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年，北京来的蔡栋
斌教授中医治好后，我的腰
间盘突出没再犯过。真是太
神奇了！中医治疗不但花钱
少，效果还好。”3月20日，说
起从北京来的专家带来的
中医诊疗技术，阿尔山市天
池镇阿尔山村贫困户王学
利笑着说，北京和阿尔山市
结成对子，对我们老百姓来
讲就是幸福来敲门了。

2019年1月，阿尔山市
卫计局组织贫困群众到阿
尔山市医院进行慢性病筛
查活动。当时正在遭受腰部
疼痛折磨的王学利被确诊
患有腰椎间盘突出症，需要
康复治疗。

“当时，医生建议我去
找正在蒙中医院挂职的蔡
栋斌院长。蔡院长一听我是
贫困户，就给我免费做了烤
电、推拿、按摩等中医治疗。
疼痛马上缓解了很多。”王
学利说，在北京专家的指导
下，现在阿尔山的医院也能

做中医康复治疗了，我们特
别感谢北京的帮扶。

因病致贫返贫，是阿尔
山市脱贫攻坚中最难啃的
硬骨头。医疗单位底子薄、
基础差，医疗技术落后，医
疗设备欠缺等现状更无法
满足现实的需求。

这一切被从北京鼓楼
中医医院选派来的蔡栋斌
教授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尤
其是经过一个多月的入村
入户调研后，他强烈地认识
到看病难、看病贵是影响阿
尔山市医疗发展的突出难
题，也是影响脱贫攻坚的重
大问题。这更加坚定了蔡栋
斌要在阿尔山市引进中医
适宜技术，通过引进推广针
灸、推拿、拔罐等治疗方式
为老百姓造福。

京蒙扶贫协作开展以
来，北京市东城区先后在阿
尔山市蒙中医院和4家卫生
院和一个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设立了康养科，实施康复

治疗的同时传授康养意识。
提升当地专业技术人

员的医疗水平，让贫困群众
“足不出户”即享受到北京
专家的义诊。北京市东城区
卫计委先后两次派专家队
伍到阿尔山市组织急救、慢
病管理、中医适宜技术等方
面的知识培训，共计培训
130人次。有17名北京东城
区专家到阿尔山组织了8场
义诊，诊疗惠及362名群众，
其中建档立卡人员146人，
为11个病情严重的建档立
卡户家庭上门义诊，了解病
情、指导用药和康复治疗。

京蒙扶贫协作，不仅让
阿尔山市的贫困户看病有
名医诊治，阿尔山市的孩子
也有“名校”可读了！2018年
8月15日，北京二中阿尔山
分校正式挂牌成立。近日，
来自北京二中的教育援助
常驻6人执行团，对阿尔山
市中考和高考学生采取“分
层教学”和“强化训练”两种

举措，帮助学生提高学习成
绩，助学圆梦。

教育帮扶必须精准发
力，持续给力。东城区教师
研修中心阿尔山基地正式
建立，名校长工作室成立，
全市6所中小学与北京市建
立手拉手帮扶校，实现了校
校联盟全覆盖。阿尔山市教
育局和东城区教委建成远
程互动教研平台、远程互动
教学平台、远程教育资源访
问平台跨省教育专线。据了
解，下一步计划将阿尔山市
所有中小学接入跨省教育
专线，做到与东城区各相关
中小学校网络互动。

“借助北京市东城区基
础教育‘金名片’平台，通过
对口帮扶，努力为阿尔山打
造一支留得下、带不走的人

才师资队伍。”东城区选派
阿尔山市的干部、阿尔山市
委常委、副市长高伟说，立
足阿尔山实际，紧抓京蒙扶
贫协作的机遇，促进阿尔山
市和东城区两地优势互补、
资源共享、协作共进，努力
打造京蒙扶贫协作的典范。

一边是北京市民对安
全绿色食品的迫切需求，一
边是贫困地区的特色农产
品“养在深闺无人识”。借助
京蒙扶贫协作，如今这里产
的山货不愁卖了。

自2018年北京市东城
区对口帮扶地区推介展销
会在北京东城区国瑞购物
中心举行以来，通过两地相
关部门的沟通协商，依托线
上线下联动的电商服务模
式，将阿尔山的矿泉水、木

耳、蒲公英茶、大麦米等特
产卖到了北京的商超，为阿
尔山市农特产品开辟了精
准销售渠道。

今年，东城区又扩大了
阿尔山土特产品的销路：在
东单菜市场为阿尔山市提
供一个摊位，专门销售阿尔
山山货；2月5日，北京市龙
潭庙会设立阿尔山摊位，阿
尔山市多家企业的10余种
特色产品亮相庙会与北京
市民见面；自京蒙帮扶以
来，东城区一些单位纷纷采
购阿尔山市山货，三八妇女
节，东城区妇联一次购买了
14万元的山货；3月22日至31
日在北京举办的双创中心消
费扶贫东城区专场活动，再
次集中展示阿尔山的特色产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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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利用草场保护草原生态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巴依斯古楞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廖海涛：奋战到最后一刻的抗日英雄

3月29日，自治区“草原
学习轻骑兵”小分队走进锡
林郭勒盟，宣讲习近平总书
记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
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让
全国两会精神在基层落地
生根。

在宣讲团报告会上，
“草原学习轻骑兵”小分队成
员、内蒙古农业大学经济管
理学院教授、农业经济管理
博士生导师盖志毅，生动而
详细地解读了习近平总书
记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
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并结合
自己多年研究成果，就锡林
郭勒草原如何加强生态保

护力度，实现天蓝地绿水清
的目标，守护好祖国北疆亮
丽风景线等方面进行了分
享。

下午3点，当“草原学习
轻骑兵”小分队冒着春雪，来
到锡林浩特市宝力根苏木乌
力吉德力格尔嘎查党员中心
户朝古拉家时，牧民们已身
着节日盛装早早地等候在蒙
古包中。

“下午的宣讲就不给大
家念稿子了。大家有什么问
题尽管提出来，我尽量给大
家满意的答复。”盖志毅教授
的开场白受到了牧民群众
的热烈欢迎。

“请您给讲讲到底怎么
做才能更好地保护草原生
态？”乌力吉德力格尔嘎查党
支部书记阿拉腾希胡日率
先提出问题。

“锡林郭勒盟作为全国
乃至世界最典型的草原牧
区之一，是我国华北地区重
要的生态安全屏障，生态地
位极其重要。习近平总书记
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
提出的‘四个一’重要论述
为我们今后做好生态保护
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对于
牧民来说，转变生产方式，
以少养精养为手段，自觉遵
守生态红线，真正实现草畜

平衡，更加科学地利用草场
是保护好草原生态的先决
条件。”盖志毅教授的回答
引来满堂喝彩。

“畜牧业的发展方向在
哪里？增收和增绿的辩证关
系是什么？”在轻松愉快的
氛围中，牧民接连提出问
题。

盖志毅说，对于咱们嘎
查的牧民来说，我有两条建
议：第一，我们应发挥优势，

着力打造锡林郭勒羊肉品
牌，走一条精养少养，通过
品牌化实现高质、高价的路
子，只有这样，才能在增加
收入的同时又能兼顾生态。
第二，应探索如何发挥距离
锡林浩特近的地理优势，使
其变为经济优势是另一条
出路。我觉得，参与到持续
升温的生态旅游业是一个
不错的选择。总而言之，在
生态优先的前提下走绿色

发展道路是牧区今后发展
的总体方向……

一问一答中，时间过得
飞快。盖教授讲得精彩，牧
民们也收获不小。牧民朝古
拉说，今天听了宣讲，对保
护好草原生态有了更新更
高的认识，也有了更加坚定
的信心。作为党员中心户，
我要尽快组织一次集体学
习，把学到的内容分享给辖
区牧民们。

闽西崇山峻岭中的上
杭县溪口镇风光秀丽。青
山下，清澈见底的小溪从古
色古香的民居旁流过。历史
回溯百年，这里走出了一位
在抗战前线奋战到生命最
后一刻的英烈———廖海涛。

廖海涛，1909年出生，
福建省上杭县溪口乡人。
1927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1929年5月领导当地农
民暴动。土地革命战争时
期，他历任乡苏维埃政府主
席，区苏维埃政府副主席，

中共代英县委副书记、县苏
维埃主席。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
主力长征后，廖海涛留在闽
西苏区，历任中共杭武县委
书记、县苏维埃政府主席，
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
中国工农红军闽西第7支队
政委，领导上杭苏区军民坚
持了极为艰苦的三年游击
战争。

全国抗战爆发后，1938
年，闽西南游击队改编为新
四军第2支队，廖海涛先后

任第2支队4团政治部主
任、政治委员等职，在张鼎
丞的率领下挺进苏南敌
后，参与创建以茅山为中
心的抗日根据地，于江宁、
句容、溧阳、溧水地区开展
游击战争，创建敌后根据
地。

1940年2月，廖海涛任
新四军第2支队副司令员兼
政治部主任。5月，他指挥赤
山战斗，歼灭日军中队长以
下130余人。7月，陈毅、粟裕
率江南指挥部主力渡过长

江挺进苏中、苏北建立新四
军苏北指挥部后，廖海涛任
江南指挥部政委。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江
南指挥部所属部队和江南
人民抗日救国军东路指挥
部合编为新四军第6师，廖
海涛任6师16旅政委兼苏南
抗日根据地军政委员会主
任。

1941年5月，他和旅长

罗忠毅率16旅46团、47团回
师茅山地区，经浴血奋战，
终于恢复和巩固了茅山抗
日根据地。10月，他和旅长
罗忠毅率旅部及中共苏皖
区委机关驻江苏省溧阳县
塘马村一带。

1941年11月27日深夜，
日军集中步、骑、炮联合兵
种共3000余人，对16旅驻地
江苏溧阳塘马村发动突然

袭击。廖海涛组织旅部及中
共苏皖区党委机关转移，率
部对敌阻击，掩护机关人员
突围，打退日军多次疯狂进
攻。战斗从28日凌晨一直坚
持到中午，毙伤日、伪军300
多名。廖海涛身陷重围，腹
部中弹，仍然手捂伤口继续
指挥战斗，最终因伤势过
重壮烈牺牲，年仅32岁。

（据新华社报道）

看病有名医 读书有名校 山货不愁卖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胡日查 高敏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