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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7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3月18日下午，扎鲁特
旗委党校服务中心会议室
内座无虚席，刚刚返程回到
家乡的全国人大代表、通辽
市扎鲁特旗巴彦塔拉苏木
东萨拉嘎查党支部书记兼
村委会主任、玛拉沁艾力养
牛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吴云
波满怀激情地向全旗260多
名干部群众代表宣讲了全
国两会精神，并分享他在两
会上的“故事”。

“总书记与代表们一一
握手，给大家亲切温暖、接
地气的感觉；我拿出自己日
常佩戴的玛拉沁艾力养牛
专业合作社的胸牌，当作礼
物送给了总书记……”吴云
波回想起3月5日下午向习
近平总书记汇报工作的场
景仍然激动不已。

“我和总书记说，我们
基层的牧民都很喜欢您，
都为您点赞。我把自己和

牧民们最想说的话都带给
了总书记。”吴云波兴奋地
说：“总书记给我们谋划了
未来的路，下一步我们要
走好绿色发展之路，还要
带领大家继续发展好合作
社，保护好环境的同时发
展绿色经济，带动周边牧
民共同致富，将更多资金
投入到为群众办更多实事
上，让我们的牧民都走上
富裕之路。”

阿日昆都楞镇宣传委
员包金庄说：“听了吴云波
同志做的两会宣讲，我对
在基层的工作更有信心、
更有动力了，作为一名扶
贫干部，一定要把包村工

作与两会精神结合起来，
把党和政府的惠农政策贯
彻到实处，让老百姓看到
实实在在的实惠。”

宣讲会结束后，吴云
波又来到阿日昆都楞镇生

态移民搬迁办公室为移民
党员传达了全国两会精神
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内
蒙古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
讲话精神以及参加两会讨
论交流时的感受。

位于山西省长治市屯
留区路村乡王村的魏拯民
故居经过修缮，最近正在策
划布展工作。保留原有风貌
的烈士故居与晋东南新农
村的民居并列于村庄内，默
默诉说着跨越一个世纪的
沧桑巨变。

魏拯民，原名关有维，
1909年出生于山西屯留。早
年因积极参加进步学生运
动，被反动当局开除学籍。
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
青年团，1927年转入中国共
产党。曾在北平、安阳等地
进行革命活动。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魏

拯民被党组织派往东北工
作，曾任中共哈尔滨市道外
区委书记、市委书记，组织
发动群众进行抗日斗争。后
被派往东满，他走遍了各根
据地和游击区，深受同志们
的信任和支持。后任中共东
满特委书记，参与领导创建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2军，任
政治委员，联合东满地区各
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1935
年夏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
第七次代表大会。回国后，魏
拯民任东满省委书记、东北
抗日联军第2军政治委员。他
曾同军长王德泰指挥所部北
上牡丹江地区和远征南满地

区，打通与吉东和南满的联
系，与抗联兄弟部队配合作
战，扩大了抗日游击区。1936
年7月后，魏拯民任中共南满
省委书记、东北抗联第1路军
总政治部主任、第1路军副总
司令，与第１路军总司令兼
政治委员杨靖宇指挥所部在
辉南、抚松、■江（今靖宇）、
金川、桦甸等地打击敌军，挫
败日伪军多次大规模“讨
伐”，曾指挥大沙河、寒葱岭
等战斗。

1939年冬，东北抗日游
击战争的形势更加严峻，省
委和第1路军决定把部队化
整为零，分散活动。由于长

期的战争环境，魏拯民积劳
成疾，行军作战中常常昏倒
在地。1940年2月杨靖宇牺
牲后，第1路军和省委的工
作重担全部落在魏拯民肩
上。他拖着病体，率部坚持
艰苦卓绝的斗争。这年冬
天，他病情加重，不能随军
行动，只好到长白山区的抗
联密营中休养。他不顾疾病
的折磨，常常昼夜不停地起
草文件、书写报告、总结经
验。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鼓
励同志们坚定胜利的信心。

由于敌人的严密封锁，他只
能靠吃树皮、松子和蘑菇等
度日，加重了病情，于1941年
3月8日病逝，年仅32岁。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远
在山西的魏拯民的家人才得
知魏拯民曾参加抗日斗争并
已牺牲的消息。“我小时候，
通过宣传画册才能知道一些
爷爷的具体事迹，爷爷牺牲
时父亲还年幼。”魏拯民的孙
子关毓贵说，“父亲从小就教
育我们，要做一个正直的人、
对社会有用的人，不能辜负

爷爷的崇高理想，现在我也
这样教育我的子女。”

村干部刘四虎说，他们
不仅要把物质生活水平搞
上去，还要把村里魏拯民等
烈士为拯救人民于水火的
革命精神完整地一代代传
下去。“我们把收集整理好
的资料发到村民家中，现在
已经有村民可以为来访者
做简单的讲解，我们的目标
就是村里人人都是讲解
员。”刘四虎说。

（据新华社报道）

让我们的牧民都走上富裕之路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郭洪申 实习生 白熬敏

春节刚过，丰收村驻村
干部张振峰就如同往日一
样，又开始走村入户，看看
贫困户年过得咋样。

丰收村并不是年年都
能丰收，甚至连土地这样必
需的生产资料都不足。这个
位于呼伦贝尔市莫力达瓦
达斡尔族自治旗塔温敖宝
镇东北部的小村子，是个典
型的移民村。依山而建的村
庄呈狭长状，东西长有15公
里，而南北宽不足2.8公里，
深山环绕河流纵横，人均耕
地面积十分有限，是全镇贫
困户最多的村子。229户常
住户中，有72户是贫困户。
这些贫困户中，有28户缺少
土地，是第一大致贫原因。

2017年11月，带着创事
干业的满腔热情，张振峰背
起行囊踏上了丰收村的土
地。虽然做足了心理准备，
但丰收村的情况还是让他
心里一沉：相当一部分村民
没有土地，养殖和种植业都
没有形成规模，自然资源匮

乏、土地贫瘠，村民还在用
柴火烧饭、取暖……

脱贫攻坚，精准是第一
要义。面对眼前这个无优势
资源、无产业带动、无集体
经济的“空壳村”，张振峰决
定先从摸清底数入手，让全
村贫困户的识别和退出经
得住考验。

万事开头难。第一次驻
村，张振峰就连续两个半月
没有回家，从了解基本情况
入手，与第一书记和其他驻
村队员顶风冒雪逐户走访
登记，并将各家各户的情况
详细记录在案：新识别贫困
户10户；稳定脱贫2户，1户
购买商品楼房，1户家中有
大兴农机具和家庭小轿车；
清退1户，此户不在本村居
住达到2年以上；返贫3户，2
户因重大疾病致贫，1户因
学致贫……工作日记里的
一笔一划，都凝结着这个90
后小伙子的心血，细致地走
访调研为今后工作的开展
提供了详尽的信息基础。

脱贫攻坚，每走一步都
是拦路虎。“他还是个孩子，
能干成啥？”“多少年都是这
么干的，凭啥听他的？”村民
你一句我一句的议论渐渐
传到张振峰的耳朵里。接下
来，如何融入到村民之中又
成了张振峰要攻克的难点。

“要想让群众理解支持
扶贫工作，就必须把我们办
的事情向群众说清，把政策
给群众讲明，把利弊给群众
理顺，这样才会得到群众的
理解和信任。”张振峰是这
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一天，80多岁的王中信
老人步履蹒跚地来到村委
会张振峰的宿舍，一进门就
没好脸色：“你这个娃娃咋
搞的，我那邻居才60多岁就
被定成贫困户，我这么大年
纪咋就不是？”

张振峰笑嘻嘻的请老
人坐下，倒上一杯茶水，慢
慢地和老人唠起来。“你们
老两口种着30多亩地，还领
着大儿子享受买大型农机

具的补贴，4个子女也个个
都有赡养能力。住的是70多
平方米的生态移民搬迁房，
供暖供电都齐备，看病还有
医疗保险。吃穿不愁，住房、
医疗、教育有保障，完全符
合‘两不愁三保障’的标准，
所以你家不能识别为贫困
户。”张振峰接着又说，“而
你的邻居就不同了。他家因
病致贫，老两口都有病，光
手术费就花了40多万元了，
两个儿子中还有一个儿子
没有地。咱们识别贫困户不
是看谁和谁关系好，而是按
照国家政策严格执行。”

听完张振峰的话，王中
信明白了政策，心里也得劲
儿了，说说笑笑地离开了。
打那以后，王老汉当起了义
务宣传员，逢人便说：国家

政策好，村里的驻村干部更
是个明白人。

做的实事多了，熟悉他
的人也多了，张振峰在村民
心中的形象逐渐从初出茅
庐的学生娃变成了“真能干
事儿”的贴心人。

经过生态移民搬迁，丰
收村建起了一个移民新村，
一部分符合条件的村民已
经搬迁入住到了新村。张振
峰第一次到移民新村走访，
就发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新村建在山脚下，却没有一
条防洪泄洪的排水渠。万一
遇到大雨天，新村就会面临
严重的洪灾，甚至危及村民
生命财产安全。

张振峰紧急召开村民
代表大会，又和村“两委班
子”一起开展“一事一议”申

报工作，赶在8月中旬雨季
到来之前，建设完成了1万
米的排水渠。那年夏天，雨
水将一户没有搬迁的村民
的房子冲塌了，而移民新村
的房子安然无恙。看着滚滚
山洪从排水渠倾泻而走，村
民们心有余悸，都说要不是
张振峰，大家还不知道能不
能安稳的住在新房里。

村民惦记着张振峰办
过的好事实事，而他心里惦
记的是还能为村民做点儿
啥。“正在建设的1200平方
米光伏设备，预计今年5月
15日启用，到时候村委会和
贫困户的用电问题就有着
落了，下一步要研究利用村
集体土地上报项目库，发展
产业摘掉‘空壳村’的帽
子。”张振峰一一道来。

“惦记着为村民做点儿啥”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韩雪茹

魏拯民———为拯救人民于水火而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