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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7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只争朝夕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布仁巴雅尔，陈巴尔

虎旗金骄蒙元文化传承发

展有限公司的创始人，他

制作的蒙古包，环保、耐

用、有创意，是远近闻名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布仁巴雅尔16岁就开

始学习蒙古包制作技艺。

2006 年，他建立了自己的

蒙古包生产厂，不断提出

新的思路与设想，适应现

代市场需求变化。他曾为

《天骄·成吉思汗》大型实

景演出定制蒙古包，为电

影《鬼吹灯之寻龙诀》还原

当年的蒙古包，为央视春

晚内蒙古分会场搭建蒙古

包演播大厅。他创新制作

的星空蒙古包，“看得见星

空”“望得见草原”，他的蒙

古包最大直径可达 30 多

米，产品远销北京、四川、

辽宁等地，让蒙古族传统

文化走出了大草原。

布仁巴雅尔认为，古

老技艺的魅力才是蒙古包

文化世代传承的根脉，再

怎么创新发展，传统文化

也不能丢。多年来，他始终

坚持用皮绳编织哈那，给

穹顶加上陶脑，沿用乌尼

撑起包顶。

公司所在地西乌珠苏

木党委书记哈斯门德介

绍，金骄蒙元公司作为非

物质文化遗产实景展示基

地，免费提供场所，邀请市

域内的非遗传承人，有自

主创业想法的牧民传授传

统马鞍、民族服饰、马头

琴、蒙古刀具、勒勒车等手

工艺品制作等技术，还帮

助牧民创业者开展多项经

营活动，为外地游客提供

体验蒙古族原生态生活场

景的平台，帮助牧民增收。

带动建档立卡贫困户

5 户走出贫困；帮助 33 户

低收入牧民创业就业增

收，并为每户发放4.8万元

鼓励资金；春节为建档立

卡贫困户及残疾人家庭送

米、面、油和生活用煤；疫

情期间出车出力帮助牧民

采购生活必需品……这是

布仁巴雅尔的企业发展历

程中的“扶贫账单”。

“我在这里学习了毡子

裁剪技术，每月在金骄蒙元

公司打工能挣 3000 元，公

司每年还有分红。平日再养

点牲畜，日子越过越好。”已

经脱贫的牧民特格希说。

近年来，金骄蒙元公

司为贫困户和低收入牧户

传授蒙古包制作技能，提

供就业岗位，促进了“党

建+脱贫攻坚+传承民族

文化”深度融合。目前，公

司设置19处技能培训点及

体验基地、实践基地和党

建促脱贫基地，创造就业

岗位80个。

草原上当年开采留下

的矿坑，是布仁巴雅尔心

中挥之不去的痛。“刚建厂

时，一位放牧的老额吉给

我形容过这里曾经的美

景，山上有敖包，山下河套

里水草最丰美。当时，我就

站在采坑里向老额吉承

诺，既然我来到这里了，就

一定会让这里再绿起来。”

布仁巴雅尔从公司拨

出资金，过了生产旺季就

开始雇铲车、找工人，填石

覆土，恢复生态。他连续 6

年投资100余万元，将9万

平方米的采坑填平。每年

春夏两季他都会雇10多辆

钩机、20多辆铲车来作业，

公司 100 多位员工都参与

过平土和种草。工期紧时，

他还雇用嘎查牧民，前后

支付了20余万的人工费。

草原上的“疮疤”日渐

恢复，布仁巴雅尔用共产

党员的实际行动将当初的

承诺变成了现实。

布仁巴雅尔：一定会让这里再绿起来！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李玉琢 实习生 邱春凤

集成应用浅埋滴灌水

肥一体化、全程机械化生

产、生物防治、黑土地保护

利用、产业结构调整、土壤

墒情监测、气象+服务等先

进技术……让种了30多年

小麦的通辽市开鲁县开鲁

镇民主村农民王春大开眼

界，直夸“现代农业真牛”！

王春家的地块位于通

辽市开鲁县开鲁镇民主村

万亩农业高效节水小麦复

种芥菜示范基地，基地全

部采用了浅埋滴灌等一系

列现代农业新技术。王春

虽然搞不明白某些技术的

原理，但他能看到、感受到

其中的好处，他说：“浅埋

滴灌一是省地，去掉了垄

沟、池埂，这样就多出不少

耕地；二是省事，浇水打开

阀门就行，这边浇地，人可

以回家里干别的活；三是省

水、省肥还能增产增收，化

肥倒入施肥罐里和水一起

直接浇到了小麦的根部。”

开鲁县农业技术推广

中心技术人员刘东平计

算，应用浅埋滴灌水肥一

体化技术，每100亩可多整

理出 15 亩种植面积，可亩

均节水70%即420方，节电

60%即 30 度，节肥 40%即

40 斤，省工 50%即 120 元，

控药 40%即 10 元。以小麦

为例，应用了高效节水等

技术后，亩可增产 400 斤、

增收800元。

民主村党支部书记赵

春明说，为提高规模化、标

准化生产水平，村党支部还

领办了“开鲁县民丰种植专

业合作社”，采取“支部+合

作社+农户”的经营方式，

实现“统一整地、统一种植、

统一加工、统一销售”，确保

产量质量实现计划目标，村

里依托合作社建设了面粉

加工厂，商标注册、绿标申

请也正同步进行。

在该示范基地的“智

慧农业观光驿站”，还设有

智慧灌溉平台和农作物病

虫害监测预警平台等现代

农业设施设备。智慧灌溉

平台可根据作物品种、长势

等情况，计算出最佳灌溉时

间、用水量和微量元素配

给，并实现灌溉和施肥自动

控制；农作物病虫害监测预

警平台，可全天自动对环

境、气象、病虫等状况进行

实时监测，给出病虫害诊断

和防治方案……

民主村万亩农业高效

节水小麦复种芥菜示范基

地只是开鲁县50万亩现代

农业示范区的重要内容之

一。据了解，今年开鲁县重

点推进“田林路井电技”配

套的50万亩现代农业示范

区建设，总投资4.05亿元。

包括20万亩玉米、28万亩

红干椒、1万亩小麦、1万亩

圆葱，全部应用高效节水

技术。最大限度节水节能

降耗，防灾减灾、减少投入

品使用，集中展示农业高

效节水与综合水价改革、

智慧农业、村级集体经济

与结构调整、“种养加”循

环经济、乡村振兴与新农

村建设、观光农业与乡村

旅游共6项示范内容。努力

打造“以高效节水为核心

的高标准农田示范区，以

智能化标准化为核心的现

代农业示范区，以控肥控

药控水控膜为核心的绿色

农业示范区，以全产业链

打造为核心的产业融合示

范区”，带动现代农业、生

态农业发展。

“这枚沉甸甸的奖章

既是对父亲一生奉献的巨

大褒奖，也是对后来人的

莫大激励，要继承父辈的

遗志和精神财富，努力做

新时代忠诚干净担当的

‘奋斗者’。”

2019 年 9 月 25 日，在

人民大会堂为父亲郑培民

领取“最美奋斗者”奖章

后，郑海龙在社交软件写

下上述文字。

郑培民，生于 1943 年

7 月，1969 年 12 月加入中

国共产党。生前曾任中共

湖南省委副书记，湖南省

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

副主任等职务。

20 世纪 90 年代初，郑

培民从湘潭市委书记调任

湘西州委书记，他率领全州

干部群众紧紧围绕扶贫开

发这根主线做文章——力

推农业生产新技术，实现粮

食自给；引进大电网，破解

制约发展的电力因素；为偏

远山村通水通电……

两年多时间，郑培民

跑遍了全州218个乡镇，住

过 30 多个乡镇。除去在省

里州里开会、办公的时间，

在“开门见山”的湘西，这

组数字意味着他难有喘息

之机。

1992 年 7 月，得知自

己被提名为副省长候选

人，郑培民在日记中写道：

“对当官一事，我比较淡

薄。但党和人民的信任，仍

是激发我永远忠于党和人

民事业的重要动力。所以，

我决心进一步增强党性，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努

力做好工作，一切交给党

安排，不辜负党和人民的

信任和重托。”

1998 年夏天，长江流

域发生特大洪水，时任中共

湖南省委副书记的郑培民

在抗洪一线坚守数十天。他

坚持靠前指挥，情况紧急

时，甚至上前线搬麻袋抢

险。400公里的长堤他踏过

不止一遍。回到家里，掉了

20多斤肉的郑培民对妻子

杨力求说：“这次抗洪，是

对我生命极限的挑战！”

郑培民曾经分管过湖

南省的教育。为减轻学生

的负担，他亲自去翻学生

们的书包，看哪一种教材

是必需的，哪些是额外负

担。

分管干部工作时，和

他有过接触的干部都反

映，郑培民不居功、不诿

过，敢于承担责任；他当面

敢于批评人，背后却保护

人；在他手下工作，觉得安

全、踏实。

郑培民一直心系人

民。他曾对同窗好友说：

“我坚持每天早上逛菜市

场，走大街小巷。反正谁也

不认识我，我可以多听一

听老百姓说的真话，为他

们做点什么，也安排好我

的工作。”

凡是群众写给他的

信，郑培民总是坚持自己

拆看。下农村，他要到农民

家去，掀开锅盖，瞧瞧他们

吃的什么饭；看看猪圈牛

栏的家畜，撩开蚊帐摸摸

农民床上的被褥……

郑培民在大是大非面

前经得起考验，在小节上同

样能固守节操。工作调动搬

家、儿子升学、女儿出嫁等，

他从不张扬，坚持“不给别

人一点送礼的由头，不让自

己有半点腐败的念头”，始

终做到防微杜渐。

杨力求敬重郑培民的

为人，更注重维护丈夫的形

象。她有“三不”：不帮人向

郑培民带任何信，不传口

信，不接受任何礼品。郑海

龙说：“在廉政问题上，爸爸

把前门，妈妈守后门。”

2002 年 3 月 11 日，郑

培民在参加十六大“两委”

人选考察工作时，因心脏病

突发，倒在工作岗位上，享

年59岁。（据新华社报道）

开鲁县：高标准建设50万亩高效节水现代农业示范区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郭洪申 实习生 胡建华

郑培民：做官先做人 万事民为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