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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扶贫就是寒冬里的暖阳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刘宏章 实习生 徐爱翔

“老布，今天这么早就
来买菜了？年过得好吗？”

“年过得好啊！过年这几天
好好休息了一下，今天是我
早茶馆新年开业的第一天，
欢迎到我店里来喝茶！”大
年初七早上，在阿左旗巴彦
浩特镇西城区经营早茶馆
的搬迁牧民布克础鲁招呼
完店里的顾客后，匆匆拉上
早茶馆的卷帘门，到花园中
心市场购置新鲜蔬菜和肉
类。花园市场内红彤彤的灯
笼、熙熙攘攘逛早市的人
群，将正月的年味凸显得愈
发浓烈。

“去年我店里生意兴
隆，一年收入不少，今年要
再大干一场，让幸福的生
活节节高！”布克础鲁笑眯
眯地说。布克础鲁原是阿
左旗温都尔勒图镇扎哈道
兰嘎查牧民，家里3口人，
他的妻子前几年身患重
病，昂贵的治疗费让家庭

陷入贫困。2017年初，阿左
旗开展扶贫精准识别“回
头看”工作，在了解到布克
础鲁家因病致贫的情况
后，温都尔勒图镇党委、政
府精准实施帮扶措施，在
布克础鲁的孩子就学、妻
子就医等方面给予政策扶
持。同时，采取扶贫资金变

“股金”、贫困户变“股民”
的方式，把财政扶贫资金
量化给养殖专业合作社，
让布克础鲁一家每年能够
领取保底分红。如今，布克
础鲁一家每年除了固定禁
牧款收入以外，还能领到
1350元的学校助学金和近
2000元的“股金”，生产生
活有了保障。2017年4月，
布克础鲁又在政府支持下，
贷款在旗府巴彦浩特镇西
城区开起了蒙古早茶馆，如
今他经营的早茶馆每年收
入达几万元。2018年，布克
础鲁一家顺利脱贫。

布克础鲁家是典型的
因病致贫的贫困户，对他们
来说，政府的精准扶贫政策
就是寒冬里的一缕暖阳。

脱贫路上，不让每一
个贫困户掉队，这是阿拉
善盟对贫困户许下的郑重
承诺。2018年以来，该盟紧
紧围绕精准扶贫、精准脱
贫基本方略，按照“六个精
准、五个一批”要求，全年
累计投入各级扶贫资金
3838.78万元，对全盟所有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实施有
效扶持。全盟成立16个脱
贫攻坚专项推进组，同时，
抽调44名旗处级干部和盟
直单位科级干部、旗区单
位后备干部组成22个驻苏
木镇脱贫攻坚工作队和75
个驻嘎查村工作队，以精
准脱贫为落脚点，构建专
项扶贫、行业扶贫和社会
扶贫“三位一体”的大扶贫
格局，形成了全盟上下重

视扶贫、关注扶贫、推动扶
贫的攻坚态势。先后开展
了2次扶贫对象动态管理
和信息采集工作，以及扶
贫对象错退、漏评和核查
补录工作，扶贫对象错评
率和错退率均在2%以下。

在脱贫攻坚过程中，
该盟坚持把产业扶贫作为
脱贫攻坚的重要支撑，因
地制宜落实产业发展措
施，注重建立稳定利益联
结机制，为贫困群众开辟
了新的产业增收渠道。探
索实施了“党支部+合作社
+党员+贫困户”“合作社+
嘎查+贫困户”“龙头企业+
基地+贫困户”“沙产业+基
地+贫困户”“采摘园+扶贫

资金+贫困户”“特色牧业+
嘎查+贫困户”等资产收益
模式，保障贫困户增收致
富。依托扶贫龙头企业、农
牧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经
营主体，通过先建后补、以
奖代投、整合资金、撬动放
大、滚动投入、合作带动、
资产收益等方式，鼓励贫
困户发展有机农业、高端
畜牧业、特色沙产业、精品
林果业、休闲农牧业等特
色产业，有力推进了“阿杜
肉羊”“沙漠之神驼奶”“孟
根羊肉”“锁阳猪”以及无
公害有机蔬菜等原产地特
色品牌打造进程。充分发
挥基层党组织和扶贫互助
社有效结合的优势，探索

建立“党支部+贫困户+互
助社”融资机制，累计落实
互助资金3934.9万元，在48
个嘎查村开展互助资金试
点工作，有效破解了贫困
户谋发展缺资金的难题，
让一大批贫困户通过产业
扶贫走上了致富路。

截至2018年底，通过
精准扶贫，该盟之前未脱
贫的56户137名贫困人口
全部脱贫。如今，该盟2个
贫困旗、39个贫困嘎查全
部摘掉贫困“帽子”。经自
治区脱贫攻坚成效考核和
督查入户调查，群众满意
度达到90%以上，率先完成

“人脱贫、村出列、旗摘帽”
任务。

在河南省荥阳市老城
南街，一座青砖灰瓦的三
进院落内，矗立着一尊董
天知半身铜像。这是山西
牺盟会杰出领袖之一、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
山西新军的重要领导人之
一董天知的出生地。

董天知，原名董亮，曾
易名董旭生，1911年生，河
南荥阳县人。早年参加进
步学生运动，直接受党的
著名农民运动领导人彭湃
的影响，参加革命活动。
1929年，他考入北平宏达
学院，参加互济会、反帝大

同盟等党的外围组织。不
久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
团，任共青团北平市委组
织干事兼儿童局书记。
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1年董天知被捕入
“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即
草岚子监狱），敌人施尽种
种酷刑。在政治诱降和死
刑威胁面前，他始终大义
凛然，忠贞不屈。

1934年冬，狱中政治犯
50余人，为要求下镣、看报，
举行绝食斗争。组织上考虑
到董天知长期卧病不起，身
体虚弱，决定不让他参加。他

坚定表示，“个人生命事小，
政治影响事大。”毅然参加
绝食斗争。到斗争取得胜利
时，董天知已是奄奄一息。

1936年9月，董天知经
党组织营救出狱，10月下旬
被中共中央北方局派往山
西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工作。参与领导山西牺牲救
国同盟会和建立山西新军
的工作。1937年9月在牺盟
会第一届代表大会上当选
为执行委员和抗日救亡先
锋总队总队长。曾率山西各
界慰问团到华北前线慰问
抗日的第29军将士。同年11

月起先后任山西抗敌决死
第3总队政治主任、第3纵队
政治部主任和纵队军政委
员会书记（后任政治委员）、
山西第5行政区保安司令部
政治部主任。参与领导粉碎
了反动军官李冠军策动的
军事叛乱，指挥部队在晋
南、晋东南配合八路军主力
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同时，
为把新军建设成一支真正
的人民军队，做了大量艰苦
细致的工作。

1940年整军后，董天知
任八路军129师决死第三纵
队政治委员。1940年8月，董
天知率部参加百团大战时，
在山西潞城王（郭庄）村战
斗中，为掩护部队突围，亲率
警卫排奋勇作战，因寡不敌
众，28名官兵全部壮烈殉
国。董天知牺牲时年仅29岁。

董天知牺牲后，牺盟
总会在悼词中称他“是最
优秀的牺盟领导者，是最
优秀的青年模范，是最优

秀的青年军事干部”。
“伟大的抗战精神是

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
财富，永远是激励中国人
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
大精神动力。”董天知的侄
子董广华一直没有停下挖
掘整理伯父事迹的脚步。

“他用热血和牺牲诠释了爱
国主义的深刻内涵，他的精
神将一直激励着我们。”董
广华说。（据新华社报道）

抗日壮士 英气冲天———董天知

改革先锋风采

“我来看看三元朱村
的现代化蔬菜大棚。”初冬
时节，年过七旬的山东寿
光原县委书记王伯祥，见
到老伙计王乐义，两人紧
握双手，久久不放……

时光回溯到1986年，王
伯祥任寿光县委书记，当时
的寿光是潍坊的穷县。上任
之初，王伯祥苦寻农民致富
良方，得知三元朱村村支书
王乐义在试验冬暖式蔬菜
大棚，他竭力支持，“能致富
的事，我们大胆试。”

“党员干部带头，搞砸

了，一切损失县里担着。”
1989年，在王伯祥支持下，
王乐义等17名党员搞起17
个大棚。建大棚之初，地里
的玉米未收割，要想赶在
元旦前上市，必须杀青，那
时候这是犯错误的大事。

“不是无故杀青，是为了搞
大棚试验，县委支持你
们。”王伯祥又一次站出
来，给村民吃下定心丸。后
来，顶花带刺的越冬黄瓜
如期上市。当时一户人家
一年收入不到千元，而这
17个大棚让三元朱村冒出

17个“双万元户”。
王伯祥又找到王乐

义：乐义啊，你当村支书，
为村民致富努力；我当县
委书记，为全县百姓着想，
都是共产党员，咱俩目标
一致。随后县里成立了推
广小组，王乐义在各个乡
镇巡回指导。第一年就推
广了5000多个蔬菜大棚。

蔬菜多了，怎么卖？王
伯祥充分调研，决定以蔬
菜市场为支点，撬动蔬菜
产业。当时计划经济坚冰
未破，有人问：“‘市场’搞

出事来怎么办？”王伯祥答
道：“百姓富起来最重要！
如果真有什么责任，由我
一人承担。”从上世纪80年
代末占地20亩的寿光蔬菜
批发市场起步，当地现在
发展出农产品物流园，蔬
菜面积增加到60万亩。寿
光还成功发布了“中国·寿
光蔬菜价格指数”，农产品
物流园日均交易量达1500
万公斤，年交易蔬菜量35

亿~40亿余公斤，成为全国
的蔬菜集散中心、价格形
成中心和信息交流中心。

王伯祥任县委书记5年
多，针对寿光实际，集中力
量办了3件事：一是搞了蔬
菜产业化，建起全国最大的
蔬菜批发市场之一，把王乐
义搞的蔬菜大棚技术推向
全县乃至全国。二是组织
了寿北开发，在盐碱滩涂
上开发出15万亩虾池，20

万亩盐田，60万亩棉田，让
不适宜种蔬菜地区的百姓
富起来。三是选用了一批
能人，发展壮大了晨鸣纸
业等一批骨干企业。这3件
事，解决了全县老百姓的
致富问题，也打下了全县
工业体系的基础。1991年，
寿光进入全国百强县行
列。离任至今，寿光群众仍
亲切地称他“我们的伯祥
书记”。 （据《人民日报》）

山东寿光原县委书记王伯祥———

“能致富的事，我们大胆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