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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贫困户都脱贫了，咱们就回家！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郭洪申 实习记者 郭晓玲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冬日的夜晚，月光洒满
整个村庄，通辽市科左后旗
双胜镇二道壕村一片静谧
安详。驻村工作队队长董立
刚结束了一天的忙碌，像往
常一样拿起儿子的脏衣服
泡在水盆里，边洗边说：“儿
子，抓紧时间写作业，过两
天送你回通辽过年……”

爷俩儿夜晚的生活就
在父亲对儿子的絮叨中度
过。如今二道壕村的村民
早已把这对父子当成了村
里人，提起董立刚，村民都
知道：“就是带着孩子来驻
村扶贫的董队长！”

董立刚是通辽市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一名干
部，儿子董清原来在通辽市
实验小学读书，董立刚长期
驻村，董清因为想念爸爸经
常“上火”，董立刚每次答应
儿子回家看他总是兑现不
了，董清等不来爸爸就自己
坐火车去科左后旗找爸爸。
董立刚深知小学六年级的
孩子，需要父亲的陪伴和教
育，但在轰轰烈烈的脱贫攻
坚工作中，一面是驻村2000
多名群众的殷切期盼；一面
是需要照顾的儿子，作为一

个负责的男人，他只有把两
方面的责任一起扛在肩上。
于是，他将儿子转学到科左
后旗双胜镇向阳中心校，把
父子相隔的距离缩短了，但
是他工作起来没有双休日，
不分白天黑夜，所以他让儿
子住校，周末把儿子接到身
边，晚上给儿子洗涮，与儿
子沟通交流，这也是父子俩
每周最幸福的时光。

生活中董立刚既当爹
又当妈，工作中董立刚对待
贫困群众更是胜似亲人。

他自掏腰包给贫困户
交保险、垫医疗费、送慰问
金，联系企业捐助米、面、
衣物……董立刚用实际行
动温暖着每一个贫困户。

“在我心里，已经把董
叔叔当成亲人了。”受董
立刚帮助的范金磊小朋友
的姐姐感激地说。

范金磊的妈妈是盲人
并且患有胃癌，在董立刚
入户时发现，不到2周岁的
范金磊坐卧达不到同龄孩
子的水平，最后经过医院
确诊为脑瘫患儿，需要及
早做康复治疗，但每天300
元的康复治疗费，成了这

个家庭的天大难题。
“你们放心，孩子的事

我想办法！”董立刚撂下这
句话，没多久，就帮范金磊
申请到了“脑瘫肢残儿童
康复七彩梦”6个月的免费
救助项目，接着又忙前忙
后帮小金磊办理住院、检
查，安顿好后他买了一些
生活用品，又拿出300元钱
交到范金磊妈妈手里，“嫂
子，安心给孩子看病，有事
给我打电话。”

2018年9月，董立刚又
继续帮小金磊申请了8个
月的免费康复治疗。“我有
时间回通辽就去康复中心
看看这孩子，现在这孩子
康复效果很好，这下我就
放心了。”董立刚说。

全村80户贫困户他挨
家挨户跑了多少遍已经说
不清，凡是建档立卡户，家
住哪趟街、家里几口人、生
活怎么样、收入靠什么、困
难在哪里，说起来他都如
数家珍。

二道壕村人多地少，村
集体经济滞后，董立刚与工
作队的同志，一边学习上级
扶贫政策，一边瞄准问题想

对策、找出路。为推动产业
扶贫，他带着村“两委”班子
到赤峰市喀喇沁旗牛家营
子镇药材种植基地参观，一
路走一路讨论：“和人家相
比，我们的差距在哪里，二
道壕村下一步怎么办？”

通过调研分析，一个有
关产业扶贫的新思路在董
立刚的脑海里逐渐清晰起
来：一是二道壕村养牛户
多，走“合作社+农户”的路
子，既能扩大养殖规模，又
能让贫困户通过入股分红
的方式受益；二是发展养牛
需要大量的饲料，办饲料加
工厂是发展村集体经济一
条切实可行的路子，既能解
决饲料供应问题，又能实现
集体增收；三是各家各户庭
院较大，利用起来搞药材、
蔬菜种植，发展“一村一品”
前景看好。

有了思路就开始行动。
董立刚努力争取项目追加

资金15万元，帮助村里启动
饲料厂建设，又通过原单位
协调企业出资5万元，解决
了上电问题。现在，这家村
办的饲料厂已投产试运营，
这是二道壕村有史以来建
起的第一家村集体企业，尽
管刚刚组建，却让贫困群众
脱贫致富有了奔头。

通过引导农户在自家
庭院种植沙参、桔梗等中
药材，全村共盘活土地近
100多亩，实现户均增收近
1000元。另外，还成功引进
了喀喇沁旗牛家营子镇药
材种植项目，组织群众一
次落实地块300多亩。

为了有效利用扶贫资
金，帮助贫困户发展养殖
项目，董立刚一连几天

“泡”在合作社里。最后确
定以扶贫资金入股和“村
集体+合作社+贫困户”的
形式，三方签订托管养殖
协议，由合作社每年给贫

困户定期分红1500元。目
前，该村已有62户贫困户
入股到合作社。

今年57岁的杜金龙，
是村里建档立卡重点扶贫
对象，因患脑血栓而丧失
劳动能力多年。在董立刚
的积极协调和帮助下，杜
金龙不仅通过政策扶持入
股从科尔沁牛业得到养殖
分红资金5000元，还从合
作社领到了1500元的利润
分红，一家人的生活得到
了极大改善。

让产业发展的“红利”
惠及所有贫困群众，是董
立刚的最大愿望。如今，二
道壕村已有68户贫困户实
现了进入产业链增收，为
打赢脱贫攻坚战奠定了坚
实基础。

夜幕中，儿子问：“爸
爸，咱们得啥时候能回家
啊？”“等贫困户都脱贫了，
咱们就回去了！”董立刚说。

一搭手就知道，这是
一个敢作敢为、生命里镌
满风霜的硬角色。瞧，粗硬
的手指铁铸一般。

可不，鲍新民的前半生，
一直与硬撅撅的石头打交
道。1992年他当选村委会主
任时，村里的“石头经济”正
火：村边山坡上一天到晚炮声

“隆隆”，漫天的粉尘让街巷、
房舍像披上了一袭轻纱……

尽管“卖石头”给村民带
来了可观的收入———每年村
里有300多万元纯利润，名列

浙江省安吉县各村之首。可
是，鲍新民的心却在滴血：青
山不见了，绿水不见了，就连
村头那棵屹立了近千年的银
杏树也不结果了。更糟的是，
先后有5名矿工遇难……

再 也 不 能 这 么 活 ！
2003年夏，村领导班子果
断做出一项决定：关停矿
山，让山川大地喘口气。

这一下可捅了马蜂窝：
村集体收入一下子骤降至
20万元。许多村民依靠矿山
生活，没了饭碗能不急头白

脸？“走，找鲍新民去！”
山里人，脾气犟，鲍新

民没有退缩。
2005年8月15日，时任浙

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到余
村调研，听了村党支部书记鲍
新民的汇报后，高兴地说，下
决心停掉一些矿山，这是高明
之举。熊掌和鱼不可兼得的时
候，要知道放弃，一定不要再
去迷恋过去那种发展模式，其
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牢记习近平同志的嘱
托，鲍新民带领余村人开

始了探索，奏出了悦耳的
“绿色变奏曲”：对全村生
态进行了大修复，办起了
农家乐、推出漂流项目、发
展观光农业……

时隔13年，记者走进
余村，但见翠竹绿林连绵
起伏，穿村而过的小溪碧
水汤汤。村中心道路上，时
不时穿梭着杭州、上海、苏
州等地牌照的旅游大巴。

如今的余村，村强、民富、
景美、人和，成为践行“两
山”理念的生动典型。

鲍新民告诉记者：“去
年，全村人均收入超过了4万
元，大部分人家买了小轿车。”

2011年，连续担任两届
村支部书记的鲍新民从岗位
上退了下来。但是，他哪能闲
着呀———当起了村务监督
员。对他，这个职务可不是个

摆设：村里的发展思路有不
合理地方他会犯颜直谏，游
客乱扔垃圾、哪家农家乐偷
排污水，他会上前理论……

安吉多竹，说起竹子，
当地人爱这样形容：“山间
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
可提起鲍新民，村民们说：

“老鲍啊，是棵实心竹。无
论做人还是做事，实诚！”

（据《人民日报》）

在湖南省新田县新圩镇
高山村，一栋有着民国时期
建筑风格的房子格外引人注
目。一代英烈郑作民在这里
出生、成长，走向忠烈报国之
路。作为烈士事迹的载体，郑
作民故居在2012年开始修缮
后，不断有人前来参观、凭吊。

郑作民，别名振华、文
贝、治新，1902年生于湖南

省新田县。自幼家境贫寒，
靠父亲抬轿、挑煤炭、打短
工挣钱供读私塾、初小、高
小，一直到甲种师范。

1924年，郑作民考入黄
埔军校第1期。历任排长、连
长、营长、团长、旅长等职。抗
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任国民
革命军第2军第9师代理副师
长。1938年晋升为师长。

1939年郑作民升任第2
军副军长兼9师师长。先后
参加淞沪会战、徐州突围战
等战役。

1940年1月，为配合杜聿
明的第5军向日军强攻，收复
昆仑关，郑作民奉命率部驰援
南宁。所部到达广西昆仑关
后，立即投入战斗，在其他部
队的协助下，收复了昆仑关。

1940年2月22日，日军凭
借空中优势，攻占宾阳，严重
威胁昆仑关。3月3日，郑作民
所部奉命撤退。他指挥部队对
日军发起佯攻，以掩护部队转
移，行至广西上林县时遭到日
军战机轮番袭击。郑作民被炸

弹击中牺牲，时年38岁。
郑作民牺牲后，中共中

央在延安召开有党、政、军、
民参加的追悼大会，毛泽
东、周恩来、朱德分别题写
挽词：“尽忠报国”“为国捐
躯”“取义成仁”。

英烈已逝，浩气长存。
如今，作为国家级贫困县，
郑作民的家乡新田县正举
全县之力，聚全民之智，坚
持把发展产业作为实现脱
贫的根本之策，确保打赢脱
贫攻坚战。（据新华社报道）

“老鲍啊，是棵实心竹”

尽忠报国抗日捐躯的英雄———郑作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