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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7

小三合兴村的圆葱顶呱呱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张慧玲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大暑时节，通辽市科
尔沁区育新镇小三合兴村
的圆葱地里，人声鼎沸、车
水马龙，村民迎来了圆葱
的丰收。

“黄皮葱每斤4毛钱，
红皮葱每斤6毛5，都赶紧
装车……”村党支部书记
李树祥正在现场指挥村民
装车。这天，将有几车圆葱
拉往河北、北京和广西。

这里的圆葱咋这么吃
香？作为种植户的带头人，
李树祥说起本村种植圆葱
的历史如数家珍。

李树祥从小就对土地
有着深厚的感情。前些年，
村民生活很困难，李树祥看
在眼里急在心上。怎样才能
带领村民走出困境呢？只有

发展种植业。为找到适合当
地种植的蔬菜品种，李树祥
种过甘兰、西红柿、茄子等
大棚、露地蔬菜，但都没有
收到理想的效果。

2005年，一个偶然的
机会，李树祥从党员电教中
心下发的科技光盘中看到
了圆葱种植项目，这让他眼
前一亮。抱着试试看的心
态，那一年，李树祥种了10
亩圆葱。种子下地后，他把
全部的心思都用在了学习
上，买相关书籍、向农业专
家请教。仅半年时间，他便
从一个门外汉变成了圆葱
种植土专家。转眼，圆葱收
获季节到了，10亩圆葱让李
树祥纯收入达到2万多元，
在当时，这相当于60亩玉米

的收入。第二年，李树祥又
种了10亩圆葱，他将其中5
亩变成试验田，试种了20多
个品种，以便选出最适合当
地种植的品种。

2007年，信心十足的
李树祥准备在村里推广圆
葱种植项目，然而村民却
并不为之所动。多数村民
觉得圆葱投入太大，一亩
地就要2000多元，万一赔
了得好几年才能缓过来。
面对大家的质疑，李树祥
并没有灰心，他找到村里
的几名党员和自己的亲
属，让他们放心种，说：“挣
了算你的，赔了算我的。”

当年，小三合兴村有
10余户村民种了170亩圆
葱。种植期间，选品种、教

技术、防虫害、找销路，李
树祥全程跟踪。8月末，170
多万斤圆葱销售一空。看
着10余户村民拿到100多
万元的收入时，村民们的
怀疑没有了，争着赶着跟
着李树祥种圆葱。

2008年，小三合兴村
的圆葱种植面积增加到了
400亩。为弥补技术和经验
的不足，李树祥带领村民
在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
网上学习圆葱种植技术。
从此，在他的带动下，小三
合兴村远程教育站点成了
村民最喜欢去的场所。

解决了技术难题后，
李树祥又开始考虑怎么样
才能把大家凝聚在一起共
同闯市场。在他的精心筹

划下，小三合兴村圆葱种
植合作社成立了。短短几
年，形成了集科研开发、基
地建设、技术服务、加工销
售、合作互助于一体，“协
会+农户+基地+实体”的
新型农村专业示范组织。

从2005年的35户会员、
35亩试验田起家，发展到今
天400多户会员、种植面积
1.5万亩，小三合兴村圆葱种
植合作社为当地农民搭起
了致富的“金桥”。如今，合作
社圆葱种植面积占到通辽
市圆葱种植面积的80%，还
带动了赤峰、辽宁等地的圆
葱种植，在东北乃至全国都
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圆葱不
但销往大江南北，还远销俄
罗斯、蒙古、越南、泰国、马

来西亚等国家。
“从种子、化肥、田间

管理到技术服务、销售、市
场，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产
业链，得到了我们种植户
的认可。”村民何申笑呵呵
地说。

2010年，育新镇小三
合兴村圆葱基地被评为全
国科普惠农示范基地。在
全国各大圆葱产地，提起科
尔沁区育新镇小三合兴村，
几乎无人不知。“每年一到7
月下旬，全国范围内，只有
通辽的圆葱才有采收。这
时，市场上销售的圆葱都是
江苏和山东库存的，品质不
如通辽的圆葱，所以我们的
圆葱比库存的圆葱每斤贵1
毛钱。”李树祥说。

新华社石家庄7月21日

电（记者 范世辉）“一
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没有
希望的，一个民族有了自
己的英雄而不去崇拜、学
习更可悲。郭隆真是我们
家乡的英雄，我们要一代
代人去传承学习。”河北省
邯郸市大名县金北村村民
戴俊君经常把这句话讲给
到英烈郭隆真的故居参观
学习的学生们。

为了纪念郭隆真，弘
扬革命先烈精神，戴俊君
创作了长篇革命先烈郭隆
真史诗《隆真颂》，今年清
明节在《邯郸日报》整版刊
发。《隆真颂》以充满乡土
气息的叙事方式，回忆了
郭隆真的革命生涯，记录
了当地传承郭隆真精神所
做的工作。

郭隆真，原名郭淑善，
回族，1894年生于河北省

大名县。1913年到天津直
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读
书。五四运动爆发后，她和
邓颖超、刘清扬等一起筹
备成立了有600多人参加
的“天津女界爱国同志
会”。1919年9月16日，周恩
来等领导的觉悟社在天津
成立，郭隆真成为其中的
重要骨干。

1920年，郭隆真和周

恩来、张若名等190多人一
起赴法勤工俭学。1923年，
经周恩来、尹宽介绍，加入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
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4
年秋，与李富春、蔡畅一起
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
习。1925年回到北京，在共
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领导
的国民党特别市党部任妇
女委员会委员，负责对城
内外各大学校进行宣传并
联系女学生的工作，主办
进步刊物《妇女之友》。

1927年4月28日，李大
钊惨遭杀害。身在北京的
郭隆真处境危险，但她仍
镇定自若地坚持斗争。为
了掩护同志们转移，她不
幸被捕。一年后，经党组织
营救出狱。1929年春，郭隆
真受党组织派遣，到东北
从事工人运动，任哈尔滨
中东路三十六棚总工厂党

支部书记。当时的满洲省
委书记刘少奇在总结中东
路工人斗争经验时，称郭
隆真是“工作上最积极，在
政治上又正确的大姐”。

1930年秋，郭隆真奉
派到山东工作，任山东省
委委员、青岛市委常委、宣
传部长等，主要任务是领
导工人运动。1930年11月2
日，郭隆真在青岛被反动
当局作为“共产党重要分
子”逮捕。敌人对她施以各
种酷刑，威逼利诱，逼她说
出党的组织和她的任务，
要她写悔过书。但她始终
坚贞不屈，严词拒绝。

1931年4月5日，郭隆
真被绑赴济南纬八路刑
场。敌人在行刑前还不死
心地对她说：“现在你只要

说出共产党的秘密，便可
获得自由。”郭隆真坚定地
回答：“宁可牺牲，决不屈
节！”她高呼革命口号英勇
就义，年仅37岁。

如今，在郭隆真的家
乡大名县金滩镇金北村，
好多人谈起她说服父亲让
她同哥哥一样进私塾读
书、15岁办女子小学堂、在
戏园子宣讲妇女解放不裹
脚等事迹来津津乐道。在
郭隆真的侄孙郭韵聚家，
郭隆真的照片被高高地悬
挂在客厅电视墙上，“姑奶
奶是我们家人的骄傲，我
们要以她为榜样，爱党爱
国，奋发有为。”郭韵聚说。

由杨静仁亲笔书写校
名的隆真回民小学里一栋
栋教学楼宽敞明亮，教学

楼落成纪念碑开头写道：
“我校前身系革命先烈郭
隆真创办的元成县女子第
一学堂……”学校老师张
付妮介绍，学校专门以郭
隆真事迹为主编了一本
校本课程《红色记忆》，利
用主题班会等时间传承
革命先烈精神。每逢清明
节等节日，他们还要组织
学生们到村里的郭隆真
纪念馆、故居等举行纪念
活动。

“远到北京、甘肃的学
者，上至70多岁的老人，不
少外地群众到我们村参观
学习郭隆真事迹。”金北村
党支部书记罗忠民说，村
里专门聘请了戴俊君作为
讲解员，向来访各界人士
传播郭隆真精神。

产业兴才能经济兴，产

业旺才能百姓旺。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振兴农村经济，

发展产业是关键。

我区作为农牧业大

区，如何高举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新旗帜，走出现代

农牧业高质量发展新路

子？这就要求各地各部门

结合实际、因地制宜，大力

实施农村牧区产业结构调

整，发展符合当地实际的

支柱产业。目前，我区的养

殖结构表现为“一羊独

大”，因此，适当调减肉羊

的产能、调增肉牛等的产

能，是当前我区畜牧业结

构调整的重要任务。我区

种植结构表现为“一粮独

大”，玉米播种面积大、总

产量高，在一定程度上供

过于求，产能相对过剩，因

此，适当调减玉米的产能，

调增小麦、水稻、杂粮豆等

的产能，是当前我区种植

业结构调整的重要任务。

小三合兴村深度调整

产业结构，因地制宜规划布

局圆葱特色产业，从种子、

化肥、田间管理到技术服

务、销售、市场等，形成了完

整的产业链。通过深度调整

产业结构，小三合兴村农业

生产经营体系得到进一步

完善和改变，“协会+农户+

基地+实体”的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得以显现，小农户与

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产

业结构的调整为乡村振兴

夯实了坚实基础。

乡村振兴，产业是关键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李文明

郭隆真（资料图片）

郭隆真：宁可牺牲，决不屈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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