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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7

“绝不让贫困户出现返贫现象”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巴依斯古楞

见到格希格都仁时，他
正带着贫困户给合作社膘情
不太好的牛补饲。“补饲争取
多出栏一些牛，贫困户就能
多分红了。”格希格都仁说。

格希格都仁是苏尼特
左旗查干哈达畜牧业专业
合作社理事长，也是满都拉
图镇达日罕锡力嘎查长。
2017年，苏尼特左旗针对牧
区产业扶贫模式较为单一、
牧民经营理念陈旧的情况，
积极探索新的扶贫模式———
产业扶贫资产收益模式。根
据这一模式，该旗以两个苏
木乡镇为试点，选取了2家畜

牧业专业合作社，通过“三到
村三到户”扶贫项目资金向
合作社投资入股327万元，扶
持合作社进行规模化养殖。格
希格都仁的查干哈达畜牧业
专业合作社就是被选定的2家
畜牧业专业合作社之一。当
年，合作社结合锡林郭勒盟“减
羊增牛”战略，用165万元的项
目资金和50万元的自筹款购
进了200头西门塔尔牛，通过

“合作社+牧户”资产收益扶贫
模式，进行良种肉牛规模化养
殖。年底，为满都拉图镇的55
个贫困户每家分红3000元。

今年，查干哈达畜牧业

专业合作社的养殖规模达
到了400多头牛，秋季出栏
了100多头牛，年底给贫困
户分红有了充足资金保障。

格希格都仁深知传统
分散式的养殖不仅成本高，
且抵御自然灾害能力不强。
2012年，他以每亩每年6元
的价格租用嘎查9户贫困户
的8万亩草场，成立了查干
哈达畜牧业专业合作社。加
上国家生态奖补的每亩3.1
元，贫困户每亩草场年收入
达到9.1元。去年起，合作社
还为这9户贫困户分红。如
今，满都拉镇77个贫困户当

中有76户已稳定脱贫。
乌尼图雅是当地的建

档立卡贫困户。由于母亲患
了重病，花光了家里积蓄，还
要供两个孩子上学，原本不
富裕的一家更是捉襟见肘。
2017年，两口子来到合作社
打工，有了固定的收入，他
们的生活也有了奔头。

乌尼图雅说，在合作社

打工，我俩的年工资达到了
5万元，再加上自家养羊有2
万元的收入，不但脱贫不成
问题，让孩子好好上学的难
事也迎刃而解了。

格希格都仁表示，下一
步他的打算是，做好走访入
户工作，真正了解贫困户的
具体情况，鼓励他们以草
场、劳动力、资金入股，以此

来实现精准扶贫。希望3年
后，合作社养殖规模能达到
1000多头牛，真正实现规模
化、现代化养殖。

“虽然我们镇贫困户绝
大部分都脱贫了，但我们合
作社的带贫机制不变，绝不
让贫困户出现返贫现象。我
有信心带领我们牧民一同
奔小康！”格希格都仁说。

金秋的阿拉善右旗巴
丹吉林沙漠沙丘起伏，如
梦如幻的湖泊星罗棋布，
美不胜收。10月22日，由阿
右旗乌兰牧骑演员、司法
局法官和苏木镇医生组成
的乌兰牧骑下乡服务队沐
浴着深秋的淅沥小雨，来
到沙漠腹地的雅布赖镇努
日盖嘎查和巴丹吉林嘎
查，他们以蓝天为幕，以沙
地和蒙古包为台，为居住在
沙漠深处的牧民们送上了
一道道丰富的精神食粮。

屋外细雨淋淋，屋内
气氛和谐而热烈。在努日

盖嘎查查干扣老人的蒙古
包内，一首首歌颂祖国歌
颂党的歌曲，一个个传递
着幸福生活的舞蹈，让查
干扣老人流出激动的眼
泪。“乌兰牧骑是玛奈（我
们的）乌兰牧骑，是我们农
牧民最喜欢的演出队。”

离开查干扣老人家，
乌兰牧骑的队员们又沿着
沙漠驱车赶往几百公里的
巴丹吉林嘎查。

到了巴丹吉林嘎查已
是傍晚6时许，淅沥的细雨
已停。听说乌兰牧骑来演
出，牧民们早早等候在门

口。乌兰牧骑队员下车后
不顾旅途的劳累，立即悬
挂起“草原红色文艺轻骑
兵”、“阿拉善右旗法治乌
兰牧骑”的横幅投入工作。
演出在马头琴演奏的《万
马奔腾》中拉开帷幕。

“乌兰牧骑的演出是我
们牧民们最爱看的，他们的
演出贴近我们的生活，很接
地气，许多节目都反映了我
们牧民的生活，我特别爱看
他们的演出。”观看演出的
牧民敖其尔兴奋地说。

据了解，阿拉善右旗
乌兰牧骑自1963年成立以

来，他们满怀对党和人民
的深情，深深扎根基层沃
土，以蓝天为幕，大地为
台，在7.3万平方公里的阿
右旗大地上放歌驰骋，走
遍浩瀚的巴丹吉林沙漠腹
地的角角落落，以实际行
动践行着红色文艺轻骑兵
的职责使命，为牧民送歌
献舞，带去欢声笑语，传递

了党的声音和关怀。
“总书记给乌兰牧骑的

回信极大地鼓舞了我们大
漠广大文艺工作者，这是党
中央对我们工作的肯定，也
是对当下工作的鞭策和激
励。”阿拉善右旗乌兰牧骑
队长红旗对记者说：“回信
一年来，我们牢记总书记的
殷殷嘱托，扎实弘扬优良传

统、传承红色基因，紧扣群
众需要，创作出了一大批具
有地域特色和民族特点的
优秀文艺节目；并通过以

‘扎根大漠、心系群众、艰苦
奋斗、勇于创新’的实际行
动，下基层、到牧户、走边
防、上哨卡进行下乡演出
120多场，把优秀文艺节目
带到大漠的每个角落。”

初秋的湖南醴陵，天气
清爽宜人。踏上这片孕育大
批将军的红色土地，能感受
到浓浓的英雄气息。这里，
有一个人被誉为红军的一
柄利剑，有着血染的风采，
他就是钟纬剑。

钟纬剑，1907年5月生
于醴陵县桃花乡（今醴陵市
官庄镇）沙田村一个农民家
庭，又名钟维剑、钟继连、钟
文。1922年，钟纬剑进入长
沙长郡中学读书，曾与曾三
等进步学生组织“新雷声
社”。1925年，参与领导爱国
学生运动，同年秋入黄埔军
校步兵科学习，其间加入中
国共产党。1926年秋毕业，
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6军17
师，先后任连政治指导员、
连长、副团长等职，参加北
伐战争中三克南昌、强攻南

京的战斗。
大革命失败后，钟纬剑

到武汉，从事兵运工作。他
从国民党军内秘密搞了一
部分枪支，弄到一条帆船，
夜里驶离武汉，沿江而上，
在湖南华容与贺龙接上联
系，随贺龙前往湘西桑植。
1928年3月参加桑植起义，
任中国工农革命军第4军军
部参谋。1928年8月被党组

织派往日本，入东京士官学
校学习，后转早稻田大学攻
读社会科学，积极参加中共
旅日特别支部的活动。

在日期间，钟纬剑遭到
日警逮捕，被酷刑折磨得死
去活来，但依然将生死置之
度外，坚不吐实。1930年4
月，带着满身伤痕和满腔革
命热情，钟纬剑回到上海。
面对白色恐怖，钟纬剑对妻
子说：“共产党人的意志向
来就不会改变，只有革命才
有生路，即使我牺牲了，革
命总是要成功的。”随后，钟
纬剑与妻子搬进法租界，在
一家书社以翻译书籍做掩
护，开展党的地下工作。

1932年3月，正值中央
革命根据地反“围剿”时期，
钟纬剑主动请缨，告别了妻
子和刚满周岁的女儿，奔赴

中央苏区。历任中央军事政
治学校战术教员、上级干部
队队长，第5、第6期步兵团
团长，红军大学训练部部
长、教育长等职。他军事素
质好，计划周密，讲课细致，
受到学员的好评，为红军培
养了大批军政干部。

1934年10月，钟纬剑参
加长征，任红军干部团参谋
长、第1野战纵队参谋长、中
央军委纵队参谋长。湘桂边
界山区的越城岭（别名老山
界）海拔2000多米，是中央
红军长征路上遇到的第一
座高山。叶剑英和钟纬剑率
部来到这里，在通过龙胜山
区时，遇上敌机轰炸，司令
员叶剑英不幸负伤，纵队的

指挥任务几乎全落到钟纬
剑身上。他凭着智慧和毅
力，率领指战员克服重重困
难，终于走出了老山界。

1935年初部队缩编，钟
纬剑任红3军团第5师参谋
长、红3军团第10团参谋长。
同年2月28日，在遵义战役
中的老鸦山战斗中，红10团
担负守卫主峰阵地任务。敌
人的炮弹纵横交加，老鸦山
硝烟弥漫，乱石横飞，敌人
像蚁群般爬上山来。红10团
全体指战员以视死如归的
气魄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斗，
战斗持续了五六个小时，仍
成胶着状态。

激战中，红军弹药接济
不上。生死关头，钟纬剑身

先士卒，跨出战壕，扑向敌
群。在他的率领下，战士们
气势磅礴地冲出战壕，与
敌人拼刺刀，正面搏杀。敌
人节节败退，正在红军乘
胜追击之时，猛烈的炮火
再一次轰炸了老鸦山。钟
纬剑腹部中弹，由于失血
过多，再也没能醒过来。28
岁的年轻生命，永远停留
在了老鸦山上。

如今，钟纬剑的家乡醴
陵，已将他的英雄事迹编入
《醴陵历代名人录》丛书，并
通过当地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新华书店、五彩书吧向
市民免费发放，让人们永远
记住这位革命先驱血染的
风采。 （据新华社报道）

“把优秀文艺节目带到大漠深处”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刘宏章 崔 楠

血染的红军利剑———钟纬剑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钟纬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