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9月28日 本版主编：孙净易 版式策划：张文龙 责任校对：玉 峰

要闻 7

只争朝夕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又到了雪菊的收获时

节，走进呼和浩特市和林

格尔县大红城乡马家夭

村，远远就能闻到一股雪

菊的清香。

“我院子里种的这些

雪菊，不仅对治疗我的慢

性病有功效，还增加了我

的收入……”建档立卡贫

困户贺海花告诉记者。

呼和浩特市工信局派

驻马家夭村的第一书记杨

向东正忙着帮助建档立卡

贫困户韩兰小老两口采摘

雪菊。在不足1分地的小院

里种植雪菊，让韩兰小去

年就增收了3500元。

“今年我种植的雪菊

花开得不错，肯定会卖个

好价钱。去年，干花每公斤

可以卖到 200 元。”韩兰小

说。

马家夭行政村属市级

贫困村，辖8个自然村，常

住人口 95 户 194 人，是典

型的山丘区。

由于受地理条件的制

约，村里产业不兴旺，青壮

年大多选择外出务工，留

守人员老龄化严重，劳动

力严重不足。

村支部书记樊来运

说：“以前，我们村的村民

以种植玉米为主，在产量

高、市场价格好的情况下，

每亩能挣 1000 元左右。要

是遇上行情不好，村民们

的日子就不好过了。自从

杨书记来到我们村，给我

们村引进了雪菊项目，村

民的收入是种玉米的 5 倍

左右。”

2018 年，马家夭村委

会在驻村工作队的帮助

下，出资 3600 元购买雪菊

苗，试种雪菊2亩，当年收

益2万多元。村民们看到了

种植雪菊的前景好，纷纷

在自家的菜园子或田间地

头种植雪菊。2020年，该村

村民除了种植传统的蔬菜

以外，全村有90多户农户，

包括建档立卡贫困户 28

户，都种植了雪菊，面积达

到近 30 多亩，预计产值可

达10万元以上。

“为了彻底解除村民

种植雪菊的后顾之忧，驻

村工作队把培育好的雪

菊苗都无条件地挨家挨

户送到贫困户和一般农

户家中，并提供全程技术

指导。村民们只要按照技

术指导负责菊花种植、田

间管理及花朵的采摘晾

晒即可。晾晒加工好的雪

菊，由我们驻村工作队及

包扶单位联系销售。”杨

向东介绍道，“种植雪菊，

既有经济价值，也有观赏

价值，乡亲们在房前屋后

种植雪菊，与当前发展庭

院经济，打造美丽乡村的

定 位 和 目 标 也 十 分 契

合。”

“马家夭雪菊含钾、钠

等多种元素，已经通过自

治区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

认定，下一步将通过相关

部门注册‘马家夭金菊’商

标。我们计划明年继续扩

大种植规模，成立雪菊种

植、加工合作社，线上线下

多渠道销售，实现马家夭

行政村95户194人的致富

梦。”对于未来马家夭村雪

菊种植，村支部书记樊来

运信心满满。

如今，“马家夭雪菊”

除了在呼和浩特及周边地

区销售，还远销到河北、四

川及南京、沈阳、深圳等

地。

雪菊香里话脱贫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郑学良 实习生 王效平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呼和浩特市聚焦精准

脱贫重点环节，引导4类人

才在扶贫一线开展服务，

为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提

供人才智力支撑。

党政人才下沉一线帮

扶。全市共选派 47 名县处

级干部担任乡镇第一书记

挂帅指导，做到有脱贫任

务的乡镇全覆盖，抓好工

作指导、责任落实、统筹协

调、产业发展、问题整改和

基层党建 6 项脱贫攻坚任

务。选派920名驻村第一书

记下沉到村，制定帮扶措

施，统筹协调产业发展，全

力抓好工作指导。开展党

员干部与贫困户结对帮扶

活动，进一步整合党员干

部力量深入了解情况、掌

握实际需求，精准制定帮

扶计划，做好包联地区帮

扶工作。

技术人才强化精准

指导。持续开展“千名人

才下基层”活动，各领域

人才专家深入一线开展

指导，为乡村振兴建设发

展提供动力引擎。目前，

全市 502 名科技特派员在

9 个旗县区开展种养殖等

农业科技服务工作，服务

农业园区、基地达 290 个。

今年以来，组织科技特派

员开展特色小型现场技

术培训 1249 期，受益农民

达 4.4 万余人，实现产值

5.38 亿元，带动就业 6618

人。鼓励农户利用自有优

势发展小庭院养殖，技术

专家为农户提供育苗技

术、工具和种子，协调种

植大户帮助对接部分育

苗收购，进一步提高农户

家庭收益。开通 12396 农

业科技服务热线，利用电

话 、微 信 和 线 上 视 频 方

式，320 名技术专家和科

技特派员提供在线解答

服务，提供现场指导，目

前已解答问题 1400 余个，

有效服务了农业生产。

乡土人才引领创富增

收。全面加快推进新型职

业农民培训工作，激发农

村经济主体活力，鼓励乡

土人才引领带动农民增

收，助推乡村振兴。针对村

种养殖大户、合作社农业

企业负责人及骨干、返乡

创业者等开办课堂，培养

提升新型职业农民专业技

能，2019 年至今共培育新

型职业农民 6292 人。多地

种养殖带头人通过返乡创

立合作社，以安排剩余劳

动力、引导参与种养殖、推

广适用帮扶模式等方式，

带动农户增产增收，引领

贫困群众依托产业脱贫，

激发农民创业致富的内生

动力。

高校人才激发乡村活

力。借助高校人才资源和

科研力量带动乡村产业发

展。充分发挥首府高校集

聚优势，鼓励高校科研成

果就地转化，大力引导高

校、职业学院瞄准地方经

济结构和产业发展需要，

开设创新创业教育课程，

累计输出基础型创新创业

人才超过1.5万人。吸引北

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

高校学生到呼进行实训，

通过设立实训基地形成长

效化合作机制，组织学生

深入乡村开展专题调研，

发挥学生理论研究优势，

构建乡村振兴战略高端智

库，协助健全乡村治理体

系。针对村干部队伍老化

和农村贫困家庭大学毕业

生就业难问题，制定“一村

一名大学生”选任计划，以

公开择优的方式选聘优秀

本土大学生“回巢”，同时

提供资金、信息、技术扶持

鼓励大学生在任职村创办

实体经济、招商引资。联合

村镇企业与高校专家人才

签订科技人才三方协议，

组织中国农业大学、内蒙

古农业大学等具有教授和

研究员等高级职称的科技

人才与企业建立合作，为

企业提供专业技术和科技

服务，进一步提高企业市

场竞争能力，推动企业的

发展成果惠及周边区域农

牧民。

为保护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他义无反顾地

扑向手持炸药包的歹徒，

牺牲了年轻的生命。他就

是陆锦棠烈士。

陆锦棠，1961年出生，

广东省新会市棠下镇人，

生前是广东省新会市公安

局棠下派出所民警，一级

警司。

2000年2月1日，农历

十二月廿六，连续值班两天

的陆锦棠同志原本准备向

领导报告补假休息一天。可

早晨7点55分，他却在派出

所得知一个重要情况：10

分钟前，有一名外省男青年

到棠下良东村引爆炸药，已

有一名村民被炸伤，情况十

分紧急，派出所值班民警已

经出发。陆锦棠同志二话没

说，立即赶赴现场。

在现场，他见到一名

腰捆炸药的歹徒正站在村

民的住宅前，右手不停挥动

着一个装满炸药的啤酒瓶，

狂叫要将炸药掷向群众。此

时，歹徒身后的屋里传出阵

阵哭泣声、呼救声，周围还

有 50 多名群众，情况万分

危险。陆锦棠同志当机立

断，马上与战友一起疏散周

围群众。凶恶的歹徒不准穿

制服的民警靠近。陆锦棠同

志主动向在场的领导请战：

“我没有穿警服，又熟悉炸

药性能，让我上吧!”于是，

他与副所长马荣钊等同志

冒着生命危险，—步步靠近

歹徒，一边提防歹徒乱掷炸

药，一边想办法劝服歹徒，

放下武器。

经过反复的思想工作，

歹徒情绪有所缓和。一个小

时的沟通后，歹徒终于同意

让陆锦棠同志带他到村外

去。在陆锦棠同志的带引

下，歹徒慢慢地向村口的空

旷地走去。但如果继续往前

走，不足100米处又是一大

片住宅，情况仍十分危险。

就在这时，歹徒突然

再次从身上拿出炸药，快

步冲向村庄，企图在人群

中引爆炸药。在这千钧一

发之际，陆锦棠为了保护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不顾自己的安危，扑向歹

徒，将其紧紧抱住，压倒在

地，马荣钊及其他民警随

即扑上。一声巨响，凶残的

歹徒引爆了炸药，陆锦棠

用血肉之躯保住了周围

50多名群众，保住了10多

位战友，自己壮烈牺牲。

牺牲后，陆锦棠被公安

部追授全国公安系统二级

英雄模范称号，被广东省人

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广

东江门市公安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在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受到威胁的时候，陆锦棠

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

奋勇扑向歹徒，用身体挡住

了炸弹，用生命守护了人

民。他把忠诚热血洒向侨乡

大地，以实际行动谱写英雄

赞歌，不仅是和平年代的人

民卫士，更是铁骨柔肠、身

先士卒的勇士。

（据新华社报道）

呼和浩特：精准脱贫集聚人才力量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郑学良

陆锦棠：舍身扑向炸药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