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11月27日 责任编辑：陈汇江 版式策划：张文龙 责任校对：玉 峰

要闻6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入冬以来，翁牛特旗
毛山东乡房身沟村进入杂
粮加工旺季。在村中的凯
峰商贸公司荞麦米加工

“扶贫车间”里，刚刚加工
出来的淡绿色荞麦米清
香扑鼻。为啥叫“扶贫车
间”？车间主任杨力军解
释，就是企业专门拿出一
个车间，安置以贫困户为
主的农民就业。现在在车
间里干活的40多名贫困
农民，月工资都在2000元
以上。眼下，旗里正在盘
活各类园区的闲置厂房，
准备建更多这样的扶贫
车间。

扶贫车间是翁牛特旗
创新脱贫模式的一个缩
影。今年，全旗遭受到了10
年未遇的旱灾，面对自然
灾害带来的脱贫压力，旗
里的决策者向改革要活
力，向创新要动力，推进易
地扶贫搬迁城镇化集中安
置改革，创新产业扶贫分
层利益联结机制，探索调
动干部和贫困群众两个方
面的积极性，激发了全旗
脱贫攻坚上下联动的澎湃
动力。

移民新政：下山上楼住

得好 入园进厂有活干

今年，翁牛特旗亿合
公镇吴家营子村贫困户吴
中慧喜事连连。旗里实施
易地扶贫搬迁城镇化安置
后，他家从深山沟搬到了
县城乌丹镇。在玉龙工业
园区旁的富兴小区，他分
到了一套50平方米的楼

房，夫妻俩还在园区一家
企业找到了工作。在电动
汽车电池箱体生产线上，
吴中慧做电焊工，妻子常
玉亮做整形工，俩人月工
资都在4000元以上。更让
他高兴的是，他的女儿被
安排到乌丹六中上学，享
受到了和城里孩子一样的
教育。

4年间，翁牛特旗县城
面积扩大了一倍。城镇化
的快速推进，吸纳了大量
农民进城，农村空心化现
象也随之产生。在易地扶
贫搬迁中，旗里的决策者
认识到：局限在乡镇范围
内的搬迁，很难满足群众
在教育、医疗等深层次需
求，十几年后，这些新建的
移民村还有空心化的隐
忧。旗里从长远打算，在群
众自愿基础上，尝试“易地
扶贫搬迁+工业园区”的模
式，对贫困人口实行城镇
化集中安置。

在易地扶贫搬迁规划
图上，西部深度贫困乡镇
的贫困人口，以“拔萝卜”
方式移人、移居、移业，搬
到玉龙工业园区旁边的富
兴小区和绿韵小区。投资3
亿多元的两处安置小区，
分4期建楼房39栋，安置贫
困人口2514 户6855人。到
今年年底，将完成安置任
务的40%，到2019年8月之
前，将完成全部安置任务。
按照政策，每个贫困人口
给补助6万元，用于建房、
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产
业。旗里定下3条红线：人
均住房建设面积不超过25

平方米；户均自筹资金不
超过1万元；搬迁户旧房必
须拆除。

贫困户上了楼，还得
有产业，能就业。眼下，旗
里正准备在两处安置小
区的楼顶上实施光伏发
电项目。项目装机容量为
1540千瓦，年收益219万
元，安置区贫户人口可人
均增收300元。最近，旗里
正在和赤峰荣兴堂药业
有限责任公司合作，准备
建立中药材初加工“扶贫
车间”，利用玉龙工业园
区内闲置厂房，组织安置
小区的贫困群众，给药材
去土去杂，实现就地就近
就业增收。

目前，富兴小区一期
工程已入住231户467人。
其中有三分之二是老年
人，他们都纳入低保兜底，
剩余三分之一的贫困人
口，在旗里的帮助下，都在
园区电池箱体厂、麻黄厂、
物业公司等企业找到了工
作。他们一步从农民变成
了工人，实现了人生的重
大转折，个个都摩拳擦掌，
准备大干一场。

产业脱贫：大项目顶天

立地 小项目遍地开花

这几天，位于海拉苏
镇的万头肉牛集储中心项
目建设正酣，4栋大型牛棚
正在进行棚顶钢结构装配
施工。这个由赤峰圣泉生
态牧业有限公司总投资
6980万元的项目，集肉牛
养殖和销售市场于一体，

建成后可一次存栏14020
头肉牛。肉牛是翁牛特旗
六大扶贫产业之一，如今
东部的牛，西部的猪，中东
部的露地蔬菜产业不断壮
大，形成了猪牛羊、薯菜糖
扶贫产业矩阵。

为了把贫困户嵌入到
产业发展链条中，该旗建
立了户有小微项目、村有
扶贫产业园、旗有龙头企
业带动的扶贫产业体系。
今年，旗里投资8888.6万元
实施到户小微项目，投资
1.52亿元，建起33个村级扶
贫产业园。小微项目和产
业园覆盖的贫困群众，人
均增收都达到了1000元。
在龙头企业的带动下，凌
志马铃薯、牧原生猪、恒都
牛排加工等扶贫项目应运
而生。

如何调动企业、合作
社和贫困户参与脱贫的积
极性？翁牛特旗的做法是
分层设计利益联结机制。
在扶贫企业新建大型项目
上，采用扶贫资金变固定
资产的模式；在企业和村
级产业园的中小项目上，
采用“资产收益+就业”的
模式；在到户项目上，采用
自助和互助相结合的模
式。其中，资金变资产模
式，是在一般资产收益模
式基础上的创新，它能让
扶贫资金更安全。

在海金山志盛鸭业公
司，23栋大型鸭舍一字排
开，11万只种鸭叫声不绝
于耳。今年，旗里计划1000
万元，购置了10栋已投入
使用的鸭舍，再采取反租
倒包的方式，租赁给企业
使用。旗里每年能收入
100万元的鸭舍租金，用
于贫困户分红。政府买的
10栋鸭舍，产权归政府，
租金归贫困户，经营权归
企业，一旦企业有了风
险，鸭舍还可以租给其它
企业。这种用扶贫资金变
固定资产的办法，能让企
业腾出更多的资金用于
扩大再生产。

“一主四托”的互助合
作模式，是海拉苏镇散达
嘎嘎查推行到户项目的一
个创举。这种模式由1个牧
业大户带动4户贫困户，
有19个养殖大户带头与76
个贫困户结成帮扶对子。
政府为每户贫困户扶持
种羊18只，由互助组统一
经营羊群，统一使用各户
草场和饲料基地。由大户
负责技术、资金和管理，
贫困户在互助组内可打
工挣工资。大户如果能带
动4户贫困户顺利脱贫，
将会得到一笔阳光牧场
的奖励资金。如今，嘎查
的贫困户都走上了养羊致
富之路。

上下联动：干部实干有

方向 群众肯干有力量

临近年末，翁牛特旗
亿合公镇旱泡子村第一书
记陶志军又开始忙了起
来。他正入户验收扶贫小
微项目。“杨秀，家有贫困
人口4人，养驴2头，补贴金
额8000元……”他验收、记
录得格外仔细，并拍了照
片。“在小微项目上，我们
是不见产业不发钱。”陶志
军介绍，今年旗里在政策
上阻断养懒汉的温床，今
后像资产收益性分红等资
金，不再直接分发到户，而
是用来购买公益岗位，让
贫困户通过保洁、看护林
地等劳动获得收入。

“激发贫困户的内生
动力，是我们干部的责
任！”今年，在陶志军的努力
下，全村97户贫困户，有90
户都发展了小微项目，为群
众争取到项目资金41万多
元，贫困户间形成“比学赶
超”发展种养业的热潮。陶
志军的工作激情，源于旗里

“政治+精神+物质”三位一
体的激励机制。去年，旗里
提拔了24名脱贫攻坚一线
干部，今年又拿出30个科级
领导职位悬帽攻坚。旗里
还每月评选30名驻村标
兵，极大地鼓舞了扶贫干
部的士气。 （下转7版）

陕西省延安市富县的
直罗烈士陵园，安葬着一
位英勇无畏的红军虎将，
他就是在直罗镇战役中牺
牲的中共中央委员、红军
高级指挥员黄■。

黄■，1908年出生于
佛山市禅城区一个粤剧艺
人家庭。早年在香港做工，
积极投身工人运动。1925
年参加省港大罢工。他走
街串巷，动员群众参加罢
工斗争。罢工开始后，任纠
察队第九支队队长。他率
领队员巡逻海岸，封锁港
口，缉拿私运，严惩走狗，

在尖锐复杂的斗争中经受
了锻炼和考验。同年10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模
范纠察队队长。

1927年12月，黄■参加
广州起义，任工人赤卫队敢
死队队长，带队同敌人战斗
到最后一刻。起义失败后，
他转移到香港，继续从事工
人运动，先后任香港摩托车
职工总会书记、中共香港市
委组织部长、中共广东省委
常委兼军委委员。

1930年12月，黄■奉
命离开香港到闽西革命根
据地，历任中国工农红军

闽西新红12军政委、第34
师政委、第1军团第1师政
委。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
地反“围剿”战斗。在中共
六届四中全会上被补选为
中央委员。曾两次被选为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
行委员会委员。1934年9月
任红8军团政治委员兼21
师政治委员。面对第五次
反“围剿”失利后部队情绪
低沉的情况，他鼓励大家：

“我们党还在，红军还在，
跟着党跟着红军，我们一
定能战胜困难，战胜敌
人。”后率部参加长征。

1935年1月复任红1军团第
1师政治委员，与师长李聚
奎率部参加强渡乌江、攻
占遵义、四渡赤水、强渡大
渡河和策应第2师4团夺占
泸定桥等战役战斗。为中
央红军胜利完成长征作出
了重要贡献。

1935年9月，红一、三
军团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
甘支队，黄■先后任陕甘
支队2大队政委、5大队政
委。11月7日，红一方面军

到达陕甘根据地的中心瓦
窑堡后，立即组织反击国
民党军队对陕甘根据地的

“围剿”，决定于11月20日
在直罗镇发起歼灭战。此
时，已被中革军委任命为
陕南第73师政委的黄■，
主动请求参加这一战役。
11月21日拂晓，黄■率部
队向敌军重兵踞守的要害
部位猛烈进攻，敌军踞要
地顽抗，双方逐山进行争
夺，黄■在率部夺取山头

时不幸中弹牺牲，年仅27
岁。毛泽东在总结这次战
役时说，我们时刻准备牺
牲，我们的牺牲是换得全
国全世界工农的解放。黄
■同志是中央委员，他的
牺牲是有意义的。

如今，黄■烈士的家乡
佛山市禅城区已发生翻天
覆地变化。2017年禅城区获
评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区第
18名，全国创新创业百强区
第17名。（据新华社报道）

红军虎将———黄甦甦

脱贫创新带来的内生动力
———翁牛特旗脱贫攻坚工作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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