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王静宇 刘宏章 李倩

“自从近几年开办牧家游后，每年纯收
入几十万元。我能有这样的好生活，都是政
府产业扶贫的功劳啊。”7月12日，记者来到
阿左旗巴彦浩特镇贡呼都格嘎查杨永昌夫
妇开办的牧家游，顺着大门望去，蓝天白云
下，一座座洁白的蒙古包和一排砖瓦房错落
有致地排列在大漠中，这既是杨永昌的牧家
游，也是他现在居住的家。

今年51岁的杨永昌是贡呼都格嘎查土
生土长的农民。2014年，他家还是贫困户，
一家三口种着3.3亩地，农闲时就出去打工，
日常开销常常入不敷出。了解到杨永昌一
家的困境，阿左旗扶贫办利用他家地处通古

淖尔沙漠旅游区和阿拉善“越野e族”英雄
会会场的有利条件，鼓励他发展牧家游。

2014年，杨永昌在政府的帮助下从中
国农业银行贷款5万元，并以每年2万元的
租金在旅游区旁租了7间农居，办起了“金
沙湾风情牧家游”。通过参加牧家游的专业
技能培训，头脑活络的杨永昌夫妇把牧家游
办得风生水起，当年他的家庭收入就翻了
番，2015年实现了稳定脱贫。为了让牧家
游上档次，他又不断扩建和装修，建成了可
容纳150人住宿、餐饮的牧家游宾馆。在发
展餐饮住宿的同时，杨永昌还购买了6辆沙
漠卡丁车和2辆沙漠越野冲浪车，形成了餐
饮、住宿、沙漠游一条龙服务。

“你看，我们的牧家游从建设到装修，都
融入了特色元素，餐饮以蒙餐为主，客人们

都喜欢。”杨永昌满怀感激地说，“每年接待
来自北京、上海、四川等10多个省市的游客
近6000多人。有了好政策，我的致富路会
越走越广！”

杨永昌的脱贫致富得益于阿左旗旅游
特色产业扶贫政策。近年来，阿左旗以产业
发展新理念为引领，由“输血式”扶贫变“造
血式”扶贫，以产业扶贫项目为抓手，强力推
进特色产业扶贫，不断探索创新产业扶贫模
式，通过发展到户扶贫产业、探索资产收益
扶贫模式、新型经营主体遍地开花的产业发
展“三部曲”，充分激发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
内生动力，实现了全旗贫困人口户有增收产
业目标，让一大批贫困户稳定脱贫。

2014年以来，阿左旗围绕23个重点嘎
查村，以因户施策、产业扶持精准到户的形

式，充分调动群众自主发展产业的积极性。
完成梭梭种植和肉苁蓉接种等特色种植
3.33万亩，购进扶贫肉羊、肉牛等牲畜1.8万
头只，修建棚圈2.4万平方米，发展农牧家
游、奇石销售、汽车运输等三产服务 264
户。同时加大地方投入力度，安排资金
516.6万元，按照每户9000元的标准，扶持
贫困村以外贫困户574户，支持发展特色种
植、舍饲养殖、三产服务，实现每户都有发展
项目和产业增收渠道。

阿左旗还紧紧抓住打造高端畜牧、培育
壮大“阿杜”肉羊规模的有利契机，推行“基
地+企业+贫困户”的肉羊养殖产业脱贫模
式，充分发挥扶贫龙头企业引领带动作用，
与贫困户建立稳定的利益联结机制，采取入
股分红、合作养殖、自主养殖、贷款扶持等模

式，积极引导贫困户参与发展高端畜牧业，
探索实施了肉羊入股、托管经营、统购统销、
养殖回购等扶持措施，开辟了新的产业增收
渠道。

去年，结合打造养殖园区、沙产业扶贫
园区、乡村旅游扶贫园区及发展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思路，阿左旗引导全旗龙头企业、
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积极参与扶贫帮
困，充分发挥新型经营主体致富带富作用，
切实拓宽贫困户产业增收渠道。围绕全旗
2704户 6428名脱贫人口及28户 61名新
增贫困人口，投入产业扶持资金2046.5万
元，引导培育双峰牛场等7个龙头企业以

“龙头企业+基地+贫困户”模式，发展肉羊
肉驴养殖、沙漠旅游、沙产业等特色产业，
带动贫困户1159户2730人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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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7月17日 晴
今天上午一上班就接到了瑙干勃日格

嘎查曹莉红的电话，她告诉我李明昌家的
105 只羊全部中毒死亡。我一刻没敢耽误，
马上赶往李明昌家了解情况。

李明昌今年 78 岁，是嘎查的贫困户，家
里一共两口人。与小儿子种着 5亩地，生活
十分拮据。105 只羊是他家经济的主要来
源。7月15日，天气十分炎热，李明昌想给羊
群饮水。恰逢自来水因用水量太大而停水，
他只好从嘎查农田机井拉水饮羊。当时，水
渠水里已配有高浓度的尿素水准备浇田施
肥，由于李明昌不识字未能认识井边的警示
标语，致使 105只羊误饮了高浓度的尿素水
后全部死亡。整群羊的死亡，使这个原本生
活困难的家庭雪上加霜。

了解情况后，我一边安抚茫然失措的李
明昌，一边将情况上报吉兰泰镇政府，同时组
织嘎查“三委班子”、帮扶单位、帮扶责任人以
及部分党员群众召开动员会议，号召大家以捐
款、捐羊形式献爱心，帮助李明昌渡过难关。
众人拾柴火焰高，大家纷纷伸出了关爱之手，
当天就为李明昌捐了现金1100元、羊12只，解
决了李明昌的燃眉之急。李明昌老人眼含热
泪，一遍又一遍地说着：“谢谢！谢谢……”

经过这件事，我决心把嘎查自来水管理
问题解决好，让每户都能吃上自来水，确保
安全饮水。

2018年6月26日 晴
嘎查的自来水使用常年管理不严，农民

用水不收费，大部分农户用自来水浇菜园，
用水量严重超量，导致每年 6 至 9 月部分自
然村农户吃不上自来水，不得已只能从农田
机井拉水吃，群众意见比较大。

特别是去年李明昌家的105只羊全部中
毒死亡的事情，让我心里特别不是滋味儿，
更提醒工作队解决用水问题已经迫在眉
睫。考虑到冬季寒冷，不好施工，今年夏天
将自来水改造提上日程。

今天一大早，驻村工作队队员就来到嘎
查办公室，和嘎查“三委班子”成员以及农民
代表一起开会，研究自来水的统一管理和使
用办法。经过研究讨论决定，一是嘎查出资
每户安装水表，按用量收费，起步标准价每
吨 2 元，超过定量执行阶梯收费；二是考虑
到自来水管道老化、水位下降、供水量不足
问题，把嘎查附近养殖场的机井接到自来水
主管道上，给农户供水，确保全嘎查供水充
足；三是出台自来水管理办法，由专人负责
管理和维护。

会后，立即联系施工方，签订了《安装自
来水表施工协议》，要求第二天就开始施工，
15天后全面供水。

忙碌了一天，心里一直惦记的事情总算有
了着落。为了施工如期完工，明早还要跟施工
方入户做好协调工作，尽早兑现我的承诺。驻
村3年多了，很多地方的第一书记都进行了调
整，我却舍不得这个嘎查，离不开这里的农民。
作为牧民的孩子，我对农牧民的无助和痛苦深
有体会。要想当好第一书记，就得先当好农牧
民的“儿子”，把农村牧区当成自己的家，把农牧
民的事当自己的事去办。

【短评】

精准定位
推进产业扶贫
□刘宏章

产业不仅是发展的根基，也是脱贫的
重要依托，抓好了产业发展，就抓住了脱贫
攻坚的关键着力点。要想打好产业这张牌，
帮助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尽快摆脱贫困，需
要不断探索和创新扶贫模式。阿左旗立足
资源禀赋、发挥特色优势，从“输血式”扶贫
到“造血式”扶贫，因地制宜走出了一条特色
产业扶贫之路，让越来越多的贫困户实现稳
定脱贫。

产业扶贫，关键在于精准，难点也在于
精准。各个地方区位优势不同、资源禀赋
不同，群众的能力和习惯也不同，所以，推
进产业扶贫，需要在深度调研的基础上，合
理规划定位，宜农则农、宜养则养、宜牧则
牧、宜游则游，突出“特色”和“效益”两个关
键，精准确定特色产业与项目，坚持系统化
思维、多产业融合、全链条开发的思路，以
政策的跟进、能人的带动、公司的介入，创
建互利共赢的模式，努力实现村村有特色
产业、户户有增收项目、人人有脱贫门路。

阿左旗以产业扶贫项目为抓手，精准
定位、强力推进特色优势产业，通过“龙头企
业+基地+贫困户”“合作社+嘎查+贫困户”
等模式，大力发展沙漠旅游、肉羊肉牛养殖、
双峰驼养殖、沙产业等特色产业，实现了发
展到户扶贫产业、探索资产收益扶贫模式、
新型经营主体遍地开花的产业发展三步曲，
既增强了贫困群众致富能力，让他们尝到甜
头、看到变化、得到实惠，坚定了脱贫攻坚的
信心和决心，同时也为这些地方的长远发展
打下了基础、增添了后劲，可谓一举两得。

□本报记者 郭洪申 实习记者 胡建华

虽然干不了重活，但日常生活中，我
能喂喂鸡、饮饮羊、做做手工。我觉得人
穷不能志短，国家的扶贫政策再好，也不
能啥都指望政府扶、干部帮，自己也得加
把劲儿，争取早日脱贫。

我爱人会瓦工，每年都能跟着工程队
抓挠点钱，我家的生活条件原本在村里也
算数一数二的。2015年，一场突如其来的
疾病像魔鬼一样纠缠上我，家庭也被我拖
累得负债累累。我胸椎结核接受第一次
手术治疗，花了近13万元，换了三节人造

脊椎。可术后的我不要说干家务，就连最基
本的站立都做不到，只能卧床。不到半年时
间，我又接受了第二次手术。偏偏这一年，
我爱人因为多年从事瓦工活儿积劳成疾，腰
椎五节骨裂、继发性肺结核接连找上门来。
治病欠下债务的压力和无法靠手艺养家的
苦闷，让他对生活彻底失去了信心。两年时
间里，他终日酗酒，没了精神头。

在最为艰难的时候，党的好政策落到了
我们家。2015年，我家被识别为建档立卡
贫困户，全家三口都享受到了低保保障。包
联我们家的县委宣传部干部刘洪强、赵艳菊
一次又一次往我家跑，根据我们两口子都干
不了重活儿的实际情况，让我们享受每年

4500元的股金分红收益。还苦口婆心地
做我爱人的思想工作，让他重新振作，好
好过日子。在他们的协调下，我家还贷到
了1万元3年期无息贷款，用这笔贷款买
了8只羊。现在，我家的羊已经繁殖到了
26只。我和爱人商量，年底处理十几只，
咋也能收入七八千块钱。

党的扶贫政策，就像一只温暖的大
手，不但关键时刻能拉我们一把，还鼓励
我们别灰心。看着羊一天天长大、一天天
多起来，我们看到了生活的希望。我爱人
改掉了喝大酒、睡大觉的坏习惯，除了经
营好自家的地外，农闲时间还到县城打零
工，平均一天能挣170多元。

今年正月，47岁的我接受了胸椎第三次
手术。虽然没有痊愈，但总算一天天好起来
了，至少能够生活自理，屋里屋外干点轻巧
活。为了尽可能地增加收入，我今年还养了
53只小鸡。等上秋，笨鸡蛋、大公鸡都能出点
钱。最近，我还学会了粘钻石画，别人要一个
月才能粘完的一幅画，我不到半个月就做好
了，正等着厂家验货、回收呢。通过自己的双
手挣钱、贴补家用，我心里感觉特别踏实。

前后三次手术，共花去医药费33万元，
除去医保核销的8万多元，我家还有近20万
元的外债。但有党的扶贫政策，有自己的努
力，我们一家对未来充满了希望，日子肯定
会好起来的。

【集萃】

本报7月 18日讯 （记者 韩雪茹）
记者从自治区扶贫办获悉，7月13日至18
日，2018年发展中国家职业培训与劳动力
转移减贫研修班在赤峰市举办。来自10
个国家的 29 名相关代表参加本次研修
班。研修班由中国国际扶贫中心主办，旨
在加强我国与发展中国家的人力资源开发
合作，推动扶贫领域国际交流。我区协助
承担实地考察任务。研修班召开了交流
会，介绍了我区脱贫攻坚工作总体情况、扶
贫模式和经验做法，分享了在精准扶贫、精
准脱贫实践中的体会。还就资金使用管
理、扶贫政策、金融扶贫、旅游扶贫、深度贫
困地区界定、助学贷款发放政策等进行了
互动交流。研修班学员还针对职业技能培
训与劳动力就业转移开展了实地考察。

本报兴安 7月 18 日电 （见习记者
高敏娜）近日，由中央网信办网络新闻信息
传播局指导，自治区党委网信办主办的“脱
贫攻坚在行动 绿色发展看兴安”网络主题
活动启动仪式在兴安盟阿尔山市举行。由
中央和自治区主要网络媒体以及商业网站
组成的采访团通过深入走访阿尔山市、突
泉县、科右中旗的村镇和农牧民，用生动朴
实的群众语言、新颖灵动的传播方式，充分
展现我区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举措成效、
典型经验和感人故事，形成网上网下共同
参与脱贫攻坚的“同心圆”。

本报7月 18日讯 （记者 韩雪茹）
记者从自治区扶贫办获悉，“光明扶贫工
程”项目日前在我区启动。按照项目安排，
国务院扶贫办通过中国扶贫志愿服务促进
会，整合社会资金，对救治对象经基本医
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商业保险补充报
销之后的个人自付部分费用予以兜底解
决，实现免费救治。根据全国健康扶贫动
态管理系统中贫困白内障患者登记情况，
有计划地安排其就近到定点医院进行救
治。并对救治情况进行动态追踪和销号式
管理，实时更新管理系统数据信息，及时将
符合救治条件的贫困白内障患者纳入救治
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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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左旗奏响产业扶贫“三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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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家脱贫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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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户有产业
□文/图 本报记者 刘宏章

按照“六个精准”“五个一批”要求，阿左旗整合
项目资金，研究出台扶持政策，积极推进脱贫攻坚
工作。

该旗多措并举，重点工作扎实推进，全旗脱贫
攻坚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其中，产业扶贫成为该
旗亮点，在自选特色种养、入股分红、合作养殖、自
主养殖、贷款扶持等产业扶持的基础上，以“龙头企
业+基地+嘎查+贫困户”模式扶持发展养殖、沙漠
旅游、沙产业等特色产业，实现了户户有产业扶持、
家家年均稳定增收的目标。

杨永昌在整理牧家游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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