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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争朝夕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54 岁的孟兰正在一

块 丝 绸 上 精 心 绣 织 着

“ 富 贵 牡 丹 ”。灰 蓝 色 的

绣布上跳跃出一黄一红

两朵牡丹，鲜艳夺目、婀

娜 多 姿 ！一 幅 绝 妙 的 幸

福图画写在草原深处的

牧民家！

谁也不会想到孟兰家

之前是贫困户。是党的好

政策和她日臻完善的绣

功改写了一位兴安盟科

右中旗普通牧民的生活。

“这个地方十年九旱。

前些年，我供两个孩子上

大学，背了 15 万元的高利

贷。2016 年因债务缠身我

家不幸成为贫困户……现

在，我的绣品订单不断、

供不应求，日子宽裕了。

孩子们也大学毕业了，贷

款 基 本 还 清 了 。今 年 开

春，我家光荣脱贫啦！”这

位不善言谈的牧家女说

起她家的变化来，话一下

子多了起来。

2017 年，孟兰家享受

国家易地扶贫搬迁政策

从贫瘠的盐碱地搬到林

草丰美的集中搬迁点。同

年，她在旗里带动下学起

织绣手艺。3 年来，她不断

学习，精进技艺。现在她

已从初级绣娘晋升为最

高级别的一级绣娘。3 年

织绣收入4万多元。

“这个房子我没花一

分钱，都是政府补贴的！”

孟兰的爱人白吉林白乙

林刚刚看护完林场走进

家 门 ，兴 奋 地 接 过 了 话

茬。

现年 54 岁的白吉林

白乙林是一位林业看护

员，戴着“生态护林员”红

袖章的他春光满面，“我

家现在一年纯收入约有 4

万多元。”

科右中旗的蒙古族刺

绣“始于宫廷王府、兴于

百 姓 民 间 、隐 于 市 井 村

落”，是当地特有的草原

文化瑰宝。近年来，兴安

盟科右中旗开展了以“蒙

古族刺绣——‘绣’出农

牧民新生活”为主题的大

众 创 业 行 动 ，与 脱 贫 攻

坚、农牧民素质提升、乡

村振兴相结合，探索出了

一条“居家就业、巧手致

富”的脱贫攻坚新范例，

成为脱贫攻坚战场上一

道亮丽的风景线。

2017 年 7 月，科右中

旗成立了大学生创业就

业扶贫服务协会，2018 年

成立了沃尔墩刺绣产业

发展有限公司，建立刺绣

基地。截至目前，科右中

旗在 173 个嘎查集中举办

刺绣培训班 100 期，共培

训绣工 14700 人次。目前，

全旗从事蒙古族刺绣的

农牧民及居民超过 2.1 万

人，全旗 2895 户建档立卡

贫困户因蒙古族刺绣产

业发展受益。

如今，乘着保护传承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的“ 东

风”，分散在科右中旗各

地 的 草 原 绣 工 走 到 一

起，重拾刺绣这门“与生

俱来”的技艺，因“绣”得

业，以“绣”兴业，开启了

奔 向 美 好 生 活 的 新 篇

章。

今年，科右中旗还计

划从 2895 户建档立卡贫

困户中表彰 1000 位脱贫

户 ，让 更 多 的 建 档 立 卡

户 参 与 蒙 古 族 刺 绣 产

业 ，让 他 们 早 日 脱 贫 奔

小康。

从暮春到盛夏，复课

后的包头市固阳县固阳三

中校园里始终书声琅琅、

朝气蓬勃。这所学校，承载

了无数贫困家庭改变命运

的希望。

“我们这些贫困家庭

的孩子现在可以安心读书

了，我要坚持我的特长，

努力完成学业，考上理想

的大学。”固阳三中学生

李华坐在干净整洁的 6 人

间学生宿舍的学习桌前，

一边整理着课堂笔记，一

边高兴地说。一旁，来看

望李华的爷爷看到孙子

有这么好的学习环境和

条件，而且吃住不花一分

钱，笑得合不拢嘴，连夸

党和国家的教育扶贫政

策好。

李华是西斗铺镇贫困

户李连喜的儿子，父亲常

年在外打工，母亲早年因

病去世，李华就由年迈的

爷爷奶奶抚养，家里靠几

亩地维持生计，日子过得

紧巴巴的。那时的李华害

怕自己被迫辍学，整天沉

默寡言、心事重重。

了解到李华的情况

后，西斗铺镇政府多次和

民 政 部 门 、教 育 部 门 沟

通，不仅为李华家办理了

低保，而且通过结对帮扶

平台让他来到了固阳三

中，继续完成一度中断了

的学业。“现在，我享受着

生活补贴、免费午餐补贴

和贫困学生伙食补贴，吃

住和学习开销已不再是

问题。”现在的李华，性格

乐观且开朗，笑容总是挂

在脸上。

“ 无 论 遇 到 什 么 困

难，老师都会尽力帮你和

你的家庭解决。你们只需

要好好学习，考上理想的

大 学 ，去 改 变 自 己 的 人

生。”在固阳县，各年级新

生入学第一天的班会上，

老师都会和学生们进行

一次这样的恳谈。让每一

个孩子都能踏踏实实坐

在教室里读书、不再因为

拿不出学费而辍学的愿

望，在这里变成了现实。

包头市从“保学”“助

学”“优学”入手，聚焦控

辍保学、关注特殊群体、

改善农村牧区学校办学

条件、加强师资培训、落

实 学 生 资 助 政 策 、加 大

“结对共建”对口帮扶、加

强农牧民转移劳动力技

能培训，多方面多维度拓

宽教育扶贫路径，补齐教

育短板，贫困学生教育保

障水平和农村牧区教育

质 量 得 到 明 显 提 高 。目

前，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建

档立卡贫困学生 448 人无

一人失学辍学。

为了不让一个学生掉

队，近年来，我区大力提

高控辍保学水平，全面完

成“义务教育有保障”这

一核心任务。全区 12 个盟

市建立了控辍保学管理

动态数据库，开发了自治

区级控辍保学动态管理

数据库线上填报系统，进

行实时监测，确保数据准

确。各盟市教育行政部门

与公安部门、扶贫办、残

联配合，开展“地毯式”排

查，按照“一家一案，一生

一案”要求，明确劝返责

任 人 ，制 定 相 应 劝 返 方

案，及时予以劝返。目前，

全区义务教育阶段学生

无因贫失学辍学情况。

扶贫先扶智，治贫先

治愚。为更好地打赢脱贫

攻坚战，我区大力开展教

育扶贫工作，阻断贫困的

代际传递，推动贫困人口

既 富“ 口 袋 ”、又 富“ 脑

袋”。为此，我区着力改变

贫困地区办学条件，开展

了“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

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

学条件”项目，并将我区

11 个 盟 市（不包括乌海

市）、76 个旗县纳入项目

实施范围。截至去年底，

累计投入资金93.25亿元，

完成 1793 所学校的达标

建设。同时，教育优惠政

策继续向贫困地区倾斜，

在分配教育专项资金时，

将脱贫攻坚作为重要因

素考虑。2019 年，我区下

达各类教育专项资金31.2

亿元，在常规面向贫困地

区 资 金 的 基 础 上 ，切 出

10.3亿元专门投向贫困地

区。去年，安排区内高校

面向贫困地区和农村牧

区学生的专项招生计划

达 1160 人 ，比 上 年 增 加

15%。

一技在手，终身受益。

我区充分发挥职业教育服

务能力，2019 年全区中等

职业学校面向建档立卡贫

困家庭、城乡低保家庭成

员和残疾人招生 2963 人

次。并推进高等职业教育

“求学圆梦”行动计划，提

升农牧民工学历层次和技

术技能水平，2018 年秋季

招生以来总学员达4600多

人，其中来自贫困旗县的

学员1158人。

固阳职教中心学生李

晓阳就是受益者之一。他

说：“初中毕业后，我有了

打工的想法，老师劝我来

到了固阳职教中心。虽然

学习有点吃力，但在这里

能学到一门技术，以后生

活就有保障了。”通过职业

教育真正让学生掌握一技

之长，实现就业脱贫，是固

阳县教育扶贫“战场”上的

另一场“战役”。

最近，家住兴安盟科

右前旗阿力得尔苏木海力

森嘎查的呼伦遇到了大喜

事，旗教育局高中阶段教

育扶贫资助政策使他的学

习费用问题得到了解决。

呼伦是该旗第一中学一名

高二学生，从小患有腿疾，

这两年跟他相依为命的母

亲也身患疾病，基本失去

了劳动能力，家里一下陷

入困境，呼伦上学的花销

成了问题。没想到，这学期

刚一开学，学校老师就帮

他申请到了各种贫困生补

助资金，呼伦只需带几百

元生活费就可以安心在学

校上学。坐在温暖的教室

里，这个热爱学习的孩子

大声说：“我终于可以继续

上学啦！”

做好“保学题”，答好

“助学卷”。目前，我区已建

立起覆盖学前教育至研究

生教育的学生资助政策体

系。教育厅等7部门联合出

台了《内蒙古自治区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实

施办法》，加强精准识别认

定。2019年，累计资助各级

各类学生 537.89 万人次，

资助金额59.95亿元。今年

疫情发生以来，我区密切

关注疫情对义务教育阶段

建档立卡贫困学生以及非

建档立卡的家庭经济困难

残疾学生、农村低保家庭

学生、农村特困救助供养

学生等四类学生群体的影

响，全区高校为13732名学

生 发 放 临 时 困 难 补 助

454.5万元。

孟兰：“绣”出美好新生活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李永桃 于 涛 钱其鲁

做好“保学题”答好“助学卷”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李 晗 实习生 曲桂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