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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7

小小亚麻籽情牵大扶贫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皇甫美鲜 实习生 张舒君

日前，丰镇市三义泉镇善丹夭村贫困户
郭万仓家，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他打开郭万
仓家院里垒摞的麻袋，捧起一把亚麻籽，津津
有味地嚼起来，接着便高声地说：“不错，香！”

这位特殊的客人就是内蒙古格琳诺尔
生物有限公司总经理武俊文。他是来看看
今年亚麻籽的质量。听到武俊文的夸奖，郭
万仓松了一口气，他一边捧起亚麻籽招呼
记者尝尝，一边说：“感谢政府，让我住上宽
敞整洁的楼房，也感谢武总帮助我家脱贫，
还让我还了大部分饥荒。”

郭万仓今年58岁，老伴因病早早离去，
儿子未婚，由于缺乏资金，生产、生活一度陷
入了困难。“以前也种亚麻籽，收入是现在的
三分之一，如今企业给补贴，提供子种和技
术，还高价收购胡麻，一年下来能净赚1.5万
元左右。到年底我准备续签合同，扩大亚麻籽
的种植面积。”郭万仓充满信心地说。

“啥时候都不能忘记贫困群众，看见他
们难了也得帮一把。”坐在陈设简单的办公
室里，武俊文诚恳地说，“看见乡亲们贫困，

我和企业揪心哪，作为企业必须有社会责
任感，拉相亲们一把。”

由于讲信誉、重质量，企业稳步发展，产
品在北京、上海等十几个城市销售良好，亚麻
籽种植基地达5640余亩，拥有员工52人，格琳
诺尔集团为全产业链种植、加工、销售于一体
的生产加工公司，下辖丰镇市原生亚麻庄园
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北京格琳诺尔投资
有限公司、内蒙古格琳诺尔生物有限公司3个
子公司。其中丰镇市原生亚麻庄园种养殖农
民专业合作社致力于原生态种植，在丰镇市
三义泉镇建设世界最好的亚麻基地———“亚
麻之乡”，为内蒙古格琳诺尔生物有限公司提
供全优的亚麻籽原料，向消费者提供“钻石品
质”的优质亚麻食品。

村里长大的武俊文，对穷人有着特殊
的情愫。“我小时候，家里也有难得过不下
去的时候，是村民帮了我一把，我富了绝不
能忘记贫困群众。自合作社成立以来，连续
4年与丰镇市三义泉镇当地农民进行亚麻
籽种植基地种植合作，先后进行承包、合作

两种模式，企业每年平均出资30万元扶持
当地农民。截至2017年底，公司拥有有机基
地5640亩。2018年，企业对农户补贴60余
万。通过亚麻公社辐射带动，采取‘公司+
合作社+农户’的方式，不断强化与农户特
别是贫困户的利益联结机制。”

据了解，该合作社通过与农户签订种
植协议，给予农户每亩10元补贴，每斤收购
价高于市场10%，目前已有340户农户签订
了种植协议，种植面积1.14万亩，涉及三义
泉镇的12个大队、43个自然村。签订亚麻籽
种植的农户，每户每亩增收40元，按户均15
亩计算，可增收600元。其中贫困户签订种
植协议124户242人，种植面积3062亩，贫困
户按高于市场价20%收购，每户每亩增收

70元，按户均15亩计算，可增收1050元。
“为解除村民的后顾之忧，我们已经建

设了粮仓，公司下一步还要成立亚麻研究院，
深度研发亚麻系列产品，开发高端产品，进行
亚麻产品深加工，提升产品平台，扩大知名
度，提高产品的市场覆盖率。”武俊文说。

这座万吨粮仓是2018年5月公司投资
500万在三义泉镇核心基地建设的，一期工
程建筑总面积2.5亩，建成的万吨粮仓具备
原料储存、杂粮杂豆粗加工、产品研发、参
观、集中办公为一体的古建筑风格。二期工
程将于2019年5月启动，引进全国先进粮食
加工设备执行标准生产工艺。虽然粮仓还
没有建设好，但从乡亲们期盼的眼中看出
了他们对美好生活的渴望。

内蒙古民族大学蒙医药学院院长奥·
乌力吉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蒙医
学学科带头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
家，2017年，因为在蒙医药研究方面成绩卓
著，他又获得自治区杰出人才奖。这项殊荣
既是对他业绩的肯定，更让他增添了奋斗
的动力。

1985年，满怀振兴蒙医药事业梦想的
奥·乌力吉从内蒙古医学院蒙医专业毕业
后，被分配到刚刚起步的我国第一所蒙医
药学专门院校内蒙古蒙医学院任教。尽管
当时学校教材匮乏、教学方法陈旧、教学和
科研环境十分落后，但是并没有减少奥·乌
力吉投身蒙医事业造福人民的热情。

在做好教学工作之余，他要么深入民
间收集蒙医学第一手资料；要么泡在图书

馆里发掘博大精深的传统医学宝藏，把全
部精力都投入到传统蒙医药的创新之中。
经过不断的刻苦钻研，奥·乌力吉运用辨证
论治的理论研究开发出国家首例三类新蒙
药冠心舒通胶囊。

参加工作30多年来，奥·乌力吉研发了
5种蒙药新药、获得15项发明专利、发表180
篇科技论文、出版7部专业著作、获得12个
政府科技奖项。他研发的治疗冠心病心绞
痛的蒙药新药———冠心舒通胶囊2003年上
市至今，已有9000万患者受益，产值已突破
10亿元，现已成为中国第一个快速改善冠
心病心绞痛症状的现代专利蒙药。

2012年，在奥·乌力吉和各界的共同努
力下，内蒙古民族大学申报的国家特殊需
求蒙药学博士人才培养项目获国务院学位

委员会批准，中国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蒙医
药学博士点，使蒙医药博士人才培养从原
先只能由国内到国外培养的单向选择，变
成了国内外互动的双向选择。

为了将蒙医药产业进一步做大做强，
近年来，通辽市先后成立了10余家科研机
构，基本形成蒙医药产、学、研全产业链。
2013年，由奥·乌力吉担任院长的内蒙古蒙
医药工程技术研究院正式成立，成为蒙医
药科学研究、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以及国际
合作的一块高地。

据不完全统计，“十二五”以来，奥·乌
力吉所带领的团队共获得各级各类科研项

目300多个，其中包括国家科技支撑项目、
973前期专项、国家自然项目、自治区重大
专项、自治区标准化专项等，获得资助经费
8000万元，已经研究解决了6家蒙药企业的
13个核心产品标准提升等关键技术问题，
并在蒙药栽培技术研究、蒙药活性成分分
析、蒙药新药及保健产品研发及其产业化
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创新成果。

“作为一名蒙医药工作者，我的奋斗就
是把青春和热血都献给蒙医药事业，使蒙
医药产学研优势转化为通辽的优势、自治
区的优势甚至是国家的创新发展优势，为
人类健康事业寻求新突破。”奥·乌力吉说。

奥·乌力吉：为蒙医药奋斗是我一生的选择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苏永生

勇于为理想献身的共产党员———王复生
“王复生是云南籍第

一位共产党员。他是一个
为理想而献身的革命者，
是云南人民的优秀儿子。”
云南省祥云县“红色传承”
教育基地管理中心主任王
锦琼介绍烈士王复生的事
迹时，总是满怀深情。

王复生，原名王濡廷，
1896年9月出生于云南省
祥云县。1917年考入北京
大学文科预科班。受五四
运动和新文化思想的熏
陶，王复生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1920年3
月，在李大钊的指导下，王复生与邓中夏等
19人发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研
究团体———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在北京等地积极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开

展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
1920年11月，李大钊

建立北京社会主义青年
团，王复生是第一批入团
的团员之一。1921年秋转
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
同时，王复生还参加了李
大钊、邓中夏等领导的早
期北方工人运动。1921年
秋，王复生受党组织派遣
先后到陕西华县、绥德和
广州等地建立党的组织，

宣传马克思主义。与此同时，王复生引领自
己的两个弟弟王德三、王馨廷先后走上革
命道路。

1926年4月，王复生被党组织派往广
州，在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工作。5月，在国共

合作的形势下，受党组织派遣，王复生回云
南主持建立了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为
骨干的国民党云南省临时党部，积极配合
中共云南地方组织开展革命运动。四一二
反革命政变后，王复生遭军阀逮捕，后被营
救出狱。

1928年6月，王复生按照党中央指示前
往东北，在哈尔滨和齐齐哈尔等地开展革
命活动。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
我国东北，王复生遵照党组织的安排，在齐
齐哈尔、■河、黑河一带，开展抗日统一战
线工作，组织抗日活动，帮助解决抗日义勇
军马占山部的粮食和武器供应问题。同时，
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开展抗日宣传，积极发
展党员，恢复建立党的组织。

1936年6月，日军在东北地区实行“大
检举”、大搜捕，大肆逮捕抗日爱国人士，疯
狂镇压抗日力量，王复生不幸被日军宪兵
队逮捕。日寇对王复生进行了残酷的刑讯
逼供，胸骨、肋骨、腿骨全都被打断，逼他说
出党组织和抗日活动情况，但王复生视死
如归，始终严守党的机密。1936年8月15日，
王复生在齐齐哈尔北门外江坝被日军杀
害，时年40岁。

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王复生奔走于
云南、北京、陕西和黑龙江等地。面对酷刑，
他严守党的机密，展现了共产党人的浩然
正气和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铮铮铁骨，保
持了共产党人宁死不屈、视死如归的自我
牺牲精神。 （据新华社报道）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弘扬民族精神 奋斗精神

王复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