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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争朝夕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别看这园子没多大，

但是每年给我带来的收益

可不小，除了自家吃的菜，

我都种紫皮蒜。”看着园子

里茁壮生长的蒜苗王金霞

开心地说。自从推广两茬

套种后，他家不仅提高了

庭院产量，更提升了效益。

走进兴安盟突泉县太

平乡五三村脱贫户王金霞

家，庭院里种植的大蒜刚刚

发芽。王金霞告诉我们，等

到7月就能收获了，这一茬

大蒜可以实现两次收获，第

一次是抽蒜薹，蒜薹也是一

笔不菲的收入。据王金霞

介绍，仅去年园子里种的

蒜就有4000元的收入。

突泉县无霜期 125 天

左右，庄稼每年一季，但是

为了提高庭院产出量，突泉

县推广两茬套种技术，采取

菠菜+胡萝卜、芹菜+芥菜、

大蒜+白菜等根茎作物和叶

茎作物轮作方式，通过有效

利用时间、合理利用空间，

实现“一年两个秋”，一园变

两园，稳步提高产出效益。

近年来，突泉县把美

丽乡村建设与庭院经济结

合起来，按照“小规模、大

群体，小成本、大收入”的

思路，积极引导农牧民以

家庭为阵地、以庭院为载

体，利用家中可用“半劳

力”“弱劳力”大力发展庭

院经济，把庭院的“方寸

地”建成“增收园”。如今，

随着庭院经济的普及，昔

日冷清空落的农家小院儿

热闹起来了，呈现出春有

花开、夏秋有绿叶果实、冬

有绿色大棚，一年四季都

有收获的景象。

“栽种赤芍时，一定要

控制好株距。”在突泉县九

龙乡永丰村建档立卡贫困

户周洪发家的庭院里，周洪

发正在技术指导员的带领

下，忙着栽下新年的“新希

望”——种植药材、脱贫致

富。

永丰村党支部书记、

村委会主任周辉介绍，今

年永丰村计划种植赤芍20

万余株，预计年收益 20 余

万 元 ，每 户 每 年 能 增 收

3000元以上。

突泉县贫困人口中，

60%以上为因病、因残、缺

劳动力致贫。突泉县在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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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等力所能及的产业。今

年，突泉县结合贫困村庭院

经济发展基础、贫困户生产

习惯、产品市场潜力等因

素，挑选 22 个贫困村作为

庭院经济示范村，并投入

50万元扶贫基础设施建设

项目1个，对示范户进行部

分补贴，推进示范户覆盖率

达到60%以上。

同时，突泉县奖励培树

庭院经济示范户。每村培树

不少于 5 户庭院经济发展

较好、适合村情、群众意愿

较高的示范户，在村中加以

推广，全县发展培树脱贫示

范户 1000 户。通过采取先

建后补的形式，每年每户奖

励 2000 元以上。针对作物

进行资金奖补。

目前，突泉县共有庭

院经济经营户42475户，户

均庭院面积 800 平方米以

上，带动全县11703户建档

立卡贫困户中的7749户发

展 庭 院 经 济 ，覆 盖 全 县

66.2%的贫困人口，形成了

太平乡五三村紫皮蒜种植、

突泉镇新生村葡萄种植、杜

尔基镇东泉村香瓜种植、水

泉镇水泉村手工编织、学田

乡利民村芦花鸡养殖和尖

山村肉牛养殖等成熟的庭

院经济发展模式。

突泉县：庭院经济“开花”多元产业“结果”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胡日查 高敏娜 实习生 梁 建 曾令刚

紫色的风铃花纤巧，白

色的蝴蝶兰优雅，绿色的铁

线蕨柔美……盛夏时节，呼

伦贝尔市海拉尔区奋斗镇

友联村芳曼花苑花卉基地，

姹紫嫣红、馥郁芬芳。在花

卉基地忙碌的芦冬海，侍弄

花卉就像照顾孩子一样精

心细心。

2000年，芦冬海靠仅有

的5000块钱从摆地摊起步，

一点点积累资金，扩大规模。

慢慢地，购置店面，创建基

地，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儿子

小时候2次手术花费近百万

元，芦冬海和妻子把婚房和

车都卖了，却没舍得卖掉花

店。“留下了店面，就留下了

希望，才有今天的基地。”芦

冬海望着大棚里的花花草

草，感慨地说。除了观赏花卉

基地，芦冬海还有一个绿化

苗木基地，每年收入颇丰。

蓬勃发展的鲜花产业，

只是奋斗镇友联村现代农

业发展体系的一部分。近年

来，奋斗镇友联村因地制宜

建起了农超对接、鲜花产

业、休闲观光等为骨架的现

代农业发展体系，促进了镇

域经济的繁荣。在农超对接

模式下，农户可以专心从事

种植，销售则由商超、合作

社保障对接，根据市场消费

需求提前下订单。目前，奋

斗镇友联村已经和 8 家超

市、6家企业建立了合作关

系，让广大农户充分享受到

了农超对接模式带来的便

利，也让农家绿色蔬果更快

捷地摆上市民的餐桌。

在友博生鲜超市城投

望园店，专门设有“奋斗镇

地产蔬菜农超对接点”和

“奋斗镇友联村友博农庄精

品蔬菜专柜”。豆角、黄瓜、

西红柿、西蓝花、辣椒应有

尽有，品类丰富。奋斗镇设

施农业种植的蔬果品种非

常广泛，每年可生产各类蔬

果 26000 吨。目前，友博生

鲜连锁超市已经开了6家，

还有2家正在筹备中。“市

场空间还很大，我们计划一

共开12家。”友博生鲜超市

市场部经理卢梦达说。

自己的农产品在市场

广受欢迎，收入稳定，更坚定

了村民周利群坚持种植大

棚蔬果的信心。去年，10个

大棚给他带来了17万元的

收入。他的蔬果不仅供给超

市，借力友联村旅游观光于

一体的发展布局，也搞起果

蔬采摘。除了各种蔬菜，还种

了草莓、葡萄，采摘价格平均

高于市场价20%~30%。

除了大棚蔬果，种植大

田土豆、饭豆也深受许多村

民青睐。李继鸣去年种了

500亩土豆、400亩饭豆，赶

上了好价格，纯收入达七八

十万元。李继鸣之所以敢大

面积种植，是因为现在山上

都有井，浇灌特别方便。此

外，村里还建了自己的仓储

窖，价格不满意也不着急，

可以先储存起来。

村党支部书记陈宝银

介绍，2006年到2015年间，

友联村在山上打了 100 多

口井，旱涝保收，让大家没

有后顾之忧。仓储窖可以储

存7万吨土豆，种多少心里

都有底，除了满足本村农民

需要，还可以租给外来人。

在友联村，像李继鸣这

样的种植大户有很多，年收

入200万元的也不乏其人。

量身打造集种植养殖、

仓储物流、出口加工、旅游

观光于一体的发展布局，友

联村已经成为远近闻名的

富裕村，发挥出强大的示范

引领作用。2019年，友联村

人均纯收入达到2.4万元。

采访中遇到的每一个

友联村人，身上都透着一股

奔小康的勤奋和执着劲儿。

虽然他们每天都忙得脚不

沾地，但都是步履轻快，笑

意盈盈，掩藏不住对眼下生

活的满足感。

这个全国文明村，打出

了属于自己的奋斗致富牌。

在广东警官学院，英

雄黄如航的铜像至今仍立

在校园中，他的事迹已写

入教材，被警校学生学习。

黄如航，1969年出生，

广东省高要县人。1989年，

黄如航从广东省人民警察

学校毕业，被分配在广东

省佛山市公安局九科任侦

查员。

参加工作后，黄如航

热爱本职工作，刻苦钻研，

埋头苦干，成为技侦工作

的多面手和业务骨干。他

英勇顽强，机智果敢，多次

奋不顾身与犯罪分子周

旋，冒着生命危险参加围

捕持枪凶犯的战斗，出色

地完成了任务。他先后共

参加侦破重大案件198起，

与战友一起抓获各类违法

犯罪分子147人，受到市公

安局的嘉奖。

1995 年 7 月 12 日晚，

在围歼绑匪、解救人质的

战斗中，黄如航为保护战

友和人民群众的生命安

全，不顾个人生死，挺身而

出。他在战友腹背受敌、现

场群众生命安全受到严重

威胁的危急关头，奋不顾

身扑向持枪罪犯，紧紧地

卡住罪犯的脖子，与罪犯

展开殊死搏斗，不幸中弹。

倒地后，黄如航仍忍着剧

痛顽强地两次举起手枪对

准罪犯，但已无力扣动扳

机，再次倒下。凶残的罪犯

又向他连开两枪。战友闻

声立刻转身射击，将罪犯

击毙。黄如航同志因流血

过多，壮烈牺牲。

1995年7月，广东省委

组织部追认黄如航为中国

共产党党员，广东省人民政

府批准他为革命烈士。公安

部追授他为“全国公安战线

一级英雄模范”称号。

佛山市公安局相关负

责人说，黄如航面对穷凶极

恶的绑匪，临危不惧，为保

护战友和人民群众的生命

安全，不幸中弹，壮烈牺牲，

年仅 26 岁。他一生忠诚敬

业、勤奋勇敢，冲锋在前、临

危不惧，在侦查一线靠着必

胜的信念和过硬的本领，奏

出了一曲曲正义战胜邪恶

的凯歌。他用自己的鲜血和

生命，展现了人民警察的英

雄气概和献身精神，履行了

人民公安为人民的神圣使

命。 （据新华社消息）

友联村的奋斗致富牌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包塔娜 李玉琢 陈春艳 陈文慧

黄如航：解救人质勇斗绑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