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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8

5200多家合作社让老乡“抱团儿”闯市场
初夏，五原县和胜乡

新永村永军农业合作社的
大棚里热浪滚滚，绿色的
香瓜藤蔓铺满了地垄，社
员们挥汗如雨精心打理着
香瓜苗。这片80多栋大棚
由合作社的9户社员共同
投资建设，全部种植“灯笼
红”和“白梨脆”香瓜，预
计6月份就能开园上市了。

负责人李文波说：“我
们合作社统一耕种、统一管
理、统一销售，集中力量发
展特色产业，带动了农户由
粗放式经营向规模化、集约
化转变，每个大棚年纯收入
都在1万元左右。”

新永村总人口1533人，
有耕地16250亩，一直以来

以大田种植为主。2015年，
村里陆续自发成立了永军
农业合作社、董谷禄种养农
民专业合作社、鹏龙农机专
业合作社，农户根据自身条
件选择进入合作社发展经
济增加收入。

董谷禄种养农民专业
合作社带动80多户村民发
展肉羊育肥，兴建养殖圈
舍6万多平方米，年出栏育
肥羊4批次4万多只，主要
销往当地的肉羊屠宰企
业，年纯收入320万元。

农民联手成立专业合
作社，大大提高了组织化生
产水平和抵御市场风险能
力，有效规避了单打独斗的
市场风险。合作社副理事长

敖永强深有感触地说：“我
们合作社成立后大家抱团
一起养羊一起销售，收益也
增加了。下一步还准备建一
个活畜交易市场，流转一部
分耕地种植饲草料，发展种
养循环经济。”从过去的“单
打独斗”到“抱团儿”发展，
这种上联市场、下接农户的
农牧民专业合作社，如今在
巴彦淖尔市遍地开花、蓬勃
兴起。

据统计，全市在工商
部门注册的合作社共有
5267家，涵盖种植、养殖、
农机、农业服务多个领域，
入社成员4.2万人，带动农
户13万户。

杭锦后旗陕坝镇中南

渠村康尔徕绿色食品专业
合作社有成员164名，自有
设施农业面积2300亩，带
动成员建成设施农业基地
3000多亩，带动周边农民
发展连片露天蔬菜基地2.5
万亩，合作社年组织销售
绿色无公害蔬菜15万吨，
社员人均纯收入23000元，
还间接带动农户6000户，
户均增收6400元。

巴彦淖尔市立足农牧
业资源和特色产业优势，
因地制宜鼓励和引导农牧

民种养大户、流通大户、经
纪人组建种植业、养殖业、
加工业、林业、渔业以及社
会化服务、流通等专业合
作社，并将其作为发展农
牧业产业化、规模化的有
效载体，通过大力宣传合
作社法、规范合作社管理、
狠抓示范社建设、培训合
作社队伍等有效手段，推
进了农牧民合作社规范化
运营，促进粮油、蔬菜、瓜
果和特色养殖等产业提档
升级，把地方土特产做成

带动农民增收的大产业。
当前，巴彦淖尔市组建

的农牧民合作社主要有两
种模式：一种是种养殖大户
和经纪人领办的合作社，约
占合作社总数的90%以上。
另外一种是农牧业龙头企
业领办的合作社，合作社成
为联结龙头企业和农户的
中介组织，形成“龙头企业+
合作社+农户”的产业链，既
保护了农户利益，又帮企业
保证了货源，较好地解决了
企业和农民的利益冲突。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韩继旺

日前，记者从包头市
固阳县下湿壕镇油坊壕村
委会出发前往南壕村的高
贵家，还没到目的地，就看
到一个拄着拐杖的人正在
打扫种养殖生态大棚门前
的卫生，随行的驻村干部
吴鹏告诉记者，这就是高
贵。高贵现年56岁，年轻时
常年外出靠做电工维持家
里的生活。2004年，妻子做
了心脏开胸手术，丧失了
劳动能力，给妻子治病欠
了不少外债。就在妻子身
体逐步好转、生活迈向正

轨的时候，不幸再次发生。
2011年，高贵的大儿子因
车祸丧生，接连的打击，使
高贵的身体一天不如一
天。2014年，他被确诊为股
骨头结核病，双腿落下了
终身残疾，靠双拐行走，这
个家庭一下子就跌入了更
加穷困的境地。高贵说：

“家里生活非常困难，又缺
劳力又缺资金，又做不成
什么工。”2017年6月，高贵
家被纳入建档立卡贫困
户。

面对家庭的贫困和自

己残疾的身体，高贵没有
向命运低头。他常说：“我
双腿虽然残了，但脑子不
残，我还年轻，残疾人靠奋
斗一样能脱贫！”再次外出
打工已不可能，只能在当地
发展。他和村里另外一位残
疾人杨玉共同瞅准了养猪
项目。2017年5月，油坊壕村
党支部书记张美计为高贵、
杨玉担保贷款15万元，帮助
他们建起了500平方米的种
养殖生态大棚，购买母猪6
头、肉猪8头。10月，在驻村
干部吴鹏的帮助下，高贵在

固阳县邮政储蓄银行办理
扶贫贷款5万元，并购买了
种猪1头。

两个残疾人养猪，劳
力是最大的问题，因都是
腿脚部残疾，一辆电动三
轮车成为了他俩共同的

“腿”。记者看到，在喂猪
时，高贵负责驾驶，坐在车
斗子里的老杨负责将猪食
舀出，配合得十分默契。为
了保证猪肉的品质，他们
用当地的玉米、麸子加上
豆粕自己加工猪饲料，首
批猪出栏后供不应求。

“像老高、老杨这样的
残疾人干劲儿都这么大，
我们作为健全人，更应该
这样干，肯定都能早日脱
贫。”在高贵、杨玉的带动
下，下湿壕镇油坊壕村的
贫困户们都卯足了劲比
赛，看谁先把“穷帽子”摘
掉。如今，高贵也有了新的
打算。“脱贫肯定没问题，

但致富还得更加努力，我
们想扩大养殖，今年发展
到60头猪！”他说，有了张
美计和驻村干部吴鹏的帮
助，自己才有资金扩大养
殖规模，自己也会将养殖
过程中积累的经验传递到
每一个想要脱贫致富的村
民中，从而实现共同脱贫
致富。

新华社长沙5月3日电

（记者 柳王敏） 工人运
动领袖、黄埔奇才、国共桥
梁、北伐骁将……革命英烈
蒋先云的一生，是短暂的一
生，更是光辉的一生。

位于湖南省新田县大
坪塘村的蒋先云故居，作为
湖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每到清明时节，社会各界群
众和中小学生自发前往悼
念这位革命英烈。

蒋先云（1902－1927），
字湘耘，号巫山，湖南新田
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优秀
党员和革命烈士、无产阶级
革命家、工人运动领袖、军
事将领。

1917年，蒋先云考入衡

阳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
1919年，蒋先云参加五四运
动，在衡阳成立湘南学生联
合会，被选为总干事。1921
年，蒋先云等发起成立进步
团体“心社”，宣传新文化。

不久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
年团，同年冬加入中国共产
党。

1922年夏，蒋先云赴江
西安源开展工人运动，在工
人夜校教书并参与筹建工
人俱乐部，出任俱乐部文书
股长，和李立三、刘少奇等
一起领导了安源工人大罢
工。同年11月奉命到水口山
矿区建立党的组织和工人
俱乐部，12月领导了水口山
矿工的大罢工，并取得胜
利。

1924年5月，蒋先云入
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任中
共黄埔军校特别支部书记。
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的周恩来赞其是“军校的高

材生”“是个将才”。军校毕
业后，蒋先云留校任蒋介石
的秘书。

1925年，在周恩来的领
导下，蒋先云发起成立青年
军人联合会，是该会负责人
之一。同年参加东征讨伐陈
炯明和平定滇桂军阀杨希
闵、刘震寰叛乱。8月任国民
革命军第1军第3师第7团党
代表，不久率部参加第二次
东征。

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
后，蒋先云退出国民党及第
1军。北伐战争开始后，受党
组织派遣任北伐军总部秘

书，兼补充团第5团团长，参
加了攻打九江、南昌等战
役。

1927年初，蒋介石反革
命阴谋日益暴露，蒋先云毅
然去武汉任湖北省总工会
工人纠察总队队长，倡议成
立黄埔学生反蒋委员会。同
年5月武汉国民政府决定继
续北伐，蒋先云被任命为国
民革命军第11军26师77团
团长兼党代表，率部北上河
南，5月28日在攻克临颍城
的战斗中英勇牺牲。

蒋先云牺牲后，周恩来
在武昌亲自主持召开追悼

会，当时中共中央机关刊物
《向导》周报刊登了题为《悼
蒋先云同志》的悼词。徐向
前元帅称蒋先云“斗争坚
决，作战勇敢，头脑敏捷，堪
称青年军人的榜样”，并亲
自为他题词：蒋先云烈士永
垂不朽。

蒋先云的革命情怀和
爱国斗志激励着家乡人民。
为纪念他，新田县将县城一
条繁华街道（县城至蒋先云
出生地方向）命名为先云
路，并修缮了蒋先云故居，
民间自发组织成立了新田
县蒋先云研究会。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残疾人靠奋斗一样能脱贫”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宋阿男

黄埔奇才———蒋先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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