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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文明

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最南端起伏
的丘陵沟壑间，一座掩映在绿树旁的
小院格外引人注意。6 间楼板房，墙面
被白色瓷砖罩得严严实实，宽大的院
子里铺设了大理石地板，收拾得干干
净净。

这座院落的主人是陈绿师。他的
母亲就是 40 多年前在全国率先进行
包产到户的赵丑女。这个村子是达拉
特旗树林召镇城塔村，也是原来的耳
字壕人民公社康家湾村。

见到陈绿师时，他和妻子刚从玉
米田里除草归来。安顿记者一行人到
家中坐下，陈绿师便讲述起 40 多年前
发生在这里的那场重大变革。

“那时我只有十几岁，还在学校读
书，放假回来还要帮母亲种地。”陈绿
师说，赵丑女所在的康家湾村位于达
拉特旗最南端，依靠着黄河的灌溉，从
清朝晚期走西口以来，就是内蒙古重
要的粮食产区。40 多年前，康家湾与
其他地区一样，也是实行“大呼隆”生

产方式：农民们每天听生产队干部的
哨子上工、下工，集体劳作。除了大年
三十和年初一两天不用下地干活，所
有人所有的时间都被束缚在土地上。

虽然赵丑女家附近就有一片生产
大队的耕地，但她每天仍然要来回走
40 多分钟的路，先集合，再出工。当时
50 多岁的赵丑女看不下去这种“光跑
路，干不出活儿”的生产方式，便向队
委会提出把离她家近的那片地让她
种，她“每天走路的工夫就可以把那点
儿地给拾掇了”。

“队里当初主要是为了照顾她的
年纪比较大，就答应了她的请求，把离
她家最近的 14 亩地以及两台水车、一
头骡子交给了她。”时任生产大队队长
的韩子义回忆说，当时包给赵丑女地

是出于对她出工不方便的考虑。“这里
十年九旱，地广人稀，许多地方形不成
村落。赵丑女家住在后山的梁上，去
集体的地头来回出工得花一个多小时
时间，队里就允许她包 14 亩地，后来发
生的事情是谁也没有想到的。”虽然已
经年逾 80 岁，韩子义对当时的情况记
忆犹新。

康家湾村当初的决定还不能叫做
“承包”，因为生产队只是将那块地的
耕种任务单独交给了赵丑女。收成还
是全部归集体所有，仍然按照工分计
算，只是她的工分不是按出工时间计
算，而是参照集体劳动耕种一亩地需
要多少工时给她打分。但赵丑女却对
这块“由自己种”的土地倾注了极大的
热情。“我母亲种地可下了辛苦，起早

贪黑侍弄庄稼。”陈绿师回忆说。
1973 年的秋天，康家湾村集体劳

动的地每亩只收了五百来斤，而赵丑
女耕种的地粮食亩产却上了 1000 斤，
收成翻了一倍，她一个人共向队里上
交了 1 万多斤粮食，大白菜、大蒜的收
成满足了整个生产队的需要。“秋收
后，赵丑女家的人均收入比整个生产
队高出了几倍。但是，在分配劳动所
得时，却发生了很大的争议。赵丑女
能够多打下粮食，但是仍然参照集体
劳动给她记工分，她就明显吃亏了。
队里很快就商量出了一个‘以产量定
工分’的办法，即以一定的产量给赵丑
女定工分，如果赵丑女第二年还能超
产 ，就 把 多 余 的 产 量 折 成 工 分 奖 励
她。”韩子义说，后来，此种方式被总结

为“以产定酬”。由产量而不是“出不
出工”作为考核方式，进一步激发了赵
丑女的生产热情。

很快，从第二年开始，赵丑女的辛
勤劳动有了回报，她种的 14 亩地收成
多，为她折算的工分多，她最后得到的
粮食自然就多了起来。

1976 年，一篇描写赵丑女主动“包
产到户”，解决自己吃饭问题的文章在

《鄂尔多斯日报》发表，引起了轰动。
当年，康家湾又率先开始实行起了“包
产到组”，模式便是参照赵丑女的方
式：生产队分成 3 个组，给每个组定产
量，超产部分折算工分，再根据工分分
配粮食。1978 年，当人们争论不休又
拿不准调的时候，康家湾村就率先实
施了更彻底的包产到户。邻村赵家
梁，看到康家湾村实行了包产到户，也
尝试着包产到组，一年下来全社的收
入翻了 6 倍多。那年春节，丰收了的村
民们开始挨家走串喝酒庆祝。

回忆往昔，陈绿师和韩子义历历
在目，如数家珍。

沿着农村改革发展的轨迹，陈绿
师也享受到了改革的红利。

“1997 年，国家第二轮土地承包制
实施，农村土地承包期限由 15 年沿长
至 30 年。从那时起，我们思想更活了，
也更舍得投入了。”陈绿师说，在“五
荒”开发“谁建设、谁管护、谁受益”的
政策激励下，陈绿师家又开发了几十
亩水浇地，耕地总承包面积由增加到
到 100 多亩。

2006 年，农业税全面取消，农民彻
底从土地包袱中解脱出来。“现在，我
们不仅不用交税了，国家还给我们发
粮食直补、粮种补贴、农机补帖、退耕
还林还草补贴、农业保险补贴等。现
在种地用机械，一百多亩地从种到收，
自己也不用出多少力。”陈绿师笑着
说，今年来，他家里陆续购置了拖拉
机、翻地机、播种机、土豆收获机等机
械设备。现在仅靠种地，陈绿的师纯
收入超过十多万元。

今年 60 岁的他继承了母亲勤劳朴
实的美德，整天闲不住。从陈绿师的
住家到老院子有一公里多路程，他时
常过去看看 40 多年前母亲承包的那
片土地。今年，他盘算着在那里建设
几个暖棚发展蔬菜种植。

达拉滩农村改革第一人
小康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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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文明

“刚来到村子时，感觉最困难的是我不会
说土右旗方言，没法深入和贫困户贴心地交
流。记得有天晚上我住在村书记家里，听见外
面有人跳广场舞，我就学着村民的样子蹲在一
边看，后来慢慢地就和大家一起跳，期间学会
了方言，逐渐和村民熟悉了起来。”6 月 11 日，
包头市土右旗海子乡苗六泉村驻村干部杨婷
说。在她看来，与村民的“相处之道”其实很简
单：只有觉得驻村干部是他们其中的一份子，
村民才会和驻村干部说心里话。

杨婷是土右旗一名 80后的纪检干部，老家
在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2017 年 4 月份被派驻
到苗六泉村从事扶贫工作。一年的时间，她和
村民打成一片，给苗六泉村带来巨大变化。

“现在很多村民都邀请小杨去家里做客聊
天，她不仅成了村里的广场舞领舞，还学会了
坐在炕头盘着腿，一盘就是一两个小时。现在
估计回城里坐沙发反而不舒服了！”村民李三
鱼爽朗的说，现在村里很多的人远远看见杨婷
就喊“小杨”，就跟看见明星来村里头似的，村
民都是她的铁杆粉丝。“她还是我们村的扶贫

‘小灵通’，啥不懂就找她，还随叫随到！”李三
鱼补充道。

与贫困户心贴近了，思考问题的角度就会
相对一致，自然也会为贫困户多想事儿、多办事
儿。苗六泉村 2014 年以来共识别贫困户 165
户 341人，全村都纳为国贫户，苗六泉村也成了
国贫村，村内智障和残疾人员较多，加之缺乏劳
动力、生活不能自理等问题突出，杨婷与村两委
班子协商，决定发展特色养殖业。

“经过协调，市检察院投入产业帮扶资金 5
万、旗纪检委投入3万，海子乡投入10万，在苗六
泉村成立了天宝农民养殖合作社。去年合作社养
殖肉牛25头、肉鹅3000多只，有劳动能力且愿意
养的就带回家散养，没有劳动力的就由合作社代
养，按季度分红即可。合作社与贫困户还签订了
产业扶贫合作协议书，每户贫困户去年分红2800
元。有 5户贫困户加入了敕勒牛养殖合作社分
红，每户分红1000元，。我们还在村里建起了光
伏电站，每年给贫困户分红800元⋯⋯”杨婷说起
帮扶举措和帮扶效果如数家珍。

现在的苗六泉村，异地搬迁让贫困户住上
了新房，产业补贴让贫困户有了致富的希望，

“雨露计划”让孩子们安心上好学，95%的医疗
报销解决大病患者燃眉之急，“小药箱”服务让
慢性病患者少花钱看好病，全村新建 27户幸福
互助院安置孤寡老人、残障人士，60盏路灯、21
个垃圾箱、3 所公厕让整个村子明亮整洁了起
来，还有 4.8 公里的硬化道路、200 米的排水工
程、1000米的渠道清淤工程⋯⋯

苗六泉村太多的变化让村民深有体会。
“以前和别人一说我们苗六泉村，没人愿意把
闺女嫁到这个穷窝窝，现在可是不一样了！”贫
困户薛刚小说：“关于如何脱贫，以前脑子里根
本没有头绪，现在我们能看见致富的路了，知
道跟谁走能致富啰！”

扶贫“小灵通”
□本报记者 韩雪茹

6 月 10 日，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河口
管委会树尔营村的千亩稻田迎来了插秧繁
忙期，田间地头到处是农民忙碌的身影。

过去，树尔营村土地盐碱化程度严
重，基本成了撂荒地。如今，在托克托县
美源农牧渔业专业合作社的带领下得到

有效的治理和改造。目前，该合作社已经
建成温室育苗池 13320 平方米，形成稻田
养蟹、养鱼为一体的种养区 1200 亩，具备
了年产有机稻米 60 万斤，年产无公害蟹 6
万斤，实现了亩创产值 5000 元的能力。
合作社以“公司+合作社+农户”的模式运
营至今，培育起了多个经济增长点，带动
农户 442 户，既保证当地农民失地不失
业，同时也增加了农民的收入。

千亩盐碱地变稻田

本报 6 月 11 日讯（记者韩雪
茹）记 者 从 自 治 区 扶 贫 办 获 悉 ，
锡林郭勒盟正镶白旗坚持把贫困
人口就业作为最长效增收支撑、
最根本的脱贫举措，以激发贫困
户内生动力、增强发展能力、探索
稳定可持续发展的扶贫之路为原
则，为贫困劳动力创造充足就业
岗位，扎实推进就业扶贫工作，加
快全旗贫困人口脱贫步伐。

该旗加速建设易地搬迁后续产
业项目，规划建设各类专业市场，让
贫困人口就业稳得住、能致富。在
深入调研、统筹协调的基础上，处理
好搬迁安置与后续发展、稳定脱贫
的关系。年内计划投资1500万元，
建设占地面积 6000 平方米扶贫产
业基地 1 处，并逐步建设土产五金
日杂、建筑材料、煤炭销售、废品收
购、肉类加工、特色食品加工、民族
服饰、物流、蔬菜水果批发等专业市
场 10 个，提升城镇产业规模，辐射
带动、吸纳贫困人口就业。

同时，该县还结合民俗、旅游
产业，鼓励发展民族服饰、工艺品、
奶食品加工等特色产业产品，让贫
困人口就业增收稳、渠道多。结合
自身发展定位，积极挖掘本地农牧
绿色产品与民俗特色产品优势搭
建平台，大力支持和推进龙头企业
走绿色、生态、品牌发展之路，完善

“N+贫困户”的利益联结机制，带
动贫困户就业增收。

正镶白旗开启
“N+贫困户”就业

扶贫模式

□李强

“以前就知道种玉米、葵花、西瓜，
一家人再怎么辛苦也挣不下多少钱。
现在土地流转，种连片优质牧草，当了
甩手掌柜，收入却比以前高很多。”初
夏时分，站在千亩紫花苜蓿种植区，
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赛乌素新牧区的
80后农民嘎日玛道尔吉一脸喜色。

嘎日玛道尔吉家有14000亩土地，
2011年他将900亩土地以每亩250元
的价格租给了当地的农牧业龙头企业鄂
尔多斯市盛世金农农牧业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成为了当地第一个敢吃螃蟹的人，

流转土地后他每年可获利22多万元。
前年，赛乌素新牧区与企业联手

又出新招，实施土地代管、代耕、代
种，嘎日玛道尔吉将剩下的 500 亩土
地以每亩 350 元的价格交付于企业
代管并年底按比例获取红利，代管每
年可获利 17 多万元 。这样算来，嘎
日玛道尔吉每年不计年底分红，稳定
收入在 40 多万元。

目前，赛乌素新牧区紫花苜蓿种
植规模 8 万亩，其中千亩以上集中连
片紫花苜蓿种植面积 4 万亩。规模种
植，又让从土地上解放出来的农牧民
看到了新商机，60 多户农民把自己手
上的农机具以入股或租赁等形式加入

到农机专业合作社中，又与鄂托克旗
农机服务分公司签订了长期的战略合
作协议，纳入农机服务分公司统一管
理中，当起了新型职业化农牧民。

“我之前花 30 多万块钱买的农机
具，每年从种到收用农机的时间就 20
天左右，剩下的时间就闲置了。后来
我们就想着组建一个农机合作社，给
村民们提供机耕、机播、机收等服务，
这样既能整合资源，又能增加收入。”
农机合作社负责人刘利军告诉记者。
通过龙头企业规模化引领，专业化服
务，农民手里的农机也热起来了。如
今，赛乌素新牧区的农机服务费每亩
降低了 10 多元，每年共给企业及农牧

民节省开支约 1200 多万元，并解决了
210 户农牧民再就业岗位，增加了家
庭收入，实现了农企合作的共赢。

土地流转、农机整合、再就业，像
化学的连锁反应，产生了“集合效应”，
让赛乌素新牧区农民收入有了质的飞
跃，也带动了鄂托克旗其他苏木镇、嘎
查村的发展。鄂托克旗蒙西镇碱柜村
就是在这种模式的启发下，建立了适
合自身发展的“企业+合作社+农牧”
的模式、实施土地入股和土地流转。

今年一开春，碱柜村 72 户农民就
以每亩土地350元的价格将1500亩土
地入股内蒙古北纬中垦农牧业发展有
限责任公司。公司盈利，则必须按照股

份制协议给农民分红；若公司未盈利或
者亏损，也不得以任何理由扣除农民的
350元入股金额，还规定在种植和经营
期间优先雇佣拥有股份的部分农民。

路子对不对，群众看实惠。“我家
地不多，种地还不如外出打工，知道
土地流转有了新模式，我第一个和村
里的合作社签了协议。”碱柜村村民
赵云乐呵呵地说道，“现在，除了 350
元钱的土地流转收入，还有年底分
红，旱涝保收肯定没问题啦！”

保收甚至增收，土地流转“转”出
了好日子，村民们都说：“土地流转真
是个好办法，一下子盘活了农村的闲
置土地，还增加了大家的收入。”

土地流转出“集合效应”

打理秧苗。 马斌 摄

给插秧机装秧苗。 马斌 摄

插秧机在插秧插秧机在插秧。。马斌马斌 摄摄

□本报记者 李文明

一位名叫赵丑女的普通村民，当初只是为了能
节省来回往生产队里跑的时间，而请求生产队允许
她单独耕种离家最近的一片土地，竟无意中触及了

当时最急需解决的农村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问题，
她的成功又无疑给后来的农村包产到户开了先
河。赵丑女在耳字壕公社激起第一朵农村改革浪
花，在达拉特旗，乃至鄂尔多斯市逐步改变过去的
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发展方式，迅速掀起一轮
又一轮新的改革浪潮。

40 年来，改革如同黄河的波浪，一浪接一浪。
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无数农
民也大踏步跟上了时代。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吃
不饱、穿不暖到现在年纯收入破十万，赵丑女一家
切切实实分享到了改革成果，让农民活得更有尊
严，也让农民越来越有话语权。

40 年前，“大包干”精神成就了“小岗梦”。如
今，实现农牧业的现代化、农村牧区的繁荣发展、农
牧民的全面小康依旧是农民的期待。现在，“塞外
小岗”乃至整个内蒙古都在以这样的精神，持续推
进农村改革，跑好改革这场马拉松的接力赛，努力
绘就亮丽的祖国北疆风景线。

跑好改革“接力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