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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6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看明天望未来，武川
大地披霞彩。扶贫攻坚战
正酣，精准二字记心怀。一
封回信情似海，总书记对
咱乌兰牧骑多关怀……”
台上音乐快板《十九大开
启新时代》激昂欢快，台下
村民们看得沉醉投入。

11月16日，呼和浩特市
在武川县耗赖山乡大豆铺村
开展“弘扬乌兰牧骑精神，到
人民中间去”基层综合服务
集中示范活动。活动现场，武

川县乌兰牧骑、呼和浩特民
族演艺集团和市“百人百组”
业余乌兰牧骑演员为村民带
来了一台富有民族特色和时
代气息的文艺表演。

演出过程中，综合服务
活动也同时进行，司法、科
技、农牧业、商务、医疗等市
县两级队员重点围绕脱贫
攻坚、乡村振兴、民族团结、
防病治病、种植养殖、文化
活动、科学普及、法治宣传、
阅读观影、“扫黑除恶”等内

容展开服务。当天下午，服
务队还为村民举办了一场
生动活泼的政策宣讲。

此次活动将历时3个
月，整合乌兰牧骑、文化、科
技、卫生等行业资源，以“乌
兰牧骑+”的方式，组建20支

“草原综合服务轻骑兵”，深
入基层开展400多场综合服
务。活动本着“不重复、广覆
盖、高效率”的原则，重点选
择交通不便、偏远落后、文
化生活匮乏、人口居住分散

的农村以及少数民族聚居
区开展综合服务，让广大基
层群众充分享受改革发展
成果，助力乡村振兴和脱贫
攻坚工作。

“我市在现有土左旗、托
县、武川县3支乌兰牧骑队伍

的基础上，恢复组建了市直
属、和林县、清水河县、赛罕
区4支乌兰牧骑队伍，成立了
市乌兰牧骑培训中心，使全
市乌兰牧骑队伍达到7支，队
员近300名，实现了乌兰牧骑
旗县全覆盖。”呼和浩特市委

宣传部副部长、文明办主任
李国宏说，“截至11月，全市
各乌兰牧骑深入农村牧区、
学校军营、厂矿企业共开展
演出服务600多场（次），把党
和国家对人民群众的关心送
到了最基层。”

在石家庄市高新区赵
村，有一座时常被人们祭
扫的烈士陵园，这里安葬
着一位令人十分崇敬的优
秀共产党员———郝清玉。

郝清玉，1904年出生
于河北省正定县。1918年
到北平做制鞋工人。1924
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并
在裕华鞋庄建立了正定县
第一个工人运动党支部。

1926年1月，根据中共
北方区委指示，中共正定地
方委员会成立，郝清玉担任
地委委员，在当地努力发展
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宣传党
的革命思想，扩大党的影响。
1925年五卅惨案后，郝清玉

等领导成立“正定各界沪案
后援会”。1927年6月，和尹玉
峰等领导正定农民暴动,打
击了军阀的气焰，培养锻炼
了正定党的干部。

1928年春，郝清玉奉调
天津，担任中共顺直省委委

员兼省委农运部长。同年12
月，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共北
方区党代表会议召开，会议
改组了顺直省委，郝清玉当
选为省委常委兼农委书记。
在十二月会议后的一年多
时间里，郝清玉曾主持中共
顺直省委的工作，为巩固和
发展顺直省和北方地区党
的工作做出了贡献。

1930年夏，郝清玉以
省委常委和巡视员的身份，
调任中共保定特委书记。在
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极
其严重的形势下，郝清玉从
实际出发，坚持用正确的斗
争策略，加强特委对党的地
下斗争的领导，最大限度地

减少了党的损失，较好地保
存了党的力量。同时，在时
机较为有利时，坚决组织和
领导了保定地区博野、蠡县
等地的武装暴动，不仅有力
地响应了党在全国各地的
武装斗争，而且使这一地区
的革命力量得到了锻炼和
加强，扩大了党的影响。

1931年3月，郝清玉奉调
回中共顺直省委工作，由于
叛徒出卖，同年4月被捕。面
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和威逼利
诱，郝清玉威武不屈，表现出
了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的革命

信念和崇高的革命气节。6
月，郝清玉被敌人从天津押
往“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即
草岚子监狱）。在狱中党支部
的领导下，郝清玉和战友们
团结战斗，挫败了敌人一次
又一次逼供诱降的阴谋。

当敌人告诉郝清玉只
要在所谓“反共启事”上按
个手印就可以重获自由
时，他斩钉截铁地回答敌
人说：“要我叛党做不到！
你们对日妥协投降，对内
反人民，应该反省，我是革
命到底，无过可悔！”

由于长期艰苦的斗争
环境和监狱恶劣的生活条
件，郝清玉身患重病得不
到及时医治，于1935年9月
病逝于监狱，年仅31岁。

正定县史志办主任韩
永生说，郝清玉的一生，是
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
他是值得我们永远怀念的
革命先烈。我们要铭记革命
烈士为国家解放和民族富
强而牺牲的精神，学习革命
烈士顽强不屈的崇高品质，
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
生活。 （据新华社报道）

“革命到底”的优秀党员———郝清玉

“李书记，再留个一两年
也好呀，村里离不开你。”“春
雷，这是真的要走了吗？舍不
得你。”几十双透着热切与不
舍的眼睛齐刷刷地盯着会议
室里一位40多岁的汉子。

这是一个月前发生在
呼和浩特市武川县可镇定相
营村的一幕，听闻第一书记
李春雷调离的消息，村委会
会议室里挤满了前来送别的
村民。“兄弟，你走了我们咋
办，还能找出第二个比你熟
悉情况的驻村干部吗？”村党
支部书记温占标握着李春雷
的手，久久没有松开。

2014年9月，李春雷第一
次踏上定相营村的土地。虽
然早早做好了心理准备，但
眼前这个自治区级贫困村的
情况还是令他心头一沉：下
辖6个自然村的16384.5亩耕
地没有一亩水浇地，全是靠

天吃饭的坡旱地，村民只知
道守着几亩地，咋种都不挣
钱；村“两委”班子软弱涣散
缺乏组织能力，集体没收入，
村干部干不满一届就干不下
去了；群众致富无门路、无资
金、无技术……

驻村的第一天，李春雷
就开始走村入户摸底数、找
出路。通过广泛调研走访，
他决定先解决基础设施薄
弱的问题，把群众生产条件
搞上来。“村里坡旱地多，立
地条件差，第一要务是解决
水的问题，如果能种上水
田，收成肯定和往年不一
样。”李春雷思路清晰。

全村人都知道山坡地
能浇上水最好，但几十年都
没做成这事儿是有原因的。
李春雷联系了4家水资源探
测公司，找遍了定相营村6
个自然村的犄角旮旯，勉强

找到一处能出水的水源。随
即，他带着大家热火朝天地
开始打井。没想到，打到井
深80米的时候，发现底下还
是岩层，只能废弃。

村民都气馁了，李春雷
却没放弃。2017年春天，他终
于发现一处截伏流。赶在夏季
用水之前，定相营村建起了截
伏流大口井，并安装滴灌、圈
灌等节水节能设施，解决了全
村400多亩地的用水问题，村
里第一次种上了水浇地。

定相营村种植的主要
农作物是马铃薯，由于武川
马铃薯的品牌效益，这几年
种植收益还不错。但是马铃
薯如果不能及时出售，就很
可能烂在农户家中。于是，
李春雷又开始跑资金、联系
工程队，10个月后，一个能
同时储存2400吨马铃薯的
恒温库拔地而起。

“恒温库有24个储存
洞，每个能容纳100吨马铃
薯。除了自用，我们还把恒温
库租给种植基地或者农业合
作社，收到的租赁费再给贫
困户分红，村里终于有了第
一份集体收入。”温占标说。

村民尝到了实实在在
的甜头，心里服气，干劲也上
来了。李春雷趁热打铁，协调
40多万元对村委会办公室进
行了扩建、修缮，发动社会力
量为村委会捐赠电脑等办公
用品，改善了村委会办公条
件；引导村民自愿、有序流转
1000多亩耕地实施规模化种
植，村民收入稳步增加；协调

县交通局投资200多万元对
自然村连村土路进行了2.2公
里的水泥硬化，极大地方便
了村民的日常出行、农业生
产运输；协调县供电局把侯
家沟和贾家沟两个自然村共
用的30千瓦变压器更换为
100千瓦，解决了30多年没有
解决的用电问题……

“说实话，过去的下派
干部见多了。住两天，吃几
顿饭，点个卯就不见影儿
了。没想到这次派来的第一
书记是个真抓实干的。”一
起共事4年多，温占标觉得
眼前的这位干部真不一样。

2016年9月，原计划2

年的派驻期到期了，和李
春雷一起下派的干部纷纷
结束驻村，此时，李春雷的
第二个孩子刚刚出生不
久，而他选择延期；2017年
3月，延期期满，他继续留
了下来，并兼任驻村工作
队队长；2018年3月，他被
重新选派到定相营村担任
工作队队长兼第一书记。

今年10月，由于患上了
严重的腰椎滑脱，李春雷不
得不离开这个工作了4年的
地方。“虽然不得不离开，但
定相营已经成为我这辈子
的牵挂，有机会我还会回来
的。”李春雷说。

这个驻村干部不一样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韩雪茹 郑学良 施佳丽

呼和浩特开展“弘扬乌兰牧骑精神，到人民中间去”基层综合服务集中示范活动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郑学良

郝清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