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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7

兴安盟：“互联网+扶贫”架起精准帮扶桥梁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胡日查 见习记者 高敏娜

最近一段时间，突泉
县六户镇向阳村贫困户朱
凤宝一家陆续收到社会爱
心人士捐赠的2万元善款，
朱凤宝爱人后续的治疗费
用有了着落。

朱凤宝的爱人今年7
月份遭遇车祸，对这个本
不富裕的家庭来说，治疗
费是眼前最大的问题。驻
村扶贫干部了解情况后，
帮助朱凤宝在中国社会扶
贫网上发布了求助信息。
短短5天时间，就募集到
6869元，帮朱凤宝家度过

难关。
“感谢爱心人士对我

们家的关心和资助，我们
要把这颗感恩的心传递下
去，努力工作生活，早日脱
贫回馈社会。”朱凤宝激动
地说。

只有了解贫困户需
求，才能让帮扶更精准。
兴安盟紧紧围绕稳定实
现贫困人口“两不愁、三
保障”目标，通过中国社
会扶贫网有效搭建帮扶
需求与社会资源的对接
平台，广泛动员社会各方

面力量参与扶贫开发，提
高社会扶贫精准度和政府
公信力。

中国社会扶贫网是由
国务院扶贫办主抓的扶贫
新平台，今年6月，在兴安
盟6个旗县市上线运行。通
过构建“爱心帮扶、电商扶
贫、扶贫众筹、扶贫展示、
扶贫评价”五大体系，搭建
贫困户与政府、爱心人士、
企业等扶贫力量的沟通平
台，实现多方要素多方力
量的有效聚合。

兴安盟还制定了《兴

安盟全面启动中国社会扶
贫网上线工作实施方案》，
确定了旗县、苏木乡镇、嘎
查村信息管理人员，负责
采集、审核、代发布贫困需
求信息，做好有效对接、台
账管理、宣传发动、信息反
馈等工作。组建了扶贫志
愿者、扶贫服务专家、扶贫

监督员、扶贫形象大使4支
队伍，重点做好APP推广应
用、技术支撑、募集物资监
管、宣传推介等工作。组织
信息管理员、贫困户、爱心
人士分为三类进行注册。
到2018年底，建档立卡贫
困户全部完成注册；爱心
人士注册人数目标为建档

立卡贫困户的2倍。
截至10月22日，兴安

盟注册贫困人口14998人；
爱心人士7585人；已发布
物品需求数量11条，已发
布资金需求数量123条，资
金对接成功数量20条，资
金捐赠次数1421次，已捐
赠金额28678元。

从长沙出发，驱车经
过两个多小时的山路颠
簸，便到了湖南宁乡市沙
田乡。中共一大代表何叔
衡的故居就坐落在沙田乡
长冲村构子冲一个群峰连
绵青松翠竹的山冲里。

何叔衡，1876年出生，
湖南省宁乡人。1913年何叔
衡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
讲习班，与毛泽东、蔡和森
等同学志同道合，成为最好
的朋友。在第一师范结业
后，先后在长沙楚怡学校和
第一师范附小任教，同时积
极参加毛泽东、蔡和森等组
织的革命活动。1918年4月，
他与毛泽东、蔡和森等发起

组织成立新民学会，曾任执
行委员长。

五四运动中，何叔衡与
长沙的进步教师支持学生
反帝爱国行动。1920年3月，
参加驱除皖系军阀张敬尧

的斗争。1920年夏，他与毛
泽东等发起组织湖南俄罗
斯研究会，确定以“研究俄
罗斯一切事情为宗旨”，提
倡赴俄勤工俭学，先后介绍
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等
进步青年到上海外国语学
校学习俄语及赴俄留学。

1920年冬，何叔衡与毛
泽东共同发起成立湖南的
共产党早期组织。1921年7
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
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党的创
始人之一。10月，参与组建
中共湖南支部，任支部委
员。1922年任中共湘区执行
委员会委员。在湖南大力发
展党员和基层组织，开展革

命活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
期，按照党的要求，他在湖
南发展国民党组织，推动国
民革命的发展，曾任国民党
湖南省党部执行委员、监察
委员等职。

1927年马日事变后，何
叔衡前往上海，为党创办地
下印刷厂，坚持秘密斗争。
1928年6月赴莫斯科出席中
共六大。9月进入莫斯科中
山大学，与徐特立、吴玉章、
董必武、林伯渠等编在特别
班学习。1930年7月从苏联
学习回国后，在上海负责全

国互济会工作，组织营救被
捕同志，将暴露身份的同志
转往苏区。

1931年11月，何叔衡进
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当选
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
执行委员会委员，任临时
中央政府工农检察人民委
员、内务人民委员部代部
长、临时最高法庭主席等
职。毛泽东高度评价他的
革命精神和工作能力，说

“叔翁办事，可当大局”。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

主力长征后，何叔衡奉命留

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坚持游
击战争，经受了严峻的生死
考验。1935年2月24日，从江
西转移福建途中，在长汀突
围战斗时壮烈牺牲，实践了

“我要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
滴血”的誓言，时年59岁。

1937年在延安纪念中
国共产党成立16周年大会
上，毛泽东在为牺牲同志
默哀的名单中念到何叔衡
的名字时，大家莫不为这
位党内的革命长者的牺牲
而深感悲痛。

（据新华社报道）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内蒙古日报》消息 金
秋十月，通辽市科尔沁区一
派丰收景象。10月25日是莫
力庙苏木福发屯村村民邹
纪翔一家最高兴的日子，老
两口一大早就来到地头：

“我家的4亩大白菜都被辽
宁客商收购了，今天来装
车，每亩1300元，价格不错，
算上头茬小麦的收入，亩收
入达到了2500多元，比种大
玉米好多了。”邹纪翔说。

2016年，东北三省和我
区取消玉米临储政策的消
息一出，福发屯村党支部书
记潘玉明敏锐地意识到打
破传统种植业结构迫在眉
睫，他自掏腰包到鄂尔多
斯、太原、齐齐哈尔等地学
习先进经验，并结合本村实
际，通过由村党支部牵头成
立的玉明农机专业合作社，
流转和托管423亩耕地试验
种植小麦，引导村民发展绿

色小麦产业。“那年连二茬
带小麦，一亩地最多挣了
3000多块钱。加工出的面好
吃，全抢空了。”这让村民们
看到了小麦的发展前景。

2017年，以“三权分置”
改革为契机，福发屯村通过
土地流转的方式集中连片
种植小麦1000多亩，并进行
统一种植、统一绿色管护、
统一收割和统一销售。为了
延长小麦产业链，提高产品
附加值，福发屯村又乘着

“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东
风，及时申报面粉加工厂项
目，建设了日可加工30吨的
福发屯村集体加工厂。今年
7月，加工厂正式投入使用，
潘玉明介绍：“通过加工，1
斤小麦又能多产出0.5元以
上的纯利润，其中0.2元归
村集体所有，村民增收了，
村集体也有了钱。明年，我
们计划把小麦种植面积扩

大到2000亩，打造通辽地区
最大的绿色小麦基地。”

在福发屯村绿色小麦
产业做得有声有色的同时，
与其相邻的李家围子村千
亩鲜椒和胜利屯村千亩大
豆产业也是精彩不断。

李家围子村党支部书
记范臣说：“我们村的鲜椒
一亩地打了4000多斤，按7
毛钱一斤算，亩收入可达
2800块。特别是我们现在有
了鲜椒加工厂，明年再上一
条干椒生产线和一个保鲜
库，就可以长年进行生产了。
再通过注册公司，解决辣椒
及产品出口销售问题。”

胜利屯村依托合作社，
以土地托管和资金入股的
方式，发展集中连片种植大
豆1200亩，大豆初加工厂基
础设施建设也已经完成，正
等待设备安装，元旦前可投
入生产，可榨油和生产酱

油、大酱等产品。胜利屯村
党支部书记孙方旭介绍：

“我们3个村，村挨村、地挨
地，互相之间非常熟悉。辣
椒、小麦、大豆都不能重茬，
我们可以村与村之间进行轮
作、互通有无。无论是辣椒、
小麦还是大豆，都可以在这
几个加工厂进行销售和加
工，并享受同村待遇，形成了
一个减成本、促发展的‘利益
共同体’，实现群众收益最大
化，同时壮大村集体经济。”

莫力庙苏木党委副书
记、政府苏木达彭程说：“福
发屯村是我们重点打造的

‘经济作物种植示范点’和
‘三权分置’改革示范点之

一，福发屯村、李家围子村
和胜利屯村利用区位优势
联合发展，同时形成了辐射
带动周边村屯发展的有力
平台。”

近年来，该苏木依据地
理位置、资源分布及生产方
式，积极引导、鼓励各嘎查
村发展“一村一品”特色产
业，加快推动农产品加工业
发展，促进农牧民增收。

目前，莫力庙苏木正
着力打造“一南一北”两个
特色。结合苏木南部村屯
绿色小麦、红干椒等经济
作物种植实际情况和北部
少数民族嘎查肉牛养殖畜
牧优势，打造南部8个村屯

以福发屯村为中心的经济
作物种植示范区、北部10
个嘎查村以福巨嘎查为核
心的肉牛养殖示范区，以
点带面，不断提高发展的
规模和质量。同时加快推
动农产品加工业从数量增
长向质量提升，延长产业
链，提升附加值。鼓励支持
福发屯村等嘎查村党支部
领办合作社，通过土地流
转、农民入股等多种形式
开展种植、养殖或农产品
深加工，不断发展壮大村
集体经济，重点扶持农产
品加工企业，进一步提升
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

（ 郭洪申 薛一群）

“一村一品”联合发展 实现群众收益最大化

何叔衡：“我要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

何叔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