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3月4日 本版主编：陈汇江 版式策划：张文龙 责任校对：绍 文

要闻 7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1月10日，记者走进阿
拉善左旗巴彦浩特镇苏木
图嘎查孟根达来的骆驼养
殖场，只见驼圈中养殖的骆
驼个个膘肥体健。记者见到
孟根达来时，他正忙着往巴
彦浩特送驼奶。“尽管驼奶每
斤价格达30元，但在市场上
仍供不应求，我家的驼奶当
天就销售光了，骆驼养殖业
可是我们农牧民的致富

‘宝’。”孟根达来乐呵呵地说。
孟根达来是阿拉善左

旗巴彦浩特苏木图嘎查主
任，受父辈影响，他从小就爱
养骆驼。从前年开始，孟根达
来经过多次市场考察，了解
到驼奶非常受消费者欢迎，
于是，他成立了牧人农民专
业合作社，养了500峰产奶
驼，做起了驼奶生意。去年骆
驼开始产奶时，他家每天产
的30斤鲜驼奶全部销往巴彦
浩特，收入非常可观。尝到甜
头的孟根达来打算今年再
增加500峰骆驼，带动乡亲

们打造集驼奶、驼肉、驼绒
销售为一体的产业链。

近几年，像孟根达来这
样靠骆驼产业富起来的牧
民不在少数。使曾经衰落的
阿拉善骆驼产业，正在走向
新的崛起。

阿拉善是全国双峰驼
的主产地，也是骆驼文化的
摇篮，被誉为骆驼之乡。
1982年，全盟骆驼存栏数量
曾一度达到25.15万峰，占全
国骆驼总数一半以上。然
而，随着骆驼在沙漠地区传
统的驮骑等功能被现代交
通工具所取代，加之骆驼繁
殖周期长、养殖效益低等因
素影响，造成牧民养驼积极
性普遍下降，2003年，全盟
骆驼存栏数量仅5.59万峰。

面对双峰驼濒临消亡
的严峻考验，2002年，农业
部将阿拉善双峰驼列入国
家级畜禽品种资源保护名
录，并设立了阿拉善双峰驼
国家级保护区和保种场。同

年，阿拉善盟决定对养驼业
实行免税政策，并积极引导
农牧民优化驼群结构，提高
骆驼品质，走专业化、规模
化经营道路。2016年以来，
该盟把骆驼产业统筹在全
盟农牧区经济结构调整中
统一谋划、整体布局，突出
了扶持骆驼产业发展的特
殊性和政策导向，对骆驼产
业的发展目标、区域布局、
突破重点和措施做了明确
要求，提出全力实施双峰驼
优良种质资源保护、良种繁
育工程，走产业化发展的振
兴之路，在保护中开发，在
开发中保护，把骆驼资源优
势转化为健康产业优势，让
骆驼产业成为驱动双峰驼
资源保护与开发的新引擎。
在一系列保护优惠政策下，
骆驼产业逐步成为该盟农
牧民致富新途径。

尽管是冬季，阿右旗贡
达来嘎查的阿拉腾驼奶专
业合作社家庭驼奶疗养院，

在茫茫戈壁滩上格外显眼。
“疗养院采用蒙医传统疗
法，主推驼奶食疗，国内外
不少顾客慕名而来。盟蒙医
医院还与合作社达成协议，
成为该院驼奶疗法的首个奶
源供应基地。”聊起驼奶，该
合作社负责人阿拉腾乌拉显
得十分兴奋。“以前，牧民们
大多是粗放式养骆驼，养了
三四年的一峰骆驼也就能卖
六七千元。挤驼奶卖就不一
样了，一斤驼奶30块钱，一峰
骆驼一年光卖驼奶就能收入
1万元。”阿拉腾乌拉说，8年
来，合作社规模不断扩大，已
经带动周边65户养驼户和11
户贫困户加入进来，靠驼奶
产业脱贫增收。

阿拉善盟在加大农牧
区骆驼养殖的同时，还积极

加大骆驼科研及产业开发
的成果。2014年以来，该盟
通过招商引资建成了1000
吨骆驼乳制品加工生产线，
同时成立了全国首家骆驼研
究院。2017年，自治区级院士
专家工作站也在阿右旗落
户，进一步壮大了科研力量，
为该盟骆驼健康产业发展增
添了后劲。目前围绕产品深
加工，已经开发出鲜驼乳、驼
奶粉、驼乳化妆品等4大系列
20多种产品，骆驼产品附加
值得到提升。与此同时，该盟
还将骆驼非物质文化与沙漠
文化、旅游文化深度融合，形
成别具特色、交融发展的民
族文化发展新格局，做亮骆
驼文化品牌。借助骆驼文化
节、那达慕、世界骆驼大会和
中国骆驼大会高峰论坛等平

台，开展以纯天然、绿色、保
健功能为重点的骆驼特色产
品宣传推介活动，进一步提
升骆驼特色产品知名度。同
时加快骆驼文化博物馆建
设，大力保护和传承骆驼文
化，助推驼产业健康持续稳
定发展。

据了解，目前，全盟有
2000余户牧民养驼，有7个
养驼专业合作社，入社社员
达1231户。2011年，阿拉善
双峰驼获得了国家农业部
农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
2012年11月，中国畜牧业协
会正式命名“中国骆驼之
乡·阿拉善”。截至去年6月
末，该盟骆驼存栏数量恢复
到11.6万峰，占全国骆驼总
数的1/3，让一大批农牧民
依托驼产业致富。

在河北省衡水市衡水
青年公园，冀东著名抗日
英雄节振国的铜像肃然而
立。他刀劈日本宪兵的英
雄事迹至今在冀东大地流
传。

节振国，1910年出生
于山东武城县刘堂村（今
属河北省故城县）一个贫
苦农民家庭，10岁随父兄
逃荒到开滦赵各庄煤矿，
14岁起进矿当工人。

1938年3月，开滦煤矿
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罢工运

动，节振国被推举为赵各
庄矿工人纠察队队长。5月
6日，大批日伪宪兵包围节
家，搜捕节振国等工人领
袖。敌人抓住了节振国的
哥哥，刚回家的节振国冲
上去与敌人展开殊死搏
斗。搏斗中，他夺过日本宪
兵队长的军刀，当场劈杀
日本宪兵队长和数名日伪
军，后在工友们的帮助下
冲出敌人的包围和追捕，
负伤脱险。节振国刀劈日
本宪兵的消息震动了冀

东，激发了百姓的抗日热
情，矿工们奔走相告：“节
振国是好样的!”

节振国伤愈时，正逢
冀东抗日大暴动。他闻讯
后迅速联络矿工，组成工
人抗日游击队，参加暴动。
不久，他率部加入冀东抗
日联军李运昌部，被编为
冀东抗联第二路司令部直
属特务第一大队，即工人
特务大队，任大队长。

1938年7月起，节振国
率领部队活跃在矿区和广

大农村，发动矿工参加抗
日武装，神出鬼没地打击日
伪军，威震冀东。在工人特
务大队的号召和鼓舞下,工
人抗日声势日益浩大。由赵
各庄矿扩展到开滦煤矿各
矿区,成立了数支抗日游击
队，3000多名工人先后加入
了抗日队伍。节振国率领工
人特务大队和日伪军数次
激战，两度收复赵各庄、唐

家庄矿区，有力地支援和配
合了冀东地区的抗日斗争。

在党的领导下，在抗日
战争的枪林弹雨中，节振国
率领的工人特务大队越战
越勇，后改编为八路军第十
二团一连，为开辟冀东抗日
新局面做出重要贡献。1939
年秋，节振国光荣地加入中
国共产党。1940年8月，在率
部与日伪军作战时壮烈牺

牲，时年30岁。
1940年8月，延安《中国

工人》杂志向根据地抗日军
民介绍节振国从刀劈日本
宪兵开始的英勇抗日业绩。
新中国建立后，节振国的英
雄事迹被编成小说和现代
京剧、拍摄成电影在全国
放映。2016年3月，节振国
铜像在衡水青年公园落成
揭幕。 （据新华社报道）

阿拉善骆驼产业成为农牧民致富“宝”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刘宏章 实习生 斯琴高娃

改革先锋风采

“群众信任就带头干！
大胆干！”这是韦焕能经常
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作为广西壮族自治区
河池市合寨村果作屯的第
一任村民委员会主任，韦
焕能依然不忘初心，至今

“退而不休”，带领村民发
展生猪养殖和种桑养蚕，
共同走上致富的道路。

走进合寨村，那棵见
证了时代奇迹、有着300多
年历史的老樟树依然苍翠
挺拔。38年前分田到户后，
村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

然而，万事开头难。生产队
被架空了，生产队长无暇
管理村屯的事务，社会治
安案件频发。

“我们得建立新的管
理组织，由群众自己选出生
产队干部，一定要刹住歪风
邪气。”1980年2月5日晚，
时任果作屯第一生产队长
的韦焕能召集其他5个生产
队的干部，在村里的大樟树
下召开党员干部和村民代
表会，提出建立新的管理组
织和选举村领导班子的构
想，大家一听，纷纷同意。

第二天，全村200多位群众
集中在村前的篮球场上召
开村民代表大会，143户群
众代表依次走到台前，签名
盖章并按上手印，投下庄重
一票，揭开了中国农民“直
接行使民主权利，依法办理
自己的事情，创造自己的幸
福生活”的历史序幕。经过
群众无记名投票选举，韦焕
能当选第一任村委会主任。
一种适应家庭经营生产形
式的新组织，在一个偏僻的
山村诞生了。1982年宪法
中，确立了村民自治的基本

原则，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我
国农村的基层群众性自治
组织，正式认可了村民委员
会的合法地位。

近年来，合寨村村民自
治的方式也与时俱进。2012
年以来，该村以“党领民办·
村民自治”模式开展屯级公
共事务管理，各自然屯先后
成立了党群理事会，进一步
拓展村民自治的内涵，在屯
级事务管理、维护农村社会

稳定、改善村屯人居环境方
面发挥独特的作用。合寨村
先后获得全国民主法治示
范村、全国创先争优先进基
层党组织、全国文明村镇等
荣誉。

在合寨村，刚刚修建
了村民自治文化公园和村
民自治展示馆，这里不仅
成为村民们休闲娱乐的好
去处，而且更多的时候是
大家了解合寨村历史的教

育实践基地。而身体硬朗、
思维敏捷的韦焕能是当仁
不让的讲解员。

如今，合寨村各自然屯
全部修通水泥路，实现通水
通电，98%以上的农户住进
了钢混结构的楼房，楼房都
安装了闭路电视，基本形
成了以猪、牛、羊、鸭为主
的特色养殖业。2017年，合
寨村群众人均年收入达
8600元。（据《人民日报》）

广西河池合寨村果作屯第一任村民委员会主任韦焕能———

退而不休 干劲不减

刀劈日本宪兵的抗日民族英雄———节振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