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鲁县：“上访”变“下访”，真情化解“千千结”!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郭洪申 实习生 胡建华 孙国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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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时隔 18 年，陈华的

事迹和精神，依然不曾因

岁月而褪色，在人们的记

忆中永生，在后来者的行

动中传承。

陈华生前是海南省三

亚市公安局民警，毕业于

广东省警校。参加工作以

来，刻苦钻研，业务上精益

求精，先后5次在全国、全

省公安系统技能竞赛中获

奖。荣立个人三等功1次，3

次受嘉奖，多次被评为“先

进工作者”。殉职后，公安

部追授为“全国公安系统

二级英雄模范”；民政部授

予“革命烈士”荣誉称号；

海南省委、省政府追授为

“宝岛卫士”。

2001 年 4 月 17 日，两

男子在武汉市南京路天歌

咖啡厅持枪抢走梅某的

8.39 万元人民币，又开枪

打死追赶上来的易某，制

造了震惊全国的特大持枪

抢劫杀人案。公安部当即

向全国发出A级通缉令。

2001年5月1日，陈华

接到海南省公安厅通知，要

求配合抓捕这两名逃犯，陈

华立即放弃“五一”节日轮

休安排，主动请战。经过两

天两夜摸查，最后发现通缉

要犯的落脚点在海南陵水

黎族自治县某招待所。

2001年5月2日上午，

陈华在围捕嫌犯的过程

中，面对穷凶极恶、困兽犹

斗、负隅顽抗的持枪歹徒，

第一个冲入房内，连开两

枪击中犯罪分子，为围捕

战立下大功。但几乎同时

犯罪分子也开了两枪打中

陈华。陈华身受重伤倒在

血泊中，最终因伤势过重、

抢救无效而牺牲。

陈华以自己英勇无畏、

舍生忘死的精神首先制服

了罪犯，既保护了人民群众

的人身财产安全不继续受

到侵害，也以自己的血肉之

躯保护了身后的战友。

陈华弟弟、三亚市公

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三级

警长陈文告诉记者，哥哥

牺牲时他儿子才小学 6 年

级、女儿才3岁，对家庭打

击很大。“现在他女儿也长

大了，还立志报考公安，我

想这就是传承。而我在出

入境支队的工作很苦很

累，从未有过怨言，因为不

能给我哥抹黑。”陈文说。

三亚市公安局民警吉

晓龙是陈华的徒弟，自从警

以来一直跟着陈华学习办

案。“他生前办了 160 多个

公安部督办、公安厅督办的

大案要案，几天几夜都讲不

完。我一步步成长起来，任

何时候都以他作为我心里

的标杆，我的工作思维和方

法都是他教给我的。”

作为新入行的民警，

吕倩向记者表示：“作为人

民警察，爱岗敬业为老百

姓降魔除凶不避艰险。我

想这就是陈华前辈传承给

我们青年人最朴素却最动

人的精神财富。”

（据新华社报道）

金秋的鄂尔多斯伊金

霍洛旗乌兰木伦镇哈沙图

村，秋高气爽。记者随着观

赏采摘的队伍一起来到

“云上农场”。

进入无土栽植区，香

菜、油麦菜、菠菜、生菜、芹

菜等绿叶类蔬菜被栽种成

盆栽，就连桃树也长在了

花盆里，满眼绿意，一片生

机盎然的景象。

“你看这个生菜，竟然

生长在房顶上，再看这个

菠菜，从管子的开口长出

来，这么多蔬菜都长成了

景观，真是好看！”看到眼

前的蔬菜以各种意想不到

的方式生长，人们纷纷发

出感慨。

在“云上农场”的另一

角，刚刚采摘下来的蔬菜

已包装好，很多游客在询

问价钱，“这个油麦菜多少

钱？”“茄子多少钱？白菜

呢？”工作人员都一一解

答。不一会，打包好的蔬菜

就卖光了。

说起“云上农场”的来

历，哈沙图村党支部书记

宋利平告诉记者，相比于

乌兰木伦的其他村子，他

们村境内没有可开采的煤

炭资源，唯一的产业就是

传统的农牧业。然而单一

地种植玉米土豆，不仅生

长周期长，销路也不畅，致

使村子里出现了越来越多

的贫困户。

2016 年，村里利用到

村到户项目资金和强农贷

款，引进内蒙古光亚现代

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通过

“支部+公司+农户”的模

式，鼓励农户利用自家房

前屋后闲置土地发展特色

蔬菜种植。

同时，利用当地自然

资源优势，实行村企合作，

流转 1200 亩土地，搞起了

乡村旅游，发展起了农家

乐及瓜果采摘、垂钓娱乐

等休闲观光、体验农业项

目。

“我们提供种苗、提供

技术指导、提供培训，到成

熟 的 时 候 我 们 负 责 销

售。”内蒙古光亚现代农

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王

林平说，“2019年1月，‘云

上农场’开业，通过在线培

训，在线技术指导等等‘云

技术’的方式，我们打造了

这个农场。”

“云上农场”将绿色科

技农业和生态循环农业相

结合，通过“鱼菜共生”的

生态种养模式，打造“幸福

田园+观光农业”，成为一

个集研发、科教、示范、推

广、销售于一体的赋能农

业，从种养到销售，全程实

现智能化、现代化。

同时，通过建立农企

利益联结机制，辐射带动

周边农业结构调整和产业

升级，让周边近200户农牧

民实现增收致富。

七社村民董凤清家就

“沾了”“云上农场”的光。

“没来公司以前我一年收

入也就1万块钱。2018年，

我跟公司签了劳务合同，

做育苗、除草等工作，月工

资 3500。现在家里就我和

老伴儿，老伴儿是环卫工

人，月工资2500，家里还有

100亩地，算下来我家的生

活还是很不错的。”董凤清

说。

同村刘永胜也是受益

者，2016 年他自己花了 15

万元建了一个占地一亩的

温室大棚。2019年，公司就

给提供了1000株西红柿种

苗，待西红柿成熟回收后，

他拿到了3万多元钱，净利

润1万多元。今年公司还将

给他提供3000株新研发的

种苗。他说：“我还养了6头

肉牛，去年我家总收入有

10 万元左右，走在了小康

路上。”

另外，光亚现代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依靠自己的

超市和自己的电商 APP，

按照市场价收购当地农户

出产的蔬菜及牛羊肉等农

副产品再销售，让农民可

以拿上现钱，解决了他们

销售的后顾之忧。

“云上农场”只是哈沙

图村哈沙部落田园综合体

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当地

政策支持下，哈沙部落将

按照国家AAAA级旅游景

区标准打造，积蓄出乡村

振兴发展的新动能。

近日，通辽市开鲁县

开鲁街道南邮电家属楼小

区一座28米高的废弃大烟

囱终于被拆除了。

“安全隐患消除了，我

们 大 家 伙 的 心 也 敞 亮

了！”76 岁的小区居民王

义青高兴地说，“为此我特

意让孩子们放了挂鞭炮以

示庆祝。大烟囱能顺利拆

除，得感谢县里的‘有事村

里（社区）说’工作，这里的

党员干部真是把咱老百姓

的事当回事儿啊！”

2019 年 7 月，开鲁县

创新实施了“有事村里（社

区）说”工作，作为“不忘初

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

重要实践载体。县委统一

安排 28 名县处级领导干

部、199名县直机关科级干

部每月2次深入到全县13

个镇场街道和 255 个嘎查

村分场社区，变群众上访

为干部下访，向群众说事、

听群众说事、为群众办事、

帮群众谋发展，切实引导

党员干部在全覆盖、全方

位为民服务解难题的实践

中践行初心使命、强化责

任担当。

前不久，县委书记赵

长勇深入包联的开鲁街道

解放社区开展“有事村里

（社区）说”工作时，王义青

老人反映：“废弃烟囱存在

安全隐患，希望书记能协

调有关部门拆除。”之后，

赵长勇协调相关部门限时

予以拆除。

开鲁县邮政分公司总

经理江岩介绍，接到群众

反映和县里要求，公司立

即安排专业部门和施工团

队对烟囱的安全问题进行

了评估，并向上级部门进

行了汇报。在得到批复和

经费支持后，立即组织专

业人员进行拆除施工，消

除了安全隐患。

今年，开鲁县结合脱

贫攻坚、乡村振兴工作，把

“有事村里（社区）说”工作

作为党员领导干部直接联

系服务群众的常态化、长

效化机制，并重新明确 27

名县处级领导干部、224名

县直机关科级干部的包联

责任。在县级包联领导干

部的引领带动下，镇村两

级 1.1 万名党员干部积极

融入其中，躬下身子践行

“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开

门搞活动、上门送服务，

推动实现“三抓六促”，即

抓 基 层 党 建 ，促 脱 贫 攻

坚、促乡村振兴；抓文明

实践，促素质提升、促乡

风文明；抓信访维稳，促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促人

民安居乐业。

为确保此项民心工程

善作善成、久久为功，县委

县政府牵头成立了“有事

村里（社区）说”工作领导

小组和工作机构，通过严

格执行首办负责、转办分

流、限期办结、定期会商和

跟踪督查问效 4 种工作制

度，科学运行“四表一台

账”，确保群众诉求事事有

着落、件件有回音。截至目

前，全县持续开展“有事村

里（社区）说”工作22轮次，

累计受理群众诉求2400余

件，涉及老旧小区和棚户

区改造、城市建设及管理、

居民小区物业管理、农村

牧区基础设施保障、农村

牧区养殖业发展受限、农

村医保服务、农用机电井

电价、失地农业保险及铁

道涵洞积水、林地草地纠

纷等民生各领域。通过县

镇村三级党组织合力攻

坚，目前受理事项办结率

达到 95%；剩余事项正在

跟进办理，办结事项群众

满意率达93%。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云”上有个农场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张慧玲 康丽娜 白 雪

陈华：宝岛卫士天涯金盾 冲锋在前舍身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