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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7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新春走基层

“李雪琴，你好，我现在
在布拉格喂鸽子！”2月19日
下午，在鄂尔多斯市伊金霍
洛旗红庆河镇巴音布拉格
村，网友@齐齐一本正经地
拍了一个搞笑短视频到抖
音平台。“在某地喂鸽子”曾
是梁朝伟的梗，如今成了每
一个来伊金霍洛旗巴音布
拉格村旅游的游客口头禅。

2018年，巴音布拉格村
花大力气发展村集体经济，
不仅建起了宴会厅，办起了
芨芨草扫帚厂，还成立了布
拉鸽养殖场，仅春节期间，

肉鸽销量就突破8000只，收
入达14万元。一时之间，这
个常住人口不到700人的小
村落名声大噪，来这里买布

拉鸽的人越来越多。
走进布拉鸽养殖基地

的大门，老远就听到成群的
鸽子“咕咕”的叫声。“别看

鸽子小，浑身都是宝，也为
村集体带来了财富哩！”巴
音布拉格村年仅34岁的村
支书杨超君对记者说。事实
上，布拉鸽养殖场最初是由
杨超君自掏腰包筹建的，直
到有了效益，他才交由村集
体名下，还将一部分收入分
配给村里7个贫困户作为生
活补贴。有人说他傻气，杨
超君却笑了笑说：“我从小
在农村长大，大学的专业是

农业经济管理，能够学以致
用，为家乡的父老乡亲出一
份力感觉特别有成就感。而
且当下很多农村劳动力短
缺，养鸽子是最适合不过
的项目，首先劳动力投入
少，其次投入资金小，种鸽
32天孵化一次，效益非常
可观。”

杨超君给记者算了一
笔账，养殖场目前有鸽子1.2
万羽，每月按100对种鸽正

常产仔220只计算，一年的
净利润就是18340元，600对
种鸽年利润就是110040元。
达到规模养殖后，至少可以
解决村内10人左右的就业
问题，实现年利润50万元以
上。杨超君还计划将养殖场
改为种鸽繁育场，向周边的
农村牧区推广种鸽养殖项
目，以第三产业发展为切入
点，通过产业反哺，带动更
多的农牧民增收致富。

2018年12月初，记者来
到乌兰察布市卓资县大榆
树乡羊圈湾村幸福院，几个
老人正在干净整洁的大院
里晒太阳聊天，73岁的贫困
户白林娥热情邀请记者到
她家作客。老人住在30平米
的屋子内，虽然不太宽敞，
但收拾得干干净净。

“政府把我们从山沟里
搬出来，免费给房子，还处处
给予生活上的照顾。因为住
这儿的都是老年人，经常聚
在一起聊聊天、散散步，真挺
舒心的。现在去城里跟儿女
住几天还不习惯了，就想这
幸福院。”白林娥笑着说。

就在同一天，卓资县政
府所在地卓资山镇福源小
区一个名叫“巧手手扶贫车

间”里，十几个易地搬迁户
也正谈笑风生地缝制着皮
酒壶。墙边摆放着已经缝制
好并装了酒的成品，精致而
富有民族特色。68岁的孟二
女和记者攀谈起来，她和老
伴是建档立卡贫困户，原来
居住在旗下营镇红召乡东
风村小坝子自然村。今年6
月，老两口响应易地搬迁政
策搬到了福源小区。

“原来的老房子是土坯
房，30多年了烂得快住不了
人了。夏天下雨发山水，经常
淹了院子。这个楼房我们只
花了1万块钱，又干净又暖和。
住在这儿看个病也方便，以
前来趟县城，咋也得三四个
小时。我们俩都有低保，靠这
个生活就不愁了。没事我们

来车间干点儿活，挣几个零
花钱。”孟二女笑呵呵地说。

卓资县发改局副局长
王守国介绍说，“十三五”时
期，卓资县将搬迁4649户
12125人，其中建档立卡贫
困人口2738户6546人。计划
通过小城镇和建设移民新
村集中安置4226户11396
人，采取回购幸福院的安置
方式分散安置423户729人。
截至2017年12月底，累计完
成安置任务2254户4348人，
其中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1438户2989人。通过易地搬
迁累计脱贫2808人。

王守国说，为了实现
“搬得出，稳得住，能脱贫，
可致富”的工作目标，卓资
县目前主要采取4种后续产

业扶持方式：“巧手手扶贫车
间”安置152名贫困户；社会
保障兜底（针对无劳动能力
搬迁人口）覆盖搬迁人口855
人；城镇环卫、园林公益性岗
位安置500人就业；建筑工
地、餐饮等行业解决500人的
就业问题，尽量做到有劳动
能力的都安排就业。

在另一个易地搬迁安
置点福祥小区门口的一家超
市，56岁的老板正忙碌着。陈
维胜以前营生没少干，由于
种种原因赔了不少钱。今年
搬到镇里后，经过报名审核，

他只花了3600元就承包了小
区门口的门脸房开了超市。

“现在小区人还没住
满，另外都是贫困户，我卖
得也比外面便宜点，一个月
挣一千来块。不过天暖的时
候媳妇能去建筑工地上做
饭。最近天冷工地停工了，
她回来经营超市，我准备去
一个生产滴灌设备的厂子
里打工。两个人靠打工能挣
两万块，比以前在村里收入
强多了。我们这儿离火车站
近，过两年高铁开通了，这
块儿肯定会发展的更好。”

听得出来，陈维胜对于目前
的生活很满意。

福祥小区往东一公里
左右的卓资山高铁站广场
两侧，两个移民安置园区的
楼宇基本都已封顶，明年将
全部完工。王守国说，这里
计划搬迁安置2748户7066
人，其中贫困户1554户3759
人。待这些搬迁户入住后，
政府将通过“金鸡扶贫”等
产业项目、城镇环卫等公益
性岗位、“扶贫车间”以及低
价承包店铺等措施安置贫
困人群3000余人。

河北省威县烈士陵园
内，矗立着一座庄严肃穆的
纪念堂。纪念堂内东侧墙上
挂有一位著名的抗日英烈
生前遗像，他英姿俊朗，神
态坚毅。曾有诗云其“昨日
从戎投笔砚，如今为文卸征
衣。学得文武双本领，再返
血染沙丘地。”这就是抗日
英烈、时任八路军第129师
新编9旅25团团长兼政治委
员李林。

李林，原名李朝法，字
惠卿，1914年出生于河北威
县北马庄村。他7岁开始接
受启蒙教育，从小练就了一
身好武功。1929年考入本县
乡村师范学校，在校期间，

他首次接触马列主义书籍，
思想发生了深刻变化。

1930年，李林加入中国
共产党，入党后在本县做小
学教员。任教期间，他组织
流动图书馆，积极宣传革命
思想，鼓励广大教师行动起
来，和剥削者进行斗争。李
林经常深入农村，发展基层
党组织，建立了一批农村党
支部。

1935年秋，李林参加冀
南农民武装暴动，在广（宗）
威（县）一带组织游击小分
队，开展收缴地主枪支、铲除
官绅恶霸的斗争，在广威一
带声威大震，很快形成了
2000余人的农民武装。1936

年1月任华北人民抗日救国
军第1师副连长兼排长，指挥
一个连的兵力，在威县、广
宗、巨鹿、南宫的三角地带开
展了大规模的武装斗争。

1936年秋，李林在石家
庄做地下工作。当时石家庄
党组织活动经费紧张，没有
生活补贴。李林鼓励同志们
说：“我们都有健康的体魄，
哪能光靠组织呢!”从此，他
时常出现在闹市中，替人推
水车，做水泥工，什么苦力
活都干，每天挣几个铜板，
和大家一起用。

1937年2月，李林被派到
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
1938年3月任中共广（宗）威

（县）中心县委书记，建立了
地方抗日政权，建立拥有100
多支枪的游击队和两个县区
武装。同年4月，他先后调任
冀南独立支队政治委员、第
一军分区司令员。1938年年
底组建了赵县、藁城、束鹿、
晋县、宁晋、栾城等县抗日民
主政府和各县游击大队。

冀中、冀南两个抗日根
据地的迅速发展，对日军造
成了很大威胁。日军除了对
根据地和正规部队进行大
规模“扫荡”外，还推行“囚
笼战术”，将两个地区分割

成若干小块，每隔二三华里
修建一个炮楼。为了打破敌
人的“囚笼战术”，抗日根据
地军民于1940年夏季开展
了大规模的破路斗争。

1940年，李林调任八路
军第129师新编9旅第25团
团长兼政治委员，多次组
织、实施破袭战，有效打击
了敌人的“囚笼战术”。在
1940年秋季的百团大战中，
李林率部取得歼灭日军井
川大队1个分队、缴获大量
枪炮和弹药的战绩，受到八
路军总部通令嘉奖。同年10

月，李林率部在沧石路秦村
与日军70多人遭遇，经过激
烈拼杀，消灭大部遭遇之
敌，后打扫战场时，遭1名残
敌偷袭牺牲，年仅26岁。

为了纪念李林，威县建
有烈士陵园，编著《红色的土
地英雄的人民———冀南区首
府威县革命斗争纪实》一书，
将其事迹进行整理、传颂。作
为邢台市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每年前来威县烈士陵园
参观的机关单位人员、学生、
游客等社会各界群众达10万
人次。 （据新华社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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衔来财富的布拉鸽
文·摄影/本报记者 张巧珍

李林：威震冀南的英雄团长

易地搬迁后的快乐生活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钱其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