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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7

只争朝夕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这土豆今年就能丰

收啦。”初夏，在察右前旗

巴音塔拉镇老泉村建档立

卡贫困户薛果利家的庭院

里，只见薛果利拿着水管

在浇地。“我现在种的土豆

就是零投入，因为我一分

钱没花。”薛果利说，土豆

籽种的钱由村里承担，企

业还免费提供技术指导。

为了种植土豆，她还特意

新拉了一些土。

“庭院经济种植面积虽

然不大，但在一定程度上可

以给农户带来经济效益，还

美化了居住环境，可谓一举

两得。”老泉村委会主任张

莲花说。

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进程中，察右前旗攻坚克难

啃下贫困这块“硬骨头”，然

而全旗的贫困人口中，60%

以上为因病、因残、缺劳动

力致贫，怎样才能帮助贫困

群众尤其是年龄偏大的群

众拔掉穷根，挪出穷窝？如

今，察右前旗找到了致富新

招，在规划庭院经济项目

时，盯紧能够带动“弱劳力”

“半劳力”的项目，扶持贫困

户发展蔬菜种植、畜禽养

殖、工艺品加工等产业。

盘活土地 多元产业

齐发展

“我们老两口现在这院

子里的种养殖加上政策补

贴一年能挣14000元啦。我

们2019年开始在院子里搞

养殖，今年镇上还给了种

薯，生活越来越有奔头啦！”

薛大娘开心地分享着庭院

经济带来的喜悦。院里不仅

种了土豆，还养了2头猪、

11 只鸡、5 只鹅，自己吃不

了还能卖了赚钱，又多了一

份收入。据了解，薛大娘的

土豆籽种没有花一分钱，是

华颂薯业有限公司免费赠

送给老泉村53户有意愿发

展庭院经济的贫困户的。

据悉，巴音塔拉镇老

泉易地移民新村共有搬迁

户 61 户 100 人，家家户户

都有新产业，房前屋后生

机勃勃，每家小院里都种

植土豆、豆角、玉米、果树，

院子大的还可以养鸡养鹅

养牛羊。方寸之地，将美丽

乡村的精气神展现得淋漓

尽致。

内生动力被激活 人

人成为“大明星”

院院有特色，处处现新

奇，这样的景象不只是巴音

塔拉镇的特色，在三岔口乡

益元兴村任英大爷家的院

子里，另有一番景象：亮黄

色栅栏让人眼前一亮，围成

规规整整的“小菜园”里，种

满了各种蔬菜，豆角、黄瓜、

小葱等“绿色食品”应有尽

有。2棵挺立的苹果树上开

满了银白色小花。

截至5月中旬，察右前

旗林业局 2020 年已发放 1

万株果苗，覆盖了全旗 18

个自然村。为加快贫困群

众脱贫致富的步伐，该旗

林业局通过免费发放优质

果苗、现场技术指导、提供

种植全程服务等多种方式

促进庭院经济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益元兴

村致富带头人叶培云，自

从有了庭院经济支撑，叶

培云扩大了养殖规模，养

了3头牛、130余只羊。每天

早上5点天还没亮，两口子

就起来喂牛羊，一直忙到

晚上八九点，虽然累，但靠

勤劳致富的叶培云却一脸

幸福地说：“日子有奔头，

一年能赚8万多元，特别有

干劲儿。”

小产业“大格局” 后

院养鸡促脱贫

最近，察右前旗平地泉

镇苏集村的鸡蛋“火了”。

苏集村从2018年开始

发展集体经济——养殖业。

但是由于该村常住户 70%

年龄在 60 周岁以上，劳动

能力较弱，且其中完全丧失

劳动能力的贫困户较多。村

民思想认识不到位，又怕投

进去的钱打了水漂，苏集村

养殖业的筹划工作在初期

进展得并不顺利。苏集村

“两委”班子成员率先垂范，

不仅积极认购股份，还全程

参与到从鸡舍搭建到鸡蛋

包装设计的各个环节，妇联

主任曹建枝成了“苏集一

品”鸡蛋的代言人，包装箱

的商标上，印着的就是她开

怀大笑的照片。

2018 年 10 月，苏集村

村委会出资2万元，“两委”

成员及部分党员入股集资

6000 元，支部书记担任法

人，注册成立了察哈尔右翼

前旗苏集种养中心。村民们

利用村委会前后院闲置房

屋场地搭建了第一批鸡舍，

引进养殖了罗曼蛋鸡、肉

鸡。“两委”牵头，全村上下

一心。截至2019年10月，净

收入达到20080元，带动11

户贫困户脱贫。

察右前旗：庭院经济成了“弱劳力”的增收新招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皇甫美鲜 实习生 张舒君 燕玉荣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藏蓝色体恤，深蓝色运

动裤，板寸发型衬托下，67

岁的关柬东看上去就像50

岁出头的人。他不仅看上去

精神、干练，一脸洋溢的笑

容也印证着他的幸福感。晨

起，与爱人张虹到小区旁边

的成吉思汗公园，他玩儿麒

麟鞭，爱人跳广场舞；下午

他参加葫芦丝班学习，爱人

到合唱团练歌。从脏乱差的

“棚户区”迁居至功能齐全

的“现代小区”，关柬东和张

虹又多了一份惬意和优越

感。“我们居住的小区叫山

城福雅苑，意思是日子过得

幸福又高雅，哈哈哈……”

关柬东笑得很开心。

关柬东家的好日子，转

折出现在2014年。山城路棚

户区曾是乌兰浩特市规模

最大的集中连片棚户区，也

是当地棚户区的代名词。关

柬东一家老少三代7口人就

住在这里的3间土包砖房，

一住就是40年。冬季最冷时

节，屋内温度也就零上4、5

度，这个数字让张虹刻骨铭

心。居住在这片棚户区的

4200多户居民，常年忍受行

路难、取暖难、吃水难、排水

难、如厕难的种种煎熬。

“过去的房屋很密集，

一户挨着一户，除了通电以

外啥都不通，就是发生火

灾，消防车也进不来。”关柬

东回忆说，家中的厕所是在

院子里搭起的棚子，排污全

靠自然过滤，饮水也只有土

井，根本谈不上饮用安全。

2014 年，乌兰浩特市

启动山城路棚改项目，项

目占地面积 1.87 平方公

里，计划总投资约25亿元。

一直住在棚户区，饱受住

房困扰的关柬东一家终于

等到了告别老房子，开启

安居新生活的这一天。

“新房子要有新气象，

除了回忆和照片，我们什

么都没有带来。”关柬东的

新居位于高层的3楼，布置

得干净整洁，温暖的阳光

透过小巧精致的阳台照进

来，格外温馨。

实施棚改，不是简单的

旧房搬新房，在关柬东生活

的社区内，卫生室、幼儿园、

休闲广场等公共服务设施

配套齐全，物业服务质优价

廉，住户们充分享受到城市

建设发展成果。

棚户区改造，一头连

着千家万户民生福祉，一

头系着城市建设发展。居

民们还没从喜悦中缓过劲

儿，好事又接踵而至。乌兰

浩特市开始实施成吉思汗

公园改造提升暨罕山生态

修复示范区工程，利用腾

退出的 75 万平方米土地，

栽植树木150万株，建设了

日月广场区、健身广场区、

林荫休闲区、景观果林区、

景观草坪区等分区，一个

集休闲娱乐、运动健身于

一体的综合性公园让棚户

区实现了“华丽转身”。

“我们把棚户区改造

和生态建设深度结合，打

造山水园林、文化旅游、宜

居宜业的美丽城市。”乌兰

浩特市房屋征收局项目审

查股股长于树文说。

乌兰浩特市棚户区改

造工程指挥部的展厅里，老

照片还记录着山城路曾经

的模样。密密麻麻的破旧平

房、狭窄泥泞的巷道、烟熏

火燎的煤炉、需要排队等待

的旱厕，一并成为了历史。

“我们赶上了国家发

展强盛的好时代，党的富

民、扶贫好政策，让我们过

上了从前不敢想象的美好

生活。”关柬东由衷地说。

今年8月，又一批拆迁

户即将开始回迁，到年末，

山城路棚户区最后的 700

户棚改户也将顺利实现

“幸福归巢”。越来越多的

棚改居民告别“忧居”享

“优居”，每一家变化着的

日子，都构成了一个宜居

宜业新“红城”的风景。

20 多年来，兰保田时

常会梦到哥哥，“梦到他又

回来工作了”。57岁的兰保

田是山西省原平市公安局

苏 龙 口 派 出 所 副 所 长 。

1995 年，他的哥哥兰相田

在抓捕罪犯的过程中壮烈

牺牲，一同牺牲的还有兰

相田的战友赵虎生。

兰相田生于 1960 年，

是山西省原平市人，1981

年参加公安工作，1992 年

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山西

省原平市公安局三街派出

所任指导员。赵虎生生于

1958年，山西省原平市人，

1980 年参加工作，1987 年

加入中国共产党，1989 年

参加公安工作，在山西省

原平市公安局三街派出所

任民警。

1995年4月1日中午，

获悉拐卖妇女的一名罪犯

潜回家中的消息后，兰相

田、赵虎生立即和战友赶

往目的地，包围了罪犯的

住所。罪犯听到动静，手

持子弹上膛的猎枪企图

从厨房后窗逃跑。他们临

危不惧，冲进屋里，围住

罪犯。罪犯负隅顽抗，妄

图开枪行凶。他们无私无

畏，猛扑上去，紧紧抓住

罪犯手中的猎枪，展开殊

死搏斗，在搏斗中竟将猎

枪拧成三截。罪犯见无法

逃出，丧心病狂地引爆藏

在身上的炸药包，兰相田

同志当场壮烈牺牲，赵虎

生同志在送往医院途中

以身殉职。

1995 年 4 月 13 日，公

安部追授兰相田和赵虎

生同志一级英雄模范称

号。

“时刻向哥哥看齐，这

是我对自己的要求。”兰保

田说，自从参加公安工作

以来，每次出警都会想到

哥哥，想着要对得起自己

辖区内的老百姓。工作 20

多年来，也曾多次遇到危

险情况，但兰保田从来没

有退缩过，“既然成为一名

警察，就要对得起自己这

身警服。紧要关头，就要冲

上去！” （据新华社报道）

棚户区的“华丽转身”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包塔娜 胡日查 高敏娜 陈春艳 陈文慧

勇斗罪犯以身殉职的一级英模——兰相田 赵虎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