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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夏的科尔沁草原，
散发着迷人的气息。通辽市
科尔沁区敖力布皋镇那力
嘎村的林地里，刚满“两岁”
的大果沙棘还没到挂果的
年龄，翠绿的叶片在阳光下
泛着灵动的绿光。

“这些大果沙棘都是今
年4月初种的，二年生的苗，
到了2020年就挂果了。挂果
的第一年每棵母株产果4公
斤，栽植的第5年达到盛果
期，每棵母株可产果15公
斤。”那力嘎村村民聂国林
看着自家林地都种上了大
果沙棘，已经开始盘算未来
的收益了，“虽然现在没法
估计亩产量，但是每公斤沙

棘果可以卖到10到15块钱，
怎么也比种玉米收入多。”

可就在今年4月以前，
这里的地还是“资质不好”
的无立木林地。科尔沁区共
有24.8万亩无立木林地，聂
国林就摊上了50亩。

“这些林地是2005年采
伐后一直未造林的林地。”
聂国林说。起初，林户们自
己种了杨树，但是由于当地
地下水位下降，杨树的成活
率过于低，为了生计，林户
不得不放弃种杨树，改种玉
米。

但是，由于森林植被在
涵养水源、防风固沙、净化
空气、固氮释氧、维护生物

多样性、保持生态平衡上发
挥着重要作用，林地改种玉
米是行不通的。

去年，考虑到无立木林
地严重威胁科尔沁区林业
生态建设持续健康发展，
通辽市印发《通辽市开展
森林资源清理整顿工作方
案》的通知，要求全面清查
森林资源，摸清全市有林
地、灌木林地、疏林地、无立
木林地、宜林地的底数，对
清查出来的无立木林地建
立台账，落实责任主体，限
期恢复造林。

“镇里也想了很多，要
把生态效益和林户收益结
合在一起，建设经济林是最

好的选择。”敖力布皋镇原
镇长于艳春说，“如果让林
户自己种，他们还是种杨
树，杨树死了再种玉米，会
形成恶性循环，对无立木林
地恢复起不到任何作用。”

2018年1月，镇里的干
部去大果沙棘原产地黑龙
江省考察，对苗木品种及经
济效益进行交流和探讨研
究。发现这种植物适合当地
的气候条件，于是引进了大
果沙棘。

“在发展林业产业上，
要尽量集中连片，形成规模
效益，避免地块分散和面积
过小。在树种的选择上，既
考虑树种的适应性，也考虑

产业发展的需要，引导农户
尽量选择经济效益明显的
树种。”于艳春说，“对于沙
土地，适合种植比较抗旱抗
贫瘠的作物，科尔沁区年降
雨量不足550毫米，地下水
位又越来越低，适合种植沙
棘。”

如今，已经订购杨树苗
的林户全部退订，全镇420
户林户栽种了大果沙棘。当
地林户已经意识到，种大果
沙棘很省心，后期没有太大
的投入，唯一的成本就是浇
水和人工除草，因为不用任
何的除草剂。

“挂果之前这几年，林
户也不用担心没有收入。我

家还有50亩耕地种玉米，虽
然目前收入低点，但是几年
后就好了。”聂国林说，“每
年林间管理持续到11月份，
期间林户可以到林地打工，
男工每天90元，女工每天80
元。”

截至目前，科尔沁区已
经完成造林规划作业设计
22.5万亩，订购并栽植苗木
2000多万株。

“一开始种杨树都不
活，种了玉米勉强维持生
计，如今种了大果沙棘，生
长得还这么好，这些无立木
林地算是活过来了。”聂国
林盼望着大果沙棘挂果日
子的到来。

记者从自治区民委获
悉，近年来，自治区民委在
精准识别贫困人口的基础
上，把少数民族发展资金使
用与贫困户建档立卡情况
相衔接，与脱贫成效相挂
钩，为贫困地区特别是少数
民族贫困地区脱贫提供了
有力支持。

自治区民委在分配少
数民族发展资金时，加大了
对国贫旗、区贫旗，特别是
少数民族聚居的贫困旗县
的指标规模，由旗县区根据
资金管理办法和当地经济
发展需要，自行确定并实施
项目。

据了解，2017年，自治
区民委向57个贫困旗县下
达中央财政安排我区的少
数民族发展资金32490万
元，占中央财政安排我区少
数民族发展资金的65%；下
达自治区本级预算安排的
少数民族发展资金4730万
元，占自治区本级预算安排
少数民族发展资金的61%。
2018年，自治区民委向57个
贫困旗县下达少数民族发
展资金43089万元，占中央
财政安排我区少数民族发
展资金的75 %；向57个贫
困旗县下达自治区本级预
算安排少数民族发展资金

6110万元，占自治区本级预
算安排少数民族发展资金
78%。自治区民委还制定了
少数民族发展资金整合方
案，由贫困旗县对少数民族
发展资金进行统筹整合使
用，首先保证完成脱贫攻坚
任务。

在少数民族发展资金
的支持下，各贫困旗县围绕
培育和壮大特色产业、改善
小型公益性生产生活设施
条件、增强贫困人口自我发
展能力和抵御风险能力等
需求，因户施策、因地制宜
使用少数民族发展资金，确
保资金用得精准、发挥效

益。
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

旗自2007年被国家民委列
为国家“兴边富民行动”重
点旗以来，共争取项目资金
7960万元，先后实施畜牧业
基础设施建设、危房改造、
安全饮水等“兴边富民行
动”项目43个，惠及全旗7个
苏木镇63个嘎查村农牧民
2000余户。

党的十八大以来，兴安

盟科尔沁右翼前旗将争取
的中央和自治区少数民族
发展资金7210万元向扶贫
领域、偏远地区、少数民族
聚居地区、深度贫困地区倾
斜，实施了种养殖业、基础
设施建设、村容村貌治理、
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民
族文化旅游等项目，带动近
千户贫困户实现增收。2017
年，该旗乌兰毛都苏木勿布
林嘎查和满族屯满族乡满

族屯嘎查被国家民委命名
为中国第二批少数民族特
色村寨。呼伦贝尔市鄂温克
族自治旗2017年把240万元
少数民族发展资金采用托
管的方式注入该旗西苏木
牧民建立的呼伦贝尔市金
棘草布里亚特食品厂，由食
品厂连续5年为西苏木4个
嘎查的87户贫困户分红，帮
助贫困户增收脱贫。

这片无立木林地“活”过来了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张慧玲

新华社长沙6月29日

电（记者 周 楠） 盛夏
时节，湖南省岳阳市湘阴
县金龙镇绿树成荫，生机
勃勃。陈毅安烈士纪念馆
就坐落于这个镇上，一栋
砖木结构、两房一厢一角
的平房，屋面青瓦盖顶，地
面青砖铺就，墙面窑砖粉
白。

照片中的陈毅安戴着
一副眼镜，斯文儒雅，俊朗
清秀。湘阴县史志办副主
任周小虎告诉记者：“光看
照片，许多前来瞻仰的游
客说陈毅安更像一名教书
先生，其实他是智勇双全
的一线指挥员，骁勇能战，
革命信念坚定，为革命献
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陈毅安，1905年1月12
日出生于湖南省湘阴县金
龙镇神塘湾。1920年考入
湖南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
校，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
主义青年团，后经毛泽东
推荐于1924年加入中国共
产党。他积极从事学生、工
人运动，如抵制日货、到汉

阳兵工厂组织工人罢工及
阻拦帝国主义国家的船只
停靠长沙码头等。

1925年底至1926年10
月，陈毅安受党组织派遣
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深造。
1926年10月至1927年9月，
先后任国民革命军教导师
第三团第三营第七连连长
兼党代表、国民革命军第
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
辎重队队长兼供给部主
任，参加北伐。

1927年陈毅安参加了
秋收起义，后随部队到井
冈山，任工农革命军第一
师一团连长、营长，参加创
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
争。1928年8月，红军主力
离开井冈山去湘南，井冈

山大本营留守兵力只有三
十二团，湘赣敌军乘虚“会
剿”。8月27日，陈毅安接到
急报，带上两个连昼夜急
行，次日下午赶到黄洋界。
在黄洋界，陈毅安指挥部
队击溃敌军3次进攻，取得
了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
书写了以两个连击退敌人
四个团的辉煌篇章。

1929年1月在井冈山
受伤后，陈毅安回湘阴老
家疗养并与妻子李志强完
婚。1930年6月，陈毅安告
别妻子，奉命任红八军第
一纵队队长，兼任攻打长
沙战役的前敌总指挥，协

助彭德怀占领长沙全城。
其间，陈毅安率红一纵队
奉命打头阵，面临险重任
务，他以坚毅的语气说：

“军团信任我们，再硬的骨
头也要啃！”长沙被占领
后，敌人进行反攻，为了掩
护红军撤退，陈毅安于
1930年8月7日拂晓不幸中
弹牺牲，时年25岁。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
东主席核批了一批著名的
革命烈士，陈毅安位列第
九。1958年，彭德怀亲笔为
陈毅安题词：“生为人民生
的伟大，死于革命死得光
荣！”

为了纪念陈毅安烈
士，湘阴县委、县政府对位
于湘阴县金龙镇的烈士故
居进行了保护，并在陈毅
安故居的基础上建设陈毅
安烈士纪念馆。2011年，湘
阴县委、县政府为大力弘
扬陈毅安烈士的丰功伟
绩，又在湘阴县烈士公园
内新建陈毅安烈士纪念
馆，并在纪念馆西侧新建
陈毅安烈士纪念塔，总占
地面积2300平方米，建筑
面积980平方米。周小虎介
绍，纪念馆从多方面展示
了陈毅安烈士英勇壮烈的
一生，供后人缅怀和学习。

陈毅安：“生为人民生的伟大，死于革命死得光荣”

少数民族发展资金助力贫困地区脱贫攻坚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苏永生

陈毅安（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