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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久前举行的第 135 届中国进

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上，山西省

右玉县的沙棘、羊肉、小香葱、瓜子、边

鸡蛋等特色产品亮相展区，整齐陈列、

种类丰富、品质上乘，赢得与会嘉宾连

连称赞，尽显右玉特色产品魅力。

右玉县地处山西省西北端， 属温

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光照充足、昼夜温

差大，全县林木绿化率达 57％，独特的

地理位置、 良好的生态环境造就了右

玉特色农副产品品类丰富、品质独特、

营养均衡，广受市场青睐。

右玉， 曾经是山西省的国定贫困

县。 2017 年，该县大力弘扬右玉精神，

以善作善成的姿态高质量完成 126 个

贫困村退出、15918 名贫困人口减贫，

彻底摘掉了贫困县帽子。

念兹在兹、 唯此为大。 脱贫摘帽

后， 右玉县坚持把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作为重

大政治任务， 凝心聚力守底线、 稳成

果、抓发展、促振兴，踔厉奋发，勇毅前

行，奋力推动巩固脱贫成果上台阶、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见实效， 以唯实惟先

的举措谱写了全面小康的崭新篇章。

下好先手棋，全面推动促衔接

完成脱贫攻坚任务、 摘掉贫困帽

子后，如何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右玉县

委、县政府锚定目标，靶向发力。

县四大班子领导走访群众、 调研

指导、 督促检查的足迹， 遍布村村落

落。 没有停歇的脚步， 只有奋进的号

角。 该县举全县之力向年度目标任务

发起总攻， 确保巩固衔接工作进位争

先、走在前列。

“以最迅速的行动、 最严格的标

准、最坚决的态度和最果断的措施，用

心用情用力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各项工作，和

时间赛跑 ，与任务角力，快马加鞭 ，全

员出击，勇往直前……”

做好衔接工作，关键在人，关键在

干部队伍作风。 县委常委会、县政府常

务会常态化调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和乡村振兴工作， 全力做好责任落

实、政策落实、工作落实和巩固脱贫攻

坚成果 4 方面 21 项指标补短强弱工

作。 召开全县全员攻坚巩固衔接年度

目标任务誓师大会、 全员攻坚巩固衔

接工作进村入户结对帮扶活动等 ，县

委常委带头，县处级干部示范，各级党

员干部全员动员， 每周至少驻村入户

一日，与老百姓一起拉家常 、察实情 、

讲政策 、解难题 ，通过面对面、实打实

地“一线”工作，提高了党员干部“抓落

实”的内生动力，进一步密切了党群干

群关系。

压紧压实责任链条，以更加务实的

作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以更有力

的举措接续推进乡村振兴。 右玉县制定

县级领导干部和县直部门联系指导乡村

振兴工作方案，构建“主要领导统筹抓、

分管领导牵头抓、部门乡镇具体抓、工作

专班督查跟踪抓”的工作格局，形成“人

人要担责、 人人必尽责” 的责任落实体

系。同时，持续加强驻村帮扶，突出“好中

选优、优中选强”原则，扎实推进 106 支

驻村工作队伍轮换工作， 派驻县处级领

导 34 名，县直单位负责人 41 名，乡镇班

子成员 85 名，确保了 172 个行政村结对

帮扶全覆盖，46 个重点脱贫村（易地移

民集中安置区）县、乡领导班子和驻村工

作队结对帮扶全覆盖。

打好主动仗，巩固成果见实效

“月功，身体恢复得咋样了？ ”“好

多了。 ”“还有啥困难没？ ”“没有，都挺

好的，你们辛苦啦。 ”春节临近。 杨千河

乡金牛庄村第一书记张彦俊来到村民

王月功家，嘘寒问暖。 作为村里的防返

贫监测“网格员”，张彦俊时刻关注着

这家人的生活状况。

脱贫攻坚成果来之不易， 巩固成

果同样艰巨。 右玉县各乡镇各部门坚

决行动，下大力气稳固脱贫基础，精准

聚焦“一收入两不愁三保障 ”，牢牢守

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

脱了贫不代表没困难， 有收入不

代表没风险。 该县持续深化“三级书

记”“五个同责”， 坚持常态化走访、集

中排查和防返贫动态监测帮扶相结

合，全面落实每月“监测会商、信息比

对、研判处置”工作机制，通过“干部摸

排、包村到户、筛查预警、合力监测”等

措施 ， 年内排查新增“三类户””207

户、345 人。

兜底保障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建立解决相对贫困长效机制的制度安

排。 右玉县按季度或按月开展数据比

对分析， 及时掌握监测对象中尚未纳

入农村低保、 特困供养等社会救助范

围的人员信息， 分层分类实施社会救

助，做到应保尽保 、应兜尽兜 、应退尽

退，切实筑牢防返贫最后防线。 同时，

探索构建“财政 + 保险 + 农户”防返贫

保障机制， 为全部管理对象购买了防

贫返贫险和家财险， 切实做到未贫即

扶、返贫致贫即帮。

义务教育、 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

有保障， 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

基本要求和核心指标。 该县严格落实

控辍保学、劝返复学等要求，健全动态

监测对象台账， 确保义务教育巩固率

达 100%。 扎实开展“一对一”送教上门

和劝返复学工作，持续跟进落实“雨露

计划”等资助政策。 稳步推进全民医保

计划，持续抓好“三类户”“三重”医疗

保障和“先诊疗、后付费”政策落实，最

大限度减轻就医负担。 开展常态化住

房安全动态监测 ，摸排“六类户”房屋

隐患 79 套，8 月底完成修复。 紧盯工作

重点和薄弱环节， 投资 677 万元实施

农村饮水安全提升工程， 投资 295 万

元实施季节性缺水和供水不稳定提标工

程，饮水安全保障成果进一步巩固提升。

对易地扶贫搬迁群众的后续生活 ，

右玉县按照组织有力、增收稳定、管理高

效、生活便捷、文明和谐要求，及时跟进

落实“后搬迁”时代各项帮扶举措。 落实

每月回访制度， 完善迁出地和迁入地双

向结对帮扶，开设创业就业服务点 3 个，

设立安享工程养老站 2 个， 推动实现了

搬迁群众与迁入地群众享有同等水平的

基本公共服务。 特别是依托县城镇居民

事务服务中心，采取微网格管理办法，将

县城 11 个集中安置点划分 33 个网格管

理，每栋楼选聘 1 名楼长，实现了活动有

阵地、事情有人管、后续有保障。 目前，

800 户 1268 人稳定就业， 实现了有劳动

力的家庭有就业、 有劳动能力者有就业

的目标。 同时，按照就业帮扶好、产业带

动好、社区治理好、权益保障好、融入环

境好的标准， 推进了紫林苑、 官屯两个

“五好社区”创建活动，巩固了康平村“五

好村社”创建成果。 通过开设创业就业服

务点，设立安享工程养老站，让搬迁群众

与迁入地群众享有同等水平的基本公共

服务。

跑出加速度，乡村振兴谱新篇

一只只生态肉羊，膘肥体壮；一座座

日光大棚，鳞次栉比；一个个项目现场，

如火如荼……

右玉大地处处洋溢着产业发展的蓬

勃生机。

如何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让群众持

续增收致富？ 右玉县委、 县政府铿锵作

答：坚持脱贫标准，下足绣花功夫，保持

攻坚态势， 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进乡村

全面振兴。

在“西口古道第一村”杀虎口风景名

胜区马营河村，松柏苍翠，绿树浓荫 ，村

庄被绿色环抱，街道干净整洁，青一色的

柏油路。 一进村南，道路东侧的古戏台、

亭台和古庙映入眼帘， 道路两侧墙壁上

绘制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彩绘， 部分

村民建起了临街仿古建筑。

“村里又投资 1000 万元进行村容村

貌、 庭院环境提升改造， 建设农耕体验

园、古驿站、古堡文化园等项目，打造集

‘农、林、文、旅、康’于一体的乡村振兴示

范村。 ”村党支部书记朱义自豪地说。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 。

右玉县坚持把产业发展作为稳定脱贫的

根本之策，立足资源禀赋，聚焦“小杂粮、

生态羊、沙棘、风光电、生态文化旅游”等

特色优势，围绕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业

附加值、紧密联结机制等，探索更为符合

右玉实际的产业倍增之路。

2023 年 8 月 15 日， 康平村林下沙棘

松茸种植基地里，村民们正在采摘赤松茸。

“赤松茸香味浓郁，营养丰富，深受

市场青睐。 经过多方考察，我们最终选择

林下种植沙棘赤松茸。 ”山西医科大学驻

康平村第一书记兼包村队长姜瑞鹏介

绍， 该村招引右玉县玉代客农产品专业

合作社， 按照“高校 + 帮扶村 + 企业 +

村集体 + 农户”发展模式，自主研发打造

本土特色沙棘食用菌种植基地， 通过林

下、庭院种植沙棘松茸，进一步巩固提升

脱贫攻坚成果，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绘就村级集体经济“新丰景 ”，“今年春

天，基地引进赤松茸菌种，利用粉碎后的

沙棘木、沙棘籽、沙棘叶等沙棘元素作为

培基料， 点种后再覆盖一层松叶进行保

湿。 目前，第一茬成功上市，共收获 1000

多斤。 赤松茸生长周期可持续 3 个多月，

预计亩产可达 3500—4000 斤，试种 5 亩

多，村集体每亩将增收 1 万多元，庭院种

植户均增收 700 多元。 ”

产业嵌特色，鼓起“钱袋子”。右玉县

围绕小杂粮、生态羊、沙棘饮品“三大优

势产品”，整合资源，抱团发展，做大做强

做特优势品牌。 充分发挥“右玉羊肉”国

家地理标志产品认证优势， 组建以千户

侯为牵引的右玉生态羊产业战略联盟协

会，采取统一管理、统一标识、统一质量

的模式开拓市场、规范秩序。 立足该县得

天独厚的地理优势， 扩大小杂粮种植规

模，提升小杂粮质量标准，通过举办小杂

粮展销会并通过网红带货等方式， 进一

步叫响右玉杂粮品牌， 推动右玉小杂粮

以“新身份”迈进全国一二线城市。 以引

进新品种改造低效林、 研发高附加值产

品为主，分五年完成 8 万亩沙棘林改造，

带动全县 12 家沙棘企业从沙棘初加工

向沙棘保健品和药物深加工发展， 积极

开展沙棘产业镇规划建设工作， 全力推

进沙棘黄酮、沙棘果酒、沙棘化妆品等生

产线引进建设，力争年内投产达效。

深化协同发展，建强产业链条。 该县

落实稳粮保供政策， 加大对种粮农户的

扶持力度， 在粮食直补 67 元的基础上，

对实际种粮农户每亩再补贴 21.5 元。 按

户均 2000 元的标准， 扶持 2085 户发展

养羊、养鸡、种菜等庭院经济，引导农民

把开发“庭院经济”作为实现农民增收的

突破口，把农家庭院“方寸地”建成脱贫

致富的“增收园”。 加速推动农业与旅游、

文化、 康养等产业深度融合。 推动马营

河、红旗口、杀虎口等沿长城旅游路村庄

发展乡村民宿、农耕体验、特色观光等新

型业态， 让农民共享全产业链增值带来

的收益。

项目建设有势头 ，农民致富更有奔

头 。 右玉县全力推进项目组织实施 ，

2024 年累计入库项目 212 个， 是 2023

年实施项目的 1 . 5 倍多 。 按照省里“四

个一批 ”分类处置项目安排部署 ，对全

县 178 个产业项目， 正按照程序步骤履

行处置程序。

乘风破浪，千帆竞发。放眼 1969 平方

公里的塞上绿洲， 右玉广大干部群众斗志

昂扬，乘势而上，以不发生规模性返贫为底

线，以促进农民增收为核心，以改善农村人

居环境为着力点， 以激活群众内生动力为

抓手，努力绘就乡村振兴壮美画卷，朝着共

同富裕的目标稳步前行。

（张明 赵国恒 辛泰 刘晓峰 文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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