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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7

“脱贫车间”建村口 就业脱贫有奔头
———化德县脱贫攻坚纪实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皇甫美鲜 实习生 张舒君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日子越过越红火，
我早就脱了贫，现在正准
备入党呢！”乌兰察布市
化德县德善村41岁的谢
振丽自信地说。随着脱贫
攻坚工程的扎实推进，在
这个县越来越多像谢振
丽这样的贫困户，正用勤
劳的双手摘掉头上的“穷
帽子”，脸上洋溢喜悦和
自信！

走进位于该县长顺镇
的启德小区，一幢幢橘色
的楼房沿着硬化的道路整
齐排列，在阳光的照耀下
增添了一抹温馨的色彩，
道路两旁是一盏盏造型漂
亮的风光互补路灯。如果
不是化德县扶贫办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很难相信这
是异地移民扶贫搬迁小
区。

“快进来。”一进赵进
豹家，亮堂的大镜子、一尘
不染的地砖、红红的中国
结、干净的厨房。一种温馨
的“烟火味儿”扑面而来。

“我们家挺好吧！”50
岁的赵进豹自豪地说。赵
进豹一家2015年从六十顷
地自然村异地搬迁过来
的，一分钱没花住进了60
多平方米亮堂堂的新家。

“当兵复员后家里没
了地，我就来到县城里打

工，2007年一家三口出了
车祸，多亏乡政府、村委
会、县里的扶贫办及各单
位的帮助，2015年又帮我
从亿力公司硅铁厂找到
了活儿干。因为身有残
疾，老板照顾我，给我找
了个看电脑的活儿，我干
得挺顺心，日子过得一天
比一天富裕。”赵进豹激
动地说。

“我在服装店打工，我
们现在每月的收入加起来
近6000元左右，孩子大学
也毕业了，没啥负担了。”
赵进豹的妻子张俊娥高兴
地接过话茬。

化德县自然环境恶
劣、风蚀沙化严重，60%以
上的贫困人口居住在风蚀
沙化和荒漠化丘陵地区。
该县把易地搬迁作为脱贫
攻坚的重头戏，采取企业
+贫困户的扶贫模式，依
托劳动密集型羊驼绒服装
产业，解决搬迁女性贫困
人口充分就业。同时，该县
依托区位交通和电力充足
的优势，着力发展铁合金
及下游产业，打造自治区
级“双百亿循环产业园”，
解决搬迁男性贫困人口充
分就业问题。这种扶贫模
式，被当地人形象地称之
为“男耕女织”。

目前，服装和铁合金
两大支柱产业提供就业岗
位3.5万个，其中63%是搬
迁进城农民，50%是贫困
人口，从业人员年人均收
入达到3.8万元以上。贫困
户赵进豹、张俊娥就是其
中受益的一家。

易地扶贫搬迁日渐显
现出多项综合效应，有效
推动了持续稳定脱贫。全
县贫困人口由2012年底的
13927户34400人减少到目
前的4266户10071人，贫困
发生率由 24.3％下降到
7.9%。县城人口由2010年
的4万多人增加到现在的
6.5万人，城镇化率由2010
年的47.2%提高到61%。全
县撤并整合小散村64个，
森林覆盖率达到24.52%，
林草覆盖度达到45%，提
高了6个百分点。

“赶紧把这批货装好，
这批货不能耽误！”在化德
县蒙驼王服饰有限公司，
公司董事长张粉云在麻利
地指挥着工人往10多米长
的半挂大车上装货，这批
20多万件的货物是即将发
给山东青岛的棉服。

龙头企业产销两旺，
延伸在乡村的脱贫加工车
间也是一派繁忙景象。来
到德善村服装脱贫车间，

缝纫机发出的“嗡嗡”声此
起彼伏，20多位工人正在
埋头走线。

新建村的服装脱贫车
间也不例外。见到记者，47
岁的芦婷有主动和我们聊
起来。芦婷有原来是新建
村的精准扶贫户，两个孩
子念书，丈夫一次打工时
腿跌断，使原本贫困的家
庭雪上加霜。就在这时，新
建村建了服装脱贫车间，
芦婷有一听到这个消息，
就来到车间里打工，凭借
着吃苦耐劳，不到一个月
就对缝纫活熟练起来，现
在她也脱了贫，过上了好
日子。

“现在我每个月能拿
2000元到3000元，两个孩
子也快大学毕业，老伴也
准备来这车间干活，我们
庄稼人感觉挺知足的。”芦
婷有的嘴角充满了笑意。

2017年6月，女企业家
张粉云率先在长顺镇德善
村建设680平方米的服装
脱贫车间，继而在德胜村
建设480平方米的服装脱

贫车间 ，安排两个村及周
边村贫困人口86人进行服
装加工就业。有了这一车
间，村民在家门口就能进
厂务工，人均年收入达到
2.5万元，基本实现村民当
年脱贫目标。化德县服装
产业起步于上世纪80年
代，如今企业发展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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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夕阳西下，来到化德
县白音特拉乡新建村农场
自然村，村里的“档案盒脱
贫车间”引起我们的注意。

“别看这是普通的档
案盒，也需要好多道工序
呢，我们干这活时间特别
灵活，只要地里没活，就来
这赚‘外快’，一个月能折
50来个，有1000多元呢，这
都要感谢驻村书记为我们
办的好事！”62岁的马海莲
手里边折着纸盒边说。

马海莲口中的书记是
新建村的第一书记王军。
王军告诉记者，如今新建
村几乎人人都有工作，大
家都争着摘“穷帽”，看着
大家那股积极劲儿，他和
工作队的人整天想着多往
村里“搬”点企业，除了现
有的服装脱贫车间、档案
盒脱贫车间、蔬菜大棚等
村集体经济之外，粪便处
理厂、养羊场正处于完善
阶段。

如今，化德县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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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解决了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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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统计，截至目前，化
德县识别贫困人口3268户
7348人，贫困发生率5.3%，
按照自治区、市里的统一
安排，2019年化德县力争

“脱贫摘帽”。

位于大别山革命老区
腹地的湖北省黄冈市英山
县红山镇邵河村，山清水
秀，空气清新，“高颜值”的
农家小洋楼处处可见。这
里就是彭干臣烈士的家
乡。

正在村党员群众服务
中心建设现场监督施工的
邵河村支书王仕成说，服
务中心大楼建成后，将在
二层修建邵河村革命烈士
纪念馆，展示彭干臣等20
余名邵河村革命烈士的生
平事迹，让革命烈士的精
神代代相传。

彭干臣，1899年出生
于安徽省英山县（今属湖
北省），1919年考入安徽省
立第一师范学校。1921年4
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
团，1923年12月转为中国
共产党党员。

1924年5月，彭干臣与
许继慎等人被安徽党组织
选派考入黄埔军校第一
期。毕业后在军校教导团

任连党代表，
为中共黄埔
军校特别支
部委员。1925
年1月，他参
加第一次东
征作战，因战
功显赫升任
营党代表。6
月到上海开
展工人运动。
10月赴苏联
入莫斯科东
方大学军事
班学习，与朱
德等同班。

1926 年
秋，彭干臣奉
命提前结业

回国，加入叶挺独立团参
加北伐战争。10月独立团
扩编成立第二十四师，叶
挺任师长兼任武昌卫戍司

令，彭干臣任卫戍司令部
参谋长、代理武昌卫戍司
令。1927年3月，彭干臣按
中央指示，带领一批军事
骨干秘密潜回上海，参加
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协
助周恩来指挥工人作战。5
月护送周恩来到武汉。

大革命失败后，彭干
臣潜回家乡组织革命活
动，后赴南昌参与起义的
组织发动工作。南昌起义
第二天，彭干臣被任命为
南昌市公安局局长兼卫戍
司令。南昌起义部队在广
东潮汕失败后，潜回上海，
从事秘密革命工作。1929
年春夏之交到1930年5月，
在周恩来领导下参与在上
海举办的中央军政干部训

练班，培养训练了一大批
军政领导干部。1929年8月
任中共中央军事部军事委
员会委员。1930年5月任中
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秘
密组织东北地区的军事斗
争。12月任中共顺直省委
军委书记。1931年夏被调
回上海，协助周恩来领导
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并从
事抗日救亡活动。

1932年春，彭干臣奉
中央指示到闽浙赣苏区，
先后任红十军参谋处长、
新十军参谋长，参与指挥
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反

“围剿”作战，协助方志敏
率部取得了一系列胜利，
巩固和扩大了苏区。1933
年任彭（湃）杨（殷）陆军学

校教育长、校长。1934年11
月，他参加方志敏领导的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转
战于浙赣、皖赣边，开展抗
日民主运动，发展游击战
争，建立根据地，吸引敌
人，减轻中央红军的压力。
1935年1月中旬，彭干臣在
上饶、德兴间怀玉山地区
战斗中英勇牺牲，年仅35
岁。

“彭干臣是邵河村的
骄傲。邵河人受到彭干臣
烈士革命精神的感召，始
终不忘自力更生、艰苦奋
斗，邵河村也因此成为英
山县这个湖北省深度贫困
县中少有的非贫困村。”王
仕成这样对记者说。

（据新华社报道）

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反“围剿”作战指挥者———彭干臣

彭干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