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绣花功夫用到了点子上
———记自治区驻宁城县脱贫攻坚工作总队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徐永升

这几天，自治区驻赤
峰市宁城县脱贫攻坚工作
总队的队员们十分忙碌，
他们正在对全县16个乡镇
的所有行政村进行全覆盖
调研走访。在忙农镇，一个
涉及忙农镇和五化镇两镇
的督导问题反馈和现场办
公会议正在举行。参加这
个会的不仅有两个镇的干
部，还有农业、住建、扶贫
等6个部门的负责人。对于
反馈问题，直接由县直部
门和乡镇一起商议，现场
拍板，拿出解决方案。

“脱贫不返贫才是高
质量的脱贫。”现场办公会
上，自治区驻宁城县脱贫
攻坚工作总队队长贾付喜
反馈问题直截了当。他说，
总队在五化镇得力胡同村
入户走访时发现，贫困户
张立国家有5头牛得病死
亡，损失较大，这种牲畜病
死情况在忙农镇也不同程
度存在，如果我们对扶贫
产业的监管不到位，后续
服务跟不上，就守不住已
有的扶贫产业，来之不易
的脱贫成果就会大打折
扣。

这个现场办公会开得
不长，讲的都是干货。会上
做出决定：要巩固产业扶

贫成果，马上由乡镇和农
牧业部门牵头，对有肉牛
死亡的贫困户逐一统计和
登记，鼓励他们用贴息贷
款补栏肉牛，并对养牛户
进行技术培训，让他们树
立起防病、控病意识，掌握
基本防病技术。今后，贫困
户的养殖项目一律进园区
集中饲养、集中防治疫病。
同时要借鉴大棚蔬菜的保
险模式，探索养殖业保险
模式，让贫困户吃上“定心
丸”。

现场办公是总队在督
导中形成的一种长效机
制。如今，总队已形成了现
场办公、每周出督导简报、
下发督导函、发放联系卡
等工作模式。今年以来，总
队已走访了11个乡镇、171
个行政村，梳理问题后印
发简报17期，召开5次现场
办公会议，发放联络卡500
余张，解决来信来访案件4
件。总队在全覆盖走访、全
方位调研中，聚焦贫困户
住房安全、脱贫产业两项
关键工作，把督导脱贫的
绣花功夫用在了点子上。

2018年初，国务院扶
贫办通过数据库分析，研
判内蒙古宁城县有条件提
前一年脱贫摘帽，所以建

议宁城县在2018年底前脱
贫摘帽，也就是比原计划
提前一年脱贫摘帽。两年
任务一年完成，其中最大
难点在于解决贫困户住房
安全问题。如何又好又快
地完成建设任务？去年，总
队把工作重心放在了贫困
户危房改造和易地扶贫搬
迁工程上，尽职履责念好
督导“紧箍咒”，当好“啄木
鸟”。

在三座店镇易地搬迁
安置小区规划建设了一栋
4层的居民楼。由于建楼房
比建平房手续繁琐、审批
时间长，加之施工受雨季
影响，施工进度一度缓慢，
乡镇干部一时难以承受工
期压力之重。总队把督导
做为推动工作的重要手
段，先在督导简报上公布
该项目进度情况，之后又
专门给镇里下了督导函。
这两份文件一下发，马上
引起全县上下的重视，与
项目相关的县直部门都积
极帮助镇里想办法。

总队趁热打铁，专门
召开现场会办公会，安排
发改委、财政、住建等部门
加快办理相关手续、及时
下拨资金、上门提供质量
检测等服务。在总队督导

下，去年12月这栋安置居
民楼竣工投入使用，32户
118名贫困群众终于喜迁
新居，圆了安居梦。同时安
置小区还配套建起占地
260亩的47栋日光温室和
一处养牛小区。去年，宁城
县仅在一年时间里，就完
成易地搬迁754户，改造危
房10288户，完成投资近2
亿元。

“发展果、菜、牛，脱贫
不用愁！”这是宁城百姓常
说的顺口溜。经过多年发
展，宁城县的经济林、设施
农业、肉牛成为全县特色
脱贫产业。然而如何通过
科学的利益联接机制，发
挥企业和合作社的龙头
引领作用，让贫困群众融
入产业链中？总队在督导
工作中，注重推动“资源
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
民变股东”改革，培育出
一肯中乡毛家窝铺扶贫
产业园、三座店镇润益扶
贫产业园等一批“三变”
改革的典型。

盛夏时节，一肯中乡

毛家窝铺村种着赤芍、白
芍、黄芪等中草药的药田
变成了一片花海。在这个
村5880亩耕地中，有5380
亩被村办合作社流转，用
来建设扶贫产业园。如今，
产业园已建成360亩的大
棚羊肚菌基地和5020亩的
中药材示范基地。“‘三变’
改革的精髓就在于集中力
量办大事，土地集中流转，
资金捆绑使用，做大做强
产业，百姓按股分红！”一
肯中乡副乡长杨海涛介
绍，去年以来园区已投入
各类项目资金和贷款740
多万元，农民入股资金达
50多万元。

去年，毛家窝铺村以
“村社一体”的形式，成立
了宁城县亲民种养殖专业
合作社。合作社在总队指
导下，按照“村级主导、合
作经营、集体收益、贫困户
分红”的模式，推动“三变”
改革。眼下，扶贫产业园已
建药材标准化试验田320
亩，试种27种中药材；园区
中药材初加工扶贫车间正

在建设中，能吸纳30多名
贫困人口就业。目前，合作
社已发展社员218户825
人，村民参股率达到100%，
今年年底，村里合作社集
体经济收入预计能达到
300万元。

“一项改革给贫困户
带来多项收入！”毛家窝铺
村第一书记邹吉兵介绍，

“三变”改革后，包括贫困
户在内的全体村民，每亩
地都能有650元的地租收
入；贫困人口在园区务工，
每人每天有80到100元的
收入；贫困户扶贫资金和
扶贫贷款入股到合作社
后，可以获得稳定的资产
性收益；合作社有了经营
性收入后，在为社员分红
时，贫困户身份的社员还
有优先分红的权力。下一
步，合作社将拉长产业链，
建设集中药材生产、分拣、
初加工、仓储、销售、物流
于一体的基地，依托色彩
纷呈的中药材花海，发展
观光旅游产业，为振兴乡
村打下产业基础。

5月的华蓥山，细雨
绵绵。一座形象生动、威
风凛凛的“双枪老太婆”
塑像伫立在大地上，引
来游人纷纷驻足。蒙蒙
细雨牵动着人的思绪，
让人回想起发生在这块
红色土地上的不能忘记
的故事。

邓惠中，1904年出生
在四川岳池，原名张惠
中、张若兰。16岁时，邓惠
中与邓福谦（中共早期党
员）结了婚。婚后，两人相
互尊重、恩爱有加。出于
对丈夫邓福谦的敬仰和
深情，她改名为邓惠中。
在丈夫的影响下，邓惠中
努力学习文化知识。1930
年，虽是两个孩子的母

亲，但她依然考入了岳池
女子师范学校。1933年从
岳池女师毕业后，曾任小
学教员、校长。1938年丈
夫邓福谦去延安后，她孤
身一人带着三个孩子白
天教书，晚上办农村夜
校。她经常利用教师和校
长的身份，走家串户地发
动群众，进行抗日宣传，
秘密从事共产党的地下
工作，她还组织了妇女抗
敌后援会，团结进步群众
一起投身到抗日救亡运
动中去。

1939年8月，邓惠中加
入中国共产党，此后担任
过妇女特支书记、县委妇
女委员等职。入党后，邓
惠中更加积极地投身到

党的事业当中，她深入农
村，发动群众，从中发展
一批先进分子入党，壮大
了革命力量。

1946年，邓惠中在岳
池加入中国民主同盟。
1947年她去川北学习军
事，回来后发动群众，进
行战术演习、练兵、习武。
她虽缠过脚，行走不便，
年龄也较大，但仍然经常
化装到各地检查工作，指
挥军事训练。后来，她参
加了中共川东地下党第
八工委的领导工作，组织
群众，积极参加华蓥山地
区的岳池、武胜起义，并
为起义筹备资金，购买武
器弹药。起义爆发后，她
不顾个人安危，奔走在县

城和邻近农村，继续发动
群众。在这个时期她迅速
成长为一名共产主义战
士，成为华蓥山游击队的
组织者、培训者和指挥员，

“双枪老太婆”的名号叫敌
人丧胆。

1948年的岳池、武胜
起义失败后，邓惠中带领
全家居于乡下。8月初，次
子邓诚去武胜新场执行联
络任务，途中不幸被捕。她
闻讯后，于8月4日带领长
子邓永义、女儿邓叶芸、未
婚儿媳张淑珍等潜回家
中，准备次日去营救邓诚。
不料在做饭时，被隔壁邻

居听到消息告密，全家被
捕。

在敌人半个多月的审
讯中，邓惠中坚定沉着，毫
不动摇。在特务们以保全
儿女性命进行威胁劝诱
时，她狠狠打了特务一记
耳光。敌人恼羞成怒，把
她捆起来，用竹签从指甲
钉进去，钉一下问一句。
她脸上挂满了豆大汗珠，
咬紧牙关，直到昏死过
去。后来敌人又惨无人道
地施以多种酷刑，但她仍
坚贞不屈。在岳池军法室
被多次刑讯后，她和次子
邓诚一起被押送重庆“中

美合作所”的渣滓洞。
1949年11月27日，在

渣滓洞大屠杀中，邓惠中
与其子邓诚同时殉难，壮
烈牺牲，时年45岁。

英烈虽已远去，但精
神却长存不朽，鼓舞着后
人。今天在邓惠中烈士战
斗过的四川华蓥，“送子
参军”一直是当地人民的
光荣传承。随着社会的发
展，广大适龄青年参军报
国的热情不减，不少华蓥
山游击队的后人，继承父
辈之志，积极入伍报效祖
国。

（据新华社报道）

邓惠中：双枪震敌胆 铁血铸英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