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家女赵丽杰带动200多户贫困户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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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7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立夏时节，赤峰市林

西县荣盛达种植农民专

业合作社迎来了杂粮杂

豆播种的高潮。在新城子

镇双兴村的大梁道子地

块，合作社理事长赵丽杰

正在和农机手们一起播

种黍子。随着深松机和免

耕播种机的前行，这片山

地梯田被深耕出一条条

黝黑的垄行，风中弥漫着

新翻泥土的气息，还混杂

着青草的香味儿。

今年 33 岁的农家女

赵丽杰，开着两人多高的

大型播种机，身上带着一

股豪气。她麻利地停了机

器跳下车，介绍起了合作

社开春以来的播种情况：

“今年合作社流转了 6200

亩地，主要种黍子、黄豆、

小麦、玉米和荞麦，有一

部分是为蒸粘豆包准备

的原料，还为乡亲们托管

3 万亩地，也是种的杂粮

杂豆，再有一个星期就全

种完了。”

“只要她看好的事，认

准了的事，就是吃再大的

苦，受再多的累，都会一往

无前地向前走！”在丈夫董

蒙的眼里，妻子赵丽杰总

有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

2012 年，生在呼伦贝尔的

赵丽杰跟随参军复员的丈

夫，在林西县新城子镇双

兴村成了家。刚进村她的

心就凉了半截，吃水难、房

子破、路不平，手机还没信

号。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

只剩下留守老人，苦耕着

几亩薄田。

“不能捧着金碗要饭

吃！”身为党员的赵丽杰

决 心 要 在 种 地 上 做 文

章。她用婚后仅存的 2 万

元钱买了一台小型拖拉

机，流转了上百亩土地，

种 起 了 杂 粮 杂 豆 。夫 妻

俩起早贪黑“侍候”地里

的 庄 稼 。饿 了 就 着 咸 菜

疙 瘩 吃 点 干 粮 ，渴 了 就

喝 口 凉 水 。手 上 磨 出 的

血 泡 变 成 厚 厚 的 老 茧 ，

掉 了 一 层 又 一 层 ，钻 心

地痛。家人心疼，劝她别

干 了 ，可 倔 强 的 她 硬是

咬牙坚持了下来。

梅花香自苦寒来，经

历了农事之苦的赵丽杰，

种田种出了规模，种出了

效益。2014 年，赵丽杰注

册了“董蒙家庭农牧场”，

2017 年成立荣盛达种植

农民专业合作社，带领乡

亲们种起了有机杂粮。刚

一开始夫妻俩只流转了

300 多亩地，到 2019 年已

经发展到了2.3万亩。原来

只有一台拖拉机，如今合

作社和家庭农场已有大中

小型农用机械 38 台。农业

的集约化、机械化生产，极

大地降低了杂粮杂豆的耕

作成本，使合作社和农户

都尝到了甜头，让 3500 多

名农民人均增收 3000 余

元。

双兴村的黍子磨出

的黄米面黏性大，山坡地

种的红芸豆味道美。如何

把这两样杂粮卖出去？还

要卖得更好？赵丽杰的想

法 是 ，先 加 工 制 作 黄 米

面、红芸豆馅的粘豆包，

再通过网络，让粘豆包走

出山旮旯，进入城里人的

餐桌。说干就干，她组织

村子里的妇女们，一起包

粘豆包。第一锅粘豆包试

制成功，刚一掀开锅，黏

黏的、香香的、金黄色的

粘豆包就让人口齿生津。

赵丽杰把制作粘豆包的

视频发到微信群后，订购

者云集。网民亲切地称她

为“豆包西施”。

2018 年，赵丽杰的粘

豆包迎来了一个销售小

高潮，当年就发展销售代

理 21 名，产品供不应求。

全年累计销售豆包、年糕

13 万斤，年营业额 100 多

万元，让 20 户贫困户和周

边村子 100 多名妇女走上

了致富的道路。网上卖豆

包走俏后，赵丽杰又尝试

线上、线下相结合卖各种

农产品。她创办了“双兴老

三区”乡土有机杂粮品牌，

如今合作社年加工有机杂

粮 3400 吨、食用菌 10 吨，

年销售额 900 多万元，产

品远销北京、东北、河北等

地。辐射带动 200 多户贫

困户脱贫，1640 户农户增

收。

为了让乡亲们最大

程度地得到土地收益，赵

丽杰想出了一个“以地养

老”的办法。对长期弃耕

的土地，合作社用高于市

场价格流转，让村民得到

流转收益；对有部分劳动

能力的老人进行土地托

管，减免 20%的农机作业

费 用 ，并 用 高 于 市 场 价

0.10 元的价格回收原粮；

对有劳动能力无资金的

村民，引导他们加入合作

社，让他们得到入股分红

和工资的双重收益。

从嫁到偏远山村的

小媳妇，到远近闻名的致

富能手，再到带领周围十

里八村乡亲们抱团致富

的主心骨，赵丽杰为偏远

乡村趟出了一条脱贫新

路，她的辛勤付出得到了

社会的肯定和乡亲们的

敬佩。赵丽杰先后被中华

妇女联合会评选为“全国

巾帼建功标兵”，被自治

区授予“全区农村牧区青

年致富带头人”等称号。

她那种吃苦耐劳、勇往直

前的蒙古马精神，正在激

励着一大批新时代的新

型农民，为了幸福的明天

而奋斗。

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

坡陈列展览馆的第一展厅

里，一面绣有“子弟兵的母

亲”字样的大红锦旗总会

引起参观者驻足，这面锦

旗是授予拥军模范、“戎妈

妈”戎冠秀的。

戎冠秀，女，1896 年

生，河北平山人，1938 年 2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

战争时期，任下盘松村妇

女救国会会长、八路军伤

病员转运站站长。在残酷

的对敌斗争中，她带领全

村妇女积极拥军支前，救

护伤员。1941 年至 1943 年

间，日伪军对晋察冀边区

连续发动多次惨绝人寰的

大“扫荡”。在反“扫荡”的

艰苦岁月里，戎冠秀带领

全村妇女为战士们送水、

送饭，转运伤员。在严重缺

医少药的条件下，为了救

治伤员，她想尽一切办法，

用温开水清洗创伤，用中

草药敷伤口，用小勺一口

一口地给伤员喂饭。在她

的精心救护下，很多身负

重伤、生命垂危的八路军

指战员恢复了健康，重返

前线。人们都亲切地称她

“戎妈妈”。

1944 年 2 月，戎冠秀

光荣地出席了晋察冀边区

第一届群英大会，被授予

“北岳区拥军模范——子

弟兵的母亲”光荣称号。在

荣誉面前，戎冠秀不骄不

躁，把奖给她的骡子和农

具全部贡献出来，带领群

众掀起了支援前线的大

生产运动，同年被晋察冀

边区评为劳动模范。解放

战争时期，戎冠秀为了支

援前线、保卫解放区，走

村串户动员男子参军打

仗，妇女生产支前，并把

最小的儿子送上前线。在

她的带领下，革命老区出

现了母送子、妻送郎、兄

弟竞相上战场的动人情

景。她积极组织妇女做军

鞋、送军粮，出色完成了

各项支前任务。在她的带

动下，晋察冀解放区涌现

出一大批“戎冠秀小组”，

为夺取解放战争胜利作

出了重要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戎冠

秀继续保持和发扬战争年

代的革命精神，积极参加

家乡的社会主义建设。历

任大队党支部副书记、生

产队队长、中共平山县委

委员、平山县妇女联合会

名誉主任。她作为特别邀

请人士代表出席了中国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

届全体会议，并参加开国

大典。1950 年 9 月出席中

华人民共和国全国工农

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后

又多次出席全国劳动模

范会议和拥军优属表彰

会议。先后当选为第一至

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中

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第三、

第四届代表大会代表，全

国妇联第四届执行委员

会委员。曾荣获全国“三八

红旗手”称号。

改革开放后，年逾八

旬的戎冠秀积极参加家

乡的建设事业，为改变山

区贫困面貌献计献策。她

一如既往地关心人民子

弟兵，不顾年老体弱，向

边防战士赠送锦旗，写慰

问信，鼓励他们安心卫国

戍边。

1989 年 8 月 12 日，戎

冠秀因病逝世，享年93岁。

2018 年 9 月，戎冠秀

的家乡平山县退出贫困县

序列。摘掉“贫困帽”的平

山县，有了更加宏大的愿

景——打造市域次中心，

建设生态富裕文明和谐中

等城市。（据新华社报道）

“子弟兵的母亲”戎冠秀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徐永升 实习生 李晓军

开栏
的话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做好内蒙古各项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不止一次勉励我区各族干部

群众，要把弘扬“吃苦耐劳、一往无前，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蒙古马精神融入自治区改革发展全过程，融入经

济社会发展各领域，以蒙古马精神推动各项工作不断跃上新台阶，从而焕发出推动改革发展的强大精神力量，

努力谱写内蒙古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崭新篇章。

蒙古马精神是激励新时代我区各族人民守望相助、团结奋斗的强大精神力量，是汇聚自治区广大党员干

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繁荣发展各项事业而奋力拼搏的动力源泉。蒙古马精神是新时代中国精神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它是中华民族伟大奋斗精神在内蒙古自治区的具体体现。

伟大时代需要崇高精神支撑，伟大事业需要榜样力量引领。本报从今天起推出“弘扬蒙古马精神·身边的

榜样”专栏，展现全区各族干部群众守望相助、团结奋斗、一往无前的蒙古马精神，聚焦全区各族干部群众在奋

力投身决胜全面小康、建设现代化内蒙古、打造祖国北疆亮丽风景线伟大实践中“身边的榜样”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