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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争朝夕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一排排整齐划一的院

落，一条条笔直的水泥路，

街道旁和房前屋后，一棵棵

李子树、杏树和123果花香

四溢。这里是呼和浩特市和

林格尔县巧什营镇代洲夭

行政村草场自然村。

“曾经长满杂草、堆满

柴火的房前屋后，如今干净

整洁、绿树丛荫……”说起

近些年村里的变化，贫困户

云院生不由感慨。

在“庭院经济”四两拨

千斤的撬动作用下，草场村

房前屋后的“脏乱差”变身

成了“净美富”。

暖阳下，云院生正在用

拖拉机深耕果园行垄，准备

在林下种植雪丰 698 籽用

南瓜。

“2015年，我家被识别

为贫困户后，在镇里及村委

会的帮助下，利用自家门前

的5亩土地发展庭院经济，

种了李子树、大甲杏和123

果树等700余棵。这些树种

也全部都是免费的，去年李

子树初挂果，收入就2000多

块钱，如果到了盛果期，一棵

树的收入至少在600块钱左

右，房前屋后成了我家的‘致

富口袋’！”云院生告诉记者。

近年来，代洲夭村两委

积极引导贫困户发展庭院

经济发家致富，为 14 户贫

困户发放123果树80株，大

甲杏109株，葡萄苗57株。

同样，在巧什营镇忽通

兔村，贫困户董俊义在自家

院子里栽种了 16 棵李子

树、3棵葡萄树。去年，这些

树开始挂果。

“李子收获不算多，除

了自家吃，还送给了亲戚邻

居，今年，虽然受了点气候

影响，但也估计每棵树的产

量在200斤以上，按照每斤

3块钱算，16棵树预计收入

9600元。”董俊义妻子给我

们算起了收入账。

董俊义2017年因病被

识别为贫困户后，驻村工作

队协调爱心企业为他家赠

送5只寒羊，现在已经发展

到 20 多只。2018 年董俊义

脱了贫。

2019 年，生长了 40 多

天的4只小羊羔就卖了3200

元，再加上粮食直补995.6

元，低保金15680.6元，玉米

补贴 859.4 元及种植收入

16250元，董俊义一家3口的

家庭纯收入达到9495.2元。

巧什营镇紧紧围绕县

委县政府对产业发展的要

求，以建设集体果园为抓手，

加快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创

新特色产业发展模式，进而

实现“农村美、农民富”。

机器轰鸣，人头攒动。

巧什营镇忽通兔村林果观

光示范园项目一期建设正

在热火朝天的施工中。

一排排李子树、大甲杏

幼苗已经栽种，部分树苗已

经吐芽。为实现全镇庭院经

济的规划、品种引进、果园

管理、销售等示范带动效

应，巧什营镇在忽通兔村规

划了约334亩土地，以小苹

果、李、杏、葡萄等乡土树种

为主，整体按照经济+生

态+观光旅游产业模式设

计，形成园区和农牧互动的

旅游观光+农家乐一体化

休闲产业链，带动当地发展

乡村旅游，壮大村集体经

济，增加农民收入。

巧什营镇包村干部赵

明升告诉记者，忽通兔林果

示范园由村集体投资，通过

发展林果经济，吸引周边的

人们前来观光旅游，项目建

成以后，当地的贫困户可以

优先来这里打工，也可以优

先进行承包，等树苗挂果的

时候，贫困户就可以直接见

到收益，村集体经济也会有

一个大幅度的提升，也可通

过发展农家乐，带动村民致

富，持续巩固脱贫成效。

“巧什营镇共涉及建档

立卡贫困户 324 户，其中

221 户都有自己的庭院经

济，依托巧什营镇忽通兔村

林果观光示范园项目，今后

还将引进林果深加工企业，

让更多农民的庭院有产出，

有销路。”巧什营镇党委书

记云龙规划着这个林果经

济示范镇的美好未来。

云院生：房前屋后成了我家的致富口袋！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郑学良 实习生 胡文彬 王 娜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看到自己亲手育种的

水稻齐刷刷地又长高了两

拃，52岁的周光生平第一次

种植的这类作物，竟然长得

这么喜人。

他左手掰开稻苗，右手

伸进水里，逐一排查每株水

稻的生长情形。他说：“盐碱

地里还能种水稻，这是过去

想都不敢想的，太神奇了。”

水稻的长势越来越撞

击着周光的大脑神经，也常

常颠覆着他固有的传统种

植理念，“科技这玩意儿真

厉害，浇水，退水，又撒了点

盐碱改良剂，折腾几回就把

盐碱洗出去了。”

周光是包头市九原区

哈林格尔镇土黑麻淖村村

民，一直以种地为生。

土黑麻淖村共有耕地1

万亩，其中盐碱地就占了一

半儿，且一直荒着。地不能

种，村民也就没了种地的念

想，纷纷出去打工。可一没文

化，二没技能，辛苦上一年也

挣不了多少钱，怎么办？

村两委班子成员认为，

把土地流转出去，让有盐碱

地改良经验的企业进来，彻

底激活村民的“命根子”。

2008 年，村里将农民

的土地流转回村集体，村集

体又把土地承包给专业种

植企业经营。玉米、葵花，一

年，又一年，产量始终上不

去，企业只好终止合同。紧

接着，又换了一家承包企

业，种植了几年同样没有成

功。2019年，村里再一次将

盐碱地承包出去。这次，有

了久违的转机。

承包企业包头禾穗丰

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成江

云说：“我们到外地考察学

习时发现，盐碱地经过浇

水、退水等办法，再加上使

用‘盐碱改良剂’，就能将地

表以下30公分内的盐碱洗

掉，而水稻的根最多也就长

25公分，所以，一下子承包

了这里4500亩盐碱地。”

当年，该公司试种了

200亩水稻，并聘请了黑龙

江省的水稻种植技术专家，

从育苗到插秧再到收割，全

程指导，一一把关。

没想到，大获成功！共

产稻8万斤，收入30多万元。

沉寂多年的“死地”终

于复活了，村民们看在眼

里，乐在心上，终于看到了

致富的新希望。

今年，包头禾穗丰有限

责任公司又将水稻种植面

积扩大到 3000 亩。种植了

“稻花香2号”“黑珍珠”“松

粳16号”等黑白两色8个品

种的水稻。

“4月育苗、5月插秧、10

月收割，稻子生长期长达半

年多，这么长时间的生长周

期，产出来的大米，口感要比

南方的3季稻子好得多。”说

起从自家盐碱地里产出的

优质大米，土黑麻淖村党支

部书记曹根亮眉飞色舞。

曹根亮给记者算了一

笔账：种玉米的话，亩产最多

1000斤，一斤最多能卖8毛

钱，也就收入800元，去掉成

本，利润还不到400元。种水

稻，平均亩产 800 斤，能产

500斤大米，一斤平均5元

钱，一亩就能收入 2500 多

元，去掉成本还能挣个1000

多。

不仅如此，该公司还在

稻田里放养了螃蟹，用这一

方法代替化肥农药，来抵御

病虫害，进一步保证稻米的

品质和安全。“螃蟹不吃稻

苗，专门吃稻田里的害虫，

这样就能实现大米的绿色

无污染。”成江云说。

他告诉记者：“今年，我

们在 700 亩稻田里又放养

了 168000 只螃蟹苗，等长

到中秋节上市，每只螃蟹平

均能达到2两重，按市场价

每两5.5元计算，一年至少

收入120多万元。”

到了秋天，稻子熟了，

螃蟹也肥了。种一季稻，挣

两份钱，一举两得。

哈林格尔镇综合保障

和技术推广中心主任王鹏

飞告诉记者：“像土黑麻淖

村这类盐碱地在哈林格尔

镇还有近1万亩，如果今年

这些水稻种植成功，就将这

项技术推广到其他村子，帮

助当地村民增收致富 ，助

力乡村振兴。”

盐碱地的有效改良，不

仅使村民们在家门口就了

业，还找到了奔小康的新路

子，更让他们想不到的是，

随着水稻的大面积种植，燕

子来了，水鸟来了，当地的

生态也变了。

这，就是科技农业所带

来的良性循环效应。

在身上被砍27刀的情

况下，仍以惊人的毅力，强

忍剧痛，顽强地与歹徒搏

斗，并击毙一名歹徒，终因

失血过多壮烈牺牲。他就

是杜庭斌烈士。

杜庭斌，男，1970年出

生，广州番禺人。1991年10

月参加公安工作，1994年7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5年

12月18日，杜庭斌同志在抓

捕行动中与歹徒展开英勇搏

斗，不幸壮烈牺牲，年仅25

岁。

1995 年 12 月 18 日下

午，一辆载有21名乘客的中

巴车从广东中山开往广州。

15时许，车辆途经番禺灵山

镇，还有不到一个小时就将

抵达终点的时候，车上突然

出现3名歹徒，持刀抢劫乘

客财物后逃窜。接群众报案，

番禺市公安局灵山派出所

民警杜庭斌、曾强等人迅速

出警。根据群众提供的线索，

民警兵分两路对歹徒实施

围捕。杜庭斌、曾强一组很快

发现了歹徒的身影，杜庭斌

果断鸣枪示警。歹徒置之不

理，继续持刀拒捕，在鸣枪警

告无效的情况下，杜庭斌、曾

强扑向距离较近的两名歹

徒，迅速将两人制服。就在这

时，另外一名歹徒看见同伙

被抓，突然折回，手持菜刀疯

狂砍向杜庭斌和曾强。

曾强被砍4刀，身负重

伤，死死抱住一名歹徒滚下

田沟，而杜庭斌身中27刀，

鲜血完全浸透了他的衣服!

但他强忍剧痛，与歹徒展开

殊死搏斗!歹徒见杜庭斌伤

重无力，拼命挣脱，企图逃

窜。杜庭斌仍不放弃，踉踉

跄跄向前追赶，用模糊的意

识和全部的力气，向歹徒开

枪射击，将其当场击毙。最

终，逃窜歹徒被全部抓获。

杜庭斌因伤势过重，经

全力抢救无效，壮烈牺牲，走

完了25年短暂而光辉的一

生！

1996年3月22日，公安

部部长陶驷驹签发命令，追

授杜庭斌同志“全国公安系

统一级英雄模范”荣誉称

号。 （据新华社报道）

盐碱地长出“新希望”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刘向平 实习生 辛 玥

杜庭斌:用生命履行职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