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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宁宁

春 节 是 一 个 团 圆 而 热 闹 的 节
日。家家户户贴上喜庆的窗花，挂上
红红的灯笼，包好美味的饺子，准备
丰盛的年夜饭，除夕夜全家围坐，共
叙新一年的憧憬。

在这一年中最忙碌却又最幸福
的日子里，一个个“红马甲”走进了包
头市社会福利院、敬老院和一些特殊
家庭，帮助老人或残疾人清扫卫生、
包饺子。一个个头戴小黄帽的志愿
者每天坚守在车站，为旅客们提供帮
助。售票室、候车厅、站台上，他们帮
旅客取票、拎包、抱孩子的身影无处
不在，温暖了异乡游子回家的路。还
有更多的文化志愿者，走上社区春晚
的舞台，为邻里乡亲送去接地气的精
彩演出；或者挥毫泼墨，写下一幅幅
寓意美好的春联，将新春的祝福送到
千家万户⋯⋯

在这火火的新年里，志愿者们的
浓浓温情为这座城市增添了一丝暖
意、一抹亮色。

（图片由包头市文明办提供）

耀眼的“红马甲”

□潘生富

鸡年新春来临，巴彦淖尔市磴口
县精准扶贫接连传出喜讯。该县 17
个贫困嘎查村、分场退出了贫困，许
多贫困农牧民过上了梦寐以求的幸
福生活。

土房村变成了砖房村

过新年、住新房，是村民杨田斌
老大爷这辈子最高兴的事了。天刚
亮，他就开始打扫门前卫生。活了
70 多岁，杨田斌说，自己没有住过这
么好的房子，而且没有花 1 分钱，高
兴得他不知该干什么好，院落已经很
干净了，他还是扫了又扫。

杨田斌是渡口镇北柳子自然村
的农民。该村离黄河很近，河水的渗
透使土地盐碱化非常严重，是全县最
贫困的自然村之一，村民们都住着破
旧的土房。

2016 年 6 月，该村实施异地扶贫
搬迁项目，“拆土房，建砖房”，总投资
800 多万元，建成房屋 32 套。崭新的
小油路两侧，整齐坐落着一排排砖瓦
房。贫困农民终于过上了“挪穷窝、

拔穷根、奔小康”的新生活。

早熟蜜瓜变成了“金疙瘩”

磴口县在上世纪 90 年代曾被国
务院特产办命名为“华莱士蜜瓜之
乡”，使华莱士瓜享誉区内外。而今，
早熟的华莱士瓜又变成了精准扶贫
的“金疙瘩”。

65 岁的杨治安是渡口镇二道渠
社的贫困户，妻子常年有病，不能下
地干活，靠他种植 10 多亩薄田维持
生计，亩均收入不足 1000 元。2016
年，渡口镇把大棚早熟蜜瓜种植作为
产业扶贫重点，在二道渠社示范实
施，按照每亩 5500 元的标准对大棚
种植户给予资金补助。在扶贫干部
的动员下，杨治安抱着试一试的态度
种了 3 亩，没想到，3 棚蜜瓜亩均纯收
入都在 6000 元以上。2016 年，全县
早 熟 大 棚 蜜 瓜 的 种 植 面 积 已 达 到
5000 亩，产品远销呼市、包头及北京
等地区。

臭水坑变成了“金马湖”

隆盛合镇海子沿村有个方圆 1
公里的臭水坑，人们称它为小海子，

海子沿村因它而得名。在旅游扶贫
中，隆盛合镇引进一家企业对其进行
开 发 ，臭 水 坑 变 身 为“ 金 马 湖 ”，在
2016 年还举办了盛大的垂钓比赛，
游客如云。

该镇依托金马湖建设了“金马渔
村”，一期建成 34 户，已入住 21 户，其
中 6 户经营“农家乐”，1 户超市，已帮
助 14 个贫困人口在景区实现就业，
下一步将再安排 50 个贫困人口就
业。

汤 红 霞 是 海 子 沿 村 三 组 的 农
民，过去因土地盐碱化，收入微薄。
她入住“金马渔村”后，在 2016 年 7
月中旬开了一家农家乐餐馆，餐馆
平均每天都有一到两桌客人，一个
旅游季下来，仅此一项就能增收 5 万
多元。

现在，磴口县在 4 个旅游区设置
了扶贫搬迁安置点，开展了农家乐、
牧户游、果蔬采摘乡村旅游等项目，
全县有 286 户、522 名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吃上了旅游饭。

扶贫干部比亲人还亲

家住巴彦高勒镇南粮台村的杨
文忠老汉有心脏病，不能从事重体力

劳动，家中还侍奉着 2 位 80 多岁的老
人。妻子一个人打理着 13 亩地，全
年的毛收入只有 1 万多块钱。没想
到，精准扶贫让他们一家改变了现
状。

那一天，磴口县县长樊文来到杨
文忠家，和他商谈了养羊扶贫的事。
过几天，杨老汉的院子里就来了送
砖、送水泥等建筑材料的车，包扶工
作团成员单位筹资的 1.6 万元也到了
位，占地 200 平方米的标准化圈舍就
在杨老汉家开了工。

圈舍建好后，樊县长给杨文忠送
来 1 只种公羊和 9 只基础母羊，这是
他自己出资 1.1 万元，专为杨文忠家
购买的。杨老汉的心忽的一下就热
了，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樊县长真
是比亲人还亲”！

在磴口县，扶贫干部为贫困户送
米送面送油，送衣送被送现金，好事
多得数不清。干部心中有爱，群众心
中有情，扶贫才能落到实处，干到一
起。

让每个贫困孩子都能上学

2016 年 8 月，开学前夕，刚考上
大 学 的 李 小 龙 正 为 上 学 的 费 用 发

愁。磴口县委书记李建军来到他家，
送来了上学的费用，感动得一家人热
泪盈眶。

近年来，磴口县委政府把教育
看作关乎祖国未来的千秋大业，建
立健全教育扶贫机制，对在县内就
读的建档立卡贫困家庭普通中小学
生，除享受“两免一补”政策之外，县
财 政 再 给 予 高 中 生 每 人 每 年 1500
元、初中生每人每年 1250 元、小学
生每人每年 1000 元的交通和生活
补贴。对农村牧区贫困家庭就读中
职的在校生，每人每年再发放 1500
元扶贫“雨露计划”救助金。将被录
取到普通高等学校的贫困学生全部
纳入到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金融扶
贫 贷 款 范 围 ，享 受 6000 元 到 8000
元的贴息金融扶贫贷款。低保家庭
考 上 大 学 的 孩 子 ，专 科 资 助 30000
元、本科资助 40000 元，确保其顺利
完成学业。

让贫困农牧民受益的好事不止
这些，还有金融扶贫、医疗救助扶贫
等等，单说社会保障扶贫，就为无劳
动能力的贫困人口兜了底。截至目
前，磴口县有 4216 人实现精准脱贫，
全 县 贫 困 人 口 发 生 率 由 7.8% 降 到
1.2%。

换思路 创新业 齐发力 奔小康

新家园里喜事多

□本报记者 陈春艳

春节假期过后，巴彦淖尔市乌
拉特前旗车站又忙碌起来。

“不要挤，排队进站，看管好自
己的行李财物⋯⋯”这是乌拉特前
旗车站派出所执勤民警李波每天
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别看咱们站小，客流量还真
不 少 。 春 运 以 来 ，每 天 能 达 到
2000 人次。”李波说。1992 年出生
的李波，去年 8 月来到这里参加工
作，今年是他经历的第一个春运。

执勤民警的工作很是繁重，维
持秩序、比对身份证、安检查危，李波
像老民警一样处理得井井有条。每
天中午 12 点，2702 次列车准时到
站，李波总是坚持把所有的旅客安全
送上车，才匆匆回到派出所吃饭。还
没等放下筷子，候车室里又挤满了乘
坐 6852次列车的旅客，李波来不及
喝口水便又跑去候车室了。

李波已经完全适应了这种状
态，他说：“去年国庆节时，第一次见
这种架势，简直都懵了，傻傻的不知
道该干什么，幸亏有师傅在旁边指
导我。”说到执勤工作，李波兴致勃

勃，这里面的故事有很多。春节前
的一天，李波在车站值勤，突然从熙
熙攘攘的人群中跑出一名年轻旅
客，焦急地说：“快，警察同志，快帮
我找电脑⋯⋯”李波经过仔细询问，
了解到他是一名大学生，姓李，刚乘
坐 2635 次列车从呼和浩特回到乌
拉特前旗，笔记本电脑遗落在了行
李架上。李波迅速向所里报告情
况，5 分钟后与车上的乘警取得了
联系。“放心吧，小伙子，你安心回
家，明天火车返程会捎回来的。”

李波的家在包头市，下班要坐
1 个多小时的火车才能到家。“起初
特别想去包头上班，可现在不一样
了，这边的工作需要我，我更离不
开这里。”李波一边查验票证，一边
坚定地说。

谈起李波，周围的人对他赞不
绝口。“这个年轻人很爱学习，床头
总放着杂志、报纸。他的警务技能
尤其厉害，在我们派出所名列前
茅。”所长富效鸿说。

今年春节，李波主动要求留在
派出所过年，以自己对铁路公安工
作的热情和责任，坚守着这个小
站，护送四面八方的旅客安全乘
车，顺利回家。

第一个春运

□高建祥

正月初四，多伦县大北沟镇大北沟村
一组，家家户户贴着红红的对联、挂着大大
的灯笼，伴随着噼里啪啦的鞭炮声，沉浸在

“年”的氛围中。村子中间的一户人家，门
外的大红喜字还没有褪去，又贴上大红对
联，尤其显得喜上加喜，红红火火。

这户的主人叫陈月山，过去若有人来
到这家串门，很是冷清，但现在可大不一样
了。家中有一位女主人，穿着红红的衣服，
端茶、倒水，热情招待着客人。陈月山在一
旁笑呵呵的，要多高兴有多高兴。

陈月山今年 44 岁，以前一直单身。陈
月山是个大孝子，正当他 20 多岁该娶妻成
家的时候，父母双双得了重病，瘫痪在床十
几年。为了给父母治病，陈月山倾尽家中
所有钱财，并借了大笔外债，最终也没能治
好父母的病。陈月山的父母离世时，含着
眼泪，深感对不起儿子⋯⋯满身是外债的
陈月山，一下子变成了贫困户。

2016 年春，多伦县开展精准扶贫，实
行科级干部“一对一”结对扶贫。县纪委的
一名干部包扶了陈月山。了解了陈月山的
实际情况后，帮扶人员为陈月山家修建了
院墙，给房屋做了保温、换了窗户。节日
里，还给他送去米面。得知陈月山有“瓦
工”的特长，帮扶人员替他联系了打工挣钱
的地方。去年秋天，利用扶贫资金的支持，
又帮助陈月山购买了“摩的”，跑起了生
意。看到了希望的陈月山精神焕发，开始
了新的生活。

这时候，邻村的刘荣把陈月山的转变
看在了眼里，对他产生了好感。在帮扶干
部、镇妇联、村党支部和好心的村民撮合
下，两人定了终身，并于年前腊月初六举行
了结婚典礼。周围的村民羡慕地说：“陈月
山搬新家，娶新娘，脱贫的日子喜洋洋。”

偏远乡镇有了消防队

□纪明国

不久前，扎兰屯市成吉思汗、蘑菇气、
中和等 7 个乡镇消防队正式挂牌成立，并
配备了一批专业消防设备，这标志着该市
偏远乡镇有了专职消防队。

“以前，我们这些地方发生火灾事故，
由于路途太远，消防队以最快的速度赶到
现场，也得要 1 个多小时。现在好了，自己
有了消防队，万一发生火灾或者事故，消防
队员第一时间就能赶来处置，这真是为农
牧民撑起了一把安全‘防护伞’啊！”哈多河
镇一位乡镇干部高兴地说。

为增强农村牧区火灾防控能力，保护
农牧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扎兰屯市近期投
入近 200 万元，在 7 个偏远乡镇成立了消
防队，同时配备了一批消防器材。这也意
味着，该市应急救援体系建设及农村牧区
消防队伍的战斗力，将跃上一个新的台阶。

蔬菜大棚里的新憧憬

□唐树军 马进

春节期间，农村里年味儿浓郁。然而，
在喀喇沁旗乃林镇北山根村的蔬菜大棚
里，陶永海却一门心思侍弄着蔬菜，过年的
一堆事儿全推给了老婆孩子。他指望这 2
个棚里的蔬菜能在春节期间卖个好价钱。

笔者一脚踏进陶永海的蔬菜大棚，就
见到头上冒着热气的老陶。瞅瞅大棚里，
青椒含青吐绿、开花挂果⋯⋯老陶停下手，
脸上挂着笑，一边打开了话匣子：“我 2013
年建了 2 个大棚，每个棚花 10 万多元，当时
还挺担心，生怕赔了本。到今年，全部收回
成本不算，还有盈余，以后全是赚的。”“今
年收成还行吧？”“还行，我这棚里种的辣
椒，1 斤能卖 2 块多钱，1 个棚就能卖 2 万到
3 万块钱。我今年种了 2 个棚，你算算，至
少能收入 5 万块吧。”

大棚蔬菜种植户张大爷也赶过来插
话：“1 个大棚相当于过去十几亩地的收
入，俺村的人都相中了种大棚。今年大伙
又能过个丰收年。”

据了解，乃林镇把设施农业作为农民
增收的主导产业抓好抓实，采取入户走访
动员、发放明白纸、组织农户外出考察等方
式，加大宣传力度，引导农户调整大玉米种
植结构，大力发展设施农业。截至目前，全
镇已建成甘苏庙、北山根和他卜营子 3 个
设施农业园区，发展设施农业 4000 多亩，
棚菜年销售收入达到 8000 多万元，仅此一
项全镇农民增收 2000 多万元，有效地拉动
了当地经济发展。

44 岁单身汉娶新娘

亮丽风景线·点赞

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报告提出，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要深入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
贫基本方略，创新扶贫体制机制。

巴彦淖尔市磴口县因地、因户、因人施策，推出各种行之有效的扶贫策略和机制，提高
了脱贫成效，使全县贫困人口发生率由 7.8%降到 1.2%。 身边事

□石斌

“ 师 傅 ，过 年 好 ，请 系 好 安 全
带，祝一路平安！”2 月 3 日清晨 6 时
51 分，大年初七，阿拉善右旗公安
局交警大队恩格日乌苏中队的民
警马星宇，在自己的“戈壁小家”执
勤板房前坚守着夜班的最后几分
钟，一丝不苟地为来来往往的驾驶
人提供春节道路交通平安服务。

“一家不圆万家圆”，这是马星
宇 第 五 个 戈 壁 执 勤 岗 位 上 的 春
节。作为家中的独子，每逢春节，
马星宇都对自己远在 1000 多公里
外呼和浩特市的父母满怀愧疚 。
没办法，春节假日是人们的出行高
峰，对于戈壁交警来说，恰是他们
最忙碌的日子。马星宇必须坚守
工作岗位，每天只能在休息时通过
电话与另一座城市的父母联系，给
他们报平安。

恩格日乌苏交警中队位于阿

右旗最西部，靠近蒙古国边境，距
旗政府所在地巴丹吉林镇 560 多
公里，是阿右旗辖区范围内最远的
交警中队，所辖路段全长共 104 公
里，是策克口岸煤外运的主要通
道。今年春节的 7 天假期里，马星
宇每天都要和 2 名同样是 90 后的
蒙古族民警莫日根、策音敖德布在
100 多公里的执勤路段上巡逻保平
安，并为驾驶人提供热茶水、常用
药、道路咨询等便民服务。

从警 5 年，戈壁路、戈壁风、戈
壁的阳光，让马星宇这个原本白白
净净的小伙子变黑了、变壮了，也
让他和来来往往的驾驶人成为了
朋友，更让他成为边境牧民眼里

“最美、最棒、最顶用的交警扎鲁
（蒙语：小伙子）”！

夜班结束后，早上 8 点，马星宇
还要完成春节每天的必修课——
跟爸爸妈妈通电话。这一次，他要
告诉爸爸妈妈一个好消息：“今年
元宵节，我要回家和爸妈一起过”！

戈壁护平安

北重实验小学阳光义工班的志愿者们在福利院帮忙包饺子。

志 愿
者 走 进 农
家 送 上 吉
祥灯笼。

为 农
牧 民 送 去
喜 闻 乐 见
的 文 艺 演
出。

镜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