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好意思，麻烦稍等
我一会儿，实在太忙了，还有
最后一个材料要整理。”3月
12日，当记者来到阿左旗巴
彦浩特镇扶贫专干马晓娟
的办公室时，她正在埋头整
理手上的扶贫工作材料。她
的办公桌被一大堆厚重的
材料摆得满满当当，让这间
本就不大的办公室显得愈
发拥挤。

“让我一个干财务工作
的接手扶贫工作，说实话，接
到领导安排的工作时，内心
感觉不知如何入手。”今年34
岁的马晓娟2014年通过阿
左旗人才储备库转聘到巴
彦浩特镇农牧业综合服务
中心，刚进单位不久就被镇
政府抽调到扶贫业务口，担
任巴彦浩特镇扶贫专干。性
格刚毅好强的马晓娟为了
尽快熟悉扶贫工作，充分利
用闲暇时间学习脱贫攻坚

相关政策，积极向领导、前辈
请教学习，面对新阶段繁重
的扶贫任务，她边学边干，边
干边总结。

“同事们经常开玩笑说
看见我就发愁，因为看见我
就意味着工作又来了。”马晓
娟揉了揉有些发红的双眼，
笑着说，“有时候我也特别佩
服自己，干起工作来经常忘
了时间, 要求自己一定把工
作做好。”

巴音塔拉嘎查70岁的
大爷独自抚养着两个30多
岁、智力残疾的儿子，前西花
园村患有重病的徐叔虽然
病情严重却永远保持着良
好心态……马晓娟回忆说，
刚开始入户走访贫困户时，
每天心情都很复杂。“脑海中
浮现的一张张面孔，让我第
一次觉得扶贫工作十分有
意义。我在想，如果没有人来
做这个工作，那么这些挣扎

在贫困线上的人们的生活
岂不是更加无望，所以这项
工作必须有人来做，还必须
用心做好，而我作为一名基
层干部，责无旁贷。”马晓娟
认真地说。

随着工作的推进，她深
刻认识到“授人以鱼不重要
的就是扶智。除了定期与镇
所辖的24个嘎查村及贫困户
对接，及时将上级精神传达
给“两委”班子，确保精准扶
贫政策不跑偏、不走过场，还
要及时向镇政府汇报贫困
户实际情况和扶贫工作进
度，让上级部门及时准确掌
握嘎查（村）基础设施建设、
富民产业培育、村容村貌整
治、文化扶贫推进及贫困户
脱贫增收情况。此外，她还耐
心帮农牧民分析致贫原因、
寻找致富门路。为了提高贫
困户的科技素养，她协调邀
请旗农牧、就业等部门专家

对村民进行培训，增强他们
的自立意识和脱贫信心，激
活贫困户脱贫增收的内生
动力。

“金阿姨，这些天过得
怎么样？住进新房适应吗？还
有什么需要解决的问题吗？”
刚刚整理完手头的工作，马
晓娟便拿起外套匆匆赶往
前西花园村村民金奋花家。
马晓娟说，“金阿姨身患乳腺
纤维腺瘤，与丈夫离异后靠
打工维持生计，生活比较困
难。年前我们帮阿姨申请的
廉租房分配了下来，最近一
直惦记老人家，不知道新房
还住得习惯吗？”

“多亏了小马，在我最

困难的时候及时帮我递交
了‘情暖驼乡’大病医疗救助
保障基金申请，为我减轻了
医疗费用负担，还帮我解决
了住房难题。”说着说着，金
奋花眼里泛起了泪花，“每次
我生病住院，小马都会第一
时间到医院来看望我。记得
2017年11月，我因脑梗入院，
当时我虽被识别为贫困户，
但中心医院并不是旗卫计
局定点医疗机构，无法享受

‘一站式’服务。小马得知此
事后心急如焚，第一时间赶
到医院探望我，了解到我的
困难后，她马上与卫计局相
关负责人对接，为我争取相
关政策，还安排我到旗域定

点医疗机构中蒙医院进行诊
治，先诊疗后付费。在她的帮
助下，那次住院的大部分费
用都报销了。”

马晓娟走出金奋花家
时，天色已经完全暗了下来。

“虽然忙碌，但我也从忙碌中
收获了满满的成就感。”“我的
工作要求我既要做到‘勤’，还
要做到‘精’和‘专’。我理解
的‘勤’就是要勤于跑腿、勤
于沟通、勤于学习、勤于请
教，‘精’就是要将扶贫对象
识别精准、将政策把握精准、
将帮扶措施落实精准，‘专’
就要做到专心、专注、专业，
只有这样，才能让贫困户尽
快实现脱贫致富。”

草原牧草返青期快到
了。3月21日，刚从北京回来
的全国人大代表、兴安盟草
原监督管理局局长助理陈
良来到科右前旗满族屯满
族乡宣讲全国两会精神。由
于牧民居住零散、通往牧点
的道路崎岖，牧区群众学习
两会精神有着诸多不便。集
中宣讲结束后，陈良又走进
牧民家中，向他们一对一传
递全国两会精神。

“今年全国两会上，习
近平总书记在参加他所在
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
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
调，保持加强生态文明建
设的战略定力，探索以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

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陈
良兴奋地说，“我建议你们
建立草棚，不要盲目扩大
养殖规模，特别是冬季降
雪少，草原牧草返青的日
期可能会推迟10天左右，
要做好饲草储备工作，不
要在返青期放牧，否则一
整年的牧草长势都会受到
影响……”在满都拉图嘎
查牧业大户赛音朝克图家
里，陈良用民族语言宣讲，
同时详细询问了他家的养
殖方式、饲草储备情况，给
他答疑解惑。

“牧草返青的时候我
肯定不放牧，保护好生态和
草原，我们牧民义不容辞。”
听完宣讲后的赛音朝克图

认真地说，今年他们准备改
良牛羊的品种，减少养殖数
量，提高牛羊的单产和质
量，同时再种植一些产量
高、适应地区环境的牧草，
多渠道提高收入。

兴安盟草原面积占总
土地面积的50％，如何既保
护好草原生态又能帮助牧
民致富，这是陈良思考最多
的问题。在宣讲的同时，陈
良耐心指导牧区群众如何
做到既保护草原生态环境，
又增加收入，让总书记的重
要讲话精神在草原深处落
地生根。

满族屯满族乡图布台
养殖专业合作社有22个成
员，目前只在屠宰和销售环

节进行合作，合作方式比较
单一。作为牧区养殖专业合
作社，牲畜量较大，建立统
一的育肥场以及增加饲草
储备势在必行。

陈良在宣讲过程中积
极鼓励合作社理事长海棠
建立饲草种植队伍，他说：

“你们合作社应该把牧民
联合起来，流转土地，培养
建立起饲草料种植专业队
伍，让饲草饲料种植成为
合作社新的增收渠道，让

牧民们变身为草原绿化的
排头兵。”

“对于牛羊来说，吃多
种类型的草对长膘和肉质
提高都有好处，所以我们
合作社不仅要建起种草队
伍，还要多种植一些种
类。”海棠听后深受启发，
她表示在做好养殖的基础
上，发展旅游产业并建立
奶食品加工厂，带领合作
社成员走高质量发展新路
子。

“我们兴安盟还是贫困
地区，因此要把生态效益
与贫困牧民增收统一起
来，从而达到保护草原和
增加收入‘双赢’。”作为草
原监督一线的工作人员，
陈良觉得守好这片绿土，
责任重大，使命光荣。他说
眼下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
把全国两会精神在基层宣
传好、落实好，让兴安盟的
草原绿意盎然，让兴安盟
的牧民脱贫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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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草原绿意盎然 让牧民脱贫致富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胡日查 高敏娜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忙忙碌碌中收获满满成就感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刘宏章 实习生 徐爱翔

陈中柱：一掷头颅救万夫
进入江苏省盐城市建湖

县的草堰口中柱初级中学，
教学楼前的中心花园有一座
陈中柱烈士的半身塑像。塑像
前，学生们进行过入团宣誓，
领取过中柱奖的奖状，聆听过
陈中柱烈士的事迹……

陈中柱，字退之，江苏建
湖人。1906年10月出生于建
湖县草堰口乡堰东村一个农
民家庭。1925年到上海电车
公司工作。1927年北伐军进
入江苏，他返回家乡，参与筹

建国民党支部和农会组织，
与地方土豪劣绅进行斗争。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到南
京进入江苏警官学校学习。
1928年入黄埔军校第6期学
习。1931年毕业后，在国立中
央大学、天津北宁铁路、江苏
津浦铁路等处任职。

1937年全国性抗日战争
爆发后，陈中柱被委任为国
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地特种
团第3总队少将团长，参加了
台儿庄战役。1938年底，任鲁

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第4
纵队司令，在苏北从事抗日
活动。他非常重视军队文化
宣传，在部队组织政工队，编
辑出版《战地新闻》《新群报》
等，并组织当地中学师生演
戏唱歌，宣传国共两党合作
抗日。1939年秋，率部进驻江
苏泰州，同新四军配合和日
军进行游击战，曾设伏击沉
日军汽艇2艘。1941年6月，日、
伪军分多路“扫荡”陈中柱所
在的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

部，其主要矛头指向陈中柱
的第4纵队。由于敌人来势迅
猛，第4纵队未能及时转移，遭
到日军包围。陈中柱率部边
打边退，损失惨重。退至兴化
武家泽一带时被日、伪军拦
截。战斗中，陈中柱身中数弹，
壮烈牺牲。时年35岁。

陈中柱牺牲后，残暴的
日寇割走了他的头颅。当地

百姓将陈中柱尸身殡殓埋
葬，并插一块木牌，上面书写

“陈中柱将军”。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

后，陈中柱被国民政府追晋
为中将军衔。1987年，经江苏
省人民政府批准，被追认为
革命烈士。同年，盐城市人民
政府将陈中柱烈士墓从泰州
迁至盐城市烈士陵园。2014

年9月，陈中柱名列第一批
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
群体名录。

为了纪念陈中柱这位抗
日英烈，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建湖县人民政府将草堰初级
中学命名为“草堰口中柱初级
中学”。2006年，在草堰口中柱
初级中学设立了陈中柱史料
陈列室。 （据新华社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