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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7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8月24日，记者走进乌
兰察布市化德县服装创业
园区，一派繁忙的景象呈
现在眼前。为了赶制各自
的订单，园区内9家企业马
力全开，车间内随处可见
争分夺秒干活儿的机工与
堆积如山的棉服。

在蒙驼王驼绒服饰有
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缝纫
机发出的“嗡嗡”声此起彼
伏，20多位工人正在埋头走
线。经过打板、裁剪、码边、缝
制、质检、打包等程序，一条
条厚实柔软的驼绒棉裤在
生产线上“新鲜出炉”。“创业
园为我们提供了在家门口
就业的机会。我的工作是铺
布，活儿不累，离家近，每天
还能拿到近100元工资。有了
稳定收入，不愁脱不了贫！”

正在车间工作的建档立卡
贫困户李德奎放下手头的
活儿，和记者聊了起来。

“公司在2012年注册
了‘蒙驼王’商标，现拥有现
代化厂房3000平方米，专用
设备130多台，年生产羊驼
绒絮片服装60万件，销售收
入达2430万元，并拥有一项
专利技术。还建立起全国统
一的品牌代理销售网络，实
现了销售市场网络化管
理。”蒙驼王驼绒服饰有限
公司总经理张粉云说。张粉
云从事服装行业已经30多
年了，从最初拉着村里16个
姐妹开起的小作坊，到现在
总资产达1740万元的大企
业，她亲身经历并见证了化
德县服装产业的发展。

化德县服装产业起步

于上世纪80年代，发展之
初就瞄准市场空当，开发
了性能良好、建立在独特
资源优势上的产品，其填
充物羊驼毛绒絮片，具有
轻柔、防潮、保暖、绿色环
保、可整体洗涤等特点，不
仅在北方有广阔的市场，
而且因其能在潮湿的环境
中保持干燥，也备受南方
消费者青睐。30多年来，该
县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
接着一任干，坚持“放水养
鱼、藏富于民”的思路，不断
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减免企
业税费、技工培训费，助力
企业发展壮大。2013年，化
德县以“产业集中、要素集
聚、产品提质、品牌提升”为
目标，致力打造中国北方最
大的羊驼绒服装生产加工

输出基地，规划了总投资达
20亿元，占地3平方公里的
服装创业园区。

目前，该县羊驼绒产品
已经形成6大系列、200多个
品种、600多个规格，絮片加
工、原辅料供应、服装加工、
物流配送的产业链条初步
形成，销售网络遍布全国31
个省、市、自治区，并出口俄
罗斯、蒙古等国家。全县服
装企业达到320家，年生产
能力2600万件，产值20多亿
元，提供就业岗位3万多个，
形成“小规模、大群体，小生
产、大协作，小企业、大就
业”的格局，成为富民兴县
的支柱产业。

在朝阳镇赛不冷村，一
间利用闲置戏台改造的制
衣车间十分显眼。去年，天

之晨服装厂在这里落户，建
成了该村的脱贫车间，每天
有20多名当地村民在这儿
上班。今年47岁的常海霞一
边在脱贫车间打工，一边照
顾着家里300多亩地的农活
儿。“脱贫车间就在我的家
门口！种地打工两不误，还
有了两份收入。”常海霞笑
呵呵地说。

2017年，化德县以实
施“百企进百村”脱贫攻坚
为契机，依托服装这一县
域劳动密集型主导产业，
推动服装龙头企业下农
村，建立村级服装加工厂，
组建脱贫车间。服装创业
园区管委会主任丁凤威告
诉记者，脱贫车间由政府
统一规划，选择在人口相
对集中、交通条件较好的

中心村进行布局，并为每
个车间投资15万元作为启
动资金。同时，村委会作为
投资主体，利用闲置的集
体活动场所为车间提供厂
房等基础设施，设备和厂
房作为村集体资产入股。
脱贫车间建成后，所有权
归村集体，年底由村委会
和企业按股份比例分红。

脱贫车间的建设，有
效地解决了贫困群众就业
难、企业用工难、村集体经
济薄弱等难题，实现了村
集体有收入、贫困群众能
就业、企业获效益的多方
共赢。目前，该县投资1100
万元，在6个乡镇建设脱贫
车间28个，占行政村总数
的32%，解决就业1035人，
其中贫困人口828人。

新华社长沙8月9日电

（记者 谭 畅） 在解放
军“第一军规”颁布地湖南
省桂东县，以革命先烈、革
命节点命名的道路和地标
比比皆是，昭示着这个县
的红色传统。其中，陈奇路
连接着桂东县一中、桂东
县中医院等多个人流集中
单位，是县城主干道之一。

陈奇，1904年生，湖南
桂东人。1921年入衡阳省
立第三师范学校读书，积
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
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从此，他全身心地投入学
运、工运，被推选为湖南学
联的领导成员。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
后，陈奇和学联的几个领
导人一起，发动衡阳市的

学生举行罢课，游行示威，
并向各县、市学生发出宣
言，声援上海人民的正义
斗争。同年秋，他进入广州
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

1926年，陈奇被派回
桂东组建中共桂东支部，
任书记。1927年他以省委
特派员身份，领导桂东农
民运动，组织农民自卫军，

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湘赣
边界秋收起义，任中国工
农革命军第1师1团的连党
代表。1928年，陈奇任中共
桂东县委书记兼县苏维埃
政府主席、湘赣边区游击
队大队长，参与开辟湘赣
边游击根据地。

1928年8月的一天，毛
泽东来到陈奇家里做客。
当毛泽东得知主人字“贯
一”时，诙谐地说：“夫子之
道，一以贯之，只是我们的
夫子是马克思。”

1929年4月，陈奇任红
5军5纵队2大队党代表，8
月随军挺进鄂东南，同年
12月策应大冶起义。1930
年6月任红8军4纵队司令
员，7月率部过长江，任行
动委员会书记，统一指挥

4、5纵队，领导开辟蕲（春）
黄（梅）广（济）革命根据地
的斗争。同年10月任红15军
政治委员，奉命与军长蔡申
熙率部转战到鄂豫皖苏区，
参加第一次反“围剿”。

在艰苦的战争环境
中，陈奇不忘通过家信安
慰父母———“革命的道路
可以断然走通”“一旦革命
成功，双亲和村邻群众，定
是永世幸福的”。

陈奇十分重视部队的
思想政治建设，建立和健
全党团组织，加强党的领
导。在每个连队成立士兵
委员会，发扬军内民主。为
提高部队的文化水平，连

队每个班设识字班长，每
天负责教战士识字，读红
军小报。军部还组成一个
特务连，除担负作战任务
外，在部队行军、宿营中负
责检查执行纪律情况。

1931年1月起，陈奇任
红4军第10师政治委员、第
13师政治委员、第12师34
团团长、第10师师长。期
间，他坚决抵制张国焘的
左倾错误，不计较职位高
低，英勇驰骋沙场，率部参
加鄂豫皖苏区第二、第三
次反“围剿”。

1932年3月陈奇以身殉
职，时年28岁。1945年，中国
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

会追认他为革命烈士。
桂东县史志办主任李

晓江说：“陈奇一生都在追求
真理，传播真理，在革命战争
中他不忘初心，至死不渝。牺
牲时仅28岁，可以说是少年
英烈，碧血成歌，特别值得现
在的年轻人对照学习。”

走进陈奇出生地桂东
县沤江镇光明村，满目苍
翠，所见绿植几乎都是村民
们的“摇钱树”。据悉，光明
村采取“合作社＋基地＋农
户”模式，创办专业合作社
和经济联合体，发展花卉苗
木、楠竹、小水果等产业，基
本实现村有主导产业，户有
致富门路，人有实用技术。

陈奇：革命道路可断然走通

陈 奇

脱贫攻坚、增收富民，

发展产业至关重要。贫困

地区的禀赋条件各有不

同，因此，产业扶贫要瞄准

当地资源、适应发展需求。

很多贫困地区之所以能够

蹄疾步稳地摆脱贫困，不

仅仅是把政策、资源等精

准地指向贫困户，更重要

的是让贫困户在产业发展

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进而

分享产业发展红利。

化德县以山地、丘陵

为主，干旱少雨，无霜期

短，发展农牧业的“瓶颈”

一直存在。从上世纪80年

代开始，该县瞄准市场空

当发展羊驼绒絮片服装产

业。如今，“地上没草、地下

没宝”的化德县已经成为

全国驼羊绒棉裤最大的生

产基地和产品输出地。

2017年，该县敏锐地“嗅

出”植根于这片土地上的

特色与优势，因地制宜组

建脱贫车间，把原本集中

在县城的生产车间搬到农

村，贫困户打工不再背井

离乡，实现了家门口就业、

家门口脱贫。

为了深耕产业，让企

业深度参与脱贫攻坚，化

德县对全县服装企业进行

遴选，选择了一批规模大、

运营状况好、有责任有担

当的企业入驻。村委会作

为投资主体，利用闲置的

集体活动场所为脱贫车间

提供厂房等基础设施，政

府还为每个脱贫车间投资

15万元作为启动资金，实

施一定期限内减免租金、

补贴水电费等优惠政策。

这些切实有效的措施让企

业吃了“定心丸”，更加积

极地参与到脱贫攻坚中

来。

车间驻村、居家就业、

群众脱贫、集体增收的脱

贫新路，既用好了企业“特

长”，又实现了贫困人口就

业增收，让贫困户无资金、

无技术、无门路，外出就业

意愿不强等问题迎刃而

解，实现了多方共赢。

“脱贫车间就在我的家门口！”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韩雪茹 实习生 韩 婧

让贫困户分享产业红利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韩雪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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