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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羊”光大道上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张慧玲 巴依斯古楞 毕力格巴特尔

22年前那个秋天，锡林郭勒盟阿巴嘎
旗洪格尔镇岗根希力嘎查的牧民额尔敦朝
鲁，爱怜地看着牧场里“咩咩”叫着的群羊，
心里满是焦虑：什么时候老客（从事羊肉羊
绒羊皮收购的人）来收购呢？羊价怎样呢？

22年后的今天，已经成为乌冉克羊业
协会会长的额尔敦朝鲁，已经完全没有了
当年的忧虑。在这个生产旺季，他惬意地坐
在别力古台镇阿巴嘎旗额尔敦食品有限公
司的办公室里，等着乌冉克羊业协会的人
将羊送到食品公司屠宰。

“以前在家门口卖羊，现在直接拉到公
司冷库卖，没有了中间商，卖羊款3天以内
直接打到牧民的卡上。”额尔敦朝鲁轻松
地说。

依托内蒙古额尔敦羊业股份有限公司
这一锡盟本土品牌的发展壮大，锡林郭勒
草原的羊肉终于从牧场直接走上了人们的
餐桌。这家公司成立于1996年，如今已实现
全产业链发展，主营业务包括肉羊养殖、屠
宰冷冻、精细加工、线上线下销售及连锁餐
饮酒店等。目前，建立了1个牧场、3个工厂、
15家专卖店、3个电商销售平台、12家餐饮
连锁酒店。同时积极向产业链上、下游拓

展，相继投资成立了20家产业关联企业，全
产业链年销售总额3.4亿元。

“阿巴嘎旗额尔敦食品有限公司是内
蒙古额尔敦羊业公司3个子公司之一，虽然
从2017年才开始生产，但给地方的发展提
供了动力。企业入住后，当地的羊价明显升
高，牧民得到了实惠。”阿巴嘎旗额尔敦食
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孟和说。据他说，这里建
立了肉羊全控产业链发展模式，实现从牧
场到餐桌的安全食品生产供应链。今年和
乌冉克羊业协会签订了20万只耳标羊的合
同，目前已经完成了15万只。这些具有可追
溯信息的耳标羊每斤比市场价可多卖5毛
钱。

记者了解到，乌冉克羊业协会与阿巴
嘎旗额尔敦食品有限公司同时期成立。
今年协会组织了661户牧户，覆盖阿巴嘎
旗7个苏木镇71个嘎查，已经在额尔敦出
栏肉羊的有317户，共出栏11万只。在协
会的帮助下，当地牧民平均每只羊多卖
30元钱。

“‘额尔敦’翻译成汉语是宝贝的意思，
它带动我们牧民增收了，就是我们的宝贝
呀。”牧民乌仁其其格说。她家今年的羊被

额尔敦收购每只卖到862元，共出栏260个
羔子，比卖给上门的二道贩子多收入4万多
元。

20多年来，内蒙古额尔敦羊业公司多
次被评为“自治区级农牧业产业化重点龙
头企业”“自治区扶贫龙头企业”，通过绿色
食品认证，获得自治区名优特产品等称号，
并多次获得“中国十大羊肉品牌”“中国羊
肉领袖品牌”“百姓放心餐饮品牌”“十大人
气品牌”等荣誉。

伴随自身市场规模的扩大，内蒙古额
尔敦羊业公司成为扶贫链条上不可或缺的
一环。孟和说：“今年几个嘎查将集体经济
的750万元作为扶贫资金注入公司，我们按
10%收益分红，75万元的红利全部分给了
没有固定收入、丧失劳动能力的95个贫困
人员。”

为了促进贫困户增收，只要是在全旗
建档立卡的贫困户，在阿巴嘎旗额尔敦食
品有限公司卖羊的，每只羊多给8元钱。通
过与政府合作，企业既能扶贫，又能稳定羊
源、提高羊肉品质，还能壮大嘎查集体经
济。

“此外还能解决当地劳动力就业问题。
在生产旺季，可提供50—100人的工作岗
位，现在工厂里的工作人员已达到300人。”
孟和说。

在当地牧民的眼中，内蒙古额尔敦
羊业公司依托绿色生态的内蒙古大草原
天然优势，推动和提升草原牧民、牧业合
作社的养羊积极性和收入，带动牧民致
富，走在了“羊”光大道上，走出了一条从
生态牧场到百姓健康餐桌的绿色、生态
品牌发展之路。

“学习讲堂”助力东胜区脱贫攻坚

红色理财专家———郑义斋

《内蒙古日报》消息 “我们要想富，必
须动起来，奋斗才有好日子！”日前，东胜区
泊江海镇折家梁村支部书记、致富带头人
王占荣在罕台镇“学习讲堂”为村民开展脱
贫宣讲，分享脱贫经验，坚定脱贫信心。作
为鄂尔多斯市精准脱贫攻坚先进事迹基层
宣讲人和东胜区草原学习轻骑兵中的一
员，村支书王占荣已经在鄂尔多斯市7个旗
区和东胜区2个乡镇开展宣讲21场。

从2018年4月至今，东胜区通过创新宣
讲方式、壮大宣讲队伍等手段，在各街道社
区、乡镇村开展了“学习讲堂”助力脱贫攻
坚专题宣讲活动，激发贫困群众脱贫致富
的内生动力。

东胜区在基层18所“学习讲堂”安装了
视频会议链接系统，直通东胜区融媒体中
心，实现了“一处讲座、共看共学、及时反
馈、全面覆盖”的数据资料全程存储，讲座
可以通过视频推流码分享至基层“学习讲
堂”的视频终端，大大提升了传播效率，扩
大了脱贫攻坚主题宣讲的覆盖范围。与此
同时，以草原学习轻骑兵队员为基础，吸收
驻村工作队、村“两委”成员、农村老党员、
产业带头人等力量，按照“三必讲”的要求，
围绕易地扶贫搬迁、产业扶贫、医疗扶贫、
教育扶贫、就业扶贫等相关扶贫政策，结合
脱贫励志典型、健康文明生活习惯等，采取
入户走访、集中宣讲、微信平台推送等多种

方式，“一对一”“点对点”“面对面”地进行
脱贫政策宣传宣讲，帮助群众正确认识和
积极参与脱贫事业，做政策的明白人，做自
己的当家人。

在脱贫宣讲的同时，东胜区乌兰牧骑
围绕励志奋斗、乡风文明建设等主题，以歌
曲、舞蹈、小戏、小品等老百姓喜爱的形式
下基层巡回演出87场次，把扶贫政策等融

入文艺表演，为群众送上“精神大餐”。同
时，还在全社会广泛开展“志立自强”脱贫
户评选表彰活动，拍摄《向美好出发》驻村
工作主题微电影，反映脱贫攻坚工作中的
好经验好做法和紧密联系群众、服务群众
的感人故事，营造扶贫先扶志的良好氛围，
帮助群众树立起脱贫光荣的意识。

（郝雪莲）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在中国工农红军的历史上，有一位被
称为“红色理财专家”的革命家，他就是红
军杰出的后勤工作者郑义斋。

走进许昌市烈士陵园，松柏环绕、绿荫
满园。陵园的东南部有一个“义斋亭”，这个
八角亭子里有一通石碑，碑文扼要介绍了

“红色理财专家”郑义斋烈士的生平事迹。
郑义斋，原名邓少文。1901年生，河南

许昌人。当过印刷和铁路工人，1923年参加
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1927年加入中国共
产党。后调往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做地下交
通工作。1930年在上海以“义斋钱庄”经理
身份作掩护从事秘密活动，从此改名郑义
斋。他在钱庄整整工作了两年，经常四处奔
波，来往于上海、武汉、北平、天津、大连、青
岛等地，为党组织筹集和周转资金，为苏区
红军购买、转运军用物资。

1932年春奉命赴鄂豫皖苏区，任鄂豫
皖省工农民主政府财政委员会主席兼工农
银行行长，红四方面军经理处处长。他是一
个出色的后勤工作者。在第四次反“围剿”
时，为了保证前方红军作战的需要，他积极
组织力量，筹集军火、粮食、衣服和医药用
品等大量物资，支援红军作战。同年10月随
方面军主力向西转移入川。1933年2月起任
中共川陕省委委员，川陕省工农民主政府
财政委员会主席，省工农银行行长，红四方
面军总经理部部长兼兵工厂、造币厂厂长。
当时部队缺粮缺盐，郑义斋及时向方面军
总部提出了“开源节流”的方案，组织发展
苏区经济，保障红军供给。川陕革命根据地
建立以后，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突出成就，
作为川陕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工作主要领
导人的郑义斋，在发展苏区的经济建设中

做出了重要贡献，被同志们誉为“红色理财
专家”。1935年参加长征。

1936年6月任红四方面军总供给部部
长。同年10月随方面军总部西渡黄河，转
战甘肃省河西走廊，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
组织收购粮食，制作被服、弹药，供应部队
作战需要。1937年3月14日在赴西路军总
指挥部途中，于临泽康龙寺以南的石窝
被国民党军包围。为了不使携带的经费
落到敌人手里，郑义斋当机立断，命令战
士张开清带上黄金和银元冲出去，自己组
织掩护。在激战中，郑义斋壮烈牺牲，时年
36岁。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人民政府在高

台烈士陵园为西路军英勇牺牲的将士们建
立了纪念碑。徐向前元帅为碑文题词：“振
堂、海松、厚发、启华、义斋及西路军牺牲的
诸烈士们：你们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劳动
人民的利益坚韧不拔、自我牺牲精神和英
雄气概，是我军的无上光荣。”

饮水思源，不忘来路，郑义斋的革命人
生虽然很短，却给家乡后人留下了非常珍
贵的精神财富，他对革命满怀一腔似火的
热情和奋不顾身的信念，也在不断地激励
着家乡的父老乡亲。如今，许昌市烈士陵园
每年约有5万人次参观缅怀，已成为当地开
展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平台。

（据新华社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