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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梁因吕梁山脉纵贯全境而得名 ，位
于山西省中部西侧。 1971 年组建地区，2004
年撤地设市， 国土总面积 2.1 万平方公里 ,
辖 1 区 2 市 10 县 8 个省级经济开发区 1
个省级生态文化旅游示范区 ，161 个乡镇
（街道），截至 2019 年底，总人口达 385 万。

吕梁历史悠久， 是中华文明重要发祥
地，远在旧石器时代就有人类繁衍生息。 吕
梁人文荟萃、 英才辈出， 有一代女皇武则
天、初唐诗人宋之问、宋朝名将狄青、清代
天下第一廉吏于成龙等历史人物。 近代以
来，涌现出红军早期领导人贺昌、被毛主席
亲笔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革命英
雄刘胡兰、“试管婴儿之父” 张民觉、“山药
蛋”派代表作家马烽等杰出人才。

吕梁地势北高南低，一般海拔在 1000-
2000 米。 境内沟壑纵横，山区半山区面积占
国土面积的 91.8%，森林覆盖率 32.81%。 属
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 年平均气温 9℃左
右，近年年均降水量 546 毫米，无霜期 133-
178 天,年均水资源总量 14.47 亿立方米。

吕梁是革命老区。 曾是革命圣地延安
的东部屏障，红军东征主战场，晋绥边区首
府和中央后委机关所在地。 毛泽东、 周恩
来、刘少奇、彭德怀、邓小平、贺龙、习仲勋
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在吕梁生活和
战斗过。以 1955 年授衔为依据，十大元帅、
十位大将、 三十多位上将均在吕梁留下战
斗生活的足迹。 山西第一支工农武装———
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 第一个县级红

色政权———中阳县苏维埃革命委员会均诞
生于吕梁。革命战争年代，吕梁人民养兵十
万、牺牲一万，孕育了吕梁精神、晋绥精神
等红色文化，《吕梁英雄传》 就是吕梁人民
不畏牺牲、献身革命的真实写照。

吕梁是贫困地区 。 全国 14 个集中连
片特困地区之一，是山西省脱贫攻坚的主
战场 。 2014 年底 ， 全市 13 个县市区有 6
个国定贫困县 、4 个省定贫困县 ， 有贫困
村 1439 个 、贫困人口 59 万人 ，贫困发生
率 19.2%。 近年来，全市上下牢记嘱托，感
恩奋进，坚持以脱贫攻坚统揽经济社会发
展全局，把脱贫攻坚作为头等大事和第一
民生工程 ，坚定 “打不赢脱贫攻坚战 ，就
对不起这块红色土地 ”的态度和决心 ，咬
定目标，尽锐出战，全市 10 个贫困县全部
脱贫摘帽 ，1439 个贫困村全部退出 ，累计
减贫 21.7 万户 58.5 万人， 贫困发生率降
至 0.18%。

吕梁是资源富区。 已探明 40 多种矿产
资源。 全市含煤面积 1.14 万平方公里，占国
土总面积的 54.3%， 保有储量 420 亿吨，被
誉为 “国宝” 的 4 号主焦煤储量达 114 亿
吨。 铁矿石、铝土矿保有储量分别为 13 亿
吨、6.49 亿吨，占全省的 34.6%、45.7%。 吕梁
还是著名的白酒、红枣、核桃、小杂粮生产
基地，汾酒、竹叶青白酒品牌驰名中外，红
枣、核桃年产量分别为 3.5 亿公斤、5000 万
公斤， 占全省的 1/2、1/3。 “人说山西好风
光，右手一指是吕梁”。 境内旅游资源丰富，
有文物古迹 5901 处，省级以上自然风景区
5 处，北武当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碛口古
镇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庞泉沟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 佛教净土宗祖庭玄中寺等一大批
旅游景区闻名遐迩。 有临县道情、孝义皮影

和木偶戏、中阳剪纸、临县伞头秧歌等一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吕梁是发展新区。 2004 年撤地设市后，
吕梁发展步伐明显加快， 特别是随着吕梁
机场、太中银铁路、青银高速、太佳高速、西
纵高速、环城高速、太兴铁路等重大基础设
施项目建成，区位优势开始凸显，发展动力
明显增强。 近年来，全市上下认真贯彻新发
展理念，坚定不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大力培育新兴产
业，“一煤独大” 的产业结构发生实质性转
变。 一产方面，红枣、核桃、小杂粮、马铃薯、
食用菌、 畜牧养殖等特色农业快速发展，
“一县一业” 的特色产业发展格局初步形
成。 二产方面，形成了以煤炭、焦炭、冶金、
电力等传统产业为支撑，新材料、白酒、大
数据、 新能源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的产业
格局。 三产方面，文化旅游、现代物流、现代
金融、电子商务等服务业蓬勃兴起。

2019 年地区生产总值完成 1512.1 亿
元， 增长 5.7%；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完成

963.2 亿元，增长 4.6%；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523.3 亿元，增长 11.2%；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完成 192.6 亿元，增长 10.2%；城镇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 29181 元，增长 6.8%；农村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完成 9963 元，增长 10.3%，
多项经济指标总量和增速位居全省前列。

今年上半年， 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完成
676.05 亿元，同比下降 3.3%；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下降 4%；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235.1
亿元，增长 7.3%；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
191.8 亿元，下降 13.9%；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94.76 亿元，下降 16.15%；进出口总额 18.99
亿元，下降 2.3%；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预计为 14145 元；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预计为 5094 元。

2020 年全市上下将大力弘扬吕梁精
神，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扎实做好“六稳”
工作，落实“六保”任务，统筹推进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 奋力夺取决战决胜脱贫
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双胜利。

(吕梁市委宣传部供稿）

这这里里是是吕吕梁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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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驱动高质量发展

红红土土地地书书写写脱脱贫贫致致富富新新答答卷卷

■成娜

大数据是战略性基础资源，孕育着颠覆
性发展机遇。 从 2017 年起，吕梁连续四年
举办大数据为主题、 多名院士和专家参与
的大会，名称从“推介会”变为“推进会”，再
到 2020 年 8 月 18 日的“发展大会”。

与此同时， 吕梁大数据产业与实体经
济、政务服务、社会治理以及民生服务等领
域逐渐深度融合 ， 助力吕梁蹚出一条乘
“云”而上、借“数”发展的高质量转型之路。

从“挖煤”到“挖数据”
吕梁勇蹚大数据新路

最近， 吕梁市临县贫困户李巧兰有了
一个新职业———数据标注员， 对着电脑用
鼠标对人脸照片的眉毛、 颧骨等关键点进
行精准标注。 “不需要学历文凭，只需要一
根网线接入就能工作， 一周时间的培训便
可上岗操作。 ”

李巧兰这份工作，与吕梁依托能源、区
位、 气候等基础优势和先发优势发展大数
据产业，从“挖煤”向“挖数据”转变分不开。

大数据产业是山西要全力打造的 14 个
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之一。 出席第四届吕梁
大数据产业发展大会的山西省委书记楼阳生
指出，近年来，山西省委和省政府大力实施
大数据战略， 大数据产业发展取得长足进
步。 吕梁市贯彻落实省委“四为四高两同步”
总体思路和要求，把发展大数据产业作为经
济高质量转型发展的重要抓手，推动大数据

产业从无到有，呈现良好发展态势。
《山西日报》刊文称，吕梁大数据产业

发展大会将世人的目光聚焦到了山西大数
据产业，同时也刷新了昔日“煤老大”勇蹚
转型路的时代认知。

“吕梁革命老区作为能源基地，从‘挖煤’
向‘挖数据’的华丽转身，是吕梁人民开拓创新
的成果。 ”山西省工信厅厅长朱鹏表示。

为转型赋能
传统产业插上大数据“翅膀”

“目前，5G 技术在薄煤层一次性采全
高的矿井中进行了推广和应用， 但如何在
中厚煤层采取放顶煤开采的矿井应用？ ”在
8 月 17 日举行的吕梁市大数据专家咨询委
员会会议上， 离柳集团董事长杨虎平向院
士专家提出了需求，“希望通过大数据的应
用，从而助力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

资源型地区吕梁有过煤炭黄金十年的高
速增长期，经济也曾遭遇过断崖式下滑。为此，
吕梁发展大数据产业，聚焦“六新”培育壮大新
动能，为转型发展蹚新路带来希望和出路。

山西省政协副主席、 吕梁市委书记李
正印表示，近年来，吕梁推进工业数字化，
吕临庞庞塔煤矿智能化矿山率先获得“5G
井下专网”， 孝义鹏飞实业有限公司建立
“5G+智慧煤化工”实验室，中阳钢铁有限
公司数字化生产系统投用，一批传统企业
插上大数据“翅膀”、发生智能化“蝶变”。

“吕粮山猪”品牌近年来在山西声名鹊
起。 据企业负责人介绍，公司通过互联网、

物联网和二维码技术，对养殖、屠宰、运输、
包装、销售等信息进行数字化管理，实现生
猪养殖生长过程有记录、记录信息可查询、
流通去向可跟踪、主体责任可追究、问题产
品能召回、质量安全有保障，让每头猪都安
全可追溯，促进生猪养殖标准化生产，保障
食品安全。

吕梁市市长王立伟介绍称， 吕梁将着
力构建万众创新的大数据发展生态， 建好
数据基础设施，推动应用场景百花齐放，坚
定蹚出一条乘“云”而上、借“数”发展的高
质量转型之路。

从云端到身边
大数据应用“加速度”

2020 年 8 月 ，启动一年的 “吕梁通 ”

APP 秀出了成绩单。这个城市综合服务平
台已涵盖行政事项 、 医疗事项 、 便民服
务、缴费服务等 10 大类 227 项服务事项 ，
累计办件量 1800 多件。 “以前办理业务都
得跑大厅 ，现在下载个 ‘吕梁通 ’就把事
儿办了 ，确实方便了很多 。 ”吕梁市民成
女士说。

推动大数据与实体经济、 政务服务 、
社会治理以及民生服务等领域深度融合，
是近年吕梁在大数据产业发展中的又一
探索。

作为全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之一 ，
吕梁市将大数据理念与技术运用于精准
扶贫领域 ，创新建立 “一码清 ”大数据平
台 ，上线运行 “基础数据核实录入 ” “满
意度评价 ” “三类户跟踪监测 ” “产业就
业调查 ” “脱贫自查 ” 五大功能模块 ，实

现了扶贫对象 、 项目 、 资金的全程跟踪
管理 。

据介绍，“三零单位” 创建平台为平安
吕梁建设提供了智能化支撑； 智慧环保平
台助力吕梁市区空气质量连续 3 年位居山
西省和汾渭平原 11 市前列。 吕梁已形成了
智慧城市、智慧医疗、智慧警务等 50 多项
应用成果，开启了便民服务“慧治”新模式。

与此同时， 部分专家对大数据更多应
用场景提出期许。

山西省行政审批管理局副局长李明
表示 ， 目前有关部门正准备建立家政人
员大数据平台 ， 为老百姓提供参考 ，但
在整合欠款记录 、 犯罪情况等数据时却
遭遇了数据共享不足的困难 。 听到这个
情况后 ， 李正印马上建议从 “吕梁山护
工 ”开始做起 。

■彭斌 张建明

作为全国 14 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之
一， 吕梁是山西省脱贫攻坚的主战场。 自
2017 年以来，该市倾力打造了“生态扶贫、
吕梁山护工、光伏扶贫 ”三张品牌 ，组建造
林合作社 、推进生态扶贫的做法 ，以及易
地扶贫搬迁 、吕梁山护工培训就业 、教育
扶贫 、 健康扶贫等一批脱贫攻坚重点工
作走在了全国和山西省前列。

截至目前，吕梁市 10 个贫困县全部脱
贫摘帽，1439 个贫困村全部退出，累计减贫
58.5 万人，剩余 5312 名贫困人口全部完成
脱贫退出程序。

落实精准方略
打响三张脱贫攻坚特色品牌

吕梁市坚持增绿与增收相结合，在“一
个战场”打赢“两场战役”。 据了解，吕梁市
以扶贫造林专业合作社为抓手， 累计投入
70 多亿元，通过规模化、合作化方式，连续
四年集中实施荒山造林、退耕还林、经济林
提质增效“三个 100 万亩”生态工程。 目前，
全市累计完成荒山造林 330 万亩、 退耕还
林 236 万亩、经济林提质增效 278 万亩，全
市林草覆盖率达到 72.26%，全省排名第一；
森林面积 907.05 万亩，全省第一；森林覆盖
率从 2016 年开始每年以 1 个百分点的速
度递增，由山西省第六上升为山西省第三；
组建 1398 个专业合作社参与造林、 管护、
土地复垦复绿等任务，带动 50 万群众依靠
生态扶贫增收， 其中 11.5 万贫困人口实现
脱贫，人均增收 6000 元以上。

特别是今年以来， 吕梁市出台规范提
升造林合作社“10 条”举措，推动合作社经
营方式由单一造林向多元转型， 累计规范
提升 1136 个造林合作社， 带动 1.47 万贫
困劳动力平均收入 5000 元以上。 2018 年，
国家发改委等三部委联合发文， 在全国推
广吕梁合作社造林模式。

同时， 吕梁市扎实推进以护工护理为
主的贫困劳动力技能培训，“吕梁山护工”
劳务品牌叫响全国。 坚持“政府支持、专业
培训、持证上岗、跟踪服务”的推进机制，健
全完善组织领导、政策支撑、宣传发动、技
能培训、就业服务五大保障体系，市场化择
优建立 11 个培训基地，先后在北京、太原、
青岛、济南等地召开“吕梁山护工”推介会，
与京津冀和长三角地区 220 家家政公司建
立合作关系，组建了驻北京、天津、青岛等
地 6 个服务部和 17 个服务站。

截至目前，吕梁市共培训 5.83 万人，实
现就业 3.15 万人， 人均月收入 4500 元，就
业辐射全国 8 省 20 多个城市。 而且，加强

与日本介护联合会交流合作， 组团赴日本
推介“吕梁山护工”。 同时，围绕“一县一品
牌、县县有特色”的专业品牌，大力开展 21
个特色技能工种培训， 成功打造了一批特
色劳务品牌。

吕梁市还坚持把光伏扶贫作为支柱产
业来抓， 打造贫困群众增收脱贫和贫困村
集体经济破零的“阳光银行”。 尤其是，充分
发挥光照条件好、荒山荒坡多等优势，重点
在深度贫困县、 深度贫困村大力发展光伏
发电产业，建成并网 714 座总规模 57 万千
瓦的村级电站和集中式电站， 占全省规模
的 1/4。 探索形成联村式电站建设模式和
收益分配办法，初步形成集中式、分布式、
农光互补、农牧互补以及“以大带小”“统一
运营”等多种建设、运营、管理模式，累计结
算收益 7.86 亿元 ， 到村 6.75 亿元 ， 带动
1553 个行政村实现集体经济 “破零”。 其
中，1129 个贫困村实现全覆盖，集体资产收
入平均达 30 万元以上， 惠及贫困户 14 万
人次，占全市贫困人口总数的 1/4。

今年，吕梁市将拿出光伏收益的 80%，
通过以工代赈、 公益性岗位以及加大对老
年贫困人口的保障，使兜底扶贫更实、集体
经济组织更强、党支部作用发挥更好、群众
向心力更强。

坚持试点先行
扎实抓好易地扶贫搬迁和金融扶贫

吕梁市坚决啃下易地扶贫搬迁 “硬骨
头 ”，确保群众搬得出 、稳得住 、逐步能致
富。 其中，紧扣精准识别对象、新区安置配
套、旧村拆除复垦、生态修复整治、产业就
业保障和社区治理跟进等 6 个关键环节，
采取行政村就近安置、 建设移民新村集中
安置和向小城镇、 县城以及工业园区聚集
安置等方式， 对 791 个贫困自然村实施易
地扶贫搬迁。 同时，突出落实产业、保障就
业、旧村拆除复垦、新区服务配套“四个重
点”，建成 87 个集中安置点，3.74 万户 11.26
万人全部搬迁安置到位；配套 55 个扶贫车
间、36 个产业园区、723 个农业托管组织和
合作社，全面完成安置点和迁出村产业“三
个全覆盖”， 产业配套完成率达 100%；2.61
万户 4.69 万个搬迁贫困劳动力， 全部落实
产业就业保障，保障率 100%；791 个自然村
全部整村拆除，复垦土地 2.13 万亩，复垦复
绿率 100%；8 个贫困县 1.58 万亩土地进入
搬迁村拆除复垦交易平台， 交易完成 7114
亩，收益 11.6 亿元。

其次，吕梁市积极探索金融扶贫“吕梁
模式”，助力贫困群众增收脱贫。 坚持把金
融扶贫作为推动现代特色农业发展的突破
口，以政府建立风险补偿基金为支撑，金融
机构放大贷款规模为途径， 企业带动贫困
农民增收为目标，与国家农发行合作，市县
政府投入 1.3 亿元设立风险补偿基金，撬动
银行放大 5-8 倍，支持农业企业带贫发展，
形成“四增、三降、两促进、一目标”的风险
补偿贷款“吕梁模式”。

截至目前，吕梁市共为 112 户企业发放
贷款 12.7 亿元，带动企业增收 7.8 亿元；与
山西省农行合作设立总规模 20 亿元的“乡
村振兴贷”，重点支持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及
专业合作社， 累计发放贷款 21.56 亿元，年
内达将到 30 亿元左右，有效破解了农业龙
头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金融机构“放贷
难 、风险高 ”，农民 “无产业 、增收难 ”等问
题。 而且， 积极创新金融助力脱贫攻坚模
式，建成核桃、红枣、沙棘、肉牛、食用菌、马

铃薯、小杂粮、中药材等八大产业联盟，健
全利益联结机制，推进贫困村实现“五有”
目标，形成“小额信贷+造林合作社”“小额
信贷+产业发展”“企业+合作社+贫困户”
等模式，带动 6.5 万贫困人口脱贫，户均增
收 3400 元以上。

强化攻坚举措
持续巩固提升脱贫成效

吕梁市将脱贫攻坚工作做到了实处 ，
实现了“两不愁三保障”问题全面解决。 其
中，教育扶贫政策体系逐步健全，建立起从
幼儿园到大学覆盖全过程的“5+5”教育扶
贫资助体系。 开展失学辍学摸排工作，确保
适龄儿童“零失学零辍学”接受义务教育。
全面推进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55 所
乡镇寄宿制学校建设全部完工。 14 所省级
示范高中对口帮扶吕梁市贫困县 11 所普
通高中，10 所省属职业技术学院对口帮扶
吕梁市 10 所职业中学。

此外， 健康扶贫连续三年稳居山西省
第一方阵，9.96 万名贫困人口享受“三保险
三救助”政策，报销比例 83.74%，贫困人口
住院综合保障比例平均达到 90%以上 ；实
施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全覆盖， 组建服务团
队 2356 支，签约家庭医生 4228 人，8.07 万
人贫困慢病患者全市实现“双签约”服务；
在山西省率先推开县域内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住院患者先诊疗后付费 “一站式 ”结算
服务 ，全市综合医改信息化平台 、县域内
外 “一站式 ”结算服务平台建成运行 。 农
村危房和饮水安全问题全部清零，1649 户
农村四类重点户和边缘户危房全部改造完
成； 新建改建 190 处农村饮水安全工程 ，
282 个自然村、31.87 万人饮水条件得到巩
固提升。

其次，吕梁市通过“三大举措”筑牢防
贫底线。 建立 “一码清” 大数据平台，对
2504 户 5312 名未脱贫户 、5885 户 13672
人脱贫不稳定户和 5986 户 13196 人边缘
易致贫户实行每月监测，实现“一码呈现四
级信息、一码解决群众诉求、一码跟踪减贫
防贫、一码研判科学决策”。 全市“两类户”
预防性帮扶措施覆盖率达到 100%， 其中：
就业安置 8184 人，产业带动 8663 人。 大力
推广“一保通”扶贫保险，精准对接农险、大
病、民生保险和产业脱贫需求，打出保险扶
贫“组合拳”。

目前，吕梁市 59 万贫困人口实现 “脱
（返）贫责任险”全覆盖，投入保费 1063.87
万 元 ， 今 年 理 赔 39.75 万 元 ， 赔 付 率
3.74%；34.13 万人次投保农业保险 ，投入
保费 1.15 亿元，今年理赔 3533.5 万元，赔
付率 82.61%。

同时，吕梁市通过“一兜底”保障贫困
群众基本生活。 持续提高农村低保保障标
准，由 2015 年年底的 2501 元/人/年提高到
2020 年的 4853 元/人/年， 达到 4668 元至
5244 元，高于 2020 年度省级脱贫标准 4000
元指导线。按不低于低保标准提高的 1.3 倍
提高城乡特困人员供养基本生活标准，分
散供养、 集中供养标准分别平均达到每人
每年 6577 元、9169 元。 不断完善养老保险
制度， 符合参保条件的 42.15 万贫困人口
参保率达到 100%，60 周岁以上贫困人口
按月领取养老金，实现了应保尽保。

层层压实脱贫责任
坚决交好脱贫攻坚吕梁答卷

一是强化责任落实。 坚决扛起政治责
任，广泛开展四级书记遍访行动，市级领导
带头全部下沉一线督战脱贫攻坚， 推动各

级干部履职尽责。 市级成立 5 个督战组对 4
个重点县、13 个重点乡镇挂牌督战，161 名
县级领导干部下沉乡镇担任第一书记，推
动责任落实。 在去年向兴县、石楼 2 个深度
贫困县派驻工作组的基础上， 今年向临县
派出由吕梁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为组长的市
决战决胜临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 领导指
导督导临县脱贫攻坚。 加大扶贫领域监督
执纪问责力度，10 个贫困县实现专项巡察
全覆盖。

二是持续部署攻坚。 2017 年以来，连续
四年春节上班后召开脱贫攻坚大会， 聚焦
年度减贫目标任务， 动员部署年度脱贫攻
坚工作。 今年先后 11 次对光伏扶贫、问题
整改、“两不愁三保障”、易地扶贫搬迁等重
点工作进行专题调度，推动问题整改落实。

三是强化政策支撑。 先后出台《以脱贫
攻坚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全面打赢脱
贫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实施“三五工程”攻
坚深度贫困工作方案》《坚决打赢脱贫攻坚
战三年行动的实施方案》等文件，形成四梁
八柱的脱贫攻坚政策体系。 今年围绕脱贫
攻坚决战完胜目标任务， 坚持摘帽不摘政
策，制定出台“1916”行动计划和挂牌督战、
规范造林合社、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等 7
个方面专项文件， 保持脱贫攻坚政策稳定
性和连续性。

四是加强扶贫队伍建设。 选派 517 名
机关事业单位干部到 373 个村任职 ，对
229 个软弱涣散村党组织进行了全面整
顿，对扶贫系统干部、驻村工作队员、农村
第一书记和村 “两委” 骨干实现培训全覆
盖，基层干部能力不断提升。目前，中央、省
市县共有 1481 个单位 ，2353 支工作队 、
7246 名工作队员、1769 名第一书记， 在全
市 1439 个贫困村和有扶贫任务的非贫困
村开展驻村帮扶，共有 6.67 万名机关干部
结对帮扶。

五是持续加大扶贫资金投入。 连续五
年财政专项扶贫投入保持“双增长”，今年
全市投入财政扶贫资金（中央、省、市、县）
23.16 亿元，其中市级资金 3.96 亿元，较上
年增长 53.01 万元； 县级投入较上年增长
3278.61 万元。 实施 2379 扶贫项目， 完工
2244 个，完工率 94.33%，为我市贫困群众持
续增收脱贫注入了强劲动力。

六是坚持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 连
续五年开展“吕梁山护工”先进典型、脱贫
攻坚年度先进人物评选表彰和巡回演讲等
活动，激发群众脱贫内生动力。持续开展文
明户评选、文明村镇创建等活动，累计评选
文明户 2.45 万户，选树宣传致富带头人典
型 320 人， 发挥了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
用。 大力推广石楼 “党建+合作社 ”、交口
“十户联体 ”、临县 “扶贫孝心基金 ”、兴县
合作总社等新时代乡村治理好做法，帮助
群众破除“等靠要”思想。 开展“1+3”社会
扶贫工作和消费扶贫工作，以消费促进贫
困群众增收，贫困群众获得感和满意度明
显提升。

尽管吕梁市脱贫攻坚取得了重大决
定性成就，但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
机衔接 ，仍然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 ：产业
发展基础薄弱， 农业产业结构比较单一 ，
产业融合带动能力还不足；技能就业增收
渠道还不够宽，农村发展活力尚未充分激
发 ；城乡发展 、居民收入不平衡 ，仍需持
续保持对欠发达地区和低收入人口的政
策支持和投入力度。

下一步， 吕梁市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视察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按
照国务院扶贫办工作要求， 大力弘扬吕梁
精神 ，高质量交好脱贫攻坚答卷 ，奋力谱
写吕梁乡村振兴的新篇章。

针 对 养 殖 户 的 金 融 扶 贫 。 母婴护理就业。

方山县桥沟村农光互补电站。

岚岚县县土土豆豆““花花海海””。。

石楼县有机西红柿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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