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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屡建战功壮山河———赵基梅

1.乌兰察布市凉城县

岱海镇西大庙新村村民反

映，卫生间下水管道一到

冬天就被冻住，卫生间没

下水成了摆设。另外反映

村里饮用水水质差。

自治区农牧厅经过
核查确认问题属实，协
调当地有关部门立即整
改：一是关于卫生间冬天
受冻问题，岱海镇政府及
相关部门已与施工单位
沟通协商。目前，施工单
位正针对卫生间受冻的
住 户 进 行 彻 底 检 查 维
修。二是关于水质差的

问题，技术人员及施工
队已找到新水源井，计
划建设一处50吨的储水
池。当地政府将继续跟踪
督办，尽快解决该村安全
饮水问题。

（自治区农牧厅）

2.阿拉善左旗群众反

映，其儿子在阿拉善左旗

某企业打工，签订了劳动

合同，但企业存在拖欠职

工工资情况。

经核实，该企业因项
目运行困难，拖欠30多名
员工工资。7月份，由阿拉
善左旗政府主导，在盟直

企业支持下，该企业组建
持股新公司，整合多个建
设项目及资产，召回原有
职工，恢复正常营业，逐步
补发拖欠工资。

（阿拉善盟委办公室）

3.巴彦淖尔市乔先生

反映，临河区殡葬行业存

在垄断现象。

巴彦淖尔市民政局召
开会议，专题研究加强殡
葬行业管理、解决殡葬垄
断问题：一是对去年9月
开展的殡葬领域突出问
题专项整治行动进行“回
头看”，及时通报相关情

况，确保整改实效；二是
由市、区两级民政部门对
临河区相关殡葬企业进
行约谈，要求其对管理、
服务、价格等作出承诺，
接受社会各界监督；三是
由临河区民政局组成工
作专班入驻相关殡葬企
业，督促其进行整改；四
是对殡葬基本服务收费
价格进行定价并在报纸

上公示。
（巴彦淖尔市委办公室）

4.某市发改委建议，要

安排专项资金，大力扶持

乡村旅游发展。

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牵头文旅厅、财政厅
等十三个部门编制了《内
蒙古自治区乡村旅游提质
升级行动方案》，对道路和
停车设施建设短板、人居

环境整治、服务标准提升
等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
特别是在鼓励引导社会资
本参与乡村旅游发展方
面，提出了探索建立乡村
旅游产业投资基金，加大
对乡村旅游贷款支持力
度的具体意见。目前，《方
案》已进入部门会签阶段，
近期印发实施。（自治区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

在扎兰屯，“张大妈”
和“一把木耳”有着很高的
知名度。

“张大妈”本名张秀
荣，曾是扎兰屯市河西街
道办事处回民村的建档立
卡贫困户。2016年6月，62
岁的张大妈光荣地加入了
党组织，成为村里的党员
中心户，大家亲切地称呼
她为张大妈。

张大妈有两个儿子。
2000年，大儿子为救溺水
老人不幸身亡，年仅23岁，
性格内敛的张大爷因此患
上了抑郁症。2011年，噩耗
再次传来，为养家糊口在
外打工的二儿子在工作中
发生意外，手和脚被炸伤，
致二级伤残。

多次罹难，使张大妈
一家的生活举步维艰，但
她始终相信天无绝人之
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
只要自己肯努力肯付出，
终会过上好日子。”

扎兰屯市河西街道党

工委、回民村党组织的多
次谈心鼓励，帮助她树立
脱贫致富的信心。张大妈
凭借着骨子里的那份坚强
与乐观，毅然支撑起这个
濒临破碎的家。

为了增加村民收入渠
道，街道党工委带领班子
成员、村干部和部分村民
到其他乡镇考察黑木耳种
植情况，张大妈也在其中。

通过考察，张大妈看
中了这项产业。街道办事
处与市扶贫办了解到张大
妈想法后，动员社会各界
力量，为她筹资12万多元
贷款，建起了黑木耳钢架
大棚。

年届花甲的张大妈主
动学习最新的黑木耳吊袋
大棚立体种植技术，黑木
耳产量上去了，但销路却
成了问题。她凌晨2点就去
早市抢地方卖木耳，可销
量仍然上不去。

为了解决销路，张大
妈开始尝试多种销售方

法。她让儿子在自己的微
信圈里发布黑木耳出售的
消息，达成了几笔小额业
务，这是张大妈初次尝到
网络的甜头。

2015年，扎兰屯市大
力推进电商扶贫。张大妈
在市里举办的电商培训班
接受了培训，开始通过微
信销售木耳。很短的时间
内，就销售木耳近百斤，这
让张大妈更加感受到了互
联网的强大。

在街道帮助下，张大
妈联系专业团队设计了

“傲瑞”黑木耳系列产品包
装，开通了“一把木耳”淘
宝网店。

从此，张大妈走上电
商运营之路，黑木耳当年
就在网上销售了150公斤，
线上收入近2万元。脱贫致
富后，她不忘党组织的关
怀和帮助，积极向党组织
靠拢，思想汇报不间断地
递到村党总支。张大妈说：

“我一定要入党，我要做共

产党员，我要以党员的名
义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
人！”

“村里出产的黑木耳
质量虽好，但售卖方式却
很原始。村民们每天都去
采摘，然后抬到集市去卖，
运气好的时候上午能卖
完，运气不好的话，就只能
再抬回来。”张大妈说，看
到村民抬着卖不掉的黑木
耳回家，满脸无奈与疲惫，
她真的好心疼。

自己脱贫了不能忘了
众乡亲。为了帮助周边种植
的贫困户，由张大妈牵头，
木耳种植户组建了黑木耳
种植专业合作社，她当上了
理事长，社员大多也是贫困
户。

入党之后，张大妈始终

牢记党员身份，为其他木耳
种植户无偿提供自己摸索
总结的种植技术和营销经
验，让党员形象在群众中闪
光。通过“互联网+”助推现
代农业，带领回民村村民走
上了一条脱贫致富路。

经过几年努力，张大妈
的黑木耳合作社社员从最
初的5户发展到现在的11
户，木耳菌袋由2015年的10
万袋增至20多万袋，辐射带
动贫困户58户，销售额达到
70万元。

2018年换届，张大妈被
村级党组织选为党员中心
户，“我是刚加入组织没几
年的新党员，现在组织需要
我，我当然要义无反顾向前
冲！”张大妈说，这个黑木耳
品牌之所以叫“一把木耳”，

其寓意是抓一把是馈赠，多
一把是感恩。

张大妈的黑木耳专业
合作社的组织优势已与群
众利益深度联结共享。在扎
兰屯市“菜单式”产业扶贫
好政策的影响下，在张大妈
黑木耳专业合作社的带动
下，不断有贫困户加入到黑
木耳栽培行列中，合作社总
计带动贫困户50户150人致
富。

去年，张大妈参加自治
区“魔豆妈妈”妇女创业大
赛，获得了5000元奖金。她
把这笔奖金拿了出来，投入
到扩大网上销售渠道上去，
帮助更多的贫困户卖木耳。
通过电商平台，张大妈的

“一把木耳”远销全国20多
个省市区。

走进湖北省麻城市乘
马岗镇，一条宽阔的大别
山旅游公路绕镇而过，各
式旅游大巴川流不息，不
远的龟峰山上，杜鹃花争
相怒放。全国各地慕名而
来的游客，带火了沿线的
农家乐，也带富了周边的
乡村。革命烈士赵基梅的
家乡乘马岗镇沙子岗村就
在其中。

赵基梅，1909年生，湖
北麻城人。1929年参加中
国工农红军，次年加入中
国共产党。曾任红四方面

军排长、营长、团政治处主
任、师政治部主任，参加了
鄂豫皖苏区反“围剿”、川
陕苏区反“围攻”和长征。
他作战勇敢，屡建战功，到
达陕北后入红军大学学
习。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后，赵基梅任八路军第129
师386旅771团政治处主
任，独立游击支队司令员
兼晋冀豫军区第5军分区
司令员，先后参加晋东南
反“九路围攻”、磁武涉林
等战役战斗。1940年4月，

任八路军第2纵队新编第3
旅副旅长，参加冀鲁豫边
区反“扫荡”；后任新编第3
旅代理旅长，率部进至鲁
西南地区恢复和发展抗日
根据地；1941年起任八路
军第115师教导第7旅政治
委员兼冀鲁豫军区第8军
分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第7军分区政治委员、第5
军分区司令员，继续坚持
鲁西南地区游击战争。

赵基梅坚决贯彻党的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广泛发动群众，团结抗日

各阶层进步人士，积极争
取和改编地方抗日武装，
使鲁西南抗日根据地不断
巩固扩大，为冀鲁豫抗日
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作出
了卓著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赵基
梅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7
纵队副司令员，参加出击
陇海路、定陶、巨（野）金
（乡）鱼（台）、豫北攻势等
战役；1947年8月任晋冀鲁

豫野战军第12纵队司令
员，率部挺进大别山；12月
兼任江汉军区司令员，率
部西越平汉铁路向江汉地
区展开，配合大别山主力
部队反“围攻”斗争。由于
长期战争环境和忘我工
作，他得了严重的胃病。尽
管身体十分虚弱，他还是
同战士们同吃“大锅饭”，
配给他的马也总是让给伤
病员骑。在挺进大别山的

艰苦斗争中，他又患了重
感冒，仍躺在担架上指挥
作战。

由于病情加重，1947
年12月27日赵基梅在湖北
随县（今随州）三里岗病
逝，时年38岁。中共中央发
出唁电，高度赞扬他为中
国革命作出的重要贡献，
称他的逝世“实为中国人
民解放事业中的一大损
失”。 （据新华社报道）

帮助，以党员的名义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李玉琢 实习记者 姜 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