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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争朝夕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一级英模苏太德是云

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

马关县公安局的一名侦查

员。生于革命烈士家庭的

他，在抓捕凶悍狡猾的持

枪毒贩时，把防弹衣让给

了年轻同志，自己却在与

毒贩交火时不幸头部中

弹，壮烈牺牲。如今，他的

两个女儿继承父辈遗志，

都成为光荣的人民警察。

苏太德生于 1955 年，

汉族，马关县人。他出生于

一个革命烈士家庭，当民

兵的爷爷在解放战争中配

合解放军剿匪时光荣牺

牲，被评定为革命烈士，他

从小就深受影响，立志长

大以后一定要报效祖国。

1974 年，苏太德入伍

从军，1979 年退伍后到马

关县公安局工作。在部队

养成的坚决执行命令的习

惯，让他总是把工作做得

一丝不苟、无可挑剔。1983

年3月，投资较大的马关县

白糖厂破土动工，县里高

度重视，苏太德被公安局

指派负责工地的保卫工

作。他背着行李一头扎进

工地，一晃两年过去了，这

里没发生过一起案件和事

故。1988 年 12 月，在一起

枪支被盗案中，苏太德和

同事经过缜密侦查找到了

被盗手枪。有人劝他“枪找

到就行了”，他却主动要求

蹲守抓人，最终和战友们

在设伏 7 个昼夜后成功抓

获了嫌犯。从警以后，他共

办理刑事案件100余起，抓

获犯罪嫌疑人300余名。

1992 年 8 月，按上级

要求，警方在砚山县平远

地区开展“严打”斗争。8月

29 日，苏太德接到前往平

远地区的命令，他简单打

点行装后告诉妻子要去出

差，就赶到了当地待命。这

次行动很重要，有数千名

武警和警察参加。防弹衣

和钢盔不够了，正在领取

防弹衣的苏太德主动推让

说：我当过兵，有经验，这

些装备还是留给年轻同志

用吧！

8月31日凌晨6时许，

苏太德和战友们开始了对

罪犯马某某的抓捕行动。

此人穷凶极恶，被判死刑

后越狱逃跑，还进行武装

贩毒，其家中有夹墙、暗道

等防御性设施，情况复杂。

苏太德等人迅速包围了马

某某家，并开始搜查房间

寻找罪犯。此时，一排子弹

突然射来，一名战友中弹

受伤。苏太德见状果断开

枪还击，压制凶犯火力，掩

护其他同志抢救受伤战

友。战斗持续了20多分钟，

另一名战友也不幸中弹牺

牲。眼看对方有冲锋枪等

火力，强攻不下，苏太德和

战友绕到后院寻找有利位

置对罪犯射击，子弹打完

了，他就投掷手榴弹来掩

护战友，却暴露了自己的

位置，最终不幸被一颗子

弹击中头部，壮烈牺牲。

现任马关县公安局政

委的杨智斌，当年也参加

了平远地区“严打”斗争。

他回忆，苏太德原本负责

外围的搜查取证工作，但

他听到枪声后主动出击，

与抓捕组的战友们一同战

斗，这种勇往直前、无私奉

献的精神令人感动。他牺

牲后，每年，马关县公安局

的同志们都会到马白烈士

陵园苏太德的墓前，缅怀

先烈。

苏太德牺牲时，两个

女儿一个8岁多，一个6岁

多。小女儿苏平艳说，成长

的日子里虽然缺少了父亲

的陪伴，但自己和姐姐经

常会一起回忆父亲在世时

的幸福时光，回忆父亲偶

尔带着她们去单位的情

景，父亲带给孩子的安全

感，是其他人无法替代的。

也是从那时候起，姐妹俩

产 生 了 难 解 的“ 警 察 情

结”。如今，姐妹俩都从云

南警官学院毕业从警，并

都嫁给了警察，组成了双

警家庭。“我越来越能理解

父亲当年的选择。警察这

个职业，就意味着奉献和

牺牲。”苏平艳说。如今，在

文山州公安局交警支队工

作的苏平艳，也同当年的

父亲一样，在自己的岗位

上兢兢业业，恪尽职守。

（据新华社报道）

日前，记者从内蒙古

电力集团了解到，该公司

坚持一手抓疫情防控、一

手抓脱贫攻坚，全力以赴

打赢脱贫攻坚战。

一方面，加快贫困地

区电网建设。大力推进实

施自治区脱贫攻坚电网建

设三年行动计划，全年安

排电网投资 28.8 亿元，对

29个贫困旗县进行电网改

造升级，开展 60 个抵边村

寨电网建设改造。目前，涉

及贫困地区的电网建设项

目均已完成初步设计审

查，正在进行物资材料和

施工的招标采购工作，计

划于5月初开工。项目建设

完成后，将进一步完善贫

困地区网架结构，提高电

力普遍服务水平。

另一方面，积极做好

定点帮扶工作。37 名驻村

队员第一时间返回帮扶岗

位，认真履职尽责，在当地

党委、政府的统一指挥下，

积极配合开展疫情防控和

脱贫攻坚工作。呼和浩特

供电局等单位克服自身困

难，累计为当地捐赠口罩

4400 个、防护手套 900 副、

酒精及消毒液 112 瓶以及

护目镜、测温仪等防护用

品，有效缓解当地防控物

资紧缺的问题。乌兰察布

电业局等单位深入基层驻

村扶贫一线开展走访慰

问，为驻村扶贫、疫情防控

工作提供了有力保障。

此外，公司还采取有

效措施最大限度降低疫情

对贫困群众生产生活造成

的冲击。公司组织所属单

位全面摸排帮扶群众受疫

情影响情况，重点从边缘

户返贫风险防控，帮助贫

困群众发展生产、春耕备

耕以及农产品销售，采取

有力措施加以帮扶，努力

将疫情对脱贫攻坚的影响

降到最低。锡林郭勒电业

局等单位组织对帮扶群众

的蔬菜大棚、电灌机井等农

业设施用电情况开展全面

排查，检修供电设备，及时

消除隐患，确保贫困群众春

耕生产用电无忧。鄂尔多斯

电业局等单位深入开展消

费扶贫活动，发起消费扶贫

献爱心倡议，通过举办主题

党日、扶贫产品集中认购、

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等方式，

累计帮助贫困群众销售农

产品价值34万多元，有效

解决了受疫情影响扶贫点

农产品的积压难题。同时，

各单位还对帮扶群众开展

动态监测，及时协调地方

政府将存在返贫风险的人

员纳入帮扶范围，持续巩固

帮扶成果，有效防止了返贫

现象发生。

每天太阳刚升起来，

刘锁就赶忙起床，给牛舍

里的 14 头牛添加草料。自

全家4口人搬进了新房，养

上了“扶贫牛”，刘锁的心

里踏实了，笑容也多了。这

一切的喜人变化，刘锁说

是易地搬迁带来的。原来，

2016年，因“一方水土养不

了一方人”，刘锁和全村

143 户 416 名群众在科右

中旗新佳木苏木巴彦忙哈

嘎查实施的易地扶贫搬迁

工程中，搬迁过来并住上

新房，开启了新生活。

“以前，嘎查只有10户

住砖房，很多村民守着危

土房过日子。”看着眼前畅

通整洁的水泥路、错落有

致的砖瓦房，嘎查书记黄

金宝不由得发出感慨。

住房条件差，产业底

子薄，就是巴彦忙哈嘎查

过去的真实写照。如何解

决当地贫困症结，让全村

人摆脱贫困？

因村施策，尊重群众

意愿很关键。“易地搬迁的

农牧户都是自愿的，均是签

了协议的。”黄金宝介绍说，

住房问题一直制约着嘎查

经济的发展和群众生活的

改善，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契

合了嘎查的贫困实际。

动土、修路、建房……

经过了一番热火朝天的施

工，一年后，124 座混凝土

浇筑的砖房院落整齐排列

在村民面前。

“能住上这么好的房

子，这辈子都不敢想！”贫

困户刘锁说，老伴患有慢

性病，干不了农活儿，小儿

子还在读大学，为了养家，

他只能长期在外打工。如

今，搬进了宽敞明亮的砖

瓦房里，还通过一次、二次

产业扶持发展养殖业，过

上了安定的日子，贫困户

的帽子也摘掉了。

为了让每个村民住得

安心，嘎查还为每家每户

新建 80 平方米的棚圈、

1200 延长米的院墙，并配

备了大门、深水井、净水

器、厕所等配套设施。整个

嘎查面貌焕然一新，村民

的幸福感与日俱增。

让村民安居并乐业，

成了巴彦忙哈嘎查搬迁安

置后的头等大事。嘎查耕

地面积少，草牧场多，村民

常年种玉米、青豆，地里刨

粮，糊口都难。经过一番考

察和讨论，在全旗“做牛文

章”的产业政策引领下，嘎

查决定带动村民发展养牛

产业。2017 年，投入 160 万

元产业扶持资金，为每个

贫困户购买1头基础母牛；

2018年，实施二次产业，再

次购买225头基础母牛，达

到产业全覆盖，扶持村民

购买牛保险，通过帮扶单

位旗就业局开展养殖技术

培训……一步步铺就嘎查

脱贫致富新路子。

“贫困户的基础母牛

累计繁殖了800余头，现在

整个嘎查都没有无畜户。”

黄金宝介绍，2018年，巴彦

忙哈嘎查村民年均收入超

1万元，80户225人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全部摘帽，嘎

查退出贫困村行列。

“党的政策真好啊！我

家现在靠着养牛和养羊，

一年有 10 万元左右的收

入，以后我们还要努力往

前打拼，一起奔小康。”不

再“等靠要”的脱贫户李长

发的腰板挺得更直了，说

话也比从前更有底气。

“今年是脱贫攻坚的

关键一年，我们还会继续

发挥帮扶单位的优势，多

开展养殖方面的技能培

训，让农牧民多掌握科学

养殖技术，进一步巩固脱

贫攻坚成果。”驻村第一书

记包文林说，嘎查专门成

立了后期管理跟踪服务

队，监测产业发展状况、提

供相应技术服务，确保产

业持续稳定发展。

仅仅3年，巴彦忙哈嘎

查旧貌换新颜。新房子盖

起来了，挣钱的门路多了，

群众看病方便了，孩子上

学不愁了，贫困群众个个

笑逐颜开。

苏太德：抓捕持枪毒贩，他把防弹衣让给了别人

“易地搬迁+牛产业”让全村人摆脱贫困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胡日查 高敏娜 实习生 塔 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