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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来的幸福最甜蜜
——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新春见闻

□本报记者 白丹

每一个人的记忆里，总有一种味道挥之不去、萦绕
心间，那就是家乡的味道。作为一名在外的游子，回家
过年最高兴的事儿，就是能一饱家乡的美味。

“快来吃你心心念念的干白菜吧！”过年回家第一
餐，妈妈就把我期盼已久的干白菜端了上来。

晾 晒 干 菜 ，是 东 北 地 区 由 来 已 久 的 一 种 饮 食 文
化。过去，由于地理、气候等原因，冬天能吃到的蔬菜
种类少，一到秋天，人们就把一些新鲜的蔬菜晾晒起
来，以弥补漫长冬季里新鲜蔬菜的匮乏。我的家乡通
辽也不例外，吃干白菜已经是一种饮食习惯，把晒好
的干白菜用水焯熟，再配上一碗热腾腾的肉酱，就是
最美的味道。

“现在住楼房了，没地方晒干白菜了，这是年前你
二姨给拿过来的，她们村里成立了合作社，专门生产
出售干菜，一冬天的分红还不少呢。”妈妈一边吃饭，
一边和我唠起了家常。一听说干菜也包装出售了，我
立马坐不住了，想去二姨村里的合作社买一些干菜带
回家，随时解解馋。大年三十下午，我迫不及待地开
车去了二姨家。

二姨家 住 在 通 辽 市 科 左 中 旗 敖 包 苏 木 五 家 子 嘎
查。我一路走一路回忆小时候去二姨家的趣事：那时
候要先坐班车，再坐面包车，最后还要二姨驾着毛驴
车到村口接我们，路特别不好走，每次去至少要走大
半天的路程。小时候晕车，一路的颠簸难受给我的童

年 留 下 了 深 刻 印 象 。 现 如 今 ，公 路 修 到 了 二 姨 家 门
口，开车一小时就到了。一进村里，映入眼帘的是整
齐的瓦房和整洁的庭院，再也不是记忆中的那个破破
烂 烂 的 村 子 了 ，如 果 不 是 二 姨 早 早 就 在 路 口 迎 接 我
们，我自己很可能找不到二姨家了。一进家，我就迫
不及待地让二姨领我去村里的合作社看看。春节期
间，生产车间已经放假停工，可合作社的副理事长李
树民听说我们要来参观，就赶来给我们介绍合作社的
情 况 。 走 进 车 间 ，一 捆 捆 已 经 晒 干 的 小 白 菜 白 绿 相
间、摆放整齐，颇为壮观。“这些都是我们年前打包成
捆的，年后就发往吉林那边。”李树民笑容满面地说，

“干白菜整个晾晒过程就是阴干晾晒，避免阳光直射，
让它保持原有的颜色，这样口感才会更好。我们发动
村民晾晒干菜，既赚外快，又饱口福，还传承了干菜文
化，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儿啊！”

五家子嘎查共有 140 多户 600 多口人，每家每户
都有一个大庭院。利用这个优势，2017 年初，嘎查结
合精准扶贫成立了众旺兴农种植专业合作社，号召村
民在自家院子里种植蔬菜。“去年种了两茬，第一茬种
长豆角，第二茬种白豆角，两茬蔬菜下来后，自己吃不
完的就晾成干菜出售，净挣 2 万多元。”二姨说起去年
在合作社的收入，高兴得合不拢嘴。

“统一组织种植、统一定点回收、统一晾晒成型、统
一包装出售，晾晒过程中蔬菜的营养很少流失，我们的
干菜在市场上特别受欢迎，特别是反季节食用，要比吃
新鲜蔬菜的口感还要好。”李树民介绍，随着人们生活水
平的不断提高，对绿色无公害蔬菜的需求也越来越大。

“都是我自己种的菜，既没农药，也没化肥，自家院
子产的菜，吃着放心。”村民张金凤抢话介绍起自家的干
菜来。

干菜从种植到晾晒再到储存，工序十分繁琐，10 斤
左右的新鲜蔬菜才能出 1 斤干菜。即便是这样，在合作
社的带领下，一年下来，村民共生产了 10 多个品种的 10
多吨干菜，收入 50 多万元。

买好了干菜即将返程，二姨拉住我的手，恋恋不舍
地说：“明年你可得再回来看看，咱家乡的变化那可是一
年一个样啊！”

“晒”出来的幸福味道

本报锡林郭勒 2 月 18 日电 （记
者 巴依斯古楞）截至目前，锡盟已接
产冬羔 40.85 万只，成活率达 99.8%。

从去年 11 月份起，正蓝旗的冬羔
开始陆续接产，五一种畜场张全顺家
的 200 多只母羊已经顺利产下 200 多
只小羊羔，其中有 30 多对是双羔，个
个膘肥体壮。今年 1 月，张全顺家进入

接冬羔旺季，现在大的羊羔已经有 50
多斤，小的平均也有 30 多斤，到出栏
时每只能达到 90 斤左右。

冬羔的顺利成活得益于锡盟不断
完善的畜牧业基础设施，有效增强了
牧区防灾抗灾能力。全盟大部分牧户
的棚圈都已达到接冬羔标准，为提高
仔畜成活率打下坚实基础。

锡盟：接产冬羔40.85万只

本报 2 月 18 日讯 （记者 霍晓
庆）“又给我们涨工资啦！”春节期间，得
到涨工资的消息，在呼和浩特市回民区
厂汉板村委会当协理员的贾建青很高
兴。

说起协理员这份工作，贾建青充满
感激。2016 年离异后，找不到合适的
工作，贾建青带着两个年幼的双胞胎孩
子生活窘迫。听说回民区给就业困难
人员安排公益性岗位，她第一时间报了
名，很快得到了一份协理员的工作。“有
事做，有钱挣，还不耽误接送上幼儿园
的两个孩子，挺好的。”有了工作的贾建
青逐渐走出了离婚的阴影，对生活重新
燃起了希望。

就业是民生之本。2017 年，全区
各级人社部们共帮助 5.7 万名像贾建青
这样的就业困难人员找到了工作，帮助
5.7 万名城镇失业人员和 417 户“零就
业”家庭中的 427 人实现了就业，使他

们的生活得到改善，实现了自己的价
值。

促进就业，政策先行。我区坚持实
施就业优先战略和积极的就业政策，
2017 年进一步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印
发做好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就业创业
工作的实施意见、“十三五”时期促进就
业的意见，细化实化政策措施，加大就
业培训力度，帮助 27.6 万名城乡劳动者
提升就业能力。各级人社部门共举办
现场招聘会 482 场，提供就业岗位 54.8
万个。

李晓东是内蒙古商贸职业学院的

毕业生。2017 年，他通过校园招聘会
顺利找到了一份运营助理的工作，每个
月底薪 3500 元，销售业绩好了还有提
成，最多一个月拿到了 5000 多元。前
不久，他还贷款买了辆小轿车。

完善的政策扶持有力地拉动了就
业。2017年我区就业工作成绩单亮眼：
全区实现城镇新增就业 26.1 万人，完成
年度计划的 105%。同时，高校毕业生、
农村牧区转移劳动力、就业困难人员等
重点群体就业工作成效明显。在高校毕
业生就业方面，通过深入实施高校毕业
生就业创业计划和基层服务计划，组织

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月活动、离校未就
业毕业生技能就业行动，全区高校毕业
生实现就业或落实就业去向 15.3 万人，
超额完成年度计划。

当前，我区劳动力供大于求的总量
压力依然较大。自治区人社厅政策研
究和宣传处处长李文钢介绍，2018 年，
我区将在扩大就业规模、提高就业质量
上持续发力，大力支持和鼓励新产业新
模式新业态发展，增加就业岗位，确保
实现城镇新增就业 25 万人以上。“我们
将深入实施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促进
计划，启动青年就业起航计划，健全服
务保障机制，引导和鼓励更多高校毕业
生到基层工作。扎实做好去产能职工
分流安置、农牧民工返乡创业、就业困
难人员和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就业帮扶
等工作，保持‘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
坚决守住重点群体就业稳的底线。”李
文钢说。

称心的工作让生活充满希望

本报 2 月 18 日讯 （记者 韩雪
茹）记者从自治区扶贫办获悉，2017
年，我区投入各类资金 33 亿元，集中
建设安置点 641 个，易地扶贫搬迁建
档立卡贫困人口 5 万人。

在 易 地 扶 贫 搬 迁 工 程 实 施 过 程
中，我区坚持“哪有产业往哪搬、哪能
就业往哪搬”的原则，把解决后续发展
作为重中之重。按照“以产定搬”的思
路，在靠近城（镇）区、工业园区、设施农
牧业园区和旅游园区的区域建设安置
点。同时，紧紧围绕搬迁增收项目整合
资金，通过提供公益岗位、推荐就业、

“菜单式”扶贫等方式，使搬迁户在产业
链上持续稳定增收。搬迁后，搬迁户原
承包耕地、草地、林地的经营权受益权、
子女进城上学“两免一补”、基本医保低
保等政策不变，子女入托上学和就业，

享受城镇居民同等待遇。此举最大限
度地解决了搬迁群众的后顾之忧，实现
了“挪穷窝”与“换穷业”并举、安居与乐
业并重、搬迁与脱贫同步。

为确保搬迁对象应纳尽纳、应搬
尽搬，我区结合扶贫对象动态调整工
作，对现有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面摸
底排查，确定搬迁规模。所有实施项
目的旗县都建立了年度易地扶贫搬迁
贫困户和同步搬迁户的电子信息档
案，在建档立卡系统中对搬迁对象进
行精准标注，对符合搬迁条件且有搬
迁意愿的贫困人口，实现不漏一户、不
落一人。

据了解，“十三五”期间，我区计划
投资 146 亿元完成搬迁 30 万人的任
务。其中，搬迁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20
万人，同步搬迁 10 万人。

安居与乐业并重 搬迁与脱贫同步

去年我区易地扶贫
搬迁贫困人口5万人

□本报记者 李晗

猪肉炖粉条、红烧鲤鱼、清炖鸡⋯⋯为
了招待拜年的客人，大年初三一早，家住呼
伦贝尔市海拉尔区的孙淑英就着手准备自
己的拿手菜了。“这个春节对我们一家有着
特别的意义，这是我们告别低矮潮湿的平
房、在棚改新居度过的第一个春节。”孙淑
英一边麻利地做着菜，一边笑着对记者说。

做菜间隙，孙淑英带我们参观她的新
家。“我家这大客厅够宽敞吧？家具也都是
新买的，在这么好的新房里过大年，感觉

‘年味’更浓了。”近年来，海拉尔区加快推
进棚户区改造工程，让许多像孙淑英一样
的棚户区居民实现了忧居变安居。

“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夏天雨水
倒灌，冬天四壁白霜”，这是过去海拉尔区
棚户区居民生活的写照。为了改变这一状
况，海拉尔区按照“统一规划、分步实施、三
年完成”的原则，大力实施棚户区改造工
程。海拉尔区成立了棚户区改造领导小
组，对工程进行及时调度、指挥、督促和检
查，并建立起“干部职工包片、责任到人、全
员参与”的机制，将全区划分为 26 个片区，
由当地 1800 名机关事业单位干部职工组
成 56 个征收工作组，经过法律、政策、专业
知识培训后，全程参与到棚户区改造中。
同时，棚改办组成了评估丈量、审核、航拍
认定、协议签订等 8 个工作组，对所有程
序进行把关。截至目前，海拉尔区共计
39680 户 棚 户 区 居 民“ 出 棚 上 楼 ”，安 居
梦圆。

来 孙 淑 英 家 拜 年 的 邻 居 黄 翠 瑛 说 ：
“我们一家原来在建设办事处棚户区居
住，环境不好不说，离单位还特别远，每
天接送孩子上下学也不方便。这次棚户
区改造，政府推出的‘选房超市’让我们
能根据自身实际挑选房源，解决了我们
的大难题。”

为了让棚户区居民能够选上称心如
意的房子，海拉尔区推出“选房超市”，其
最大特点就是“阳光”，政府通过公开招
标，采购空置房作为棚改安置房，同时鼓
励拥有闲置土地的房地产开发商建设楼
房作为回迁房源，中标的房地产开发商
全部进入“选房超市”，将所有房源信息
公开，棚户区居民可根据自身需求自由
选择。

据 介 绍 ，因 为 房 源 大 多 位 于 中心城
区，幼儿园、学校、医院、超市、农贸市场等
公共服务设施较为配套，棚户区居民在选
择上就没了后顾之忧。对于一些原本从事
种植、养殖的居民，可根据其意愿安置到适
宜区域。

伴随着窗外的阵阵鞭炮声，前来做客
的亲朋好友在孙淑英家的餐桌上推杯换
盏，欢声笑语不断。孙淑英悄悄告诉记者，
这次连她儿子结婚的新房都一并解决了，

“我们在博雅新区一共置换了两套楼房，目
前住的这套是 90 多平方米的，还有一套
100 多平方米的，将来给儿子当婚房用。
现在这日子，那是越过越有奔头啦！”

“出棚上楼”
安居梦圆

奋斗成就梦想 团圆感受幸福 脱贫攻坚进行时

今日谈

□籍海洋

春节是中华民族最隆重的节日，
也是一年中资源消耗相对集中的时
期。在倡导文明新风的当下，把节俭
融入节日之中，应当成为过好中国年
的重要内容。

过一个既红火又有意义的春节，
需要走出节日消费误区，少一些大吃
大喝的铺张浪费，多一些围炉夜话的
亲情滋润；少一些礼尚往来的名贵商
品，多一些“千里送鹅毛”的深情厚谊；
少一些攀比炫耀的消费行为，多一些
理性消费观念和便捷消费方式。年味

儿浓不浓不在于花钱多与少，真正温
暖人心的，是那一份源自于家的温情
和心灵的归属。

“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节俭是
一个老话题，也应成为新常态。节俭
过年，一样可以过得红红火火、有滋有
味。希望每个人都能过一个节俭温暖
的中国年，让风清气正的年味儿更浓，
让家的温暖传递更远，并以此为契机，
把节俭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将节约美
德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

过个节俭中国年

2 月 18 日，小朋友在巴彦淖尔市新华书店里选购图书。当天是农历大年
初三，许多小朋友在父母陪伴下来到书店，用压岁钱购买自己喜欢的各种读
物，让春节过得更有意义。 本报记者 孟和朝鲁 摄

书香

电力工人在检查电网线路。春节期间，呼和浩特供电局增加设备特巡和夜巡
次数，购置各类备品备件 300 余类共计 1500 余件，23 支应急抢修队伍、150 余辆抢
修车、7 台应急发电车，为节日保电随时待命作业。

本报记者 金泉 摄

保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