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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争朝夕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美了生态 鼓了口袋
——我区全力推进生态扶贫纪实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李 晗

田间生机勃勃，山上绿

意盎然，村民喜笑颜开……

炎夏的包头市固阳县，处处

呈现出一派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景象。

沿着颠簸的土路，驱

车驶入金山镇协和义村，

途经新一轮退耕还林工程

生态经济林综合项目区，

郁郁葱葱的树木跃入眼

帘，下车穿行在村民小组

林间时，碰到了一边哼着

小调，一边进行巡视的生

态护林员张学礼。

今年58岁的张学礼是

协和义村的建档立卡贫困

户。2004年，老伴不慎摔断

了腿，从此落下了关节痛

的毛病，走路至今还有些

瘸。全家的生计只能靠张

学礼一人种地维持，但因

为土地沙化严重，十年九

旱 ，一 年 到 头 收 入 仅 有

2000 元左右，一家人过得

十分艰难。

为解决张学礼家的贫

困问题，村里将他家的 20

亩地全部退耕还林，每年

补助3000元，共计8年。又

聘用他为生态护林员，一

年的工资有 9600 元。还为

他积极协调，进入造林公

司打零工，一年下来也能

赚四五千元。现在，张学礼

家一年可支配收入已达

1.3万元，稳定脱了贫。

“政府把工作送到了

家门口，一来有固定工资

可以拿，二来不用背井离

乡外出打工，不耽误做家

务、照顾老伴儿，这是一举

多得的好事。退耕还林后，

咱这儿的林子是越种越多

了，生态美了，村民的口袋

也鼓了。我寻思着要好好

干，守护好这片山林。”说

起家里现在的情况，张学

礼乐了。

几年前的固阳县，林

木覆盖率低，地表水缺乏，

水土流失严重，处处可见

裸露的黄土。生态脆弱，更

让固阳县成为贫困的典

型：到2014年底，仍有自治

区级贫困村 25 个，贫困发

生率高达5.5%。

2015 年以来，固阳县

以“生态产业扶贫、生态补

偿惠民”为主线，在退耕还

林、林业工程建设、聘用森

林管护员、发展林业产业

增收等方面，充分利用贫

困户劳动力、土地和现有

产业资源，把生态建设和

脱贫攻坚深度融合，走出

了一条既要“绿水青山”又

要“金山银山”的生态扶贫

新路子。2019年，固阳县实

施了新一轮退耕还林工程

25万多亩和退耕还草工程

4万多亩，工程覆盖贫困户

507 户 1039 人，人均年增

收 3000 元。生态效益补偿

基金覆盖贫困人口 725 户

1546 人 ，年 内 人 均 增 收

111.3元，退耕还林还草补

助资金和生态效益补偿基

金已成为当地贫困户稳定

脱贫的“绿色红利”。

一人护林、全家脱贫，

这样的例子如今在内蒙古

并不少见。2016年至今，我

区已累计为1.67万名贫困

人口提供公益性护林员岗

位，年人均享受补助 1 万

元。利用公益林生态效益

补偿金，全区聘用1.5万名

贫困人口参与森林资源管

护，人均增收6000元。

打生态牌，谋致富路。

自治区这几年始终坚持扶

贫开发与生态保护并重，

通过实施重大生态工程建

设、聘用生态护林员、实施

林业产业项目和定点帮扶

等措施，改善贫困地区生

态环境，促进贫困人口持

续增收。我区将国家和自

治区林业重点生态建设项

目 80%以上安排到贫困旗

县，2016年以来，累计投入

贫困旗县国家林业重点工

程资金38.1亿元，国家公益

林补偿资金62亿元，带动8

万名贫困人口受益。

今年春夏，西鄂尔多斯

草原少雨，草原植被受到

“烤验”。而在鄂尔多斯市鄂

托克前旗昂素镇巴彦希里

嘎查，牧民察汗巴雅尔家的

300 亩柠条地里却是一派

欣欣向荣的绿色场景。

“你们看，我家的柠条

地里现在全部用上了滴灌，

这是嘎查扶贫造林专业合

作社承接的国家三北防护

林退化林分修复项目。柠条

长成后不仅能改造草场，还

能增加额外的收入。”看到

柠条长势良好，察汗巴雅尔

不禁喜上眉梢。

近年来，鄂托克前旗将

生态文明建设和精准脱贫

互动推进，探索出一条以

“扶贫造林专业合作社”为

纽带的生态扶贫新路子：旗

林草部门将国家生态建设

任务交给合作社，合作社承

接项目后，或自行实施，或

引入企业代为造林。在项目

实施过程中，优先雇用贫困

户务工，贫困户变身成为

“造林工”，再加上合作社经

营的集体经济果园，贫困户

近期有劳务收入、中期有管

护收入、长期有资产收益，

沙地增绿和脱贫增收实现

双赢。

苏力迪嘎查牧民阿拉

腾巴日苏家的鸡棚里，鸡仔

“叽叽喳喳”叫个不停。阿拉

腾巴日苏起个大早，一头扎

进鸡棚，又开始为“致富梦”

忙活开了。前段时间，苏力

迪嘎查扶贫造林专业合作

社为嘎查里 3 户贫困户分

别盖起了 80 平方米的鸡

棚，每户分了 100 只乌鸡

苗，从养殖技术到销售，合

作社全程提供帮助，而新盖

鸡棚和购买鸡仔的资金就

来源于合作社林业生态建

设项目产生的利润。

在扶贫造林专业合作

社的支持带动下，苏力迪

嘎查贫困户全部脱贫。如

今，阿拉腾巴日苏家养羊

300 多只，去年 11 月开始

在 合 作 社 打 工 ，月 收 入

1760 元，2019 年全家纯收

入 20 多万元，日子过得有

滋有味。“2018 年以来，我

们合作社在林业生态建设

项目总投资160万元，产生

利润 16 万元。2019 年，我

们将收益的一部分帮助贫

困户发展合适的产业，给

他 们 增 收 致 富 加 把 劲

儿。”苏力迪嘎查扶贫造

林专业合作社理事吉日嘎

拉达来介绍说。

生态增绿，百姓增收，

内蒙古人正奋力书写山青、

业兴、民富的新篇章。在加

强生态保护的前提下，自治

区充分利用贫困地区生态

资源优势，结合现有工程，

大力发展特色经济林、林下

经济、林木种苗等生态产

业，通过土地流转、入股分

红、合作经营、劳动就业、自

主创业等方式，建立利益联

结机制，拓宽贫困人口增收

渠道，增加贫困人口经营性

收入和财产性收入。

截至 2019 年，我区把

全部林业产业化资金和

90%的特色经济林基地项

目建设资金全部投向贫困

地区，共实施林业产业化项

目 56 个。通过开展特色经

济林建设、发展林下经济和

庭院果树经济等林草产业，

共带动1.5万名贫困人口增

收，人均增收1900元。

今年41岁的中国胜利

油 田 渤 海 钻 井 总 公 司

40531队副队长史国栋，23

年如一日赡养烈士吴国良

母亲的事迹感动了许多

人。

“英雄虽然离开了我

们，但他的精神永存。”史

国栋曾经在部队服役5年，

他希望通过自己的爱心坚

守让更多人尊崇英雄，关

爱英雄亲属。

吴国良是山东沾化

人，1994 年入伍至原济南

军区某师机炮连。1996年8

月5日，他为营救被洪水围

困的群众，献出了年仅 22

岁的生命。

吴国良到新兵连不

久，恰好赶上部队开展爱

国奉献、革命人生观等教

育。他像伸展根茎叶脉吸

收雨露阳光的禾苗一样，

吮吸着立身做人的真理之

光。他在学习笔记上写下：

“沿着属于我的军旅生涯

这条路走下去，不管以后

有什么灾难降临在我头

上，我也不会改变思想观、

人生观、世界观。”

“爱国首先要爱军，爱

军首先要爱岗。”这是吴国

良的人生信条。

炮兵连第一次投弹训

练时，吴国良只投了25米。

他找班长请教秘诀。班长

告诉他，只有两个字：苦

练。从此，他每天投弹 50

枚，挥臂练习 500 次，挥臂

时还用背包带把胳膊绑到

树上。胳膊练肿了，他咬着

牙坚持。到实弹投掷时，他

一下子甩出了52米。

连队进行 400 米障碍

训练，吴国良最初成绩不

及格。他暗暗憋足劲儿苦

练，终于在全团考核时，成

绩达到了优秀。

之后，吴国良被分配

做炮车司机。按说，他只要

开好车就行了，可他给自

己立下军令状，一定要争

当全能炮手。中午，别人休

息了，他拿着瞄准镜练瞄

准。炮栓的分解结合动作

不好掌握，他没事就分了

合，合了分。一次，手指肚

被炮栓夹破，鲜血直流，他

像没事儿一样照样练。师

里组织炮兵专业考核，正

碰上一名炮手外出，连里

临时让他上，结果拿了第

一。在上级组织的军事比

武中，他先后6次代表连队

参赛，每次都获得好成绩。

吴国良牺牲前一个

月，因母亲重病，连里批准

他探亲。但他听说连队要

到外地驻训，主动推迟了

假期。10天后，他又接到母

亲病情加重的电报，他听

说连队要参加抗洪，就把

电报揣进兜里。

吴国良在一封没来得

及发出的信中写道：“母亲

有病，我很挂念，但部队要

执行抗洪抢险任务，这时候

我不能离开连队，等执行任

务回来后，再回去看望母

亲，原谅儿子的不孝。”

那天，官兵们赶到驻

地附近河南省获嘉县的抗

洪现场，只见八九百米外

的冯村砖瓦厂浸没在一片

汪洋的急流之中，被困的

76 名民工望眼欲穿，呼救

声不时传来。吴国良喊了一

声“我去救人”，抓起一根绳

子就跳下激流，向遇险民工

游去，由于水深流急，加上

水中庄稼枝叶的缠绕，一下

子被卷进激流……

吴国良牺牲后，原济

南军区授予他“追求高尚

人生的好战士”荣誉称号，

中共河南省委、省政府授

予他“舍己为人的英雄战

士”荣誉称号。

（据新华社报道）

吴国良：舍己为人的英雄战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