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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后的第一个

大年

记者：巴林左旗的贫困人口总数在赤峰市的旗
县中排第二，脱贫任务很艰巨。请问在 2016 年的
脱贫攻坚工作中，巴林左旗有什么亮点？

魏必力格：我旗始终将产业脱贫作为脱贫攻坚
重中之重，坚持把产业发展作为精准脱贫的基础和
支撑、农牧民脱贫致富的突破口，2016 年主要是通
过“三到村三到户”项目，采取自建直补、先建后补、
资产收益等模式推进实施；根据搬迁贫困户条件，采
取集中安置与分散安置相结合，集中搬迁与培育壮
大特色产业相结合，分散安置与托底孤老生活相结
合的方式，稳步推进易地扶贫搬迁工作；开展金融扶
贫，教育、卫生、生态、电商、旅游脱贫与扩大政策兜
底范围同步推进；实行处级领导包苏木乡镇、科级干

部包村、一般干部结对帮扶制，要求不脱贫、不脱钩。
记者：经过一年的努力，巴林左旗取得哪些减

贫成效？
魏必力格：一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

和全旗的上下共同努力下，财政扶贫资金支持力度
得到加强，社会扶贫参与度更高。通过“五个一
批”，全旗实现稳定脱贫 5226 人，其中产业脱贫
3604 人、易地扶贫搬迁脱贫 53 人、教育扶贫脱贫
409 人、生态保护脱贫 988 人、实现社会保障政策
兜底脱贫 172 人。截至 2016 年 12 月，全旗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减少到 13197 户、29663 人，贫困发生
率由 11.58%下降到 9.67%，预计农牧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增加到 8508 元，增长 8.5%。

【记者连线】

●访赤峰市巴林左旗副旗长、机关党委书记魏必力格
记者：扶贫必扶智。教育是拔穷根、阻止贫困

代际传递的重要途径。请您简单介绍下 2016 年
乌兰察布市教育扶贫的情况。

张文魁：2016 年我市把教育扶贫放在了脱贫
致富决战阶段的前列，通过“减、免、补、助、奖、贷”
等资助政策，力争让每一个贫困家庭子女都能享
受公平有质量的教育，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我
们对全市 13.7 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通过严格程
序、规范操作、加强核查，已完成落实列入发展教
育脱贫一批人员 13628 人。

通过教育扶贫，不仅直接助推了贫困户脱贫，
更重要的是帮助贫苦地区贫困家庭的孩子安心学
习、提高素质、增强本领，为其家庭长期脱贫奠定
了基础，为当地早日摆脱贫困贡献了力量，是一

项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事业。
记者：乌兰察布市在落实教育扶贫政策上有

哪些措施？
张文魁：我们在教育扶贫政策落实上主要采取

以下措施。对贫困家庭大学生参照低保户大学生给
予扶持，每人每年补助1万元；对贫困家庭汉语授课
在校寄宿生在原有生活费补助的基础上，再增加生
活补助费，小学生每天7元，初中生每天8元，高中阶
段学生每天 15 元，全年按 270 天计算，没有寄宿的
学生通过其他渠道给予资助；对贫困家庭普通高中
寄宿生每人每年补助住宿费 500元；对正在实施的
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政策，要优先向贫困家庭学生
倾斜；对贫困家庭中小学生到（县市区）所在地学校
上学的寄宿生，每人每年补助交通费300元。

【记者连线】

●访乌兰察布市扶贫办副主任张文魁

记者：作为 105 个定点帮扶兴安盟的区直机关
之一的自治区公安厅，从 2011 年起开始定点帮扶
兴安盟，精准帮扶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那么，自
治区公安厅是如何对乌兰格日勒嘎查进行帮扶的？

李晓东：为了提高帮扶工作的准确性，自治区
公安厅工作队驻村后，通过多次召开两委班子和
村民代表座谈会，走访贫困户，广泛调研，认真登
记，对该村的基础情况、贫困情况和致贫原因进行
了深入了解和分析。同时紧紧围绕自治区新农村
建设和帮扶工作要求，我们公安厅工作队帮扶两
委确定了“种养并重、同频共振、共同发力”的总体
发展思路，把种植业和养殖业作为优先发展的主
导产业。在做强种植业方面，工作队积极争取协
调，将具备条件的 6000 亩耕地列入土地整理项
目，目前已整理完成 3000 亩，建成了旱可浇、涝可
排的保产田。在做大养殖业方面，我们协调相关

部 门 投 入 资 金 250 万 元 ，建 成 一 座 占 地 面 积
20000 平方米、养殖规模 1.2 万只的现代化养殖
场，采取由大户承包带动贫困户的经营方式，每年
返利 30 万元，反哺 100 户贫困户。此外，我们出
资 80 万元，置换产业资金 100 万元，修建标准化
圈舍 1700 平米，购进子母羊 1400 只，采取承包经
营的方式，带动贫困户致富。

记者：自治区公安厅开展的帮扶工作有何特
色？

李晓东：在帮扶过程中，我们积极拓展思路，充
分发挥行业优势，开创了“延伸帮扶”，所谓“延伸帮
扶”就是自治区公安厅在按照自治区机关工委工作
部署开展与贫困嘎查结对帮扶的同时，积极发挥自
身行业优势，加大对地方公安机关的政策支持与装
备投入，从而促使地方公安机关得到了相对优待的
资源和空间。

【记者连线】

●访自治区公安厅政治部副调研员、驻村帮扶干部李晓东

记者：易地扶贫搬迁工程作为新一轮脱贫攻坚
的“当头炮”，是一项重要的脱贫攻坚工程，需要下
大力气抓实抓好。请您介绍一下 2016 年巴彦淖尔
市易地扶贫搬迁的总体情况。

孙立新：我市易地扶贫搬迁涉及 7 个旗县区、
63 个乡镇苏木农牧场、502 个嘎查村农牧分场、
20377 人，其中建档立卡 13577 人，同步搬迁 6800
人。2016 年自治区下达我市易地扶贫搬迁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 4390 人，同步搬迁 3330 人，涉及全市
53 个乡镇苏木农牧场、424 个嘎查村农牧分场。去
年我市以精准扶贫建档立卡信息系统数据为基础，
确定了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13577 人作为搬迁对象，
计划总投资 29670 万元，通过财政部门下达的中央
和自治区资金全部到位。各旗县区也及时将易地
扶贫搬迁资金注入到了项目实施主体，确保资金一
个出口封闭运行。截止去年 12 月，全市计划建设

住 房 2981 套 ，住 房 面 积 19.8 万 平 米 ，实 际 完 成
3580 套，住房面积 18.2 万平米，2016 年确定的搬
迁人口住房主体工程全部完成。

记者：巴彦淖尔市在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工程的
过程中，有哪些亮点？

孙立新：我市积极创新扶贫机制，先后探索推
进了杠杆式、“互联网+扶贫”“党建+合作社+扶
贫”“易地扶贫搬迁+光伏产业”“生态旅游新村建
设+扶贫”等扶贫新模式新机制，为精准扶贫、精
准脱贫注入新动力。同时，充分引导群众参与，采
取多种形式、多种手段深入宣传易地扶贫搬迁政
策。在搬迁工程和项目建设前，充分征求群众意
见，尊重搬迁群众意愿。鼓励和引导搬迁群众参
与直接受益的工程建设，通过投工投劳、集料集
资，共建美好家园，使搬迁群众既感受劳动所得，
又珍惜劳动所获。

【记者连线】

●访巴彦淖尔市扶贫办党组成员、副主任孙立新

□文/图 本报记者 张慧玲

“这么多年都盼望能有什么人什么办法帮帮我
们，让我们早日脱离贫困线。现在多亏有人帮咱们
出主意发展肉驴养殖产业，才实现了脱贫梦。今年
这个春节真是过得太开心啦！吃得好，睡得好，我
的家里也是满满的欢声笑语。”2 月 4 日，45 岁的杜
为海这样说。

杜为海是赤峰市巴林左旗隆昌镇姜家湾村村
民，家里 3 口人，人均耕地 5 亩，主要种植杂粮豆。
光靠种地微薄的收入难以支撑家里的开销，尤其女
儿还在上大学，这些境况压得杜为海喘不过气来，
常常夜不能寐。

“2014、2015 年 两 年 靠 农 业 收 入 人 均 不 足
2855 元，正常生活都难以维持。2014 年我家被确
定为建档立卡贫困户。”杜为海说，“2016 年得到了
政府副旗长付强同志的帮扶，付旗长多次来我家，
详细了解我家收入情况和主要致贫原因，不停地给
我出主意。最后定了让我养殖肉驴的发展计划。”

了解到仅靠微薄的种植收入不能使其实现脱
贫，付强帮助杜为海利用本村“三到村三到户”资金
帮扶发展肉驴养殖。他家用补贴资金 1 万元购置
了两头肉驴，不足资金由贫困户自筹。通过这些帮
扶措施，杜为海家 2016 年种植收入达到 12000 元，
养殖收入 8000 元，人均纯收入达到 6600 元，2016
年末实现了脱贫目标。

“在政府的帮助下，我家发了驴财，终于睡了个
安稳觉。明年还要更努力，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杜为海说。
据了解，巴林左旗在推进产业扶贫中，积极探

索将产业扶贫资金投入与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的脱
贫衔接起来，支持农民合作社和其他经营主体通过
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土地托管、牲畜托养和吸收农
民土地经营权入股等多种形式，建立贫困户与产业
发展主体间利益联结机制，贫困户如何受益的问题
得到有效解决。

【脱贫故事】

杜为海：我的家里也是满满的欢声笑语

□文/图 本报记者 钱其鲁

刚刚过了年，察右前旗平地泉镇花村四组 52
岁的村民赵清却得了重感冒，使得原本患有哮喘的
他只能卧床休息。不过，跟前几年不同，这个大年
他感觉开心很多。

一直当瓦工的赵清六七年前患了严重的哮喘，干
不了重活，家里收入受到了很大影响。妻子薛艳云一
条腿有残疾，只能在家做做饭。赵清养了几十只羊，
日子也就是个温饱水平，基本没多少积蓄。这几年，
专科毕业后在包头打工的大闺女还得省吃俭用地接
济家里。二女儿前年上大学后，学费加日常开销一年
得1万多，家里的经济压力陡然增加。2015年，赵清
家庭人均纯收入2132.5元，被确定为精准扶贫户。

2016年，旗里为帮助他家脱贫，给赵清和妻子都
安排了一个公益性工作岗位，赵清当了村里的护林
员，妻子当了保洁员，每个月都有五百块钱的收入，还
给他家免费送了 100只优质蛋鸡。经过几个月的饲
养，鸡最近开始产蛋了。赵清说，这种鸡蛋一斤能卖
十几块钱，而且销路不愁，产的鸡蛋全部由企业回收。

最让赵清感到高兴的是，去年乌兰察布市对贫
困家庭大学生参照低保户大学生给予扶持，每人每
年补助 1 万元：“别看在有的人眼里一万不算多，对
我们家可是天文数字了，我们压力减轻了很多。”

二闺女赵聪利说：“得到了这笔资助，我也能安心地

完成学业。本科毕业后争取再考个研究生，将来找个好
工作，多挣点钱，让父母省心，同时也要回报社会。”

“快过春节时，政府还给送来了买煤钱、米面，
过年时家里杀了个羊，一家人欢天喜地过了个大
年。”虽然说一会儿话就咳嗽得厉害，上气不接下
气，但赵清还是笑得很开心。

【脱贫故事】

赵清：这个大年过得挺开心

□文/图 本报记者 李晗

刚刚过完年，家住兴安盟扎赉特旗巴达尔胡镇
乌兰格日勒嘎查的陈黑英就开始干活了，喂羊、打
扫羊舍，忙的不亦乐乎。见记者来，他高兴地领着
记者参观起他的新家来：“这砖房是去年盖的，电
视、冰箱和洗衣机也都是新买的。不光是俺家，整
个村子都变了样，你看这街道多干净，家家户户房
前屋后都种上了树，这日子真是越过越有奔头了。”
一说到宽敞明亮的新家，陈黑英满脸的幸福。

“这样的日子要放在以前我是想都不敢想，那
会儿家里穷的连吃饭都成问题，住的那几间土房，
冬天冷不说，住着也不安全，都快倒了。一家 4 口
人就靠着种 30 亩玉米和黄豆为生，一年全家的收

入才 3、4 千元，孩子的上学都成问题。”每当说起过
去，陈黑英都很感慨。

自治区公安厅 2011 年起开始定点帮扶兴安
盟，5 年多来，公安厅共协调和投入资金累计 4000
多万元，其中，公安厅直接投入就达到 600 多万元，
精准帮扶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随着帮扶队的到
来，陈黑英家的日子也随之改变了。帮扶工作队不
仅给陈黑英家盖了新房和羊舍，还给了他 70 只基
础母羊，并提供人工培育的技术支持。不仅如此，
还为陈黑英正在上大学的儿子每年提供 3000 元助
学金。去年，陈黑英家的羊已达到 300 多只，土地
52 亩，人均收入超过 6000 元，真正地实现了脱贫。

“有了现在这么好的生活，我感觉每天干活也
更有劲儿了，今年我还要好好干，让羊的数量再增
加一些，争取早日致富。”陈黑英充满期待地说道。

【脱贫故事】

陈黑英：在新房子过了个敞亮年
□文/图 本报记者 韩雪茹

“今年真是过了个好年，咱家也不怕有客人
来拜年啦！以前房子破，亲戚朋友来串门都没地儿
坐，儿子更是不敢把同学领回家，怕人家笑话。”尚
双全指着自家崭新的砖瓦房，乐呵呵地说：“今年不
一样了，这不，今天儿子的同学要来，我得赶紧准备
做饭，咱家的烩菜最好吃，儿子的那帮同学点名要
吃烩菜。”

尚双全是乌拉特前旗先锋镇公庙子村公庙子
三组贫困户，今年 48 岁。家里只有 6 亩地，妻子身
体不好，有关节炎，疼起来走路都困难，更别说干活
儿了。地里收入少，儿子又在上大学，这让尚双全
一家的生活变得很拮据。“我家的房子是我二十多
年前买的，买之前别人已经住了十多年了，现在破

破烂烂的不成样子了。春天风大，一刮风，家里就
一股土腥味儿。夏天外面下大雨，家里也跟着下小
雨。老伴儿平时大病小灾的不断，吃药打针需要
钱，儿子上学也需要钱，每年的收入连这些用钱的
地方都顾不过来，更别说盖房子了。”回忆起以前，
尚双全滔滔不绝。

2016 年，老尚家享受易地搬迁补贴资金 6 万
元，盖起了期盼已久的新房子。同时根据旗级社会
保 障 兜 底 相 关 政 策 ，他 家 得 到 了 旗 财 政 补 贴 的
2017 年度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资金 480 元，儿子上
学享受到了雨露计划补贴资金 1500 元，教育救助
补贴资金 8000 元。这下老尚家有房住，有学上，
2016 年底人均纯收入达 4000 元以上，实现了稳定
脱贫。

“脱了贫的日子过着真舒心，今年我再租种 50
亩地，争取早日致富。”老尚满怀希望地说。

【脱贫故事】

尚双全：咱家也不怕有客人来拜年啦！

小 康 路
上 一 个 都 不
能 掉 队 ！ 去
年一年，全区
有 21.2 万 贫
困 人 口 实 现
了 脱 贫 。 这
个春节，这些
脱 贫 群 众 是
怎 么 度 过
的 ？ 他 们 吃
得怎么样、住
得 怎 么 样 ？
脱 贫 之 后 有
什 么 打 算 ？
带 着 这 些 问
题，请您跟随
记者的脚步，
一 起 去 看 看
他 们 是 怎 样
过大年的。

编者按

杜为海正在喂驴

。

赵清展示他家鸡下的蛋

。

陈黑英和妻子黄春兰在他家的院子里陈黑英和妻子黄春兰在他家的院子里。。 尚双全在扫院子尚双全在扫院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