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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他当年负责修

建的砂石路上，时不时会

想到他。”村民们说。

他就是安徽省无为市

（原无为县）蜀山镇新安村

原党支部书记王坤友。从

1965 年参加工作起，王坤

友一直工作在农村基层。

1992 年冬天，蜀山镇

泊山发现一个天然溶洞，镇

政府研究后决定开发，找到

王坤友担任泊山洞管委会

主任。他带领 9 名工作人

员，吃住在山上，顶着寒风

凿隧道、清淤泥、炸山石。

2001 年，泊山洞开发

成为国家3A级景区。此时，

蜀山镇党委又找到王坤友，

让他到建成村去当村支书。

刚到任，他的铺盖就

被一名村民扔出了村部。

王坤友了解发现，村里经

济落后、账目不清，造成干

群间不信任。

通过两个月奔走，王

坤友把建成村的 10 年“糊

涂账”全部理清，当年化解

债务 30 多万元，使村里的

人心安定下来。同时，他带

头修路、挖塘、通渠，把200

多亩抛荒地整治成良田，

使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就在建成村工作步入

正轨的时候，新安村村务

工作又出现困难，55 岁的

他又来到全镇排名倒数第

三的新安村担任书记。

2007年，加固加高村里

2.1公里防洪险段；2008年，

疏浚300米的内河淤泥、推

广沼气；2009年，各村民组

全部修通砂石路……2011

年，新安村人均收入从5年

前的 3700 元增加到 7500

元，逐渐走上富裕路。

王坤友被称作“永不

松套的老黄牛”，于2011年

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称号。

2009 年，王坤友被诊

断为肝癌晚期。手术后病

情刚稳定，他就回到岗位。

2011 年，因年龄和身体原

因，他离开村党支部书记

的岗位。

王坤友并没有停下脚

步，为改变村民零散养殖

状况，带动百姓致富，又牵

头成立了无为县坤友特种

水产养殖协会。

2012 年 7 月下旬，王

坤友病情恶化，做了食道

支架手术。8月21日，64岁

的他不幸病逝。

“当年他手术做完没

多久，就带村民出去学习

养殖技术，吃不下饭就带

杯子喝点牛奶米糊。”安徽

无为坤友特种水产养殖协

会现任会长吴俊还记得，

王坤友去世前与他最后一

次见面时，还叮嘱他“水产

这块要发展好”。

王坤友的儿子王平现

任无为市无城镇黄汰村书

记，他说：“父亲那个年代比

我们现在条件差多了，什么

工作都得自己一趟一趟地

跑，困难正面解决不了就从

侧面解决。现在的我，更懂

他了。” （据新华社报道）

“刚被识别为贫困户

的时候，一年收入才几千

块钱，现在跟过去比，收入

翻了十来倍。”因病致贫的

鄂尔多斯市东胜区泊尔江

海子镇村民张永宽2015年

被识别为建档立卡贫困

户，2016年脱贫，从最初用

产业帮扶资金购买的 4 头

牛开始，张永宽一路摸索

学习、发展壮大，通过种养

殖，再加上年底村集体分

红，“一年下来能收入8万

多。”4月6日，村民张永宽

满脸笑容地对记者说。

脱贫增收，产业是根

本之计。东胜区重点在脱

贫质量上下功夫，瞄准产

业这个主抓手，量身定制、

精准施策，全面推行“企

业+党支部+合作社+脱贫

户”发展模式，通过土地流

转、代养代销代购等多种

方式稳收入、稳发展，让脱

贫群众稳稳过上好日子。

有了产业，就能撑起致

富伞。东胜区全面落实包联

驻村帮扶政策，以党建为引

领，通过综合施策、精准帮

扶，持续优化调整驻村力

量，按照“一户一策”原则，

帮助31户脱贫户制定了家

庭产业发展计划和帮扶措

施，对具备劳动能力的脱贫

户，扶持其发展种养殖业，

并实施合作社入股分红等

模式带动增收，真正帮助他

们蹚出一条有前景、有后劲

的致富路。

截至“十三五”末，东

胜区31户建档立卡贫困户

已全部脱贫，并实现稳定

增 收 。目 前 人 均 收 入 达

31054.26元。

扶贫先扶智，惠民政

策送到家。东胜区多举措

开展就业扶贫，把就业创

业的智囊交到脱贫户手

中，带领他们走上脱贫致

富路。据了解，东胜区现有

享受政策的脱贫户 31 户

73人，已实现就业19人。

只有充足的医疗保

障，才能真正解决脱贫户

的后顾之忧。东胜区全面

构筑起了基本医保、大病

商业保险、民政医疗救助、

健康商业补充保险、脱贫

医疗补助和社会救助在内

的健康扶贫“六重”保障体

系。

企地合力助推精准脱

贫。东胜区积极推进企地

合力助推脱贫攻坚和乡村

振兴，广泛动员民营企业

参与“百企帮百村”精准扶

贫行动，全区共有118家企

业参与此项行动，结对帮

扶 27 个村，实现了村村有

结对、村村有项目，带动

787 户村民人均增收 2 万

元以上。

东胜区消费扶贫特产

线上线下运营基地启动、

全市首家扶贫专馆在东胜

区开业，通过“脱贫户+合

作社+商超+电商”模式来

带动农民增收，助力乡村

振兴。

“我这有咱们九成功村

散养的本地鸡，给你送过去

两只尝一尝。”正在打电话

的王小英是东胜区第三幼

儿园的一名教职工，也是东

胜区罕台镇九成功村公鸡

认领项目的第一批认领者。

她告诉记者，这种认领模式

很有意义，不但能吃到绿色

食物，还能为脱贫攻坚工作

尽自己一份力。

脱贫致富，找对路子

是关键。九成功村借助“包

联帮扶”和“百企帮百村”

的力量，发展认种土地和

认领公鸡“智慧农场”项

目，还通过新建蓄水池、投

用花卉大棚、旅游项目建

设等举措，使村集体经济

不断发展壮大，村民逐年

增收。

村集体经济按下脱贫

致富“快进键”。城郊经济、

规模化种植业、汽车矿区

服务业……东胜区罕台

镇、泊尔江海子镇、铜川镇

目前已基本形成“一村一

品，一村一业”的村集体经

济发展模式。东胜区 27 个

村共实施村集体经济项目

77 个，截至 2020 年底收入

653.4万元。

村村通上了水泥路、

户户用上了动力电、群众

喝上了自来水、家家住上

了安全房……这些实实在

在的变化，让脱贫群众过

上了好日子。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同心奔小康

产业撑起致富伞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王玉琢 实习生 郝 静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

上砍去！全国武装的弟兄

们！抗战的一天来到了，抗

战的一天来到了！前面有

东北的义勇军，后面有全

国的老百姓，咱们军民团

结勇敢前进……”在通辽

市开鲁县麦新纪念馆多媒

体厅，点击电脑触摸系统，

《大刀进行曲》慷慨激昂的

旋律就会响起，这首诞生

在烽火中的抗战歌曲在84

年后依旧震撼人心，让人

热血沸腾。

《大刀进行曲》的词曲

作者麦新，是一名优秀的

革命音乐家。1938年，麦新

加入中国共产党，陆续创

作了《向前冲》《只怕不抵

抗》《保卫马德里》等著名

作品。1946年3月，麦新响

应党的号召来到开鲁县工

作，1947 年 6 月在开鲁县

工作途中壮烈牺牲，年仅

33岁。

麦新纪念馆内陈列有

麦新烈士生前作品及工作

日记、照片、文献等珍贵资

料，并融入了开鲁县历史

文化及经济社会发展成

果，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

地的参观者缅怀麦新事

迹，重温《大刀进行曲》创

作背后的故事，学习英勇

无畏、团结奋进的“大刀”

精神。

走进麦新镇，街道两

侧一盏盏红色五角星点缀

的路灯，一面面迎风招展

的五星红旗，是这个因纪

念麦新而得名的红色小镇

的文化符号。

去年，该镇在麦新烈

士陵园增建了12尊烈士半

身铜像，新建了行军小路、

麦新旧居、麦新文化大剧

院、游客服务中心等活动

场地，推出了重走长征路、

同唱红军歌、学习革命史、

祭奠烈士墓、红色堡垒户

特色餐体验等活动，形成

了集红色教育、观光农业

及生态旅游等主题融合发

展新模式，这也是开鲁县

积极探索红色产业发展新

路径的一个缩影。

开鲁县历史悠久，是

红山文化与辽河文化的交

汇地，也是具有辉煌战斗

历史的革命老区，有着丰

富的红色文化资源，慕名

来到开鲁县缅怀革命先

辈、接受红色革命教育的

游客络绎不绝。

近年来，开鲁县积极

探索“红色旅游+”发展路

径，开创了主题丰富的红

色研学路线，将红色文化

资源与当地古榆园等优质

绿色旅游资源相结合，满

足游客多元化需求，助力

乡村振兴。

据了解，林发村依托

红色旅游路线，建设了5.4

公里旅游专道和 1.2 万米

果园甬道，带动周边村屯

发展林果采摘业，每年可

增加村集体收入 2 至 3 万

元。麦新村通过建设乡土

文化浓郁的民宿，每年可

增加村集体收入 2 至 3 万

元。双合兴村充分利用地

理位置优势，将村部一间

闲置房租赁给红色旅游公

司，每年可增加村集体收

入3万余元。十三排村承接

话剧演出业务，演绎以《大

刀进行曲》为主题的互动

式话剧《永远的歌声》，为

村集体增收5万元……

随着通辽高铁通车，

这片红色的土地再次焕发

勃勃生机。据了解，开鲁县

实施“红色研学+绿色观

光+特色体验”的“三色”发

展思路，在全县规划设计

了旅游景区景点 48 处，其

中红色景点 12 处，将按照

示范点、精品线、辐射圈的

推进布局，分批建设、分步

实施，力争利用3至5年时

间，把开鲁县打造成内蒙

古东部地区最有影响力的

红色教育基地和绿色休闲

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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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大刀进行曲》的词曲作者麦新牺牲在开鲁县
文/《内蒙古日报》见习记者 薛一群

王坤友：永不松套的“老黄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