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 7 月 10 日 雨

7 月的蘑菇滩村，阴雨连绵。上午淅
淅沥沥下起了小雨，我坐在村委会办公
室，心里忐忑不安。二社居住着的王秀英
和她的儿子杨建军是典型的老弱病残户，
王秀英已经 75 岁，杨建军下肢瘫痪，是二
级残疾，他们住的是上世纪 70 年代盖的
砖木结构房屋。会不会漏雨呢？想到这
里，我匆匆去超市买了一块雨布和 20 条
袋子，冒雨赶往王秀英家。

雨越下越大，刚走到王秀英家大门
口，就看到院子里全都是水。看我来到她
家，王秀英十分意外，握着我的手说：“下
这么大的雨，你来干什么？出什么事了？”
我笑着说：“别担心，没啥事，来看看你家
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没。”

我四周查看了一遍，还好，上次处理
过的房顶没有漏雨。接着，我叫上其他几
名驻村队员，给院子排水、挡沙袋。冒着
大雨，历经两个小时，我们基本排除了院
子里积水带来的隐患。王秀英早已准备
好了热茶，她激动地对我说：“这些年你把
蘑菇滩村民当亲人一样照顾，我们心里暖
着呢。你自己也一定要注意身体啊。”听
了这话，我感到十分欣慰。

作为一名党员、一名扶贫干部，群众
温暖的言语不仅是动力，更是责任。欲问
秋果何所累，自有春风雨潇潇。通过我们
不懈的努力，蘑茹滩村定会战胜眼前的困
难，实现村美人富。

2018 年 8 月 2 日 晴

2015 年 9 月，接到下派任务的我满怀
憧憬，期待在农村的广阔舞台上大干一
场。然而在走马上任的第一天，村民的一
句话将我的热情瞬间泼灭：一个县城来的
女娃娃，还当第一书记，看她那小胳膊小
腿的，在农村能顶啥用？在蘑菇滩村乡亲
们质疑的眼神中，我硬着头皮走进村委
会。坐在办公桌前，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
静。那一刻我才知道，驻村工作不是光喊
口号，而是需要我们认认真真地做、实实
在在地干。

如今，蘑菇滩村重点打造的“丁香蘑
菇”、生猪养殖、饲料加工等特色产业已经
见到了实效。玉米种子试验田面积达到
500 余亩，新打井 113 眼，新建水塔 1 处，3
处人畜分离集中养殖区也基本交付使用，
新建的 2 处农产品晾晒场和烘干厂已经
完工，村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得到很大改
善。新建的公共侧所、办公楼、村民食堂、
医务室大大方便了群众的生活。

驻村工作是平凡的，但看到村民脸上
的笑容，听到他们的一声声感谢和问候，
我觉得我做的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对我
而言，驻村经历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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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村经历是一笔宝贵财富

◎刘珍梅

（鄂尔多斯市乌审旗苏力德苏木蘑菇滩村第一书记

）

（本报记者

韩雪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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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评】

产业旺则乡村兴
□王玉琢

产业旺则乡村兴。没有产业的发展，
就没有农村牧区生产力的进步，就没有农
牧民稳定持久的富裕，也就没有农村牧区
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各个地方的实际情况千差万别。适
合发展什么样的产业，不仅要看当地具备
什么样的资源禀赋，还要充分考虑那里经
济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政府部门要坚
持市场导向，因地制宜，选准特色。乌审
旗无定河镇王窑湾村依托区位、资源、环
境优势，全面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大力调
整产业结构，将地方优势转变为市场优
势、经济优势，不仅使 34 户贫困户全部脱
贫，还实现了村美人富。

培育产业非一日之功，需要三五年甚
至更长时间，这需要耐得住寂寞，下足绣花
功夫。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王窑湾村抓
住了乡村振兴谁来发展、怎么发展的核心，
依靠新型农牧业经营主体带动产业发展。
产业扶持、项目投资、技能培训等诸多利好
政策，让很多有思想、有头脑、敢想敢干的
新型职业农民、种养大户脱颖而出，并且示
范带动其他村民主动发展、积极发展，规模
化特色种养成为这里一道亮丽的风景。

□本报记者 韩雪茹

去年，我在《农户退出建档立卡贫困
户登记申请书》上签了字，这意味着我家
正式脱贫了。听到我主动申请退出贫困
户消息，乡亲们都竖起了大拇指。其实我
的 想 法 很 简 单 ，劳 动 最 光 荣 ，脱 贫 靠 自
己。政府已经帮我们很多了，脱贫不仅要
靠政策扶持，还得靠自己努力。

你听，我家院子里的牛“哞——哞——”
地叫，该给它们添草料了。把干草均匀
地撒在木槽里，看着卧在棚舍里的反刍
母牛和跑来跑去撒欢儿的牛犊，我这心

里有说不出的满足。托精准扶贫政策的
福，我凭借自己的双手和一股不服输的劲
头摆脱了贫困。看着现在红红火火的日
子，再想想从前困窘的生活，真是一个天
上一个地下。

我今年 57 岁，患有糖尿病综合症，我
的妻子桂兰患有颈椎病和腰间盘突出，我
们老两口每年的医药费是一笔非常大的开
销。地里收成不好的时候就会入不敷出，
一家人的生活捉襟见肘。2015 年，我家被
识别为建档立卡贫困户，随之而来的一项
项帮扶举措如及时雨般落实到我家，我看
到了脱贫的希望。结合我家的实际情况，
驻村工作队帮我申请了产业扶持项目，我

家得到 3 头扶贫牛，加上原来的 5 头牛，
养牛的规模扩大了，我一下子有了干劲
儿。喂食、防病、接产⋯⋯每一个环节都
小心仔细。我和妻子每天早上 5 点钟就
起床为牛调制食料，妻子整天钻在牛棚
中打扫卫生、消毒。

在养殖过程中，我观察每头牛的饮
食规律，总结驱虫健胃的经验，给每头牛
确定了适宜个体状况的精饲料供给量和
饲料配方。随着养牛经验的不断丰富，
我意识到，要想在养牛这方面做大文章，
必须掌握科学的养殖技术。为此，我经
常向周围的乡亲们学习，还通过上网了
解先进的养殖技术。功夫不负有心人，

在我和妻子的精心饲养下，短短一年多时
间，我家的年收入就达到 2 万余元。现在，
牛圈里的小牤牛已经喂养到 600 多斤了，
马上就可以出栏，光这头牛犊就能卖 8000
多元，2 头基础母牛年底还可再繁殖 2 头牛
犊。

除了养牛，种植水稻也让我受益不少。
去年，旗政府引进了沙漠水稻项目，我家趁
着这个好机会种了 10 亩水稻。种水稻的收
入出乎意料地好，一年下来，水稻收入竟然
达到了 1 万元，比传统种植强多了。乡亲们
说我悟性好，实际上是旗里“积极向上，勤劳
致富”的宣传和引导让我开了窍，幸福生活
要靠自己去创造！

【集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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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科技种菜养羊，34户贫困户全部脱贫——

王窑湾人富村美
【脱贫·全纪录】

【我奋斗·我脱贫】

幸福生活要靠自己去创造
◎讲述者：通辽市库伦旗额勒顺镇泊白嘎查巴特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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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蔬菜大棚。

□文/图 本报记者 王玉琢

近年来，鄂尔多斯市乌审旗无定河镇抓住
产业扶贫这个“牛鼻子”，按照“一村一品、一乡
一业”的思路，结合实际，体现特色，发展辣椒、
西红柿、紫甘蓝等蔬菜种植，将王窑湾村及其
邻近的萨拉乌苏村、红进滩村确定为优质农副
产品流通贸易区，激发这里的发展活力和潜
力，智能蔬菜大棚里的各种蔬菜成为村民增收
致富的新亮点。

与此同时，现代农牧业技术项目和新型职
业农牧民培育在王窑湾村风生水起，这个曾经
没有集体经济收入的“空壳村”一跃成为拥有
500 万元固定资产、村集体年收入达到 10 万元
的富裕村，也使该村 34 户 91 名贫困人口全部
实现稳定脱贫。如今，该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
2014年的1万元增加到2017年的1.8万元。

“空壳村”变了

采 摘
青椒。

把辣椒送往代销点。

本报 9 月 19 日讯 （记者 韩雪茹）
记者从自治区扶贫办获悉，日前，《内蒙古
自治区建档立卡贫困慢病患者家庭医生签
约服务工作方案》印发，明确 2018 年至
2020年，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实现家庭医生
签约服务应签尽签，重点加强对已签约贫
困人口中高血压、糖尿病、结核病、严重精
神障碍等慢病患者的规范管理与健康服
务。家庭医生团队要依据协议约定，签约
一人，履约一人，做实一人，为签约贫困人
口规范提供基本医疗、公共卫生等服务。

本报 9 月 19 日讯 （记者 韩雪茹）
记者从自治区扶贫办获悉，我区找准社会
救助制度与脱贫攻坚政策衔接的切入点和
结合点，细化工作措施，加大资金投入，有
效发挥社会救助在脱贫攻坚中的兜底保障
作用。截至 6 月底，全区享受低保政策的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达 16.35 万人，占建档
立卡贫困人口总数的 43.28%。同时，进一
步加大对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和
俄罗斯族“四少”民族低保对象的资金补助
力度，每年为呼伦贝尔市增拨低保资金
130 万元，重点用于提高“四少”民族等人
口较少民族低保对象的补助水平。2017
年以来，累计安排资金 1.87 亿元用于提高
边境旗县低保对象和享受低保政策的建档
立卡贫困人口的救助水平。

本报 9 月 19 日讯 （记者 韩雪茹
实习生 席晓倩）记者从自治区扶贫办

获悉，近日，我区出台林业扶贫三年规划，
提出到 2020 年完成贫困地区林业生态建
设任务1500万亩。三北防护林、京津风沙
源治理、天然林资源保护、退耕还林 4项林
业重点工程任务总量的 70%重点向贫困
地区倾斜；为贫困人口提供生态护林员岗
位 8000 个以上，年人均补助 1 万元；每年
落实贫困地区公益林中央补偿资金 15 亿
元、自治区补偿资金1000万元以上。同时
加大林业科研成果和林农适用技术推广力
度，提升生态建设和林业产业的科技含量。

本报 9 月 19 日讯 （记者 韩雪茹）
记者从自治区扶贫办获悉，日前，我区出台

《关于推进深度贫困地区民政领域脱贫攻
坚工作的实施意见》，明确要加强农村牧区
低保制度与扶贫开发政策有效衔接，加大
临时救助、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力度，落实残
疾人福利保障政策，做好农村牧区留守儿
童、妇女和老年人关爱保护工作。同时，鼓
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深度贫困地区脱贫
攻坚，加强深度贫困地区基层政权和社区
建设，以推进深度贫困地区民政领域脱贫
攻坚。

□本报记者 王玉琢

走进鄂尔多斯市乌审旗无定河镇王窑
湾村，就像走进一个大花园。整洁干净的
村路、崭新宽敞的院落、红顶黄墙的砖瓦房
掩映在绿树红花中，让人心旷神怡。

村民朱志元和妻子正在自家的蔬菜大
棚 里 忙 碌 着 ，红 红 绿 绿 的 辣 椒 堆 成 了 小
山。朱志元一边往尼龙袋里装刚摘下来的
辣椒，一边高兴地对记者说：“今年蔬菜价
格 好 ，我 种 了 4 亩 辣 椒 ，每 亩 收 入 1.5 万
元。第一茬只有 5 个月种植周期，收入 6 万
多元。辣椒下架后，我又种上了第二茬蔬
菜。大棚菜打的是季节差，时间就是金钱
啊！”

指着眼前一片绿油油的菜苗，朱志元

说：“这是紫橄榄，那边还有香菜、小油菜
等，预计元旦之前上市。按现在的行情，少
说也能收入 5 万多元。我还种着 30 亩玉米
地，养着几十只羊，每年的收入能有 20 万
元左右，日子过得不错！”

提高村民收入、加快转型发展，是王窑
湾村党员干部日日奔忙的主题。村党支部
书记朱志中说：“咱村有 34 户贫困户，现在
已经全部脱贫。过去村民们打麻将喝酒，
现在家家户户盯市场，村民们忙着奔小康，
真的是村美人富。”

王窑湾村地处无定河镇西南部，是自
治区最南的村子。距离陕西省靖边县城只
有 6.8 公里，有着 20 多万人的消费群体。
2014 年以来，乌审旗、无定河镇两级党委、
政府依托区位优势，及时调整产业结构，大
力推广土壤改良，发展优质高效蔬菜种植、

优良牧草种植和膜下滴灌、水肥一体等先
进技术，筹措资金建设智能蔬菜大棚、育苗
中心、专家工作站、农产品冷链物流中心、
农产品质量监测站等，加快培育现代农牧
业产业体系、生态体系、经营体系，全村上
下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截至目前，该
村已经建成塑料大棚 430 栋、蔬菜小拱棚
500 个、日光温室 8 栋、育苗中心 1 处，成立
了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优先发展辣椒、
圆椒、西瓜、马铃薯等经济作物，赢得了市
场，村民们获得了很好的收益。

来到村民朱志轩家，200 多平方米的房
子窗明几净、亮亮堂堂。院里，诱人的葡萄
挂满枝头，红艳艳的芍药花争相开放。说起
现在的生活，近 70 岁的朱志轩高兴地说：

“我种了一辈子地，没见过现在这么好的行
情。这几年，村里引导村民进行产业结构调

整，家家户户建起了蔬菜大棚，还为我们这
些‘新菜农’提供育种、技术指导及销售一条
龙服务。我们尝到了种菜的甜头，赚了钱。
说出来你都不相信，我的收入翻了 10 倍！
今年我种了 3 亩大棚，1 亩西红柿收入 1 万
多元，2亩辣椒收入 3万多元，还养着 100多
只羊，年收入达到15万元。”

乌审旗无定河镇人大主席王凤龙说：
“现在村民们发愁的不是菜卖不出去，而是
种不出来，真是供不应求呀。”客户直接上
门收购，村民在家门口就把菜卖了。由于
品质好，王窑湾的蔬菜很快就出名了，销往
全国各地。

这几天，徐军忙得不可开交。一大早，
他就收购菜农的蔬菜，再盯着一箱箱蔬菜
装上大货车，发往各地。徐军指着正在装
袋的辣椒说：“这车菜要发往山西运城。这

几天的价格是七八角一斤，好的时候达到
1.4 元。我搞销售多年了，感觉必须及时了
解市场，掌握需求信息，才能让消费者满
意，菜农也才能卖上好价。”

如今，王窑湾村村民已经告别了种几
亩薄田、打一份小工，勉强糊口度日的生活
状态。曾经的贫困户已实现脱贫，生活过
得越来越好。截至 2017 年底，王窑湾全村
累计实施节水灌溉项目 1.9 万亩，建成小果
园 162 处；培育年出栏 500 头以上生猪规
模养殖大户 6 户、生猪养殖专业合作社 1
家、存栏 200 只以上肉羊养殖大户 30 户、
肉羊养殖专业合作社 1 家，培育蔬菜种植
专业合作社 1 家、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1
家。在全旗率先成立了王窑湾乡村旅游专
业合作社，被认定为自治区休闲农业与乡
村旅游示范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