由于没有经验，效益不

好。李建飞没有轻言放弃，他外出学习种植技术，并

邀请专业人员指导，在不断摸索中渐渐掌握了鲜切

花种植要领。 去年，他在四户镇顾桥村富民产业园

承包了 9 个大棚。鲜切菊一年可种两季，目前，秋季

菊花已经陆续收获。 李建飞说：“按目前的行情，除

去成本， 一个棚一季收入 3 万元左右，9 个棚一年

收入大概在 50 万元。 ”

看到李建飞回乡创业取得收益，乡亲们也跟着

他一起种植。 村民张宇就在李建飞的带领下种起了

鲜切菊。“施肥、打药等日常管理方面的问题，李建

飞都是热情解答。 ”张宇说。

鲜切菊的种植还为附近村民提供了务工机会。

鲜切菊的打理和采摘都需要人工， 附近有 10 多位

村民长期在大棚务工。

在老家竹园村，李建飞也承包了 10 多个大棚，

用来种植鲜切菊和草莓。 在竹园村的草莓大棚里，

李建飞的妻子张丽娟正在忙着打叶。 张丽娟告诉记

者，过去，父辈种植的是普通草莓品种，卖不上价。

他们夫妻俩接手大棚以后， 把草莓品种更换成香

野、甜宝等口感更好、品质更优良的草莓品种。 另

外，他们还自己繁育种苗，提高草莓品质，降低种植

成本。

张丽娟说， 香野草莓头茬果在 10 月份已经采

摘了，目前收入 1 万多元，草莓陆续成熟，可以一直

采摘到明年 5 月份。

“我们想把设施农业做大做强，提高品质、扩大

面积，同时帮助乡亲们一起种植，互相学习、互相帮

助，大家共同致富。 ”张丽娟表示。

（李索雅 王煌 文 / 图）

山西省垣曲县峪子村：

手工粉条变致富“金条”

近日，山西省垣曲县古城镇峪子村的粉条加工

进入了最繁忙的时节。 在勤社红薯粉条合作社，六

七名村民组成一条生产线，经过打芡、漏粉、煮粉、

捞粉等多道工序，红薯就变成了透亮光滑、筋道可

口的粉条。“一年大概加工 20 多万斤，粉条每斤 9

元至 10 元，收入 200 万元左右。 ”合作社负责人普

勤社说。

目前，在古城镇峪子村，像普勤社一样的红薯

粉条加工户有 180 多户，全村红薯种植面积 500 余

亩，仅此一项可为村民增加收入 300 余万元。

“我们村投资 200 万元新建了食品加工厂，预

计 2024 年 5 月份建成投产后可实现红薯粉条规模

化、标准化生产，我们要完善包装，力争将绿色、健

康、优质的红薯粉条推销到更多地方，走向更大的

市场，实现群众持续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古城镇

峪子村党支部副书记普晓雷说。 （安珍珍 申宁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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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临县

移风易俗

引领文明幸福“新生活”

为进一步营造崇尚科学、倡

导文明的社会氛围，山西省临县

紧扣群众生活实际，聚焦农村高

价彩礼、人情攀比、厚葬薄养、铺

张浪费等重点难点，深入推进移

风易俗工作，夯实“管、转、选、

融”四方面举措，以乡风文明为

乡村振兴赋能。

提高“管”的质量，激发村民

自治活力。 完善村民自治制度，

依托 23 个乡镇新时代文明实践

所、504 个村（社区）新时代文明

实践站，成立村民议事会、道德

评议会、红白理事会、禁毒禁赌

会， 常态化开展移风易俗宣传、

村规民约修订完善、不文明现象

评议等活动。 以家庭为单位实行

积分制管理， 制定实施细则、明

确兑换标准，将群众的日常行为

量化成积分， 通过正向激励、示

范引领，激发群众自治动能。

拓宽“转”的路径，增进广泛

思想认同。 通过文艺巡演、宣传

漫画展示、电子问卷调查等群众

喜闻乐见的方式，将文明新风吹

进群众心坎里。 依托送戏下乡活

动，文艺志愿服务队常态化开展

移风易俗文艺巡演，临县三弦书

《移风易俗沐新风》、 音乐快板

《夸夸我们的好媳妇》 等民间艺

术节目脍炙人口、 流传颇广，成

为触及群众思想灵魂的“活教

材”。 围绕彩礼婚宴等婚嫁习俗，

设置电子问卷、宣传漫画，在寓

教于乐中弘扬婚嫁新风。 在清

明、元宵等祭祀高峰期 ，创新实

施“鲜花换纸币”举措，用鲜花交

换群众祭扫的纸钱、蜡烛等祭祀

用品，既有心意、又有新意，努力

换得群众对新时期新风尚的支

持和认同。

浓厚“选”的氛围，引领向上

向善新风。 在全县范围内开展好

邻居、好婆媳、好夫妻、好儿女及

星级文明户、 文明家庭评选。 依据

省市关于好人评选标准， 制定实施

《临县道德模范、 最美临县人评选

方案》，分类设置推荐奖、提名奖和

鼓励奖， 推动全民参与、 共同挖掘

道德模范典型。 近年来，以宋明珍、

索雅丽、 许艳平等为代表的道德模

范典型争相涌现。 组织开展群众评

选会、事迹宣讲会，通过典型引领，

号召更多的群众以积极的行动践行

善行义举。

突出“融”的理念，提升文明实

践成效。 树立融合、协作理念，持续

深化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活动内

涵， 由表及里、 由浅入深提升群众

文明素养。 把握学雷锋纪念日、端

午、 公民道德宣传日、 国际志愿者

日等重要时间节点， 组建志愿者服

务联合会， 搭建多方参与、 汇聚资

源的融合交流平台， 广泛开展理论

宣讲、 普法宣传、 民俗文化交流等

志愿服务活动， 让志愿精神在青少

年儿童、 企业职工、 村民群众等各

类群体中传递温暖。 利用文明实践

模式，开展全民阅读、全民健身、网

络文明宣传等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

1600 余场。 面向特色农产品主播及

企业商户， 开展诚信阅读分享会、

文明诚信主播先行、 诚信大家讲等

诚信主题活动， 营造文明诚信的市

场经营氛围。

移风易俗引领风尚，文明新风

浸润人心。 随着临县移风易俗工作

的深入推进， 文明新风已经成为越

来越多临县人的共识。 临县将持续

加大移风易俗宣传力度， 围绕发展

所需、 群众所盼， 动员群众广泛参

与自治， 持续推动乡风文明焕发新

气象。

（临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资 讯

青年因城市而聚，城市因青

年而兴。 山西省交口县着眼“三

量”， 聚力打造青年人才发展新

高地，让人才第一资源在交口大

地奔流劲涌。

加大人才引进力度，加快青

年人才集聚，扩大“增量”。 岗位

设置精准。 围绕全县教育医疗、

乡村振兴、文化旅游、行政执法

等重点领域人才需求，合理设置

招聘岗位，提升引才精准度和质

量。 引才形式多样。 结合交口县

实际情况，抓住毕业生求职就业

黄金时机， 组织开展校园招聘、

招才引智等多种形式招聘，加大

人才引进力度。 数据更新及时。

将近年来招才引智 、 公开招聘

（录） 的研究生以上学历人才及

时纳入青年人才库，今年共收集

更新 142 名青年人才信息，进一

步加强对青年人才的管理使用。

完善人才培养体系，尽显青

年人才潜力，提高“质量”。 加强

政治引领和政治吸纳 。 鼓励 16

名高层次人才向所在党组织提

交了入党申请，将表现优秀的高

层次人才吸纳入党员队伍行列，

强化人才对党组织的认同感、归

属感和荣誉感，更好发挥人才作

用。 强化乡村振兴人才培养。 依

托阳泉干部学院、区委党校等线

下培训和腾讯会议等线上平台，

对 94 名到村（社区）工作大学生

进行多次业务能力培训，为乡村

振兴提供有力人才支撑。 加强青年

人才教育管理。 召开全县 2023 年新

入职干部集体谈话会， 帮助新入职

同志尽快适应岗位， 进入角色；多

次组织青年教师教学能力提升培训

活动， 开展以应急救护理论知识及

实操技能为主的青年技能培训，举

办为期 7 天的青年人才国情研修

班 ， 进 一 步 提 升 青 年 人 才 能 力

素 质。

提升人才服务效能，尽显厚植

青年人才沃土，保住“存量”。 强化

政策落实。为 56 名引进人才发放补

助（贴）85.5 万元，安排 104 名青年

教师人才入住教师人才公寓，为 15

名青年人才办理一期人才公寓入

住， 及时对人才公寓进行安全隐患

排查、 设施设备维护修缮， 确保人

才住得安心、舒心、放心。 创优人才

生态 。 挂牌成立乡村振兴人才驿

站、 青年人才驿站， 举办青年人才

联谊会， 召开人才工作座谈会，进

一步提振青年人才干事创业信心。

加强人才宣传。 在“交口党建”微信

公众号开设青年人才、到村（社区）

工作大学生等专栏 ， 讲好人才故

事，营造尊才爱才浓厚氛围。

下一步，交口县将持续强化政

治引领， 夯实工作责任， 优化青年

人才发展环境，聚焦“引育留用优”

全链条精准发力， 激发青年人才创

新活力， 为实现交口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汇聚磅礴力量。

（史振华 李怡蓉 文 /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