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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黄河作为中华民

族的母亲河，千百年来用醇香的乳汁养育着炎黄子孙。蜿蜒

万里的黄河水，穿越峡谷而来，行至偏关境内，拐出一道完美

的环湾，名为老牛湾。

“家住在黄河干石畔，一天三顿酸捞饭，全村光棍近一

半。”这首民谣道出了曾经老牛湾人生活的穷困艰难。而今，

老牛湾早已不再是从前的穷困模样了，成为了一个集休闲、

度假、养生和体验大自然鬼斧神工的地方。每逢周末或节假

日，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里，泛舟黄河，登临长城，田园采

摘，让身心彻底休假。

近年来，老牛湾紧紧抓住“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及“太忻经济一体化发展”有力契机，贯彻落实偏关县

绿色有机农业、绿色新能源、绿色文旅“三绿”发展战略，全力

推进“农林文旅康”产业融合发展特色镇建设，引进“鱼菜共

生”设施观光农业，构建了集生态农业、观光旅游、休闲采摘

为一体的现代农村产业发展格局。

“我们家开了一个农家客栈，住宿加上餐饮，每月都能当

上‘万元户’，在旅游旺季，加上出租快艇的收入，挣钱还能更

多些！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们不离乡不离土，靠着景区

就能奔小康！”脱贫后，幸福写在老牛湾村村民吕庆文的笑脸

上。这幸福有保障、可持续、很踏实。

老牛湾的蝶变，是偏关县在打赢脱贫攻坚战后，大力推

进乡村振兴，一步一个脚印实干取得成效的一个缩影。

偏关县地处山西省西北部，曾是国定贫困县，省定深度

贫困县。脱贫攻坚期间，全县上下团结奋进、群策群力，以“不

获全胜、誓不罢休”的决心，集中力量攻克“贫中之贫”。终于

在 2019 年，全县 69 个贫困村 23880 名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如何推

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怎样才能让

农民群众收入可持续、脱贫群众生活更上一层楼？破题的力

量来自对新时代新使命的深刻践行。

偏关县聚焦“守底线、抓衔接、促振兴”工作主线，通过领

导高位推动，形成全县上下齐发力态势；通过机制健全推动，

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提供强

有力的支持与保障；通过部门联合推动，使全县各部门由点

成面，形成同频共振之势。

防返贫、强帮扶，

守住脱贫攻坚胜利果实

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写入“着力推动高

质量发展”板块，全面擘画了中国乡村发展的美好未来，成为

激荡在广袤乡土大地上最为动人的梦想，也成为回旋在亿万

农民心中最为深切的期盼。

乡村振兴的前提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胜非其难也，持

之者其难也。”脱贫攻坚成果来之不易，守成亦有挑战。偏关

县制定了《2023 年巩固脱贫成果推进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

的实施方案》，并以县级层面、纪检监察机关、行业部门、乡镇

层面、帮扶队伍、村（社区）“两委”干部“六阶”为主体，以任务

卡、明白卡、提醒卡“三卡”为重点，以十八项具体工作任务为

抓手，推行“六阶三卡十八步”开展巩固衔接工作大比拼活

动，凝聚一盘棋部署、一体化推进的强大合力，推进巩固衔接

任务高质量完成。

宏观布局、中观落子。偏关县各级各部门因地制宜、因人

施策，落实产业就业、教育医疗、住房饮水、社会保障等帮扶

措施，坚决守住“3垣1 保障”成果、密切监测三类人员、重点做

好“两业”帮扶，奋力描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的壮美画卷。

强化监测帮扶，坚决守住防贫底线。加强防返贫动态监

测和帮扶，是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的有效抓手，是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基础性工作。偏关县按照“全域覆盖、

动态监测、分类施策、精准到人、一户不漏、绝不返贫”的原

则，将符合条件的农户及时纳入监测对象范围，针对不同返

贫致贫原因，分级分类管理，综合利用行业部门帮扶政策、社

会兜底保障政策、社会帮扶力量，精准制定“一户一策”，并持

续跟进落实帮扶措施，切实解决监测户存在的突出问题和困

难，从而实现动态清零。

坚持问题导向，抓好“两不愁三保障”。不愁吃、不愁穿，

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这“两不愁三保障”承

载着民生期待，同时也是一块“试金石”，检验着脱贫的质量

和成色。近年来，偏关县对标对表党中央要求，将脱贫攻坚举

措精准到个人，统筹到区域，让“两不愁”真不愁，“三保障”有

保障。

教育保障方面，实现义务教育阶段脱贫户、农村低保家

庭、农村特困救助供养家庭、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家庭、无障碍

入学就读，控辍保学保持动态清零。同时积极优化教育资源

配置，全面实行阳光招生、阳光分班制度，确保每名学生公平

接受教育。

住房安全保障方面，农村危房改造工作实现了“两个转

变”，即保障对象由原来的四类重点对象转变为六类农村低

收入群体；工作重点由脱贫攻坚期的“静态清零、动态保障”

转变为“动态清零”。并成立县、乡、村三级联动的长效监测队

伍，确保农户住房安全。

基本医疗保障方面，持续落实“五包一”办法和“双签约”

服务，创新农村医疗卫生服务方法，努力解决群众对健康扶

贫政策不知情和群众就医报销难问题,打通政策落实“最后

一公里，实现了“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三重医疗保

障全覆盖。

饮水安全保障方面，投资 1.63 亿元实施农村饮水安全

巩固提升工程，新（改、扩）建工程 102 处，新增供水能力

16.06 万立方米/年，巩固提升 2.95 万人的饮水安全保障水

平，使他们告别饮用旱井水的历史。

鲜活事例汇聚积淀而成的成绩单，映射的是偏关县凝心

聚力拔“穷根”的坚定决心。“两不愁三保障”让偏关县扶贫画

笔挥洒得格外遒劲，民生答卷更加力透纸背。

兴产业、稳就业，

铺就乡村振兴“致富路”

“党的二十大要求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拓宽农民增收致

富渠道。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要推动乡村产业发展壮大，优化产业布局，壮大集体经济，为

全面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赋予强大动能。”偏关

县委副书记、县长高跃龙阐释到。

偏关县立足资源禀赋，聚焦特色优势产业，强龙头、补链

条、聚集群，初步构建起了农业特色优势产业体系，把产业发

展成为农民脱贫致富的“法宝”。
蹚做强产业集群， 出富民新路径。乡村振兴，产业先行。

有了产业，农村才有人气，发展才有底气。近日，笔者走进偏

关县老营镇大河湾村羊肚菌种植基地，一朵朵羊肚菌壮硕饱

满、长势喜人。村民们拿着小刀，穿梭在菌垄间，小心翼翼地

采下鲜嫩肥厚的羊肚菌。据悉，2022 年，为壮大村集体经济，

增加村民收入，老营镇大河湾村建设羊肚菌基地 500 余亩，

规划新建日光温室大棚 200 座，改造老旧大棚 90 座，通过

“公司+农户”产业模式，带动约 200 户农户参与相关产业发

展，增加农户收入 150 多万元。

近年来，偏关县坚持“六化”引领，制定出台《偏关县贯彻

“六化”要求推进乡村振兴产业政策 30 条》，统筹财政资金

1.65 亿元，实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衔接项目

53 个，统筹推进窑头乡甜糯玉米种植加工示范基地、张家山

百万羽非笼蛋鸡养殖等特色产业项目基地建设，引进社会资

本投资近 1 亿元建设楼沟林麝养殖基地、大河湾羊肚菌特色

产业基地。一个个产业项目落地生根,如同一颗颗“希望种

子”,释放出乡村振兴的无限魅力。

盘活现有资源，集体经济强起来。壮大集体经济是实施

乡村治理的重要物质基础。偏关县积极完善“公司+合作社+
基地+农户”的带农益农利益联结机制，通过股份合作、订单

合同、服务协作、流转聘用等利益联结模式，把农户融入到产

业基地的生产、加工、销售、物流等各环节，让农民更多分享

产业增值效益。

以新关镇营盘梁村为例，该村党支部坚持“最宝贵的生

产力是农民，最宝贵的生产资源是土地，最优质的产品是土

特产”的思路，充分利用“偏关小米”“偏关羊肉”“偏关粉面”

等地理标志认证农产品品牌效应，组建成立新营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创新采用“村集体+公司+农户”的运营模式，村集体

组织劳力，监管运营情况，分配集体收益；公司承接市场，调

整生产模式，打造特色品牌；农户向公司提供产品原材料，获

得务工薪酬、原粮收益和集体收益分红，实现利益三次分配。

通过公司运营，营盘梁村的特色农产品等被统一包装，送上

货架、摆上农展、登上电商，农产品产业驶入了发展“快车

道”。2022 年，公司实现业务收入 97.97 万元，给农民分红 4
万元。与此同时，该村充分利用省电力公司帮扶优势，积极发

展劳保手套厂，不断提升管理、扩大销量。2022 年销售手套

20 多万对，收入 50 多万元，给农民分红 8 万元。

农业生产托管，省心省力好“钱”景。农稳社稷，粮安天

下。农业生产托管就是将耕、种、防、收等作业环节委托给社

会化服务组织,以推动规模化经营,进一步实现粮食增产、农

民增收、农业增效。2022 年，偏关县被列为全省农业生产托

管高质量发展试点。

偏关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选择新关镇、窑头乡、楼沟

乡等乡镇作为农业生产托管项目试点，2022 年，全县参与农

业托管服务的农户共有 3676 户，实施农业生产托管面积超

过 5 万亩，健康天下农牧业发展有限公司、地生金谷子专业

合作社等 7 家服务组织参与了托管服务。

偏关县的农业生产托管，注重的是“服务+”理念。“资金

支持+保险兜底+财政补贴+菜单服务”让农业生产托管成为

偏关县农业产业发展和乡村振兴的有力保障，不仅有效解决

了青壮劳力不足的问题，降低了单人独户的种植成本，同时

推动了“小农生产”向现代农业产业的转变。

“有了‘田保姆’，人轻松不说，还增产又增收。我们外出

务工也再无‘后顾之忧’了。”柏家咀村村民尤占良开心地说。

七大劳务品牌，打造增收新亮点。“一技在手，增收不愁。

以前，技能是脱贫的‘敲门砖’；如今，技能是致富的‘金钥

匙’。”在参加了县人社局组织的“石窑工匠”培训后，偏关县

青年小李如是说。

偏关县地处晋西北黄土丘陵区，长期以来，脱贫人口缺

乏一技之长，务工渠道不畅，收入来源单一，收入增长困难。

为拓宽农民收入渠道，增加农民收入，切实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偏关县委、县政府重点围绕具

有地方特色的“干石山区金牌育林工匠”“石窑工匠”“家庭管

家”“乡村民宿管家”“设施农业金牌技术员”“黄河长城故事

金牌讲解员”“康养护理员”七大劳务品牌开展技能培训。

产业赋能、技能加持，使一个个贫困村民走上致富路、一

个个贫困家庭改变命运、一个个贫困村庄旧貌换新颜。近几

年，越来越多的村民盖起了新房，买了小车，收入翻番。走上

乡村振兴路，大家的日子都过得越来越好……

补短板、强基础，

助推基层治理能力提升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基层治理是否有效，直接

决定着经济社会是否能够持续发展、繁荣和稳定。

欲筑室者，先治其基。党建引领，稳舵奋楫。抓党建促基

层治理能力提升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偏关县积极探索

“33313”工作路径，通过搭建“先锋行动、清廉偏关、平安偏

关、民生偏关、文明偏关、兴旺偏关”六大功能平台，实施“数

字赋能六大板块，强力助推基层治理能力提升”。

“数字化”助力高效能基层治理。学党课上“云端”、特色

产品交易找“乡村 e 镇”、感受文化魅力到数字图书馆、解决

农业生产问题有“智慧农业云平台”……近些年，偏关县窑头

乡的村民们越来越“潮”，言谈之中充满了现代元素。

乡村全面振兴，数字化改革是牵引力，更是加速度。偏关

县将数字建设和基层治理深度融合，形成了基层治理“一张

图”、数智乡村“一张网”，实现了群众少跑腿、数据多跑路，增

强了基层治理的灵敏感知、快速分析、迅速处置能力，在数字

乡村建设上迈出了坚实一步。

以“数智赋能乡村治理平台”示范项目为例，该平台聚焦

绿色有机农业，结合偏关臻品区域公共品牌平台运营和乡村

e 镇打造，在农业生产、加工、流通环节，配套视频采集设备、

土壤测量仪、移动端 APP 等农业物联网设备，建设数字化大

棚和冷链仓储库，探索云认养、订单农业、预制菜等新业态，

实现智慧农业从“盆景”变“风景”。

除此之外，偏关县不断加快乡村治理数字化平台建设，

同步搭建基层治理数据库，推动县、乡、村三级数据共享，大

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加大互联网+、物联网等技术应用，对

垃圾清运、污水处理、农村改厕、人居环境整治等情况实时监

控、调度运行，推进设施标准化、管理智能化、服务便捷化。

提颜值描绘美丽偏关“新画卷”。草木苍翠，绿染山川。一

条条蜿蜒的农村公路连珠成串，干净整洁的农家小院焕发新

颜，青山碧水下美丽的乡村萌生新的希望……曾经的偏关

“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无风三尺土，风起土满天”，环境

恶劣，生态脆弱；如今的偏关“山坡沟峁绿起来，生态环境美

起来”，这是一代代偏关人前仆后继、不懈奋斗所结出的生态

硕果。

近年来，偏关县充分利用黄河、长城两大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机遇，积极推动黄河流域生态治理工程

与“三绿”战略深度融合，坚持不懈植树造林、改善生态。通过

深化合作社与贫困户联结机制，增强贫困户务工增收的持续

性和稳定性；保障各项补偿资金及时兑付，提升贫困户家庭收

入；压实生态管护攻坚政策，确保管护队伍由好转优；及时跟

进林业技术服务，有效解决林业发展的技术“瓶颈”，取得了治

山增绿、涵水固沙的阶段性成效，也使贫困群众在参与林业生

态治理、森林资源保护和发展林业产业的过程中增收，让“百

姓富”与“生态美”同频共振，实现荒山增绿、农民增收。

在此基础上，偏关县全面推动乡村水、电、路、网等基础

设施提档升级，教育、医疗、社保、文化等公共服务提标扩面，

持续深化农村人居环境“六乱”整治百日攻坚专项行动，实现

农村环境由“外在美”向“内在美”、“一时美”向“持久美”的长

效化转变。

从脱贫攻坚宣告胜利，到乡村振兴风帆正扬，偏关县在

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道路上

跑出了“加速度”，一幅幅农村美、产业强、农民富的民生新图

景在偏关大地正渐次展开。

纸短情长，写不尽有效衔接的精彩新篇。一个个、一桩

桩、一件件，衔接的赤诚和热情，凝聚在偏关大地上，每一个

脚步都踏出奋斗和拼搏，每一帧风景都写满美好和希望。

偏关县委书记杨晓宏深有感触地说：“党的二十大擘画

了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前进

道路上，我们将紧紧抓住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太忻一体化经济区建设重大机遇，深入实施绿色有机农业、

绿色新能源、绿色文旅‘三绿’发展战略，重点在绿色转型、项

目推进、乡村振兴、生态文明、数字偏关、城乡建设、文化强

县、民生保障、民主法治、从严治党方面实现‘十提十新’上下

功夫求突破，奋力实现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谱写

中国式现代化‘偏关实践’新篇章。”

姻 王小军 郝文俊

———忻州偏关县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果树修剪培训

田间管理

集中式光伏扶贫电站

老牛湾乡村旅游

偏关县城全景

偏关特色农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