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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春节，赤峰市喀喇沁旗西桥镇雷
营子村洋溢着喜庆的气息，一栋栋美观别
致、古色古香的新房子建在群山脚下，大红
灯笼挂满了每个农家院，备年货，购新衣，
换新车，村民们忙得不亦乐乎。如今，这个
曾经在全旗出了名的贫困村焕发出了勃勃
生机，这种状况的改变，得益于自治区一系
列扶贫政策的实施。

过去，雷营子村村民一年忙到头，人均
年收入不过三四千元。四面环绕的大山阻
挡了村民致富的脚步。2014年，村党支部大
胆提出了发展乡村休闲旅游产业的思路，
以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民，
制定了以农促旅、以旅带农的发展路线，全
面发展乡村旅游产业。全体村民入股，全部
投入乡村旅游业，形成了“遗迹考察+乡村
休闲+森林养生+观光度假”于一体的乡村
旅游产业链条。村民人均年收入也从过去
的三四千元增到一万三千元左右。

2018年，我区全年实现减贫23.5万人，
10个国贫旗县、13个区贫旗县摘帽，贫困发
生率下降到1.06%。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打好精准
脱贫攻坚战。今年是实现脱贫攻坚目标的
关键一年，我们必须一鼓作气，精准推进，
确保减贫14万人以上，贫困嘎查村全部退
出，20个国贫旗县全部摘帽。认真落实中央
扶贫专项巡视反馈意见，聚焦深度贫困地
区、特殊贫困群体，着力解决“两不愁、三保
障”面临的突出问题。深入实施产业、就业、
生态、教育、健康、社会保障等扶贫。

两会期间，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聚焦
脱贫攻坚，就如何打好脱贫攻坚战，大力发
展产业扶贫、金融扶贫、社会扶贫、教育扶
贫等方面，积极建言献策。

赵子夫代表：利用大数据精准扶贫

“随着我区脱贫攻坚战向纵深推进，脱
贫政策日益完善，体制机制更加顺畅，扶持
力度前所未有。那么，精准识别致贫原因就
是打通脱贫工作最后一公里的关键。”人大
代表、内蒙古伊利集团乳业技术研究院对
外项目部科学研究经理赵子夫坦言，政府
应建立精准扶贫大数据平台，瞄准细节，将
贫困人口、贫困程度、致贫原因搞清楚，对
于因重大疾病、无劳动力等不可抗因素致
贫的贫困户，要舍得投入资金，用足政策，
帮助其改善生活；对于因懒惰、认识不足、
思想落后等原因致贫的贫困户，要改变其
观念，教给其技术、指明路子，鼓励他们通
过勤劳双手摆脱贫困。

多年来，在精准扶贫领域，伊利探索出
一条“立足产业、立体扶贫、精准担当”的模
式。精准关注婴幼儿、孤残、老人等特殊群
体；精准探索健康扶贫与教育扶贫、产业扶
贫等相结合的专业扶贫机制，持续帮助扶
贫对象稳定脱贫。在技术服务方面，自2010
年伊利奶牛学校成立以来，先后邀请了百
余位世界顶尖行业专家，进行培训和讲座；
通过开办网络课程，为奶农传授奶牛养殖
技术。特别是2016年以来，伊利进一步强化
奶牛学校微课堂的搭建，帮助奶农将奶牛
日单产从2016年的25.89公斤提升到2018

年的27.93公斤，每公斤牛奶养殖成本从
3.58元降到3.18元，“一升一降”，帮助奶农
增收了30多亿元。截至目前，伊利带动500
万养殖从业者走上了脱贫致富的道路。

赵子夫认为，政府可以通过大数据平
台，对扶贫人口进行实名制管理，对他们的
信息进行真实采集，并与扶贫办、人社局、
车管所、税务局、银行等部门实现资源共
享，保证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的真实准确。与
此同时，通过入户核查贫困人口、临界贫困
人口户籍变更、收支变化等情况，对数据进
行补充、调整，解决贫困户信息过时、遗漏、
重复、误差率大等问题，提高扶贫工作的针
对性和有效性，确保精准施策，同时也为贫
困退出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唐嘉利委员：帮贫困户就地就近就业

“脱贫攻坚，应该立足于群众的实际情
况，满足群众的发展需求。实施有效的帮扶
手段，为老百姓提供在家门口就业的机会，
拉近贫困户与就业市场之间的距离，为贫
困户创造就业顾家两不误的条件。”政协委
员、锡林郭勒盟工商联副主席唐嘉利说，在
家门口就业，在扶贫工作中有着重要意义，
充分考虑贫困群众“离土不离乡、就业不离
家”的愿望，为贫困户建立自主经营、带动
经营、合作经营，让贫困户和企业有利益联
结机制，更加准确地推动扶贫户就近转移
就业。

唐嘉利认为，在扶贫过程中，要将大产
业园区、农村合作组织及龙头企业打造成
就业扶贫基地，来吸纳贫困劳动力就业。鼓
励中介机构转移安置精准扶贫户就业，让
贫困户真正动起来。对于不同的贫困地区
和人口，要因贫困原因施策，因地因人施
策，在细节上下功夫，让扶贫措施更接地
气。在脱贫攻坚中，作为一种扶贫新方式，
让群众在家门口就业可谓一举两得。家门
口就业，交通成本小、生活成本低，人们生
活质量越高，幸福感就越强。随着各地经济
快速发展，给贫困户提供就业的机会越来
越多，现如今许多企业愈发重视筑巢引凤，
用工环境的逐步改善，外出打工的优势已
经不再明显，对贫困户来说，与其四处闯
荡，不如把握在家门口的工作机会，踏踏实
实就业。

他建议，倡导贫困户家门口就业，要通
过政策引导拉动当地企业发展，从而增加
家门口就业机会。同时要立足贫困人口就
业实际，探索就业新思路、新途径、新模式，
推动贫困人口就地就近就业。另外，在贫困
人群中，针对无法离乡、无业可扶、无力脱
贫的贫困劳动力，要灵活运用政策，开发适
合他们的劳动保障和岗位，从而实现脱贫。

张军代表：依托优势资源助推脱贫致

富

“巴彦敖包嘎查先后成立了6个专业合

作社，覆盖了全嘎查所有农牧户，户户都是
合作社成员，人人都是合作社受益者。2010
年，全嘎查1031人，人均年收入不到2000
元。经过8年的发展，如今人均收入已经达
到2万元，8年间翻了10倍。”人大代表、兴安
盟科右中旗额木庭高勒苏木巴彦敖包嘎查
党支部书记张军自豪地说，随着基础设施
的不断完善和集体经济的日益发展壮大，

“旅游+扶贫”的发展道路让巴彦敖包嘎查
村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2010年，张军带领班子成员成立合作
社，进行土地流转，搞土地集中连片经营，
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业。不仅建起了数百亩
的薰衣草花田、水稻观光长廊、采摘园、垂
钓园，还成立了巴彦敖包生态旅游度假村，
形成集农业种植、采摘、观光、娱乐、休闲等
为特色的发展模式。通过发展旅游产业，巴
彦敖包嘎查村貌焕然一新，嘎查的30户贫
困户、78人在2017年全部实现脱贫，集体经
济经营性纯收入达到80万元。2018年，巴彦
敖包嘎查又利用冬季雪期较长的特点搞起
了冬季旅游，建起了冰雕、冰屋、滑雪场，截
至目前已经吸引了游客近10万人次。

张军认为，依托本土自然资源优势和
地理条件，深耕旅游产业，是脱贫富民的重
要途径。旅游产业的兴旺也会带来更多就
业创业的机会，提高农牧民的参与热情。例
如，土地流转后，富余的劳动力通过职业培
训又可以充实到不同岗位，诸如景区管理
人员、清洁工、讲解员，让村民在村里轻松
实现就业。同时，随着旅游人数的增加，还
会带动周边民宿、农家乐、KTV等相关的
配套休闲场所发展，真正实现多渠道创收，
增强城乡居民的自我“造血”功能。

乌兰巴特尔委员：教育扶贫从娃娃抓

起

“在精准扶贫工作中，要重视教育扶
贫，必须从娃娃抓起，努力增强贫困地区学
生的内生动力，增加贫困学生接受优质高
等教育的机会。”政协委员、赤峰市蒙古族
中学地理教师乌兰巴特尔说。

乌兰巴特尔认为，贫困地区多数地处
偏僻，自然环境恶劣，因此，教育问题令人
担忧。如今，贫困地区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家
庭经济实力单薄、家长思想观念落后、“等
靠要”思想严重、学校整体办学水平低等，
受这些问题的影响，孩子们输在了起跑线
上。

乌兰巴特尔建议，政府应在贫困地区
提供高质量的儿童发展服务，从源头上阻
断贫困的代际传递，加大贫困地区财政资
金投入扶持力度，加强扶贫资金监管，建立
稳定的少数民族教育投入保障机制，在资
金、项目、人力、物力等方面给予大力倾斜，
逐步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扶持少数民
族特色品牌产品，开拓市场，吸纳农民工返
乡就业，改善留守儿童的监护状况。建立社
会激励机制，让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孩子
享受丰富优质的教育资源。同时，激发孩子
们积极向上的内生动力，提高教育扶贫质
量，实现长期、持续、稳定、彻底的脱贫目
标。

民生一问：如何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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