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授人以渔”增技能 “扶强带贫”提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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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亏了政府给的

技术和资金，让我这个

以前从没种过温室大棚

的贫困户，如今也吃上

了这碗饭，走上了脱贫

致 富 路 。”在 赤 峰 市 喀

喇沁旗南台子乡日光温

室 脱 贫 产 业 园 的 大 棚

里，种植户秦治远正在

打理番茄苗。大棚里的

滚滚热浪让他的脸上挂

满汗珠，但干起活儿来

却很麻利，技术十分娴

熟。

今 年 56 岁 的 秦 治

远，因患肺心病干不了重

活儿，以前都是在外面打

散工，挣的钱还不够养家

糊口的，再加上孩子刚上

初中，家里的生活十分拮

据。2015 年，秦治远家被

识别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在他一筹莫展之际，喀喇

沁旗专门针对弱劳动能

力、半劳动能力贫困人口

的“扶强带贫”产业扶贫

模式，让他重新燃起希

望。

那时，当地的硬果番

茄种植已形成规模，日

光温室扶贫产业园已经

有 400 个大棚，由 3 家合

作社经营。但是，要想在

产业园建一个占地 1 亩

的大棚，大约需要 10 万

元资金，并且种植硬果

番茄还需要不少技术，

这些条件都是秦治远不

具备的。在帮扶干部和

村两委班子的协调下，

民信蔬菜种植专业合作

社决定对秦治远进行帮

扶。最终，秦治远利用贷

款、政府补贴和合作社

的借款建起了4个大棚，

搭上了产业扶贫的顺风

车。

“合作社为我们全程

提供技术指导，种苗引

进、销售等也由他们统一

协调，现在我也成了种硬

果番茄的行家里手了。有

了产业和技术，咱的日子

就有了保障。今年我家这

4 个棚的番茄上市后，每

个棚至少能收入2万元，

致富不再是梦想。”秦治

远说。

秦治远脱贫致富的

例子，只是我区变“授人

以鱼”为“授人以渔”，通

过产业发展筑牢群众增

收致富的可持续基础、有

效提高群众脱贫技能、强

化群众奔小康能力、练就

脱贫“真功夫”的一个缩

影。

近年来，我区针对

有 劳 动 能 力 的 贫 困 人

口，因村因户落实产业

项目，加大技能培训力

度，努力做到家家有增

收项目、人人有就业渠

道 。2019 年 ，针 对 贫 困

户自主发展资金少、技

术 缺 、规 模 小 等 难 题 ，

我区倾斜涉农资金 140

亿元，支持贫困地区发

展优势特色产业，并建

立产业扶贫项目库，选

聘 产 业 发 展 指 导 员 队

伍 8175 人，对贫困户加

强产业发展指导，打通

产 业 扶 贫“ 最 后 一 公

里”。

这天一大早，兴安

盟乌兰浩特市葛根庙镇

哈达那拉嘎查村民宋玉

的电动三轮车就被刚摘

下的豆角、香瓜和西红

柿塞了个满满当当。宋

玉骑上了车，准备去 10

公里外的小卖铺和超市

卖菜。“这些菜能卖 300

多块呢，每天都有进账，

这 日 子 以 前 想 都 不 敢

想。”宋玉今年 58 岁，平

时有带腰包的习惯。现

在，他时常开玩笑说自

己的“腰包”真的鼓起来

了。

宋玉的好生活，源

自该镇的扶贫产业创业

示范园区。2016 年，宋玉

家刚被评为建档立卡贫

困户，帮扶干部就找到

了他，提出要给他家盖

大 棚 ，搞 种 植 业 脱 贫 。

“当时只要自己掏 5000

块钱，政府就在园区给

建一个大棚，还手把手

教我们种植技术。我一

听有这好事，二话没说

就答应了。”宋玉说。就这

样，宋玉和老伴儿每天起

早贪黑翻地、种菜、浇水、

锄草、采摘，第一年就赚

了 4000 多元。老两口尝

到了甜头，第二年又租了

3 个棚，今年又新租了 4

个棚，年纯利润达到6万

多元。

葛根庙镇把产业发

展和精准脱贫、乡村振兴

相结合，通过扶贫产业创

业示范园区这个载体和

平台，实现了贫困户的

“四个一”，即一户一人

进棚种菜、一户一人入

社养畜、一户一人入园

务工、一户一房易地安

置。“下一步，我们镇将

继续加大力度发展设施

农业，把抓生产技术的

能人培养起来，把闯市

场、善经营的能人培养

起来，把合作社、龙头企

业发展壮大起来，进一

步完善产业链条。”葛根

庙镇党委书记李英坤介

绍说。

念好“产业经”，奏

响“富民曲”。实践证明，

坚持把发展产业作为群

众稳定增收的主渠道，

群众增产增收的同时，

更能掌握脱贫技能，提

振致富信心。我区指导

57个贫困旗县和14个贫

困人口超过 2000 人的旗

县编制了《产业扶贫项

目规划》，帮扶每个贫困

嘎查村至少发展 1 项带

动能力强的种养业。同

时，坚持产业进村、扶持

到户，采取企业带动、先

建后补、以奖代补等措

施，使全区50%左右贫困

人口通过产业扶持实现

脱贫。真金白银的获得

感、真真切切的幸福感，

让奋力改变贫困面貌的

困难群众，日子越过越有

滋味，生活越来越有盼

头！

正是晚上下班的点，

锡林郭勒盟多伦县诺尔镇

北菜园村蔬菜大棚种植区

的水泥路上，停满了私家

车。下班后来这里买菜，已

经成了不少城里人的习

惯。

“早晨来进货的车排

的队比这还要长，五六点

就得来排队，来晚了就抢

不到了。我们北菜园村蔬

菜就是这么抢手！”村民庞

广荣边忙乎边说：“我们能

过上好日子，全是沾了这

蔬菜的光！”

今年 61 岁的庞广荣

曾是村里的建档立卡贫困

户，丈夫患病干不了重活，

她有高血压，常年吃药控

制。家里除了3亩薄地，再

没有其他收入来源。2018

年，她入股村里的蔬菜种

植合作社，还在合作社里

打工。挣着工资，领着分

红，当年就脱了贫。

“以前自己种大田，每

年春夏种些菠菜油菜等小

菜，今天一小捆明天两小

捆拿到早市去卖，零零散

散单打独斗，卖不了几个

钱。一到冬天没活干只能

在家坐着，日子过得紧巴

巴。”庞广荣说，“蔬菜大

棚一年 12 个月不停歇，光

打 工 一 个 月 工 资 就 有

3000 元 ，一 年 就 是 三 万

六 。合 作 社 每 年 还 能 拿

3000 元分红，加上土地租

金，一年收入 4 万元！”尝

到甜头，她干脆把自己的

土地全部租出去，一心扑

在合作社里。

北菜园村是沙质土

壤，水质好，早前就以种植

蔬菜闻名。几年前这里还

是一片散落的农田，每家

每户基本都是种植一两

亩蔬菜过日子。2014 年，

全村共 330 多户人家，识

别出贫困户 44 户。“我们

村没有产业，没有集体经

济，要想脱贫，还得向为

数不多的土地要效益。”

村党总支副书记潘广生

说。他和村支书两人去山

东、江苏考察学习，回来

就确定了“党支部+合作

社+贫困户”的发展模式：

党支部带头成立北跃种

植合作社，将村民的土地

以 300 元每亩的价格租下

来盖大棚种蔬菜，建档立

卡贫困户优先入股拿分

红，优先在合作社打工挣

工资。

“我种了30年蔬菜，同

样种菜，大棚就能挣得比

我多？能成功吗？分红能拿

到手吗？”最初，出于各种

担忧，村民都在观望。村党

支部党员们带头，书记高

凯杰赊来了水泥钢筋，请

来了技术员，盖起了4个大

棚先行试验。从 2014 年 9

月份到过完春节，短短几

个月，4 个大棚就盈利 20

万。试验成功，后期31个大

棚陆续建起来，樱桃柿子、

黄瓜、尖椒、甜瓜、西瓜，市

场上稀罕什么，就种什么。

因为蔬菜口感好，合作社

很快就成为县里两家大型

超市和周边旗县的固定供

货商。35 个大棚每年盈利

不下200万，村民们纷纷入

股。

如今，村里所有建档

立卡贫困户都入了股，领

上了分红。像庞广荣这样，

在合作社长期打工挣工资

的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0多

人，其他有劳动能力的贫

困人口也都在外打工，昔

日“菜园村”变成了远近闻

名的致富村。北菜园村模

式也开始在全镇全县推

广。“很多地方来我们村取

经，我们开始输出技术指

导员了！”潘广生一脸骄傲

地说。

高建忠是村里的建档

立卡贫困户，父亲半身不

遂，母亲年迈，家里土地

又少，他成为第一批在合

作社就业的人。人勤快又

善于学习，他很快就成为

大棚种植技术骨干。2017

年，苏尼特右旗的一个嘎

查来取经，北菜园村派出

高建忠为他们进行技术

指导。对方给出了 10 万

元年薪的高价，高建忠成

为 人 人 羡 慕 的 技 术 员 。

“ 这 几 天 邻 村 也 在 建 大

棚 ，用 的 全 是 我 们 村 的

人，他们已经成了流动的

技 术 员 ，哪 里 需 要 去 哪

里。”在合作社打工的魏

树兰说。

魏树兰今年 66 岁，丈

夫患尿毒症，眼睛失明，考

虑到她需要经常带丈夫去

县医院透析，村委会给她

安排了轻便的活，有事就

可以离开。“入股有分红，

打工能挣钱，老头子看病

能报销，村委会还给我这

么贴心的待遇，我还有啥

不知足的。”

聊天间，一个市民将

两箱子西瓜搬到车上，说

前几天朋友送了一颗觉得

好吃，这次来多买点回去。

“这西瓜是我们今年试验

的新品种，个头小、皮薄、

脆甜、口感好，还耐放。普

通西瓜一斤不到 1 块钱，

我们这西瓜一斤 3 块，还

没正式上市就被抢购一

空。”专门从山东寿光聘请

来的技术指导员崔守武

说。

生意红红火火，村里

又有了新的打算：做好包

装，走精品路线，将蔬菜卖

出更高的价钱，让村民挣

更多的钱。

挣工资拿分红 小康生活不用愁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马少林 霍晓庆 巴依斯古楞 苏永生 李 卓

只争朝夕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