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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7

“乡亲们摘掉贫困帽子指日可待”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郑学良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董振堂：长征中的铁流后卫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基层行

“谢谢！谢谢纪检委
啊！没有你们这日子可咋
过啊。”收到写有84000元
医疗费用报销支票的李小
在，眼含热泪紧紧握住工
作人员的手，不停地表达
着感激之情。

李小在是呼和浩特市
武川县二份子乡南苏计村
村民，今年68岁，两腿骨质
增生早早地让他失去了劳
动能力，只能靠几亩薄地
的承包费和低保过活。今
年8月的一天，儿媳突发急

症入院救治。为了凑齐十
几万元的住院押金和诊疗
费用，家里东拼西借拉下
一堆饥荒，其中还包括李
小在老人的5000元“棺材
板”钱。可就当家人将钱送
到医院，却因为患者的农
村合作医疗手续未及时提
供，按照规定已无法按合
作医疗方式收费。

一筹莫展的老人向组
织伸出了求援之手，呼和
浩特市纪委监委派出的驻
村第一书记立即向结对帮

扶的市纪委监委班子成员
报告，有关人员第一时间
赶到李小在家中慰问并了
解情况。随后，经过市纪委
监委和市卫计委、内蒙古
自治区人民医院的层层联
动、协力配合，11月上旬，
一张医疗费用报销支票送
到了患者家属手中。

“扶贫路上一个都不
能少，这是党对全国人民
的庄严承诺。我们派出驻
村第一书记、安排机关干
部进行慰问捐款，组织开

展‘百企联百村’、一对一
帮扶结对等活动，确保面
对面了解情况、一对一把
脉问诊，为打赢打好精准
扶贫攻坚战贡献力量。”
呼和浩特市委常委、纪委
书记、监委主任徐国铭
说。

今年以来，呼和浩特

市纪委监委对定点帮扶
村实施危房改造工程，拆
旧建新48户，修缮加固38
户；累计组织慰问80余人
次，捐助帮扶资金25000
余元、衣物50余件、其它
生活用品30余件，帮助贫
困户销售自产滞销莜面
2000余斤。

“乡亲们摘掉贫困帽
子指日可待。”徐国铭说，
近日从呼和浩特市扶贫
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传
来好消息，市纪委监委对
口帮扶的二份子乡所在
的武川县已经过市级初
审，正向自治区申请退出
贫困县序列。

杭州市淳安县枫树岭
镇下姜村过去因路远地偏，
曾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10
多年来，下姜村以党建促发
展，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发展理念，人均可支配
年收入从不足2000元跃升
至27045元，超过全省平均
水平，实现了从“脏乱差”到

“绿富美”的华丽转身。

保护环境：绿水青山带

“笑颜”

初冬时节，从淳安县城
出发，驱车沿千岛湖西南行
走。到达下姜村，但见远山含
黛、溪水潺潺，石板路一尘不
染，一栋栋白墙黛瓦的小楼
参差错落，恍若世外桃源。

由于交通不便，人均耕
地少，下姜村在20世纪八九
十年代还是十足的穷山沟。
村民迫于生计，家家户户养
猪，村里露天厕所、猪圈、羊

圈遍布，污水横流，臭气熏
天。

烧炭也是当时村民的
一大经济来源。老村党支部
书记姜银祥回忆，那时候，下
姜村有40多个木炭窑，不到5
年时间，山上的树就被砍得
所剩无几，四周群山像“瘌痢
头”。

2003年，在政府大力支
持下，村里开始了沼气项目
建设。沼气池的建设和使用，
成为下姜村美丽乡村建设
的突破口。没人乱砍滥伐了，
村两委顺势实行对近万亩
山林封山育林。同时，村里建
起了公共厕所，用上了自来
水，建起了垃圾处理站和污
水管，85%的农户装上了太
阳能热水器，环境卫生得到
根本好转。

2011年，各家饲养的猪
也从“单身宿舍”搬入了村外
的“集体宿舍”进行规模化饲
养，下姜村变得和城里一样

干净。

因地制宜：顺“市”而为

促发展

生态环境得到改善，怎
么“拔穷根”？以良好生态发
展旅游产业，适应市场需求
发展规模农业，吸引人才发
展文创产业———在党员的
带头示范下，下姜村迈出发
展振兴的脚步。

2011年起，借助中国美
院团队支持，下姜村打造景
点式村庄，布局了35个美丽
乡村精品建设项目，大力发
展民宿产业。目前，全村拥有
民宿27家，床位500余个，今
年1至10月，实现产值2585万
元。

60岁的村民姜海根将
自住的楼房改建成了民宿，
并提供餐饮、夜宵等服务，年
收入达30多万元。“现在的日
子以前真是想都不敢想。”老

姜很是开怀。
下姜村一度以蚕桑叶、

茶叶、中药、毛竹“四张叶子”
为抓手发展农业，经济收入
曾占农民收入的一半，后来，
逐渐转向更高附加值的规
模农业和设施农业。

村党总支书记姜浩强
说，村里成功流转土地430
亩，建成了葡萄园、草莓园、
茶叶园、中药材园等几大产
业园区，村民收入实现“节节
高”。

为避免乡村旅游同质
化竞争，下姜村打出“人才
牌”和“文创牌”。走进“农民
画家”陈苏兰的创意小店，趣
味横生的石头绘画令人耳
目一新。陈苏兰说：“这些鹅
卵石都是在下姜村就地取
材，大的石头画可以卖好几
百元，客人下单后直接快递

送到家。”
除了服务好各类返乡

创业的人才，下姜村还充分
发掘传统技艺价值，鼓励支
持村里铁匠、篾匠等“晒”手
艺、显神奇，深受游客欢迎，
并带来良好经济效益。

模范带头：致力于乡村

振兴

记者采访了解，在下姜
村转型发展的紧要关头，党
员干部发挥了关键作用。

除了全村第一个建沼
气池，2011年，老党员姜祖海
又带头建起了全村第一家
农家乐。姜祖海说：“农家乐
前期投入少说也要十几万
元，村民怕亏本有顾虑。我是
党员，当然要带头干。”

村里推动规模化种植
经济果木时，也是靠党员带

头，顺利实现了土地流转。
在下姜村的发展过程

中，始终坚持“一个都不能掉
队”。村民老汪患有尿毒症，
想经营民宿却苦于从银行贷
不到款。村两委干部知道
后，主动帮其担保，从信用
社贷款20余万元。如今，老
汪依靠民宿年收入就超过
了5万元。

村里还组建了3个便民
服务队，建立5个网格信息
组，进一步精细村庄管理。
此外，还深入开展党员亮家
风、亮承诺，党员“随手扫”

“给孤寡老人当一天保姆”
等活动，深受村民好评。

“党员干部就是要争做
发展带头人、新风示范人、
和谐引领人、群众贴心人，
把下姜村建设好，发展好。”
姜银祥说。（据新华社报道）

河北省新河县振堂公
园内，矗立着一尊庄严肃穆
的将军铜像。他一身戎装，
深邃的双眼注视前方。曾有
诗云其“虔诚做殿军，有勇
且知方”。这就是董振堂，宁
都起义的重要领导人，长征
中的铁流后卫。

董振堂，1895年出生于
河北新河县一个农民家庭。
少年聪颖，1917年考入北京
清河陆军中学，1923年毕业
于颇负盛名的保定陆军军
官学校。毕业后投身于冯玉
祥的西北军，因战功显赫，
由排长逐级递升至师长。

1930年，中原大战后被国民
革命军收编，任26路军第73
旅旅长。

1931年，董振堂被调到
江西“剿共”。九一八事变

后，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
安内”的政策，思想日益倾
向革命。同年12月14日和赵
博生、季振同等率领第26路
军1.7万余官兵举行宁都起
义，宣布加入红军，在中国
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
页。

起义部队编为中国工
农红军第5军团，董振堂任
军团副总指挥兼第13军军
长，后任红五军军团长。他
先后率部参加赣州、漳州、
南雄水口等战役战斗，屡立
战功，曾获中华苏维埃共和
国临时中央政府授予的红

旗勋章。1932年加入中国共
产党。

1934年10月，董振堂率
部参加长征，红5军团担任
最艰苦的后卫任务，多次完
成阻击国民党军的任务，为
保障中央红军主力北上立
下了赫赫战功，红5军团因
此荣膺“铁流后卫”的光荣
称号。

1935年6月，第一、四方
面军会师后第5军团改称第
5军，董振堂任军长。1936年

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
会师后，红5军被编入西路
军，向宁夏、甘肃、新疆方向
进发。1937年1月12日，董振
堂率部在甘肃高台县城与
六七倍于己的敌人浴血苦
战，战至最后一人一弹，于
20日壮烈牺牲。时年42岁。

董振堂是红军牺牲的
最高级别将领之一。党中央
在陕西宝塔山下举行了追
悼会，在追悼会上毛泽东评
价他说：“路遥知马力，董振

堂是坚决革命的同志。”
为了纪念董振堂，新河

县建有振堂公园、振堂中
学、董振堂纪念馆等。石家
庄华北军区烈士陵园和甘
肃高台烈士陵园内，都建有
董振堂纪念碑亭。董振堂纪
念馆是河北省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河北省国防教育基
地、河北省党史教育基地，
每年前来参观的机关单位、
学校、游客等达20万人次。

（据新华社报道）

杭州下姜村：从“脏乱差”到“绿富美”的乡村振兴之路

董振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