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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争朝夕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乌拉特中旗：心系群众办实事 铆足干劲促脱贫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韩继旺 实习生 梁震英

立冬一过，天气愈发

寒凉。内蒙古乌兰察布市

察右前旗三岔口乡阿拉

善村村民乔海兵的心里，

却一直热乎乎的。他早早

起床为家中养的牛羊牲

畜准备草料，尽管是拄着

拐杖干活儿，但乔海兵精

气神十足，干劲满满，他

知道，今年的收入会比去

年的更高。

今 年 30 岁 的 乔 海

兵，5 岁时因车祸失去了

右腿，但这样的伤痛没有

阻挡他奋发前行的脚步。

从小到大，他始终自强不

息，凭借过人毅力顺利读

完大学。但由于肢体残

疾，乔海兵找工作时四处

碰壁，无奈之下只好回乡

琢磨自己创业。

很快，乔海兵发现了

商机。他注意到不少城里

人会专程到村里购买绿

色农产品，乔海兵有了思

路——村里有田地、牧

场，适合打造绿色农产

品，他决心养鸡。2015年，

乔海兵第一次创业，他抓

了 50 只鸡苗，但因缺乏

养殖经验，鸡苗存活率很

低，乔海兵赔了钱。

2016年初，乔海兵家

被认定为建档立卡贫困

户。但乔海兵心里憋着一

股劲儿：“我不想扣这个

穷帽子！我一定会努力，

早日脱贫致富！”

在乌兰察布市残联、

察右前旗残联的帮助下，

乔海兵建起全新的鸡舍，

学习专业的种养殖技术，

购进了更多鸡苗。在他的

精心照料下，鸡苗存活率

大为提升，鸡蛋产量颇为

可观。为打开销路，乔海

兵常常骑上电动三轮车

载着新鲜的土鸡蛋，颠簸

一个半小时到城区，在居

民区附近推销土鸡蛋。

“一开始没人买账，

我就给顾客拿几颗回去

尝尝，大家发现这土鸡蛋

确实不错，慢慢地，买的

人越来越多。当时我拉一

车鸡蛋进城待3天，晚上

就住车里，卖完再回村。

确实辛苦，但能靠自己的

双手赚钱，再辛苦也值

得！”回想起创业历程，乔

海兵感慨不已。

乔海兵的努力有了

回报，2018年的又一次精

准识别中，乔海兵退出了

贫困户序列。脱贫摘帽的

乔海兵，看到有那么多残

疾兄弟姐妹还在贫困线

上挣扎，他决心要带动大

家一起脱贫致富。

乔海兵扩大了养殖

规模，又开始养牛、猪、

羊，成立了乔氏农产品专

业合作社，如今已有13名

周边村镇的残疾人在合

作社工作。“我清楚残疾

人找工作不容易，也明白

他们的身体无法承受高

强度的工作，所以我会让

他们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在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

增加收入。”乔海兵说。

周边村镇有愿意养

鸡的残疾人、贫困户，乔

海兵会免费为他们提供

鸡苗，手把手教他们养殖

技术，再以市场价收购他

们手里的土鸡蛋。足不出

户就能有稳定收入，大家

提起乔海兵纷纷竖起大

拇指。

如今，乔海兵自家养

着500多只鸡、80多只羊、

70多头牛，他的合作社成

员家中养着2000多只鸡，1

天能产出600多斤土鸡蛋。

这么多鸡蛋如何销

售？

“销路不用愁！”近几

年，北京和内蒙古协同助

力内蒙古残疾人脱贫攻

坚，合作社大部分土鸡蛋

直接销往北京。“另外，我

们为当地几家超市固定

供货，很多老客户也一直

支持我，销路不用担心！”

乔海兵喜滋滋地说。

“去年，合作社毛利

润达十几万，今年预计能

突破20万！”从贫困残疾

人到脱贫致富带头人，乔

海兵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展现了身残志坚、自强不

息的奋斗精神。

“在我脱贫致富的路

上，离不开各级残联对我

的关心，残联就是我的娘

家人，我有啥问题都找他

们。不知道咋养殖，残联

会联系技术员上门指导

我；销售有困难，残联会

想办法帮我拓展销路。正

因为党和政府的好政策，

才有我的今天。”

对于未来，乔海兵信

心十足：“我会继续扩大养

牛规模，带动更多残疾人

致富，在全民奔小康的道

路上跟上步伐、绝不掉

队！”

天刚蒙蒙亮，乌拉特

中旗温更镇宝格图嘎查

85 岁的蒙格其其格老人

便起床开始做饭，拧开水

龙头，清澈的水汩汩流

出，这是甜甜的山泉水，

来自1.5公里外山顶的储

水窖。

宝格图嘎查共有231

户、475人，其中建档立卡

贫困户 41 户 89 人。这里

属于干旱气候区，吃水一

直靠储水窖引过来的自

来水，但是因为原有供水

管道年久失修、破损严

重，导致全天供水时间不

足3个小时，严重影响了

当地牧民的生产生活。

“过去，我和孙子两

个人，赶上下大雨，还要

用桶把屋檐上的水接下

来，存在家里备用，雨水

可以洗衣服、墩地什么

的。”蒙格其其格回忆说。

2019年9月，自治区

驻乌拉特中旗脱贫攻坚

工作总队了解到此事后，

立即向自治区红十字会

申请援助 30 万元的“博

爱家园”项目，为宝格图

嘎查铺设了 608 米的 PE

管道，维修更换了 70 米

的 PE 管道，彻底解决了

全嘎查群众的饮水难题。

项目竣工那天，宝格

图嘎查的牧民们个个喜

气洋洋，兴奋地等待着历

史性的一刻。“这水比矿

泉水还好喝！有了水，以

后完全可以养点鸡、养几

只羊。”蒙格其其格高兴

地说，现在她家的自来水

24小时供水，不仅能洗衣

做饭，连洗澡都没问题。

脚下有多少泥土，心

中就有多少真情。2018年

5 月，自治区驻乌拉特中

旗脱贫攻坚工作总队带

着使命、带着责任、带着

感情，投身脱贫攻坚主战

场。别看总队只有5名成

员，却很快收获了当地广

大干部群众的一致好评：

“有干劲、办实事、真扶

贫。”

乌拉特中旗是自治

区级贫困旗，全旗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 2042 户 4688

名。总队进驻以来，对全

旗 12 个苏木镇场、44 个

有建档立卡贫困户的嘎

查村进行了多轮调研走

访。总队每名成员都怀揣

着一颗真挚的心，走村入

户、访贫问困、严督实导，

把足迹和汗水，留在了每

户贫困群众的草场毡包、

羊圈牛棚、田间地头，把

老百姓最朴实的脱贫愿

望变成了美好现实。总队

成员充分发挥派出单位

优势，积极组织苏木镇场

和旗直相关部门与自治

区、市相关部门进行项目

对接，争取项目配套支

持。对于在脱贫攻坚专项

摸底排查过程中发现的

各类难题分门别类，登记

在册，然后结合村情户

情，有针对性的帮助解决

实际问题。

川井苏木建档立卡

贫困村沙布格嘎查的牧

民没有动力电，牧民想加

工饲草料，还得跑到几十

公里以外的旗里，给大家

的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

2018 年 7 月自治区驻乌

拉特中旗脱贫攻坚工作

总队协调乌拉特中旗供

电分局，投入资金 16 万

元，为沙布格嘎查拉通了

动力电，大大提升了供电

能力，牧民家中的粉碎

机、铡草机转起来了，脸

上笑起来了，不但生产生

活难题得到了解决，还用

上了互联网，提升了生活

质量。

石哈河镇西羊场村

集体经济薄弱，第一书记

与村两委班子通过多地

考察学习，根据村子的实

际情况，确定了发展具有

山旱区特色的河套大耳

黑猪生态养殖项目，总投

资 240 万元。规划容易，

实施却很难，资金缺少让

他们陷入困境。总队了解

情况后，积极争取产业扶

贫专项资金 44 万元，解

了燃眉之急。目前，养殖

园区步入正轨，可实现年

出 栏 仔 猪 400 头 ，肉 猪

200头，利润20多万元。

乌拉特中旗部分嘎

查村医疗条件较差，医疗

设施较落后，特别是边境

牧区缺医少药。2019 年，

在总队成员的积极争取

下，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总

投资 30 万元的 2 个博爱

卫生站建成投用，极大改

善了乌加河镇兴永胜村、

呼勒斯太苏木达格图嘎

查 2 个嘎查村 4300 多名

群众的就医条件。2020

年，又争取到中国红十字

基金会投资50万元的桑

根达来卫生院建设项目，

项目投入使用后将有效

提升边境一线牧民及戍

边官兵的就医质量。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呼勒斯太苏木红树莓扶

贫产业基地积压了不少

产品，农民们心急如焚。

总队成员联系市、旗两级

邮政局，通过邮政“邮乐

小店”和“海果邮鲜”助农

平台帮助红树莓扶贫产

业基地销售积压红树莓

酒和饮料，短短几天时

间，累计销售红树莓酒

400 件、饮料 1000 件，价

值10.1万余元；帮助销售

优 质 产 品 徐 木 匠 奶 茶

6000桶，价值4.8万元。

走访调研、争取项

目、扩展销路，自治区驻

乌拉特中旗脱贫攻坚工

作总队践行为民“初心”，

倾心帮助困难群众，将一

件件难事、急事、烦心事

变成了好事、美事、幸福

事。自2018年5月派驻乌

拉特中旗以来，自治区驻

乌拉特中旗脱贫攻坚工

作总队积极配合旗直相

关部门或单独争取项目

资金共计 1200 余万元，

累 计 为 民 办 实 事 30 余

件，为当地贫困群众改善

生产生活条件，销售农畜

产品，解决就医、就业、饮

水等难题，惠及群众6800

余人，真正把好事、实事

做到了老百姓的心坎上。

乔海兵：身残志坚 闯出一条致富路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李存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