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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7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只争朝夕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抗“ 疫 ”不 松 劲 ，战

“贫”不停步，两个战场都

是硬仗。当下，和林县 148

支驻村工作队 444 名队员

在朋友圈里讨论最多的就

是防疫高招和脱贫点子，

他们奔赴在全县 148 个行

政村抗“疫”又战“贫”。

3月6日，记者走进和

林县的3个村子，听听他们

的故事。

闫林惠家的“288”鸡

初春的盛乐镇公喇嘛

村洒满暖阳。

闫林惠正在用自家种

的玉米拌和饲料喂鸡，49

只鸡扑棱着翅膀抢食。在鸡

吃食的空当，闫林惠拿着小

盆，进入鸡舍取走 10 来个

刚下还热乎着的鸡蛋。

“唉，要不就是 50 只

鸡，自己没侍弄好，去年挤

死一只。”闫林惠对自己的

这些鸡倍加珍惜。

他的这 50 只鸡，是呼

和浩特市人社局下派公喇

嘛村第一书记田都荣协调

单位帮扶的。公喇嘛村4户

建档立卡贫困户张春红、

闫林惠、白体成、岳文丽每

家50只扶贫鸡。

“除了这些从正大引

进的成年蛋鸡之外，我们

还给提供了全部的鸡舍、

鸡饲料、配套用具。之所以

叫这些鸡为‘288’鸡，是说

这个品种的鸡产蛋量高，

一年 365 天可以产蛋 288

颗。产蛋后，我们通过发朋

友圈、联系就近农家大院、

单位同事，以每斤 10 元的

价格帮着卖掉。50 只鸡每

月就有近 1200 多元的收

入。”田都荣给记者算起了

蛋鸡饲养账。

公喇嘛村是盛乐镇乃

至和林县最大的行政村之

一，辖 1781 户、3876 人，驻

村工作队、村委会除了要

做好全村 3 个卡点的疫情

防控工作，还要聚焦脱贫

攻坚工作，谋划发展今年

的村集体经济，可谓任务

繁重。

闫林惠一家是村里的

建档立卡贫困户，73 岁的

父亲年轻时落下一身病，

母亲卧床不起，闫林惠是

脉管炎。

“去年，内蒙古国际蒙

医医院在公喇嘛义诊时，

该院副院长毕力夫听说了

他家的情况，当即表态要

全力帮助救治他们一家

子。”村委会会计秦根柱

说。

闫林惠父母享受低保

每月能领800多元，村委会

给闫林惠提供了一个打扫

卫生的公益性岗位，每月能

领500元，自家种了10来亩

地，也能收入七八千元。

“生活基本没有问题

了。”闫林惠笑着告诉记

者，“等疫情过去了，我们

一家就去找毕院长看病

去！”

“现在已经跟现代牧

业达成了初步意向，流转

村里三分之一没有劳动能

力村民的土地发展种植

业，再给村民增加部分收

入。”田都荣说。

在村委会办公室的墙

上，“两年帮扶路，一片赤

诚心”，4 名贫困户送给村

委会的锦旗熠熠生辉。

徐亮平家的常客

“叔，这几天身体怎么

样？家里的生活用品够不

够，今年的春耕物资准备

的怎么样？”

3月6日一大早，驻村

第一书记王博、驻村工作

队长刘风在规劝完村里集

聚的村民后，恰遇村医刘

利民，她俩与村医一同走

进建档立卡贫困户徐亮平

家中。

刘利民为老人测体

温、量血压，王博询问徐亮

平这几天的身体状况。

“去年，在驻村工作队

和村委会的帮扶下，种植

玉米收入加上政府单品种

植 2000 元的补贴及低保、

粮食直补等，我们老两口

的生活有了保障。”徐亮平

告诉记者。

去年，大南沟村3户贫

困户全部实施发展生产脱

贫，贫困户马占珍、康雨娥

分别通过正缘公司生猪代

养分红1600元。

谈到今年脱贫规划和

壮大村集体经济，村支部

书记马飞信心十足：“大南

沟村计划利用旧村东队场

面新建养殖场，总投资180

万元，养殖肉牛50只、肉羊

300只。”

疫情挡不住春回大

地，阴霾遮不住万物复苏。

“ 确 保 全 面 小 康 不 落 一

人”，大南沟村及帮扶干部

在疫情防控、脱贫攻坚一

线构筑起坚固的战斗堡

垒。

华福后还要种雪菊

“杨队长，你今年还育

雪菊不？今年我还想再种

点雪菊了。”

“华大爷，只要你愿意

种，我今年就继续给你们

培育雪菊苗！”

快80岁的华福后正和

马家夭村驻村工作队队长

杨向东聊着。

华福后曾是马家夭村

建档立卡的贫困户，现在

已脱贫。老两口去年种了

点雪菊，在驻村工作队的

帮扶下，收入了1800多元。

去年像华福后一样种

植雪菊的贫困户还有很

多，他们都选择在自家的

菜园子或田间地头种植，

驻村工作队帮助销售了

200斤左右的雪菊，贫困户

和一般农户共收入 2 万多

元。

马家夭行政村从 2 月

2日建起了防疫检查站，组

织村里的党员、贫困户和

各个自然村的村长轮流值

班。他们在做好疫情防控

的同时，更是不忘谋划推

进扶贫工作。

“去年，驻村工作队把

培育好的雪菊苗都无条件

的挨家挨户送到贫困户和

一般农户家中，让他们享

受到了雪菊的福利。”村党

支部书记樊来运说，去年

村里种雪菊的人挺多，既

可以增加村民的收入，又

可以留下自己喝，今年大

家还想继续种。

这几天，驻村工作队

深入贫困户家中开始逐户

了解他们的情况和需求，

并逐一进行梳理，制定了

2020年的产业扶贫帮扶计

划。

下一步，他们将继续

把圣牧高科捐赠的20头肉

牛饲喂好，壮大村集体经

济；推广雪菊、大豆和黑小

米种植，增加贫困户和一

般村民收入。

为统筹做好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包

头市向 214 个重点企业和

重大项目派出干部挂职或

担任驻企联络员，开展为

期1年的帮扶和服务工作。

目前，215名选派干部已完

成岗前培训，即将奔赴工

作一线，助力重点企业和

重大项目尽快复工复产，

实现高质量发展。

为确保选派干部能顶

得上、真管用，包头市委组

织部和市发改、工信、农

牧、商务、工商联等牵头部

门充分沟通，在精准选派

上下功夫，把政治素质过

硬、工作能力较强，熟悉经

济综合、环境保护、财政金

融、应急管理、行政审批等

业务的机关干部选出来、

派下去，有针对性地帮助

企业解决所急所需所忧所

盼。挂职干部在国企全脱

产工作，驻企联络员每周

至少在企业工作2天，全程

提供无偿服务。

包头市把到企业挂职

和派驻服务作为磨砺干部、

考验干部的重要战场，按月

对派出干部进行考察了解，

考察结果将作为提拔使用

和职级晋升的重要依据。

河南省林州市石板岩

镇郭家庄村南湾自然村，

背靠大山，面临露水河，谷

文昌故居就坐落在村中南

部的一片民房中。

谷文昌，原名谷成栓，

1915年出生于河南省林县

（今林州市）南湾村一户贫

农家庭。1943年他参加村农

民抗日救国会，不久担任村

农会主席。1944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1945年任抗日民主

政府林北县第七区区长，3

年后任区委书记。1949年被

编入南下干部长江支队第

五大队三中队五小队，任小

队长。

1950年，谷文昌随军渡

海解放福建省东山县，先后

担任东山县城关区委书记、

县委组织部部长、县长。

1955年起任东山县委书记。

昔日东山，风沙肆虐，旱

涝为害，一片荒凉。在全岛

19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森林

覆盖率仅为0.12%。民间流

传着这样的民谣：“春夏苦旱

灾，秋冬风沙害。一年四季

里，季季都有灾。”面对生活

贫困的群众，谷文昌下定决

心，率领群众战胜风沙，根治

旱涝，让人民过上好日子。

由于风沙、低温等种

种自然灾害，东山植树造

林的尝试一次次失败。谷

文昌毫不气馁，和县委的

同志一道认真总结经验教

训，重新制订方案。“不制

服风沙，就让风沙把我埋

掉！”为了找到适宜沿海种

植的树种，东山县委组成了

由领导干部、林业技术员、

老农三结合的实验小组，谷

文昌亲任组长。他们在飞沙

滩上，“旬旬种树”，定时观

察气候、湿度、风向、风力对

新种木麻黄回青、成活的影

响，终于摸清了规律，总结

出了种植木麻黄的技术要

点。14个春秋的拼搏奋战，

谷文昌和县委一班人带领

全县军民植树造林防治风

沙，打水井、建水库抗旱排

涝，修公路、筑海堤、建海

港、造盐田……从根本上改

变了东山旧貌，把一个荒岛

变成了宝岛。

谷文昌经常深入基层

田间，东山县的村村寨寨都

留下了他的足迹。他经常卷

起裤腿与百姓一起犁田、打

石头，干得一身泥水满身汗。

干部群众找他反映问题，哪

怕是三更半夜他都不烦。他

严于律己，不谋私利，1964

年，他调任省林业厅副厅长，

只带走两只皮箱、几麻袋杂

物。群众送他一张木麻黄饭

桌，他硬是退了回去。

1981 年 1 月 30 日，谷

文昌在漳州因病去世，享年

66岁。在广大干部群众的强

烈要求下，1986年，东山县

委决定将谷文昌的骨灰安

葬在当年他亲手建起的赤

山林场。1999年，东山县各

界捐资修建了谷文昌事迹

展览馆及谷文昌公园。2004

年2月，谷文昌纪念馆建成，

被命名为“福建省爱国主义

教育示范基地”“福建省首

批党史教育基地”。每逢清

明、春节等尊老敬宗的传统

节日，当地许多群众都“先

祭谷公，后祭祖宗”，深切怀

念这位为东山人民造福的

共产党人。（据新华社报道）

谷文昌：不制服风沙，就让风沙把我埋掉！

3个村里的脱贫故事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郑学良

包头市选派215名干部助力重点企业和重大项目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吕学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