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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时节，赤峰市林

西县十二吐乡达康扶贫产

业园翠色葱茏。登高俯瞰，

七村联建的1600多栋日光

温室大棚鳞次栉比，宛如

一片银色的海洋；山坡上，

9000多亩蒙古野果刚刚坐

果，淡淡的果香沁人心脾；

山脚下，新建年出栏万头

肉牛养殖小区的工地上，

机声隆隆，建设正酣。举目

环视，一幅“菜、果、牛”产

业蓬勃发展的画卷正徐徐

展开。

在方家店村，农民耿国

臣正在入户为村民们订购

番茄秧苗。7年前的一次脾

切除手术让他背上了 2 万

元的外债。2016年，达康扶

贫产业园探索发展设施农

业，因病致贫的耿国臣搭上

了脱贫致富“早班车”。第二

年，他试种的4个大棚一举

成功，两茬番茄纯收入 13

万元。尝到甜头的耿国臣此

后一边种大棚，一边为菜农

买秧苗、卖番茄，当起了蔬

菜经纪人，年收入在 40 万

元以上。2019年，富而思进

的耿国臣光荣加入了中国

共产党。

耿国臣由穷变富，见证

了林西县从脱贫攻坚迈向

乡村振兴的历程。产业振兴

的背后，是党建引领产业化

发展共同体带来的原动力。

在产业园的组织框架图上，

园区的党建联合体与产业

联合体融为一体，党建联合

体下设基地建设、社会服

务、生产经营、市场营销 4

个功能性党组织，引领相关

职能部门、行政村、企业、合

作社等44个成员党组织和

对应单位、经营实体，把党

组织建在产业链上，把党建

引领作用发挥到产业发展

的全部环节和每个方面，形

成了基地联建联动、服务联

接联办、生产联种联营、市

场联创联销的“一园四联”

大格局。

“从土地流转、建棚、种

棚，到把柿子统购统销到全

国各地，党建引领了建设、

生产、服务、销售全过程，实

现了党建链、产业链、服务

链‘三链’融合发展，为老百

姓降本增收提供了信得过、

靠得住的平台。”十二吐乡

党委书记谢艳丽介绍，园区

建设之初，基地建设联合党

组织打破行政村界限，统一

规划建设，实行大棚基地联

建联动。把西山根村的水提

到山顶，园区共用。用十二

吐村的土地建蔬菜收购市

场，七村共享。这种跨村联

建、抱团取暖的办法，让园

区大棚蔬菜规模迅速扩张，

4 年间由 740 多亩发展到

9300多亩。

大棚基地联建联动，

政、村、企各司其职。园区每

建一个跨度10米、长度100

米的标准棚，政府补助4.7

万元。行政村负责在大棚建

设中流转土地、统计购棚农

户信息。建棚企业需垫付地

租和建设成本，建成后由企

业发售，并为购棚户做贷款

担保。民悦农业科技公司总

经理张学良算了一笔账：一

座造价为10万元的百米大

棚，扣除县里的补助，农户

只需花 5.3 万元就能买到

手，政府的钱全都花在了百

姓身上。

园区建设之初，村民们

建棚、买棚并不踊跃。他们

怕番茄越不了冬，更怕卖不

出去，不敢冒风险。关键时

刻，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发挥

了引领作用。2016年，乌兰

沟村党支部书记赵秀宏、村

主任房文峰带领 5 名党员

认领 27 栋大棚，带头给村

民们做示范。试种当年大棚

番茄喜获丰收，每个棚年收

入都在4万元以上。看到党

员干部种大棚挣了钱，村民

建大棚、种大棚的积极性随

之高涨。如今，全村大棚已

发展到138栋，大棚蔬菜成

了村民致富的“钱袋子”。如

今，园区已有赤峰和润、沈

阳谷雨、祥棋农业等一批企

业入驻，秧苗和有机化肥、

农药等技术、农资服务更加

完备。今年，园区党建联合

体成员党组织共投入资金

4000 多万元，为园区的发

展强筋壮骨。

在达康专业种植合作

社联合社，联合社理事长李

武臣组织的技术讲座正在

进行中。合作社上下联动打

开了大市场。2019年，联合

社蔬菜交易量达到 2.4 万

吨，销售额达到5500万元。

达康产业园党建引领产业

发展共同体“一园四联”的

发展模式，通过党建联合体

凝聚力量，整合资源，推动

政策、项目、资金、服务下

沉，改变了农民的传统耕作

方式，增加了农民的收入，4

年间园区农民的人均收入

从 5000 元增长到了 1.5 万

元，富起来的农民富而思

源、富而思进，凝聚成振兴

乡村的澎湃力量。

这些日子，扎赉特旗新

林镇育林村脱贫户王化东

除了要忙活春耕，每天还要

抽出时间照顾家里的 6 头

牛，这种忙碌的状态让他感

觉很充实。

“现在我家的4头牛已

经打栏，按照这个发展状

况，今年年底就能达到 10

头。”王化东欣喜地憧憬着

未来。2017年开始，王化东

利用连续两年的产业扶贫

资金和自筹的一部分资金

购买了2头基础母牛，通过

精心饲养，发展到了如今的

6 头。站在自家牛棚前，王

化东已经开始盘算着下一

步的收入：“我要争取3年

以内让牛的数量再翻上一

番，收入也跟着翻番！”

贫困户王化东生活的

改变，得益于精准扶贫政

策。2018 年牛羊市场价格

猛涨，很多发展育肥牛、育

肥羊舍饲养殖的贫困户都

尝到了甜头。看到贫困户的

牛羊养得红红火火，也激发

了不少一般户发展舍饲养

殖的积极性，新林镇育林村

湖羊养殖合作社理事长王

洪富就是其中之一。

“之前我们合作社规模

小，发展空间不大，村两委

把30万元村集体经济资金

注入合作社，又通过农行给

我们协调了 41 万元贷款，

有了这些资金，我们合作社

去年引进了一批湖羊，今年

的纯盈利能在 45 万元左

右。”王洪富说。

产业弱、农民穷，曾经

是新林镇育林村的真实写

照。近年来，育林村通过整

村推进舍饲养殖，为80多户

村民协调贷款1150万元，让

农民甩掉了过去的“穷帽

子”。眼下在育林村，少则三

五只，多则百余只，家家都

有养殖产业，形成了“小规

模、大群体”的生产格局。

育林村成了远近闻名

的养羊村、养牛村，吸引了

不少客商、经纪人前来学习

技术和收购。“听说这个地

方养殖业搞得很好，整个村

子都养湖羊，今天我们来到

这个基地就是想学习一下

经验。”来自黑龙江省龙江

县的养殖户王文林说。

育林村有耕地3万亩，

多以玉米种植为主，草场面

积小。针对这一实际，育林村

两委积极落实扎赉特旗“为

养而种，种养结合”的产业发

展思路，引导村民发展舍饲

养殖，帮助有养殖意愿、有劳

动能力的村民协调农业银

行贷款，对年龄较大、无劳动

能力的村民实行大户代养。

截至目前，育林村共有养牛

户101户、养牛1482头，养

羊户59户、养羊11153只，

养驴户5户、养驴71头，年经

济收入可达400万元以上。

“2020 年是脱贫攻坚

决胜之年，我们村要牢牢抓

住产业富民这条主线，在全

村实施育肥牛和多羔羊的

舍饲养殖。”育林村党支部

书记张双对今后的产业发

展充满信心。

只争朝夕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舍饲养殖甩“穷帽”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胡日查 高敏娜 实习生 冯晓林

在陕西省眉县横渠镇

横渠村李达故居前的广场

上，李达将军的雕像一身戎

装，眺望远方。在当地，“文

学张载、武效李达”的育人

理念，表达了人们对开国上

将李达的崇敬之情和对其

革命精神的传承之愿。

李达，1905 年生于陕

西省眉县横渠镇横渠村。早

年曾参加爱国学生运动。后

考入冯玉祥的西北军第二

军官学校，毕业后任国民革

命军排长、连长。

1931 年 12 月，李达参

加宁都起义。1932 年加入

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国工农

红军连长、师参谋长、军参

谋处处长、军团参谋长等

职，参加了湘赣苏区反“围

剿”，参与创建湘鄂川黔苏

区和长征，曾获二等红星奖

章。1936 年起任红二方面

军参谋长、援西军参谋长。

全国抗战爆发后，李达

任八路军第 129 师参谋处

处长、师参谋长。1943年兼

任太行军区司令员。参与创

建晋冀豫、冀南、太岳等抗

日根据地，协助刘伯承等组

织指挥神头岭、响堂铺、晋

东南反“九路围攻”、磁武涉

林等战役战斗和百团大战。

李达还曾指挥林南、道清和

安阳等战役。

1945年8月，李达任晋

冀鲁豫军区参谋长，指挥了

太行军区部队的战略反攻。

抗日战争胜利后，李达参与

指挥了上党、邯郸战役。曾

到国民党军新编第 8 军与

军长高树勋商定该部起义

事宜。1946 年任晋冀鲁豫

野战军参谋长。1947 年协

助刘伯承、邓小平率部进军

大别山。1948 年起任中原

军区和中原野战军参谋长，

第二野战军参谋长兼特种

兵纵队司令员、政治委员。

淮海战役后，参与组织指挥

渡江战役和进军西南。

李达智勇双全，战功赫

赫，为革命战争的胜利和人

民军队建设作出了重要贡

献。

新中国成立后，李达任

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

长，后兼云南军区司令员，

参与领导西南地区歼灭国

民党残余武装和土匪及争

取和平解放西藏的工作。

1953 年参加抗美援朝，任

中国人民志愿军参谋长。回

国后，李达历任国防部副部

长，解放军训练总监部副部

长兼计划部、监察部部长，

副总参谋长，中共中央军委

顾问等职，1955 年被授予

上将军衔。

1993 年 7 月 12 日，李

达在北京病逝。

为了纪念革命先辈，启

迪后人，李达母校横渠镇中

心小学更名为李达小学，在

校内建立了李达将军纪念

室，并将李达将军的革命故

事编成校本课程，对学生进

行爱国主义教育和国防教

育。位于横渠镇横渠村的李

达故居也成为当地红色教

育基地。（据新华社报道）

要闻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党建引领产业一体化发展的“林西实践”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徐永升 实习生 李晓军

战功赫赫 智勇双全——李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