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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
语□韩雪茹

脱贫攻坚、增收富民，发展产业至
关重要。贫困地区的禀赋条件各有不
同，因此，产业扶贫要瞄准当地资源、
适应发展需求。很多贫困地区之所以
能够蹄疾步稳地摆脱贫困，不仅仅是

把政策、资源等精准地指向贫困户，更
重要的是让贫困户在产业发展中找到
自己的位置，进而分享产业发展红利。

化德县以山地、丘陵为主，干旱少
雨，无霜期短，发展农牧业的“瓶颈”一
直存在。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该县
瞄准市场空当发展羊驼绒絮片服装产
业。如今，“地上没草、地下没宝”的化

德县已经成为全国驼羊绒棉裤最大的
生产基地和产品输出地。2017 年，该
县敏锐地“嗅出”植根于这片土地上的
特色与优势，因地制宜组建脱贫车
间，把原本集中在县城的生产车间搬
到农村，贫困户打工不再背井离乡，实
现了家门口就业、家门口脱贫。

为了深耕产业，让企业深度参与脱

贫攻坚，化德县对全县服装企业进行遴
选，选择了一批规模大、运营状况好、有
责任有担当的企业入驻。村委会作为
投资主体，利用闲置的集体活动场所为
脱贫车间提供厂房等基础设施，政府还
为每个脱贫车间投资15万元作为启动
资金，实施一定期限内减免租金、补贴
水电费等优惠政策。这些切实有效的

措施让企业吃了“定心丸”，更加积极地
参与到脱贫攻坚中来。

车间驻村、居家就业、群众脱贫、
集体增收的脱贫新路，既用好了企业

“特长”，又实现了贫困人口就业增收，
让贫困户无资金、无技术、无门路，外
出就业意愿不强等问题迎刃而解，实
现了多方共赢。

让贫困户分享产业红利

◎直播Live·ZHIBOLIVE ◎新作为·XINZUOWEI

□本报记者 韩雪茹 实习生 韩婧

8月 24日，记者走进乌兰察布市
化德县服装创业园区，一派繁忙的景
象呈现在眼前。为了赶制各自的订
单，园区内9家企业马力全开，车间内
随处可见争分夺秒干活儿的机工与堆
积如山的棉服。

在蒙驼王驼绒服饰有限公司的生
产车间里，缝纫机发出的“嗡嗡”声此
起彼伏，20多位工人正在埋头走线。
经过打板、裁剪、码边、缝制、质检、打
包等程序，一条条厚实柔软的驼绒棉
裤在生产线上“新鲜出炉”。“创业园为
我们提供了在家门口就业的机会。我
的工作是铺布，活儿不累，离家近，每
天还能拿到近100元工资。有了稳定
收入，不愁脱不了贫！”正在车间工作
的建档立卡贫困户李德奎放下手头的

活儿，和记者聊了起来。
“公司在2012年注册了‘蒙驼王’

商标，现拥有现代化厂房 3000 平方
米，专用设备130多台，年生产羊驼绒
絮片服装60万件，销售收入达2430万
元，并拥有一项专利技术。还建立起
全国统一的品牌代理销售网络，实现
了销售市场网络化管理。”蒙驼王驼绒
服饰有限公司总经理张粉云说。张粉
云从事服装行业已经30多年了，从最
初拉着村里16个姐妹开起的小作坊，
到现在总资产达1740万元的大企业，

她亲身经历并见证了化德县服装产业
的发展。

化德县服装产业起步于上世纪80
年代，发展之初就瞄准市场空当，开发
了性能良好、建立在独特资源优势上
的产品，其填充物羊驼毛绒絮片，具有
轻柔、防潮、保暖、绿色环保、可整体洗
涤等特点，不仅在北方有广阔的市场，
而且因其能在潮湿的环境中保持干
燥，也备受南方消费者青睐。30多年
来，该县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
任干，坚持“放水养鱼、藏富于民”的思

路，不断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减免企业
税费、技工培训费，助力企业发展壮
大。2013年，化德县以“产业集中、要
素集聚、产品提质、品牌提升”为目标，
致力打造中国北方最大的羊驼绒服装
生产加工输出基地，规划了总投资达
20亿元，占地3平方公里的服装创业
园区。

目前，该县羊驼绒产品已经形成6
大系列、200多个品种、600多个规格，
絮片加工、原辅料供应、服装加工、物
流配送的产业链条初步形成，销售网

络遍布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并出
口俄罗斯、蒙古等国家。全县服装企
业达到320家，年生产能力2600万件，
产值20多亿元，提供就业岗位3万多
个，形成“小规模、大群体，小生产、大
协作，小企业、大就业”的格局，成为富
民兴县的支柱产业。

在朝阳镇赛不冷村，一间利用闲
置戏台改造的制衣车间十分显眼。去
年，天之晨服装厂在这里落户，建成
了该村的脱贫车间，每天有20多名当
地村民在这儿上班。今年 47岁的常
海霞一边在脱贫车间打工，一边照顾
着家里300多亩地的农活儿。“脱贫车
间就在我的家门口！种地打工两不
误，还有了两份收入。”常海霞笑呵呵
地说。

2017年，化德县以实施“百企进百
村”脱贫攻坚为契机，依托服装这一县
域劳动密集型主导产业，推动服装龙

头企业下农村，建立村级服装加工厂，
组建脱贫车间。服装创业园区管委会
主任丁凤威告诉记者，脱贫车间由政
府统一规划，选择在人口相对集中、交
通条件较好的中心村进行布局，并为
每个车间投资15万元作为启动资金。
同时，村委会作为投资主体，利用闲置
的集体活动场所为车间提供厂房等基
础设施，设备和厂房作为村集体资产
入股。脱贫车间建成后，所有权归村
集体，年底由村委会和企业按股份比
例分红。

脱贫车间的建设，有效地解决了
贫困群众就业难、企业用工难、村集体
经济薄弱等难题，实现了村集体有收
入、贫困群众能就业、企业获效益的多
方共赢。目前，该县投资1100万元，
在6个乡镇建设脱贫车间28个，占行
政村总数的32%，解决就业1035人，
其中贫困人口828人。

“脱贫车间就在我的家门口！”
小康故事

□本报记者 张慧玲

清凉的秋风吹过，通辽市科尔沁
区工业园区南区内，芦苇、菖蒲等水
生植物迎风摇曳。这是科尔沁区水
资源综合利用及人工湿地生态一体
化项目现场，这些水生植物是6月下
旬工人们在潜流湿地和表流湿地铺
设的。

“水中的有机物在自然分解时，
会消耗水中的溶解氧。如果溶解氧
被消耗殆尽，水里的厌氧菌就会投入
工作，从而导致水体发臭和环境恶
化。这些水生植物能除掉水里的一
些COD（化学需氧量），经过深度处

理车间处理后，能达到企业用水标
准。”通辽市东立环境治理有限责任
公司总经理郑涛介绍说，“现在，
COD指标逐年下降，说明我们身边
的水正变得越来越清澈。”

科尔沁区水资源综合利用及人
工湿地生态一体化项目是通辽市重
点打造的中水回用项目。该项目建
成后，将对以往直接排入地下的工业
废水进行中水回用，既节省水资源，
又保护水资源生态环境。随着科尔
沁工业园区入驻企业的不断增加，园
区每天的用水量达到3万吨。虽然污
水处理厂能做到废水达标排放，但由
于技术更新缓慢、监管存在漏洞，排
出的废水还达不到工业用水标准，不

能循环利用。通辽市属于水资源匮
乏区，为解决园区水资源浪费严重问
题，让“死水”变“活水”，该区启动实施
了占地946亩、总投资1.65亿元的水
资源综合利用及人工湿地生态一体
化项目，除了将污水处理厂交给专业
团队运营外，还建设了日处理污水5
万吨的中水厂、人工湿地以及景观
湖，目前总体工程已经完成85%。

“按照流程设计，从污水处理厂
排出的5万吨工业废水经过潜流湿
地、表流湿地、人工景观湖三重过滤
后到达中水厂，中水厂再将这些废水
转化成1.5万吨高标准脱盐纯水、1
万吨冷却循环水，再分别以每吨3.5
元、1.8元的价格回售给园区的企业，

剩余的5千吨中水可为周边的农林
用水提供水源，最终实现‘水利、水生
态、水景观’三位一体水环境综合治
理。”郑涛说。

据悉，水资源综合利用及人工湿
地生态一体化项目将于今年9月竣工
并投入运营。届时，通过人工湿地等
生态处理技术将污水处理厂的一级出
水处理成为地表水四类水。该项目人
工湿地水质净化工程建成后，可将污
水直接资源化，用于解决生态用水。
同时，大量淡水的引入将大大改善周
边生态环境，调节当地小气候。处理
后的中水回售给企业，降低了企业运
营成本。而项目配套建设的湿地公
园，又是人们休闲玩赏的好去处。

身边的水越来越清澈

本报8月27日讯 （记者 张
慧玲）记者从自治区水利厅获悉，8
月底前，我区将建立自治区、盟市、
旗县、苏木乡镇四级湖长体系。并
通过建立“一湖一档”，严格考核问
责，实行湖泊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
身追究制。根据计划，9月底前将
在政府网站或主要媒体公布湖长名
单，设立湖长公示牌。12月底前，
全面完成所有湖泊分布、面积、水
量、水质、调蓄能力等数据资料录
入，实现“一湖一档”，对造成湖泊面
积萎缩、水体恶化、生态功能退化等
生态环境损害的，严格追究相关单
位和人员责任。

本报锡林郭勒 8 月 27 日电
（记者 张慧玲）今年7月，锡林郭
勒盟出现多次有效降水天气，为牧
草生长提供了有利条件，该盟从8月
20日到25日开始打贮草。据了解，
本次打草将严格按照草原法规定作
业，严禁掠夺式生产，留茬高度6厘
米，植被盖度在30%以下、草群平均
高度在15厘米以下、干草产量每亩
在30公斤以下的草场禁止打草。今
年，该盟打草面积2520万亩，比去
年增加 620 万亩；预计打草总量
13.62亿吨，比去年增加5亿吨。

◎消息树·XIAOXISHU

□本报记者 韩雪茹

大雨过后，清风徐来。赤峰市克什克腾旗经棚镇
呼必图村的2500亩林果经济林迎风摇曳，更显翠绿。

此时，村民郑文廷正在林地里照看果树。“我的
工作是给果树除草、整理树坑，每天有120元工资，
而且还不耽误自家的活计。”郑文廷说，和村里乡亲
们一样，他家往年就是种些玉米，赶上年景不好收
入就没了保障。去年他把家里的12亩土地都流转
给村集体企业弘途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不仅一
次性拿到了9年1.5万元的土地租金，还能在公司
打工，4个多月就挣了2万多元。

呼必图村紧邻丹锡高速公路，有着优越的交通
运输条件。2017年，镇党委、政府经过多方考察和
充分调研，为该村量身打造了围绕乡村旅游发展田
园综合体项目，还成立村集体企业弘途农业发展有
限责任公司负责项目实施。

据村党支部书记刘国栋介绍，该项目分3期开发
建设，总投资近亿元。去年田园综合体园区一期完成
2500亩林果经济沟及80个日光温室棚体骨架建设，
种植粮食作物1500亩、油菜花景观田1000亩。

林果经济林是田园综合体园区的一部分，包括
350亩果树园和1500亩嫁接扁杏，由弘途农业发展
有限责任公司统一栽种、统一管理。下一步，该村还
要围绕花田观光、林果采摘、农耕农俗体验及农家乐
等生态旅游产业，全力打造“乡村旅游+”发展模式。

“只是换个法子种地，可比以前靠天吃饭强多
了。还能在自家门口打工，租金领了一笔，工资还
能月月领，咱也成‘双薪’一族了，奔小康肯定没问
题！”郑文廷信心满满地说。

换个法子种地

本报8月27日讯 （记者 李
晗）记者从自治区供销合作社获悉，
近年来，锡盟供销合作社充分发挥
系统内各类资源优势，多种模式助
力精准脱贫攻坚，取得了积极成效。

精准脱贫攻坚，产业扶贫是关
键。太仆寺旗供销合作社盘活闲置
资产，帮助村集体和贫困户增强自身
造血功能。田园种植合作社引导贫
困户以土地流转方式入股，大力发展
规模化种植。目前，共流转马铃薯种
植园区土地5500亩，带动村民人均
增收2000元。陆强奶牛合作社积
极引导村民入社，与龙头企业签订
销售订单，形成“产+销”模式，帮助
扶贫村建设规模化养殖基地。锡盟
供销合作社还帮助太仆寺旗幸福乡
踊跃村申报农业综合开发供销总社
新型合作示范项目1个，落实中央财
政专项资金70万元。依托项目资金
扶持，踊跃村建成900平方米标准
化奶牛养殖棚舍2栋、280立方米青
贮窖1座以及兽医室、配种室及消毒
室等，为产业扶贫夯实了基础。

西乌旗供销合作社帮助嘎查党
支部提高信息化程度，通过与当地
联通部门沟通，争取到“村村通”宽
带项目，嘎查党支部办公场所现已
开通远程教育。西乌旗供销合作社
还多次与旗财政部门联系，争取到
长25公里的“一事一议”砂石路项
目，目前80%的牧户享受到了道路
畅通带来的便利。

锡盟供销合作社
多种模式助力脱贫攻坚

□本报记者 李文明 摄影报道

8月27日，呼伦贝尔市陈巴尔虎旗巴音温
都尔苏木巴音宝力格嘎查牧民斯乐格尔开始
在草场打草。

斯乐格尔家有5600亩草场，今年他又从
嘎查牧民手中流转了3万亩草场。由于雨水充
足，斯乐格尔一家养了600只羊、120头牛、80
多匹马。“今年牧草长势旺盛，平均每3亩草场
就能打一捆500斤的牧草。我打算把2万亩草
场用来打草，除了满足牲畜越冬度春的需要，

还能卖掉2000多捆增加收入。”斯乐格尔说。
今年牛羊价格有所回升，斯乐格尔准备打

草结束就着手牛羊出栏，预计这个牧业年度纯
收入能达到40万元左右。据悉，呼伦贝尔市
牧业4旗的打草工作8月20日拉开帷幕，牧民
们已经开始紧锣密鼓地收割储备牧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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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丽

“沟心召村的历史上，就没有出现过‘村集体经
济’这几个字眼儿，更别说10万元这么多了，这可
是能载入村史的大事啊！”看着养殖场账本上的数
字，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树林召镇沟心召村党支部
书记赵刚难掩激动。

2014年9月，由鄂尔多斯市地方税务局副局长
蔺杰担任工作队队长兼第一书记的驻村工作队入
驻沟心召村。先是多方筹措，建成占地面积1200
平方米的村委会大院，又根据实际需求为村里打了
13眼深井，并为石匠壕、李油房两个社安装了自来
水，解决了580名常住人口的用水问题。

增收致富，怎能少了产业带动？村里的基础设
施改善后，蔺杰琢磨起了发展产业的门道。蔺杰和
队员们摸村情、查症结、找穷根，在深入调查研究的
基础上，看中了前景不错的特色养殖。去年，工作
队协调资金 80多万元，建成了可容纳 200头猪、
5000只鸡的养殖场，鄂尔多斯市地方税务局还为
村里免费提供了88头猪崽和200只鸡苗。

“猪已经卖出去70头了，只剩十几头没有卖，鸡
已经全部卖了。”赵刚说，猪出栏时，恰巧赶上市场行
情不好，多亏蔺杰在准格尔旗、伊金霍洛旗、鄂托克旗
等周边旗县奔走推销，才打开了生猪销售市场。就这
样，沟心召村有了第一笔10万元的村集体经济收入。

这几天，村里采购的第二批60头猪、600只鸡
已经到位，接下来还要再建2栋猪圈，进行扩大再
生产。“从今往后，村里要以养殖场作为村集体经济
的载体，收益将用于贫困户的入股分红以及沟心召
村公益事业和长远发展。”蔺杰说。

村里有了集体经济

■〖生态·长镜头〗CHANGJINGT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