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种”出好光景
“人和家顺百事兴 富贵平安福满堂”“新春福旺鸿运开 佳节吉祥如

意来”……正月初二，蔬菜大棚门口那一副副满载美好祝愿的春联和一对对
红彤彤的灯笼，让兴安盟突泉县赛银花现代农业生态园区沉浸在一片喜气
洋洋的气氛中。

卷帘增温、通风换水、洒水保湿……园区内338号蔬菜大棚里，忙乎了一
早晨的袁超正在搬运蔬菜装车。而立之年的袁超是突泉县六户镇太和村的
村民，别看年纪不大，却是有着多年种菜经验的“资深菜农”。

春节前后，菜价上涨，市场需求量大，为了让自家的韭菜能卖个好价钱，
袁超每天都要在大棚里忙活八九个小时。“我种的这一棚韭菜，正赶上蔬菜
销售的黄金期，年三十我都在大棚里‘伺候’它们。”

在袁超的精心打理下，韭菜长势十分喜人，再加上他种植蔬菜大棚多年
攒下的人脉，订单渐渐多起来。“自2018年10月接到第一笔订单以来，订单连
续不断。春节期间菜价高，地头收购价都在每斤2.3元以上，稳赚！”袁超脸上
露出了幸福的笑容。

说话间，园区另一头的50号草莓大棚门口的喇叭响了，45岁的种植户刘
国林知道又有游客上门采摘草莓了。

“这儿的草莓口感好，吃着甜，还不上农药，这草莓红彤彤的，也能增添
过年热闹的气氛，更寓意着新的一年能有个好运气。”手捧着“开门红”的张
昊是50号大棚的常客了，每年春节他都要带着家人一起来感受休闲采摘的
乐趣。

走进70余米长的草莓大棚，一大片绿油油的秧苗里点缀着一颗颗红宝
石般的草莓，十分惹人喜爱。刘国林告诉记者，2017年是他第一年种草莓，当
年他的纯收入就达到了5万元。自去年11月份草莓上市以来，一斤草莓最高
能卖到50元，现在已经是第三茬儿了，价钱仍然在35元左右，一直能卖到五
六月份。如今人们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高价草莓早已不再是“奢侈品”，成
了普通人家不可缺少的“年货”。

“春节期间，我们每天都要接待五六十人，一天的收入就能达到2000元
左右。”刘国林正说着，又有游客进来了。

不知不觉就到了下午5点，晚霞为大棚镶上金边儿。很多像袁超、刘国林
一样的种植户，在突泉县大大小小的园区引领下紧紧抓住机遇，在自家的大
棚里“种”出了好光景。据了解，2018年，突泉县投产的日光温室大棚共4136
栋，育苗达600万株，生产各类反季节蔬菜达4万余吨。

文·摄影/《内蒙古日报》记者 赵 弘

脱贫了，
好好过个年！

这个春节是刘占何老人最开心的一
个春节。2018年，他家脱贫了，是村里建档
立卡贫困户中最后一户脱贫的。

79岁的刘占何是呼和浩特市清水河县
宏河镇胶泥峁村的农民，丧失劳动能力多
年，老伴儿也已经77岁了，患有肺气肿，需
长期吃药，老两口生活拮据。2014年，他们
所在的胶泥峁村被县里识别为贫困村。
2015年底，刘占何家被识别为贫困户时，他
家的人均年收入仅为2320元。经过驻村工
作队3年多的积极帮扶，2018年9月，刘占何
家的人均年收入达到8540.5元，已脱贫，但
仍享受扶贫政策。

摘掉“贫困”的帽子，刘占何老两口别
提多高兴了。去年，他们搬出住了几十年
的山沟沟，易地搬迁到宏河镇爱心家园，
住上了干净明亮的房子，家里有卫生间，
装上了冲水马桶，不出屋就能上厕所，这
对于年事已高的老两口来说，真是太方便
了。

正月初一上午，记者来到刘占何家
时，他正盘腿坐在炕上看着电视里重播的
春节联欢晚会，老伴儿在后厨忙着炸油
糕。看到有人来，老人家热情地招呼记者
坐下，并把炕桌上放的瓜子、糖、柿饼子、
苹果、桔子等推到面前，他说，这些都是腊
月里老伴儿置办回来的年货，要在以前，
最多也就自己炒点儿瓜子，买点儿便宜的
糖果。今年，手里有点儿钱了，也想把年过
得热闹一些，还买了水果、鱼肉、蔬菜、罐
头等。刘占何说，这些是为孙子、外孙们准
备的。他们还买来红红的新年挂饰挂在窗
户上。“过年了，总得有个喜庆的样子
哇”，老人牙不多了，笑起来还是很萌。

紧接着，刘占何迫不及待地掰着手指
头给算了一笔账：2018年，他家通过产业扶
持托养奶牛一头，分红2000元，托养肉驴一
头，分红2000元，土地流转收入3900多元，
低保收入960元、养老保险4080元、农业三
项补贴将近1200元……所有收入加起来共
17000多元，政府还给老两口代缴了共520
元的农村合作医疗。老人很知足，他说，在
农村，这些收入老两口可以生活无忧了，
还能有点儿富余钱。

正说着，热气腾腾的炖猪骨头、油炸
糕端上桌了，大娘边拿碗筷边“数落”老
伴：“快别叨叨了，赶紧吃哇，逢人就算这
本账，不嫌麻烦？”“麻烦甚了？高兴哇！有
这好日子你不高兴？”刘占何又笑了。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刘志贤

黄河小渔村
“钓”起新生活

春节期间，养殖户吕建军每天都要到
鱼塘去转转。鱼塘已结冰，他在鱼塘边行
走，仔细观察鱼塘冰面的清洁度，有积雪、
尘土或垃圾就及时清除。

吕建军是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树林召
镇东海心村村民。他由于常年患有疾病，加
之与妻子离异，一直与14岁的女儿一起生
活，2015年被识别为贫困户。

2016年，吕建军看见村里兴起了养鱼
产业，他便在自家的盐碱地上挖鱼塘养鱼。

“刚开始养殖时最难熬，由于没有经验，也
掌握不好养鱼技术，第一年鱼死了一大
半。”吕建军说。

2018年，村里的养鱼协会对吕建军进
行了技术指导，帮扶单位还帮他联系销路，
他养的5000斤鱼全部售出。“去年，我卖鱼
挣了两万多元，摆脱了贫困。”吕建军说。

东海心村北临黄河，属于沿河渗漏区，
当地耕地盐碱化严重，曾是一个偏僻的贫
困村。20世纪80年代开始，东海心村村民试
着引进黄河水，利用盐碱地和荒滩发展淡
水养鱼，养出的黄河鱼因肉嫩、味鲜、无污
染而享誉周边。

经过30多年的发展，昔日贫困村已成
为黄河上的一个以养殖鱼为主产业的渔
村。

东海心村总耕地面积2.8万亩，其中鱼
塘面积2100亩，现有养鱼户79户，养殖品种
主要有鲤鱼、鲢鱼、鳙鱼、草鱼、鲫鱼，年产
鲜鱼200万斤。

东海心村村主任高瑞平说：“现在利用
盐碱地养鱼，一亩鱼塘能收2000斤鱼，1斤
鱼三四元，一亩鱼塘收入最少5000元。养鱼
已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重要产业。”

村民不仅养鱼卖鱼，有一部分村民还
依托当地的养鱼产业开餐饮店，办休闲垂
钓中心，将养鱼产业与旅游产业结合，建成
了集养殖、餐饮、休闲、观光为一体的综合
旅游区，年均接待20多万人次。

去年，高瑞平将1个8亩的鱼塘改造成
垂钓鱼塘，在鱼塘上架桥，可以同时容纳
140人进行垂钓。“周边城市的垂钓爱好者，
每年夏天到这里垂钓。”高瑞平说。

近年来，还有村民创新养殖方式，养虾
和蟹，将养殖品种增多。“3月，土地解冻，我
们就要开始清理鱼塘淤泥，4月时下鱼苗，
再试着放一些新的品种，争取9月份时收获
更多的鱼。”吕建军说。

文/新华社记者 丁 铭 魏婧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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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除夕夜没能跟家里人在一起
过，但是有句话：岁月静好，总得有人负重
前行。能帮助患者减轻病痛，我觉得十分
欣慰。”2月11日，孙剑笑着对记者说。2月4
日除夕夜，包头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急诊
科医生孙剑依旧坚守在岗位上，这是他工
作15年来第六次在除夕夜放弃了和家人
团聚的时间，在工作岗位上守岁迎新，用
爱守护生命。

除夕当日22时，包医二附院急诊科大
厅内继续着一天的忙碌，有输液吸氧的老

人，有接受包扎的患者，还有醉酒后神志
不清的男士。步履匆匆的医护人员穿梭于
患者间，有条不紊地进行分诊、检查、治
疗。

已过而立之年的急诊科医师孙剑的
一天总是在“忙碌”中开始，在“疲惫”中结
束。争分夺秒成了他工作的常态。当日23
时左右，孙剑接到120指挥中心的通知，去
包头市青山区接诊一位有慢性支气管炎
病史、心脏不太好的老大爷。老人因为着
急回家过年，治疗不太彻底，三十儿晚上

又比较高兴，突发疾病，紧急接到医院处
理，最终转危为安。

除夕夜，值班的孙剑吃了一顿食堂准
备的饺子，就立即打起十二分精神，进行
会诊。

据了解，当晚和孙剑一起坚守在岗位
上的还有急诊科的其他医生、护士，从交
接班开始，他们身边始终围满了病人，最
忙的时候连走路都是小跑。

29岁的急诊科住院医师张敏，家住呼
和浩特市，春节期间一直坚守在工作岗位

上。她感慨地对记者说，急诊科除夕夜一
直都挺忙的，至少一晚上得看护30多个病
人。虽然她也很想与家人团聚，但看到病
人转危为安也很开心，觉得自己的付出还
是值得的。

据了解，过年期间急诊科是最忙的科
室，一晚上出诊五六趟，所有的病人来看
病也都要先去急诊科。包医二附院急诊科
现有16名医师、20多名护士，一次夜班至
少要上14个小时，他们尽忠职守，用爱守
护患者的生命。 文/本报记者 杨晓红

急诊室里的除夕夜

开门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