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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夏已过，雨季快要

来了，但是兴安盟扎赉特

旗阿尔本格勒镇白辛嘎查

村民赵玉林，却没有像往

年一样为水漫宅院担心。

“过去一到夏天，我就得加

固一下院墙，因为紧邻着

山根儿住，山水下来，次次

都要冲进家里，院里院外

都是积水。”谈起以前的情

况，赵玉林一个劲地摇头。

赵玉林说，每次有了

山洪受影响的不止自己一

家，雨水带下来的淤泥经

常把街道堵死，村里一大

半百姓没法出门，需要出

动铲车才能清理。随后，他

道出了今年高枕无忧度汛

期的原因：“李处协调了

200 多万元给我们进行山

洪治理，大家再也不用像

以前一样为山洪揪心了。”

让赵玉林心心念念的

“李处”，是45岁的李陟宇，

自治区自然资源厅驻白辛

嘎查的帮扶干部。“自打

2013 年驻村以来，7 年里，

他把白辛当成自家，回呼和

浩特当成了出差。”在白辛

嘎查党支部书记王晓荣心

中，李陟宇对老百姓负责、

热情，只要群众有困难，他

都会想尽一切办法去解决。

白辛嘎查地处扎赉特

旗，是穷出了名的“北八

乡”，过去的嘎查底子差、

农民穷、环境脏，村集体经

济收入低，帮扶压力较大，

脱贫任务艰巨。从一头扎

进白辛嘎查的那天起，李

陟宇就下定了和群众一起

苦、一起干，一起改变贫困

面貌的决心。

在挨家挨户走访、摸

底中，李陟宇发现白辛嘎

查水资源、饲草料资源非

常丰富，然而百姓却一直

守着“金山银山”过着一贫

如洗的生活。为此，李陟宇

和同事们结合当地宜林荒

地多、农牧民具备养殖技

能的优势，为嘎查确定了

“农业托底、牧业增收”的

发展思路。

“我们这个园区绝对

是整个嘎查李处最关心、

来的最多的地方。”刚种完

地里的青储，养殖户王海

清又开始忙着给院子里的

羊群添草料。王海清说，以

前家里啥产业都没有，就

靠着 90 来亩地，想多养些

羊也没有资金，日子越过

越穷。“李处长给我们分了

80 只羊，并让我免费入驻

养 殖 园 区 。每 年 我 拿 出

8000 元给贫困户分红，这

个模式不仅带动了贫困户

脱贫，也给了我们一个致

富机会，现在家里的羊已

经发展到了200多只。”

看到大部分建档立卡

贫困户缺乏劳动力、缺少养

殖技能，李陟宇创新了养殖

方式，把为贫困户购买的

1800只基础母羊和种羊发

包给有经验、有能力的养殖

大户，实行畜牧园区集中代

养，按照比例为贫困户分

红，使贫困人口每年稳定增

收1500元以上。

患有股骨头坏死30多

年的赵玉林，无劳动能力

也没有生活来源，这次他

第一次拥有了属于自己的

20 只羊，每年还有 1500 元

的固定分红，赵玉林的脸

上挂满了笑容。

仅仅让贫困户“发羊

财”可不够，李陟宇又打起

了发展育肥牛产业的主

意。他协调成立了由致富

带头人牵头的“金骏马合

作社”，由嘎查提供土地，

合作社提供设备、人员、技

术，自然资源厅投入资金，

通过承包的方式交由合作

社自主经营，每年向嘎查

集体返还利润 20 万元，为

贫困户每人分红4124元。

如今，养殖园区牛羊满

圈，承载着百姓们脱贫致富

的希望；千亩果园处处飘

香，5.2万株沙果树已发包

到每户重点帮扶对象；配套

新建的饲料加工厂和新购

买的农机具，更是让嘎查形

成了“作物收割——秸秆加

工——舍饲养畜”的循环链

条。产业帮扶为白辛嘎查人

脱贫、村退出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也让白辛嘎查“再不

是旧模样”。

李陟宇深知土地是老

百姓生活的命根子。他积

极发挥行业优势，在“治

地”上下功夫，协调自然资

源厅投入 2800 多万元，对

白辛嘎查 2 万余亩耕地进

行综合整治。“以玉米为

例，整理后亩均增产达100

公斤，仅土地整理一项，就

为嘎查人均年收入增加

2000 元以上。”王晓荣说，

“李处在发展产业上有办

法、有力度，没有他就没有

白辛嘎查的今天，他圆了

我们村民几代人的梦想。”

同样让嘎查村民们兴

奋的，还有李陟宇对接协

调来一个个基础设施建设

项目和村屯环境整治项

目：两座百米长桥畅通了

出行，40 公里的水泥路遍

布全村，260户危草房改造

一新。2015年端午节，在白

辛嘎查长达百年的历史

上，第一次有了路灯，129

盏路灯让村民们也过上了

“夜生活”。道路两旁的绿

化景观树，取代了胡乱生

长的杂草；3公里的路边地

质灾害防治项目，为嘎查

百姓的安全出行上了一道

道“保险”……

7年来，李陟宇始终坚

持最初的信念：百姓不脱

贫，驻村不脱钩。他把全部

感情倾注在白辛嘎查的一

草一木、每家每户，带领全

村老百姓把白辛嘎查建成

了产业兴旺、山绿水美、生

活富足的新农村。

“我来扎赉特旗已经7

年了，白辛就是我的第二故

乡。作为帮扶干部，我也衷

心的祝愿白辛的日子会越

来越好，白辛的发展会越来

越好。这是作为帮扶干部，

驻村干部的一个心愿，更是

我们厅党组的委托和期望，

相信白辛嘎查会越来越好，

更相信我们的老百姓日子

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幸福。”

李陟宇深情地说。

在江苏六合的横梁初

级中学，一进校门的醒目

位置矗立着一座铜像，学

生们进出校门时都能看到

面带笑容的“他”。

他就是杨崇元，1947

年出生于江苏六合。1968

年3月应征入伍，同年8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战

士、排长、干事、政治教导

员、组织处副处长、团政治

委员等职。上校军衔。他热

爱部队，忠于职守，多次被

评为学雷锋积极分子和优

秀共产党员，先后两次荣立

三等功。1986年8月，刚从

国防大学毕业的杨崇元调

到基础较差的某炮兵团任

政治委员。在全团军人大会

上，杨崇元将创建“廉洁、公

道、求实”的先进团党委的

措施公布于众，请大家监督

执行，并表示：“我是团党委

书记，理应做标杆，我做不

到先挨板子。”

杨崇元说到做到，他

团结和带领党委班子，齐

心协力抓部队建设；管理

干部坚持原则，祛邪扶正，

赏罚严明；平时刻苦学习

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并

结合部队建设的实际及时

解决问题。他作风深入，工

作扎实，在身患多种疾病

的情况下，坚持下基层调

查研究，帮助连队解决实

际问题。担任政委两年多

时间里，他下基层调查研

究三百多天，其中在连队

蹲点一百多天。他以自己

的模范行动，团结带领“一

班人”顽强拼搏，为改变所

在部队面貌作出了贡献。

1987 年，杨崇元带领

全团在师和集团军组织的

考核中夺得7项第一，他和

团长被集团军党委评为

“一对好主官”。1988年，他

所在团党委被集团军评为

先进团党委。杨崇元具有

许多与焦裕禄相同的宝贵

精神，官兵赞誉他是“军中

焦裕禄”，党委一班人称赞

他 是“ 廉 洁 奉 公 的 好 班

长”。

1988 年 11 月，杨崇元

在连队蹲点时，糖尿病病

情加重。结束蹲点回机关

后，他继续坚持抱病撰写

文章，布置年终工作总结。

12月29日，他的病情突然

恶化，被送进医院抢救。生

命垂危之际，他嘱咐妻子，

不要向组织提个人要求。

1989年1月1日，杨崇元病

逝，时年42岁。

1990 年 2 月 11 日，中

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

追授杨崇元“模范团政委”

荣誉称号。

“崇元精神”是杨崇元

留给家乡人民的宝贵精神

财富。为纪念他，南京市六

合区横梁街道黄中村正在

建设杨崇元先进事迹陈列

室，在未来形成以红色军

旅文化、爱国主义教育为

特色的教育基地。横梁街道

黄中村委会副主任黄承红

告诉记者，他们经常在党员

活动日邀请村里的老人来

讲述杨崇元的事迹。“我们

希望能够通过建立杨崇元

先进事迹陈列室，把他的先

进事迹讲给更多的人听，

让后人记住他，并向他学

习。” （据新华社报道）

截至目前，包头海关

今年累计监管进口铜精矿

3600批、20万吨、货值2亿

美元，进口量比去年同期

增长40%，实验室检测441

批、1061项目次，保障了铜

冶炼企业进口原料及时送

上生产线。

为保障企业生产原料

不间断供应，包头海关对进

口铜精矿的现场查验和实

验室检测工作在节假日也

片刻不停，“五一”期间包头

海关驻厂监管进口铜精矿

13300 吨、货值 1416.84 万

美元，实验室检测24批、79

项目次。

包头华鼎铜业发展有

限公司是内蒙古规模最大

的铜冶炼民营企业，年产能

近 10 万吨，一年需要进口

铜精矿原料约 60 万吨。铜

精矿矿料经过焙烧、电解等

多重工序，锻造成为电解铜

供应甘肃铜金川集团。受疫

情影响，企业遭遇用工难、

物流慢、资金紧张等多重困

境，对原料充足供应保障资

金周转格外重视。考虑到企

业原料断供导致停产需要

支付的经济成本，包头海关

推进进口铜精矿检验监管

模式改革，落实“预约加班，

即到即检”制度，克服现场

粉尘大、噪音高等复杂作业

环境，做到原料随来随验、

样品随到随检，每批货物的

检测周期缩短到一周之内，

为企业复工复产减负提效。

同时加大矿产品检测设备

投入力度，建立完善实验室

管理体系，稀土、煤炭、铜精

矿检测项目均获得实验室

资质认定和CNAS认可，充

分满足检测需求。

只争朝夕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包头海关保障铜冶炼企业进口原料及时送上生产线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格日勒图 实习生 洪皓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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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李陟宇：七年坚守书写穷村巨变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胡日查 高敏娜

“模范团政委”杨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