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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夜里9点多
钟，正在一家饭馆与朋友聚
餐的刘海军听到服务员惊
呼：“有人晕倒了。”他立即放
下手中的碗筷跑到出事包
间，见一群人正围着一个倒
地的人慌张地讨论急救措施。
他立即上前说：“我是蓝天医
疗救援队的医生，大家让开
让我来。”经过检查，他发现这
个人是心梗，立即为其服药，
并拨打了急救电话。不一会，
患者慢慢苏醒，刘海军又与
随后赶到的120急救车一起
将患者送到医院继续治疗。

刘海军是乌海市妇儿

医疗预防保健中心的一名医
生，也是乌海市蓝天医疗救
援协会会长。他十分热心公
益活动，在活动中他发现人
们普遍缺乏急救技能，便在
2015年成立了乌海市唯一
一支专业医疗志愿者救援团
队，也是中国西部第一支民
间医疗志愿者救援队———乌
海市蓝天医疗救援协会。协
会会员目前已发展到3200多
名，主要来自乌海市各家医
疗机构以及经过专业救助技
能培训的各界爱心人士。

为了传授急救技能，刘
海军等专业技能人员通过开

展社会培训，让更多人认识了
心肺复苏，掌握了心肺复苏技
能，成为这座城市的生命守护
者。截至目前救援队累计公益
急救培训140多场，开展公益
活动98场，培训人员5万多人，
通过公益急救普及活动已经
挽救10名患者的生命。

1月13日是农历腊八，
当天，乌海市蓝天医疗救援
协会组织开展了浓情腊八
送暖活动。寒冬中的环卫工
人、执勤交警、医务工作者、
公交车司机、文明交通志愿
者，以及敬老院中的老人在
当天得到了一份充满爱心

暖意融融的腊八粥。
退伍军人乔高磊组建了

爱心协会，3000名会员已累
计开展爱心活动200余次，与
168名贫困孩子结成帮扶对
子。海勃湾区海馨社区七旬
老人肖挺喜自发组织12名

“五老骨干”成立了创城志愿
服务队。他们不仅时时向居
民宣传创城，号召大家为建
设美丽家园多做奉献，还经
常开展小区环境治理、化解

邻里矛盾纠纷，防火防盗、反
邪教、交通安全法规教育宣
传等义务活动。为宣传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他们的足
迹遍及社区的各个角落，被
居民亲切地称为“社区里的
啄木鸟”。

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过
程中，乌海市“先做文明人，再
创文明城”，努力通过宣传身
边好人，提升整个社会的素
质。据统计，截至目前，全市已

注册志愿者约11万人，志愿
者注册人数占全市常住人口
比例近20%。这些社会志愿者
中，涌现出全国道德模范提
名奖2人，自治区道德模范15
人，乌海市道德模范29人。有9
人上榜中国好人榜，69人上
榜内蒙古好人榜，93人上榜
乌海好人榜。市民深有感触
地说：“言传不及身教，这些好
人都是我们身边的人，他们
的事迹让我们可感可学。”

乌鲁木齐市烈士陵园
里松柏林立，肃穆安静，彭仁
发烈士墓就位于此处。虽不
显眼，但烈士墓前时常有群
众驻足停留，表达对先烈的
缅怀与敬仰。

彭仁发，原名彭德仁，
江西赣州人，出身贫寒。1930
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不久
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曾在红
军中先后担任战士、警卫员
和团、师特派员，先后参加过
五次反围剿斗争和举世瞩目
的两万五千里长征，并随红
军长征到达陕北。抗日战争

全面爆发后，被选送到延安
摩托学校进行学习。

1937年12月，彭仁发被
党中央派到新疆学习航空技
术。1938年3月，进入新疆边
防督办公署航空队机械班学
习。在新疆学习期间，彭仁发
以爬雪山过草地的革命精神
来克服文化程度低等困难，
不仅在上课、自习时间学习，
就连课外活动时间也用来学
习，晚上睡在被窝里甚至还
打着手电筒看书。节假日，他
和战友们经常到野外学习，
一学就是一天。

靠着努力，彭仁发很快
攻下了《飞行原理》《外场维
护》《内场修理》等航空基础
理论课程，基本掌握了教学
大纲规定的航空知识和技
术，并且理论联系实际，抓紧
一切时间学习实际操作技
术，门门考试都在4分以上
（满分为5分）。

彭仁发经常和在新疆学
习的战友们相互鼓励，他曾
对战友说：“我们是共产党员，
是来学习技术的，一定不能
辜负组织的重托，学好技术，
将来建立我们自己的空军。”

1939年11月，彭仁发以
优异成绩毕业，被授予少尉
军衔。之后，他遵照党组织安
排，继续留在新疆边防督办
公署航空队实习，并担任机
械师。

1940年2月，在一次飞行
训练中，由于天气冷，飞机发
动机发动不了，彭仁发主动上
前去发动，因螺旋桨突然转动
而受重伤，不幸因公殉职。

据乌鲁木齐市烈士陵园

介绍，目前该烈士陵园共安葬
烈士93位，其中陈潭秋、毛泽
民、林基路、彭仁发等10名烈
士的遗骨于1956年建园之初
迁入陵园，但彭仁发是10名烈
士中唯一出生年月不详的，且
陵园始终联系不到其亲属。

“每逢清明节，许多单位
和学校就会前来参观学习，
同时，为方便老百姓深入了
解烈士们的先进事迹，我们
也会以巡展的方式把烈士们

的资料展板带到各个单位。”
乌鲁木齐市烈士陵园宣教科
科长葛敏说，学习烈士的先
进事迹、精神，除了有助于加
强群众对历史的了解，更能
以烈士们的鲜活事迹感染大
家，“彭仁发烈士凭着自己坚
定的理想信念，勇于突破重
重困难，去学习航空知识甚
至牺牲自我，这种坚持不懈
的精神值得每个人学习。”

（据新华社报道）

人人争献一点爱 美丽乌海更精彩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于海东

冬日时节，赤峰市喀喇
沁旗锦山镇传出喜讯：锦山
镇在脱贫攻坚工作中，通过
自主发展产业、龙头企业带
动、网格化管理、解决就业
等方式，已将1526贫困人口
脱贫1372人，贫困发生率由
8.1%降为0.78%。

发展产业 为扶贫工

作增添活力

46岁的张宗生是锦山
镇贵宝沟村一名贫困户，长
期在外打工种植色素万寿
菊的他，通过学到的技术和
经验，利用8000元产业周转
金自己“创业”，建起了2个
冷棚种万寿菊，经过一年的
辛勤劳作，赚了2万多。

锦山镇在脱贫攻坚工作
中，坚持“产业带动脱贫”的发
展思路，实行“一户一策，一人
一法”，积极鼓励贫困户自主
发展产业，走产业脱贫之路，

确保扶贫工作重实效、利长
远。2017年给予每人7000元
的产业发展周转金，2018年继
续鼓励产业发展，给予每人
4000元的产业巩固资金。并对
有借贷能力的贫困户实施扶
贫贴息贷款。2017年全镇自主
发展产业贫困人口1402人，兑
现产业发展金478.38万元。全
镇设施农业达5000亩，逐步形
成了田营子村、瓦房地村、闫
家地村等地的林果产业带和
上湾子村、西荒村、西沟村、全
太村、驼店村等地的中药材、
硬果番茄产业带。

以强带贫 为扶贫工

作凝聚外力

锦山镇上湾子村通过
能人大户“集中联建”的方
式，带动贫困户发展冷棚50
亩；赤峰淇艺机械有限责任
公司与贫困户共同合作，组
建了中药材收割服务队，实

施机器统一管理、作业统一
安排、利润统一分配“三统
一”的方式，解决了59户147
口人的脱贫问题；龙山专业
合作社，通过土地入股或雇
佣产业工人等方式，让15名
贫困户当上了产业工人……

以强带贫是锦山镇扶贫
工作的又一项重要举措。近
年来，锦山镇积极动员能人
大户、合作社、公司主动支持
参与扶贫工作，充分发挥他们
的资金优势、技术优势、资源
优势，为贫困户提供技术、岗
位、资金等方面支持，实现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良性互
动发展。目前，全镇已有能人
大户、种养殖合作社、企业公
司等10余家积极与贫困户对
接，带动贫困户345户、715人。

网格管理 为扶贫工

作汇聚合力

锦山镇在脱贫攻坚工

作中，通过村组划片网格化
管理，进一步压实扶贫工作
队的工作责任。

在对全镇13个村划64
个网格的管理中，锦山镇组
织机关党员干部、村干部、
小组长、党员、人大代表256
人通过网格化管理直接参
与脱贫攻坚工作。这些工作
人员负责网格内所有百姓
的产业发展、饮水住房、健
康教育、环境卫生、政策宣
传、信访维稳等工作。此外，
锦山镇还制定下发了《锦山
镇脱贫攻坚网格化管理实
施方案》，明确了责任、要求
和工作方法。在村、组设立
扶贫专人，列出包村领导责
任、网格长管理责任、网格

员包户责任、第一书记帮扶
责任、村支书直接责任5张

“责任清单”，建立起全覆盖
立体式的责任体系。

安排就业 为扶贫工

作激发动力

“贫困户大多文化程度
低、没有一技之长，缺乏走
出去的能力和视野，这既是
致贫原因，又是就业短板。”
锦山镇党委副书记郭亚军
说，在分析了贫困的原因
后，我们根据这一问题，制
定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法。

在工作中，扶贫人员根
据贫困人口的实际情况和
城市发展的需要，整合各类

培训资源，大力开展免费职
业培训，着力解决普通高校
毕业生、农村富余劳动力、
零就业家庭3个重点群体就
业问题，使贫困户能够就近
就地就业、有序转移就业。
日前，锦山镇分类分批组织
种植、养殖、电焊、瓦工、钳
工等各类培训班20余次，培
训技术人员800余人次，逐
步实现了农村贫困人口从

“卖苦力打工”到“凭技能吃
饭”的转变。通过安排就业、
劳务输出等方式安置农村
富余劳动力400余人次。开
发政策宣传员、河道管理
员、环境保洁员、民政协理
员、护林员等公益性岗位，
安排贫困人口204个。

锦山镇打赢了脱贫攻坚战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梁 亮

彭仁发：勇于为航空事业奋斗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