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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佳丽

精准脱贫，入之愈深，其进愈难。我区脱贫工作
面对的大多是自然条件恶劣、交通区位偏僻、发展基
础较差的“硬骨头”，如何攻坚拔寨、不让一个人掉
队？来自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的精准扶贫经验告诉

我们：要富口袋先富生态，两者有机结合能够为精准
脱贫提供不竭的动力。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中
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
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美丽中国，为
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

同样，做好精准脱贫工作，也必须践行这一重要理
念，体现“富一代”与“富世代”的辩证关系。靠山吃
山，虽然能够暂时获得一点眼前利益，但解决不了富世
代的问题；靠山吃山而不养山护山，最终会毁掉绿水青
山，失去我们的发展之本、生存之根。只有将脱贫攻坚
与保护生态环境、推进绿色转型发展紧密结合起来，精
准脱贫方能凝聚力量、走出新路、事半功倍。

◎新作为·XINZUOWEI

夏秋“牛市”火热 冬春“草市”升温

正蓝旗桑根达来活畜（饲草）
交易市场火爆

本报 1 月 15 日讯 （记者 李晗）
记者从自治区供销合作社获悉，锡林郭
勒盟正蓝旗桑根达来活畜（饲草）交易市
场自 2017 年开业以来，肉牛交易和饲草
供应两大供销业务交易活跃，市场带动
辐射作用发挥明显，被称为“京北第一
集”。

正蓝旗桑根达来活畜（饲草）交易市
场由正蓝旗桑根达来供销合作社联合金
沙湾商贸有限公司、金沙湾饲草料合作
社 共 同 出 资 建 设 。 市 场 总 占 地 面 积
71000 平 方 米 ，其 中 活 畜 交 易 区 占 地
26000 平方米。由于地理位置优越，交
通便利，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优
质肉牛资源，市场一开业，就引起周边牧
民和外地客商的高度关注。

市场的建立有效畅通了当地牧区商
品流通，牧民群众在家门口就能直接上
市交易，极大方便了牧民生产生活，降低
了交易成本，增加了牧民收入。同时，牧
民群众在家门口可了解市场行情和价格
信息，引领分散的牧民养殖户与市场实
现了有效对接，引导牧民群众转变了思
想观念和生产方式。此外，还畅通了供
销合作社与畜牧业和农牧民的联系，找
到了牧区供销合作社为农为牧服务的切
入点和突破口，有利于供销合作社更好
地发挥联结农牧民群众的桥梁纽带作
用。

截至目前，正蓝旗桑根达来活畜（饲
草）交易市场平均每天交易牲畜 230 多
头，交易额突破 5800 万元。进入市场交
易的农牧民和养殖户已扩展到锡林郭勒
盟锡林浩特市、多伦县、太仆寺旗、正镶
白旗、阿巴嘎旗、苏尼特左旗和赤峰市克
什克腾旗等地，同时吸引了来自辽宁、吉
林、山东、河北等地客商纷纷入场收购。
下一步，该市场将改造升级市场基础设
施，完善和规范市场追溯体系和交易机
制，积极推进线上线下融合发展，推动市
场交易规模发展壮大。

全区草原确权承包工作
基本完成

本 报 1 月 15 日 讯 （记 者 李 文
明）记者从自治区农牧业厅获悉，经过 3
年多的努力，截至 2017 年年底，全区草
原确权承包工作基本完成。

草原确权承包工作是自治区党委、
政府统一安排部署的深化改革的重要
任务。2014 年，我区在 10 个牧业旗县
开展了草原确权承包试点工作。2015
年 5 月，全区草原确权承包工作全面推
开 。 截 至 目 前 ，全 区 落 实 的 草 原 所 有
权 面 积 、使 用 权 面 积 、承 包 经 营 权 面
积 ，分 别 占 2010 年 草 原 普 查 面 积 的
88%，5%和 80%。为依法保护草原生
态、落实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稳步推进
草原“ 三权分置 ”工作，打下了坚实的
基础。

2018 年，我区将进一步推进深化改
革任务，全面执行基本草原保护制度，
进一步巩固和完善基本草原划定成果，
严格依法保护基本草原。进一步完善
草原确权承包工作，稳步推进草原所有
权、使用权、和经营权“三权分置”工作，
进一步扩大试点范围。全面完成中央
环保督查和巡视“回头看”整改落实工
作，强化草原执法监督工作，加大草原
保护管理工作力度。

本报 1 月 15 日讯 （记者 韩
雪 茹）记 者 从 自 治 区 扶 贫 办 获 悉 ，
2017 年 呼 和 浩 特 市 共 有 3111 户
6295 人实现稳定脱贫。其中发展生
产脱贫 426 户 877 人、易地扶贫搬迁
脱贫 577 户 1240 人、生态补偿脱贫
104 户 145 人、发展教育脱贫 217 户
690 人、社会保障兜底脱贫 1182 户
1954 人，创业就业脱贫 605 户 1389
人。贫困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
平全面提升，贫困人口生产生活条件
明显改善，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内
生动力更加强劲。

本 报 1 月 15 日 讯 （记 者 李
晗）记者从自治区供销合作社了解
到，近日，赤峰市供销合作社印发了

《赤峰市供销合作社新型基层供销合
作社组建规范》，与赤峰市工商质监
局联合印发《关于市供销合作社及所
属企业重组新建新型基层供销合作
社的意见》，进一步规范新型基层供
销合作社组建工作。全系统共改造
提升和组织重建基层供销合作社 3
家，总数达到 117 家，对苏木乡镇的
覆盖率达到 90%。

□本报记者 韩雪茹

“拿上装着分红资金的信封，我们一
屋子人都笑得合不拢嘴了。签字时我的
手都在发抖，年年都能分红，这心里真踏
实。”回忆起一个月前的分红场面，家住兴
安盟乌兰浩特市新城街办事处西白音嘎
查的张军一脸满足，“年底花销大，领上了
这 3000 元的分红，咱能过个好年。”

今年 54 岁的张军视力不好，妻子王淑
秋患有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由于老两口基
本没有劳动能力，收入来源有限，2014 年
初被评为建档立卡贫困户。2016 年，政府
对张军家实施了产业帮扶，每人获得 1.5
万元的脱贫产业补助资金，老两口共 3 万
元入股蒙犇养殖公司，每年可得到 3000
元的分红收益。

据乌兰浩特市扶贫办主任杨昌波介
绍，乌兰浩特对于没有生产能力的贫困
户，采取了与农牧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联
结、与合作社联结、与养殖大户联结等方
式，探索开展了资产收益扶贫模式，鼓励
贫困户利用产业扶贫补助资金投资入股，
这样，那些完全丧失劳动能力、不能参与
生产、创收活动的贫困户和劳动能力有
限、只能从事轻体力劳动的贫困户也就有
了稳定的收入来源。

不少与张军类似的贫困户，都选择了
资产收益扶贫模式。用每人 1.5 万元脱贫
产业补助资金直接入股企业，或利用产业
补助资金购买的牲畜，以入股或委托方式
参与产业发展，成为股东或“收租公”，获
取分红或租金。

据统计，目前该市选择资产收益模式的
贫困户共有568户、1293人，8家企业和合作
社参与合作。其中入股分红有531户、1226
人，入股资金达到1839万元；牲畜托养有37
户、67人，托养牲畜3350只。人均年可增加
收入1700元，户均年可增加收入3800元。

“2016 年，我家双喜临门，不仅通过易
地扶贫搬迁住上了亮堂堂的楼房，还在年
底实现了脱贫。老伴儿得到了健康扶贫
的 政 策 帮 扶 ，6 万 多 元 的 医 药 费 报 销 了
95%，大大减轻了我家的经济负担。”张军
乐呵呵地说。

□文/图 本报记者 李文明

严严冬日，正值农闲时节，田间地头也安静了
下来，而包头市土右旗苏波盖乡牛五营村，却是另
外一番景象：圣泰农林苗木场温室花卉大棚内，蝴
蝶兰翩翩起舞，黄色与粉色、白色的花朵争相斗

艳，静待游人观赏。
“这只是其中的一栋大棚。今年，我还种了一

棚仙客来和一棚蝴蝶兰，差不多有 13 亩。”圣泰
农林苗木场的负责人段海平说，他每年 5 月从山
东、山西等地进购花苗进行培育，等到腊月初十开
始将花卉推向市场，价钱约 30 元一盆，深受消费
者喜爱。“咱这兰花在呼包鄂地区根本不愁卖！今

年 14000 株的蝴蝶兰、6500 株的仙客来推向市场
后，收入是在 60 万元左右，除去成本怎么也能赚
个 10 多万元。”段海平笑着说。

种植苗木花卉 16 年，从门外汉到种植能手，
段海平经历了一番周折：“开始的时候两眼一抹
黑，啥也不懂，只能聘请技术员偷偷的学人家的手
艺。日积月累，咱也就成了‘土专家’了！比如种
植蝴蝶兰，我专门到山东学习养殖技巧，然后回来
试种，不懂就打电话问，勤劳和诚信让我一步步走
到了今天。我会将我学习到的知识和技术教给老
乡们，大家一起致富！”段海平说。

美岱召镇毛岱村村民薛明岁在圣泰农林苗木
场打工 5 年，说起他的致富经，47 岁的薛明岁满脸
兴奋：“我负责蝴蝶兰的种植及看护。以前我们村
民哪里见过这种南方的蝴蝶兰，更别提种植培育
了 。 在 这 里 不 仅 免 费 学 培 育 技 术 ，每 月 还 能 挣
3600 元的工资，家里 20 亩玉米、葵花的活也不耽
误，一年轻松挣个四五万。要是以后发展好了，我
也自己盖个温室大棚培育花卉。这里毕竟是咱们
包头第一家培育蝴蝶兰的基地，赚钱的前景好着
呢。”

在段海平看来，花卉培育产业只是冰山一角，
苗木培育也是他的“摇钱树”。“这几年花卉和苗木
市场不错，接下来我们打算打造上千亩的苗木花
卉基地，让更多的农民腰包鼓起来。”段海平说。

2017 年以来，围绕“南肉北游中菜覆盖”产业
格局，土右旗苏波盖乡加快推进种养殖结构调整，
投资 2400 万元在新营村实施 1800 亩现代农业科
技示范园项目，推广新型温室、物联网管控等新技
术，优化种植结构。同时，提档升级牛五营村的千
亩苗木花卉种植基地、二座村的万只獭兔养殖基
地和张老五营村的万头生猪养殖基地，实现规模
化科学养殖，苏波盖乡农民收入实现了持续增长。

微语

要富口袋
先富生态

“我就指望着护好这片林子来脱贫了！”
□本报记者 施佳丽

迎着寒风，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树
林召镇哈什拉村护林员贺喜荣像往常
一样，穿着厚棉袄，骑上摩托车，往村口
走去，开始了一天的巡护工作。

“我巡护的林子有 5169 亩，杨树、
柠条、沙柳这些为主，进入冬季，天干物
燥，护林防火一刻也不能放松。”林间

小路崎岖难行，尤其下雪之后，贺喜荣
走走停停，倒不觉吃力。他一边头头是
道地介绍着这片林子的情况，一边讲着
巡山护林和防火的重要性，压根儿不像
一个兼职护林员。

贺喜荣是村里建档立卡贫困户，经
过层层推选、岗前培训后，被聘为村级
护林员。在获得这份工作前，夫妻俩捯
饬着家里的 40 亩地，每年种玉米的收
入只够糊口。孩子上大学后，为筹凑学

费欠下不少钱。“现在一年有 15507 元
的稳定工资，平时的工作就是巡护这片
林子，及时发现并制止火情，还有劝阻
牧民进去放牧。”贺喜荣非常珍惜这个
难得的工作机会。

每天巡护 2 至 3 个小时，一有情况
就要随叫随到，这份工作虽然艰辛，但
是贺喜荣一直兢兢业业。“巡护一年多
了，这里的每一条路、每一棵树我都很
清楚，如果有啥不对头，一眼就能看出

来。”贺喜荣说，“最怕放牧的人在林子
里生火取暖、烧煮东西、乱丢烟头，不
过这一年下来，大家的生态意识都提高
了不少，进去放牧的人也少了。 ”

树林召镇林工站站长马平感叹道：
“选贺喜荣作为护林员，既解决了他家
的实际困难，又助力了脱贫攻坚工作；
再一个就是对于林业资源保护，病虫害
防治、以及防止滥砍滥伐，都起到了积
极的作用。”

除贺喜荣外，达拉特旗还有 50 名
建档立卡贫困户在旗林业局提供的护
林员岗位上实现了就业。

据达拉特旗林业局副局长吴向东
介绍，目前该旗共有 138.23 万亩国家公
益林和 321.98 万亩天保公益林管护任
务，根据全旗森林资源的现状和管护的
需要，共聘用森林管护人员 914 名，其
中有 51 名是建档立卡贫困户。林业系
统根据其管护面积，通过工资的形式给

他们每人每年发放管护费一万余元，使
他们有一个稳定的收入，帮助他们脱
贫。

“你看这些大树，不少都有几十
年的树龄了，认真管了，对这些树就
会有感情。再说了，没有这些树，我们
以前可没少挨沙子的欺负。现在还靠
着它脱贫了，不管从哪个方面看，我都
得把这林子看好！”贺喜荣颇感自豪
地说。

■〖生态·长镜头〗CHANGJINGTOU

特色养殖富农家

1 月 15 日，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一家羊业公司的员工正在喂羊。近年来该旗以杜蒙杂交肉羊为主的特色畜牧业发展迅速，良种化率达到 75%以上，
连续 3 年杂交改良规模达到了 30 万只，每只增收 200 元左右，带动 2809 户牧民脱贫增收。 本报记者 钱其鲁 摄

［ 消息树 ］

寒冬田间飞出致富“蝶”

◎画中话·HUAZHONGHUA

1 月 15 日，圣泰农林苗木场的工作人员在查看蝴蝶兰长势。

“领上分红，咱过个好年”

◎直播 Live·ZHIBOLIV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