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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7

红军高级指挥员贺昌：经文纬武报家邦

刘涛：青春在带领乡亲脱贫致富中闪光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王玉琢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凌晨5点，天还没亮，牧民桑德格提着
奶桶来到自家驼圈旁，准备给家里的25峰
母驼挤奶。“乌兰音格！乌兰音格！”这峰名
叫“乌兰音格”的红毛骆驼脾气有些暴躁，
每次挤奶桑德格都要不停地喊它的名字。

“25峰全挤完得两小时，虽然辛苦些，但卖
驼奶挣得多，按现在的价，今年增收十几万
不成问题！”桑德格笑呵呵地说。

45岁的桑德格是内蒙古阿拉善右旗巴
彦高勒苏木沙布日台嘎查的牧民，家里养
了120峰骆驼，过去收入来源主要是卖驼绒

和驼肉，今年春天，他响应当地政府发展驼
奶产业的号召，开始挤驼奶。

“一峰母驼每天能挤2斤奶，一年至少
增收6000元，比卖驼绒和驼肉划算多了。”
桑德格说。

2014年，内蒙古沙漠之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落户阿拉善右旗，成为内蒙古第一
家驼奶制品研发和驼产品生产加工企业。
公司以20元／斤的价格从牧民手里收购驼
奶，其中政府补贴5元／斤。“过去牧民卖驼
绒，一峰骆驼一年产绒最多卖几百元，现在

卖驼奶一年至少能挣六七千元。”公司总经
理冉启伟说。

距桑德格家260公里远的曼德拉苏
木，谢海兵的骆驼养殖合作社已经实现机
械化挤奶。4年前，32岁的谢海兵辞职返
乡，经过两年考察，成立了阿拉善右旗旭

辉骆驼养殖农牧民专业合作社。共14户牧
民以170峰骆驼入股，一峰骆驼每年可分红
2000元。合作社与内蒙古沙漠之神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合作，以卖驼奶为主，目前骆驼
数量370多峰，每日可挤驼奶100多斤。

（下转8版）

山西吕梁自古就是英
雄辈出的热土。位于吕梁
市柳林县西南的贺昌烈士
陵园里，一座纪念碑无声
地诉说着英雄的历史。

贺昌，1906年生，山西
省离石县柳林镇（今柳林
县）人。1919年，13岁的贺昌
写下《壮志歌》———“扛罢笔
杆再扛枪，经文纬武干一
场。颈血常思敌国溅，寸心久欲报家邦。”

1921年5月，贺昌与高君宇等共同创
建了山西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后
任青年团太原地方执委会书记。1923年贺
昌转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夏入上海大学学
习。他先后在太原、安源、北京、天津、上海
等地从事青年和工人运动，被选为共青团
第三、第四届中央委员。其间，贺昌曾为
《中国青年》撰写《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五
年来的奋斗》《青年学生与职工运动》等文
章，从理论上阐述了青年运动与工农运动
相结合的重大意义。他随后参与组织发动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
是中共江浙区委负责人之
一。

1926年1月，贺昌以中
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代表身
份，参加了国际共产主义
青年团在莫斯科召开的代
表大会。

1927年7月中旬，贺昌
被指定为中共前敌军委委

员，8月参加南昌起义，后又参加广州起义
的组织准备工作。1928年，贺昌参与重建中
共湖南省委，选派干部，输送物资，支援井
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他曾被选为中共
第五、第六届中央委员。

1929年夏，贺昌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
主管两广及湖南等地党的工作，协助邓小
平策划了百色起义。1930年春，贺昌任中共
中央北方局书记。他曾组织唐山兵变和多
次武装暴动，均因没有建立巩固的革命根
据地，在强敌进攻下失败。次年贺昌到中央
苏区，历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

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代主任，中国工农红军
总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红一方面军政治
部主任。后参加南雄水口等战役和中央苏
区反“围剿”。他重视部队党的建设和政治
教育，曾协助王稼祥主持召开红军第一次
全国政治工作会议。

1934年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贺昌留
在赣南坚持游击战争，任中共中央苏区分
局委员、中央军区政治部主任。为掩护主力
转移，他曾亲率一支部队抗击敌人，右腿负
伤，仍坚持指挥。后遭敌大举围攻，形势危
急，贺昌鼓励大家：“不仅要当胜利时的英
雄，也要当困难时的英雄，真正的英雄是在
困难中考验出来的。”

1935年3月贺昌率部向粤赣边突围，10
日在江西会昌与国民党军作战中英勇牺
牲，年仅29岁。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主要领导人陈毅
在《哭阮啸仙、贺昌同志》一诗中沉痛地写

道：“环顾同志中，阮贺足称贤。阮誉传岭
表，贺名播幽燕，审计呕心血，主政见威严。
哀哉同突围，独我得生全。”寄托了对贺昌
等同志的深切哀思。

1984年，柳林县人民为纪念贺昌烈士，
开始修建贺昌烈士陵园。1987年，贺昌烈士
陵园被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15年，当地政府在陵园内修建贺
昌纪念馆、贺昌雕像。如今，贺昌烈士陵
园已是山西省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每年都有数千人到这里扫墓，缅怀革命
先烈。

漫步在柳林县城，“贺昌”元素随处可
见，贺昌大街、贺昌中学、贺昌村……贺昌
的故居就掩映在贺昌村的一条小巷中。83
岁老人薛维元在这里居住了近60年，他告
诉记者，这些年不断有当地政府和文物保
护单位前来查看，时常告诉他这里“不能
拆，要保护好”。 （据新华社报道）

11月4日，沐浴着秋日的暖阳，记者走
进东胜区罕台镇九成功村油坊圪台社。在这
个社的北坡上，一群群白羽红冠的蛋鸡正在
草丛中悠闲地觅食，十几栋红顶蓝墙的鸡舍
棚依次坐落在草地上，这里就是鄂尔多斯市
昕农养殖有限公司蛋鸡散养基地。

公司创办人刘涛高兴地对记者说：“从
2010年创办至今，现存栏蛋鸡达到2万只，
年销售鸡蛋60万斤，年销售收入达到500万
元，利润100万元，还带动了周边130多户农
民养殖蛋鸡，年人均收入突破2万元。”

2003年，获得硕士学位的刘涛从内蒙
古农业大学动物营养专业毕业，怀着青年
人的梦想，他先后辗转河北、广东、山东等
省份从事饲料加工及饲养管理工作，积累
了丰富养殖和管理经验。

2010年，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政策
的感召下，他毅然决定回乡创业，决心用自
己的专业知识和积累的资金，为家乡的发
展出点力，为父老乡亲脱贫致富做点事。回

到家乡后，他第一时间向镇政府汇报了创
业想法和计划，很快得到了区政府和镇政
府的支持。当年，他筹资500万元建起了养
殖场，注册成立了以蛋鸡饲养为主营项目
的养殖公司。公司在饲养模式上大胆创新，
采取大棚养殖、林地养殖等新模式，通过种
养结合，帮助农民创收增效。2014、2015年，
公司被评为“区级农牧业产业化重点龙头
企业”和“市级农牧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
业”，2016年成为国家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
发展项目支持企业。

刘涛积极响应政府脱贫攻坚的号召，
全身心投入到产业扶贫行动中。他首先以

“以工代酬”方式帮助9户贫困户每户代养
100只蛋鸡，年底给贫困户保底返现10000
元，帮助贫困户脱贫致富。

2017年，刘涛又创新扶贫做法，尝试通
过“借鸡生蛋”的模式帮助贫困户发展蛋鸡养
殖。公司将成本40元的蛋鸡折价20元赊销给
贫困户，让贫困户用鸡蛋的收入来偿还蛋鸡

款，并帮助贫困户解决鸡蛋的销路。公司还
派出技术人员跟踪服务，搞好防疫和饲养
管理技术培训工作，使他们当年就见到了
效益。乡亲们都夸赞，这种模式让他们也有
了自己的小产业，脱贫致富的信心更足了。

提起刘涛，东胜九成功村的张来才激
动地说：“要不是刘涛的帮助，不知日子过成
啥样了？”张来才的爱人残疾，儿子在上学，
基本没有生活来源。得知他的实际情况后，刘
涛录用他来养殖场上班。去年，刘涛支付他4
万多元工资，他家人均收入达到1万多元。

“今年，除了安排他继续在我公司上班
以外，还计划带动他自己养鸡，帮助他稳定
增收致富。”刘涛说。

“我想在保证贫困户逐步掌握养殖技

术的基础上，逐年提高贫困户的养殖数量，
争取利用3年的时间，使贫困户户均散养蛋
鸡达到200只以上，户均纯收入突破2万元，
从而真正通过产业扶贫帮助贫困户脱贫致
富。”刘涛表示。

“养好鸡只是第一步，如何把鸡蛋销出
去并卖个好价钱才是成功的关键！”刘涛说，
在传统销售渠道的基础上，我们建立专门的
电商销售团队并入住大学生创业园，在淘宝
商城上注册了网店，还建立了微信公众平台，
利用鄂尔多斯农商行的营业网点进行线上下
单，营业网点取货，从而缩短了配送时间，
降低了费用。目前，省外的客户主要来自山
东、河北和北京，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人数已
达到5000多人，月销售额超过2万元。

从“沙漠之舟”到“沙漠黄金”
———驼产业助牧民增收致富

文/新华社记者 李仁虎 王雨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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