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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湛蓝的天空，清新的
空气，厚重的云彩漫过洁
白的毡房，9月的四子王
旗草原呈现出诗情画意
般的美，“天堂草原 神舟
家园”———这里是多少人
的诗和远方。

然而诗意的四子王
旗，却是国家级贫困旗，过
去由于粗放型的畜牧生
产，草场沙化退化严重，经
济效益差，牧民收入低。在
部分农区，由于自然条件
差，干旱严重，农民的生活
也十分困难。如何才能让
他们彻底走出贫困？四子
王旗的答案是：用硬措施、

硬手段啃掉贫困“硬骨
头”。

产业扶贫“鱼渔双授”

———脱贫有了硬支撑

在四子王旗草原深处
的一个纯种杜泊羊饲养基
地，长得“虎背熊腰”的黑头
杜泊羊就像戴着一顶顶黑
色皮帽，在宽敞的圈舍里悠
闲地散步。远涉重洋的优质
种羊在这里落户，为四子王
旗农牧民建起了一座座脱
贫致富的“活银行”。

9月5日一大早，四子
王旗忽鸡图乡三和泉村的

赵根云就和几个贫困户来
到内蒙古赛诺草原羊业有
限公司领羊。“我们每户能
领5只母羊，养上7个月，产
下的羊羔由赛诺公司回购，
每只1500元，我们不用出一
分钱，乡里还给2000元的饲
草料补贴。”牵着健壮的母
羊，赵根云劲头十足。

“这是今年一项新的
产业扶贫举措，我们叫做

‘母羊银行’，通过代养、代
育羔羊的方式，让432户贫
困户全部脱贫。”四子王旗
扶贫办主任张满元介绍，

“母羊银行”采取“政府+银
行+企业+贫困户”的扶贫

养殖模式，向贫困户每户
提供5只受体母羊，交由其
饲养管理，旗扶贫办和金
融部门向贫困户每户发放
1.5万元小额贷款作为履约
保证金，政府补贴利息并
为母羊购买保险，所产羔
羊由企业回购。

断穷根，靠产业。通过
密切农企利益联结机制，
扶持发展主导产业，增强

贫困户内生动力，产业扶
贫成为四子王旗脱贫攻坚
啃“硬骨头”最有效的“利
器”。

去年，巴音敖包苏木
夏布格嘎查贫困户刘伟东
领到了他人生中的第一笔
分红———4000元。“做梦都
没想到，像我这样穷得叮
当响的贫困户还能当股
东，每年年底还能分红，这

日子有盼头！”刘伟东难掩
内心的喜悦。

2017年，四子王旗推
行了政府、银行、企业合作
助推脱贫攻坚的“资产收
益型”脱贫模式，政府提供
风险保证金并负责贴息，
贫困户带资入股龙头企
业，包括刘伟东在内的
2000户贫困户通过分红实
现脱贫。 （下转8版）

硬措施博弈“硬骨头”
———四子王旗脱贫攻坚纪实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孙亚辉 胡 芳 张俊在 刘 江 皇甫美鲜

10月的井冈山，一场
秋雨带来阵阵凉意。结束
了一天的培训课程，略显
疲惫的毛浩夫回到工作室
后并没有休息，他拧亮办
公桌上的一盏台灯，翻开
一本《井冈山革命斗争史
展陈概览》研读，学习已经
成为他每天的必修课。

今年29岁的毛浩夫是
江西干部学院的一名现场
教学老师，毛浩夫的爷爷毛
秉华是原井冈山革命博物
馆馆长，毛秉华50年如一日
地宣讲井冈山精神，被誉为

“井冈山精神守望者”，1万
多场宣讲会见证了他穿越
半个世纪的坚守。

今年7月，毛秉华因病
去世，这让毛浩夫感觉到
身上的责任更重了，他时
常想起爷爷的叮咛和嘱
托，在他看来，这是一种使
命的传承。“爷爷一辈子都
在守望井冈山精神，我要
接过他的接力棒，让井冈
山精神的火种生生不息。”

毛浩夫毕业于英国一
所大学国际金融与贸易专
业，回国后在南昌的一家

企业上班。2016年，他辞职
回到井冈山，开始跟着爷
爷一起学习党史，从“英国
海归”到“红色讲解员”，这
种身份的转变对毛浩夫而
言并非易事。因为并非科
班专业出身，此前对于井
冈山斗争的历史也并不熟
悉，第一次站在井冈山茨
坪革命旧址群，拿着扩音
器面向游客讲解历史时，
毛浩夫紧张得手心出汗。

“以前觉得这份工作并
不难，无非是提前背好解说
词，但现在才发现，同样的

故事，不同的人讲述有着不
同的反响。”为了让自己的
现场教学变得更加生动详
实，毛浩夫不仅在工作之余
大量阅读党史资料和相关
书籍，还抓住各种机会向党
史专家和有经验的讲解员
请教专业知识和讲课技巧，
研究讨论新的教学方式。

组织学员朗诵红色
家书、在革命旧址现场教
学……如今在毛浩夫的课

堂上，多种多样的教学形式
和生动详实的故事讲述得
到学员们的肯定。与此同
时，为了让外国游客更加直
接地感受井冈山精神，他还
利用自己的英文特长翻译
井冈山各景点的解说词，用
英语向外国游客介绍井冈
山的革命故事。

“井冈山精神是穿越历
史时空的。”毛浩夫对于井
冈山精神有着自己的理解，

在他心目中，每一代人都有
自己的使命和责任，对工作
的认真负责，对党和国家的
拥护与热爱应该成为新时
代年轻人的信仰和追求。

“能够回到井冈山，从
爷爷手中接过这副担子，
是人生中最幸福的事情。”
在巍巍井冈山上，这个年
轻人正用他火热的青春将
井冈山精神的火种继续传
承。 （据新华社报道）

走进河南省扶沟县吉
鸿昌烈士纪念馆，“民族英
雄吉鸿昌”7个大字映入眼
帘，这是聂荣臻同志为纪念
吉鸿昌写下的题词。已在纪
念馆工作10年的讲解员张
艳娜说：“每天都有群众到
纪念馆参观展览，缅怀先
烈，吉鸿昌烈士的精神不仅
激励着扶沟县人民，他的事
迹在中国广为流传。”

“恨不抗日死，留作今
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
此头？”这是共产党员、抗
日名将吉鸿昌临刑前写下
的气壮山河的就义诗。

吉鸿昌，1895年出生
于河南省扶沟县吕潭镇，
因家境贫寒，只间断地念
了两年书。1913年入冯玉
祥部当兵，因骁勇善战，屡
立战功，从士兵递升至军

长。他为人正直，不畏权
势，人称“吉大胆”。1930年
9月，吉鸿昌所部被蒋介石
改编后，任第22路军总指
挥兼第30师师长，奉命“围
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但
他不愿替蒋介石打内战，
对“围剿”红军态度消极。

1931年8月，吉鸿昌被蒋
介石解除兵权，强令其出国

“考察”。临行前，恰逢“九一
八”事变，吉鸿昌发电报向蒋
介石请命：“国难当头应一致
对外，愿提一师劲旅，北上抗
日，粉身碎骨，以纾国难。”未
得允许，遂环游欧美，发表抗
日演说，寻求国际声援。

1932年，吉鸿昌在上
海“一二八”抗战炮声中回
到祖国后，随即联络与发
动旧部，为抵抗日本侵略
奔走呼号，并毁家纾难，变
卖家产6万元购买枪械，组
织武装抗日。1932年深秋，
在北平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3年5月，在中共北
方组织的领导与帮助下，
以冯玉祥为总司令的抗日
武装“察哈尔民众抗日同
盟军”在张家口建立，吉鸿
昌任第2军军长、北路军前
敌总指挥兼察哈尔警备司

令，率部进攻察北日伪军，
连克康保、宝昌、沽源、多
伦四县，将日军驱出察境。

蒋介石政府奉行“攘
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反诬
同盟军破坏国策，令何应
钦指挥16个师与日军夹击
同盟军。吉鸿昌率部战斗
至10月中旬，弹尽粮绝而
失败，随后潜往天津继续
从事抗日活动。

1934年，吉鸿昌参与
组织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
同盟，被推为主任委员，秘
密印刷《民族战旗》报，宣
传抗日，联络各方，准备重
新组织抗日武装。

1934年11月9日，吉鸿
昌在天津法租界被军统特

务暗杀受伤，并遭逮捕，后
引渡到北平军分会。敌人使
出种种手段，迫害逼供，吉
鸿昌大义凛然地说：“我是
共产党员，由于党的教育，
我摆脱了旧军阀的生活，转
到工农劳苦大众的阵营里
头来。我能够加入革命的队
伍，能够成为共产党的一
员，能够为我们党的主义，
为人类的解放而奋斗，这正
是我毕生的最大光荣。”11
月24日，经蒋介石下令，吉
鸿昌被杀害于北平陆军监
狱，时年39岁。

如今在吉鸿昌的家乡
吕潭镇吕潭村，他生前建立
的学校还存留下几间校舍，
新中国成立后曾作为村中

小学，在这里就读过的何国
治老人回忆起父辈讲述的
吉鸿昌的故事时说：“吉鸿
昌当军长后回到村里不摆
架子，对乡亲们很热情，但
说起公事，铁面无私。”

81岁的唐贵知老人曾
专门写过讲述吉鸿昌事迹
的剧本，在他看来，吉鸿昌
的爱国精神和教育理念最
值得称道。他说：“吉鸿昌将
军在抗日战场上的英勇表
现不仅鼓舞当时国人的抗
日热情，这种爱国精神也一
直激励着扶沟县人民，他回
乡创立的贫民子弟学校，让
当地穷人家的孩子第一次
上得起学，造福了几代人。”

（据新华社报道）

“海归”讲解员毛浩夫：让井冈山精神的火种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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