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是一片红色的土地，72年前，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
政权从这里起步，铸就了乌兰浩特市光
芒万丈的革命精神。

脱贫攻坚是新时代红城人民向着
贫困宣战的冲锋，英雄人民的后代不忘
初心，不止步、不懈怠，继续在贫困地
区脱贫致富奔小康中作示范、带好头，
迈出了脱贫攻坚巩固提升的新步伐。

2018年 7月 27日，是一个值得红
城人民铭记的日子，这一天，乌兰浩特
市在兴安盟率先退出贫困旗县行列。

从2015年到2018年，乌兰浩特市
贫困发生率由 6.6%下降到 0.47%；全
市建档立卡贫困户 2547 户、5213 人，
已脱贫 2137 户、4227 人，未脱贫 131
户 365 人，稳定脱贫 279 户、621 人。
2018 年末，脱贫人口人均收入达到
9515 元，同比增长 22%，31个重点贫
困嘎查村全部实现脱贫出列……一组
组跳跃的数据，就是乌兰浩特市脱贫攻
坚最靓丽的成绩单。

脱贫摘帽只是新起点。穿越承载
荣光与热血的时空，在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之际，这片红色土地上的人民正向
着全面小康和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美好
图景，发起新的冲刺。

打赢脱贫攻坚战打赢脱贫攻坚战 奏响乡村振兴曲奏响乡村振兴曲
——乌兰浩特市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融合推进工作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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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几日的和煦阳光和持续攀升的气
温，让贫困户王锁柱大棚里的桃花如期开放
了。3月2日，来到位于乌兰浩特市葛根庙
镇设施农业园区内王锁柱家的温室大棚里，
只见大棚里整齐排列的桃树生机勃勃，新绿
葱茏；一簇簇桃花灼灼绽放，浓香沁脾。

“现在是花期管理最关键时期，一年收
入高不高，就看近期管理了。另一棚的黄瓜
也到了生长关键期，需要随时注意棚内的温
度和湿度，我每天6点多就起来打理果树，一
直要忙到晚上9点。”人勤春来早，奋斗正当
时，陆续盛开的桃花与王锁柱的笑脸交相映
衬，对他来说，这喜人的景象预示得不仅仅
是果品丰收，还有一家人对新一年的期盼和
对美好生活的憧憬。

王锁柱曾经是葛根庙镇胡格吉勒嘎查
一个典型的贫困户，由于家中田地稀少，生
产资源严重不足。乌兰浩特市为贫困户提
供的脱贫产业菜单，让这个家庭发生了根本
改变。“看了市里提供的产业扶持菜单，我和
老伴儿商量了一下，决定移民搬迁到园区里
种植温室大棚。”王锁柱说。

一年勤奋劳作，到年底，老两口一算账，
家里收入比过去翻了几番，尝到甜头的王锁
柱和老伴今年又一起承包了4座温室大棚种
植辣椒、茄子和黄瓜。每个棚两茬果、一茬
叶菜循环种植，预计今年能收入5万元。

王锁柱口中提到的菜单，就是乌兰浩特

市根据农村贫困现状、建档立卡贫困户实际
需要和贫困人口宜居环境、适宜发展产业、
适用技术需要等情况，创新实施的菜单式扶
贫方式。菜单里列出了易地扶贫搬迁、脱贫
产业发展、适用能力培训共 3大项、55道

“菜”，提供给建档立卡贫困户自愿选择，采
取贫困户先建后补、政府买单的方法，确保
脱贫攻坚措施精准到人。

对于没有生产能力的贫困户，乌兰浩特
市采取了与农牧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联结、与
合作社联结、与养殖大户联结等方式，探索
开展了资产收益扶贫模式，鼓励贫困户利用
产业扶贫补助资金投资入股，让完全丧失劳
动能力、不能参与生产、创收活动的贫困户
和劳动能力有限、只能从事轻体力劳动的贫
困户有了稳定的收入来源。

“年前那会儿花销大，领取的3000元分
红，让我们娘俩过了个红红火火的年。”无资
金、无技术、无劳动能力，是杨景华家面临的
实际状况。今年65岁的乌兰哈达镇腰乐嘎
查贫困户杨景华，在菜单里选择了资产收益
这道“菜”，从2016年开始，她将贫困户每人
1.5万元产业补助资金投放到内蒙古蒙犇畜
牧有限责任公司，每年企业按照10%—15%
的比例进行保底分红，她们娘俩每年都能拿
到3000元分红。

除了这项收入，杨景华还把家里的7亩
水田承包了出去，加上女儿在外打工的收

入，去年杨景华家人均收入达到了 12906
元。“年年都能分红，心里就踏实了，这些钱
对我们家里帮助很大，让我们感受到了温
暖。我要把这钱用在刀刃上，把自己的生活
过好。”杨景华满脸笑意地说。

如今，通过菜单式扶贫，乌兰浩特市建
档立卡贫困人口实现了产业发展全覆盖，住
房安全全保障，兜底保障措施应享尽享。让
贫困户发展自己想发展的脱贫产业，住进自
己想居住的安全住房，学习自己想学习的培
训课程，把选择权交给贫困户，也就使贫困
户不得不参与到脱贫攻坚工作中来，从中获
得认知感，从要我脱贫转变为我要脱贫，在
脱贫攻坚启动之初便激发了贫困户参与脱
贫攻坚工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今年我们要在产业扶贫上持续发力，实
施到户产业发展项目10个，巩固原有到户产
业基础。聘请种养殖技术指导人员17名，长
期入户指导贫困户产业发展技术，提高贫困
户产业发展能力。引导经营主体通过土地、
资金、劳力入股等方式带动贫困户发展，鼓励
劳动力较弱的贫困户发展家禽等传统产业。”
自治区驻乌兰浩特市脱贫攻坚工作总队队
长、乌兰浩特市委副书记苏元龙说，今年持续
深化菜单式扶贫模式，继续实施扶贫产业后
续服务保证项目，落实新识别贫困户产业发
展帮扶措施，加强对现有脱贫产业的后续扶
持、服务和监管，不断巩固提高脱贫成果。

5555道道““菜菜””让脱贫稳得住让脱贫稳得住

““双扶双长双扶双长””激发内生动力激发内生动力
人无志不立，贫无志难脱，有什么样的精

气神，就有什么样的价值追求。为帮助贫困
群众树立脱贫信心，激发脱贫斗志，在菜单式
扶贫激发贫困户参与脱贫攻坚动力的基础
上，乌兰浩特市通过探索实施扶志长志气、扶
智长本领“双扶双长”工作，引领贫困群众在
脱贫路上唱主角。

在乌兰哈达镇高根营子嘎查贫困户牛丽
艳家里，一份“积分励志带头人”的奖状摆在
了客厅最显眼的位置。去年牛丽艳一家靠着
勤劳的双手累计获得了968分，成为了全嘎
查积分第一名。

2016年，牛丽艳夫妇利用扶贫资金购入
了7头牛，靠着起早贪黑的卖牛犊和牛奶，收
入达到5万元。勤快的小两口还把家里的菜
园打理得井井有条，所种植的蔬菜每年能带
来7000元收入。此外，因为常年细心照顾生
病的公婆，牛丽艳还获得了最美红城人的荣
誉称号，而这些都是乌兰浩特市实施建档立
卡贫困户积分制管理中的加分项。

“牛丽艳可真能干，得了第一名，我们得
向她学习。”在村民们的议论和羡慕中，去年
年底，高根营子嘎查又拿出当年剩余积分中
的1000分作为奖励，鼓励牛丽艳继续努力发
展并带动其他贫困户。

高根营子嘎查驻村第一书记石兴彪介
绍，嘎查村对贫困户按照有无劳动能力进行

分类，采取不同赋分比例的积分评选方案分
别开展积分活动。其中，有劳动能力积分内
容分为5大类；无劳动能力的分为4大类。贫
困户通过努力获得积分，再向嘎查村积分制管
理执行小组申报。嘎查村积分制管理执行小
组每月初对上月贫困户积分进行审核评定，并
将评定结果及时公示，最后由执行小组负责向
贫困户发放对应积分卡。石兴彪说：“在我们
嘎查1个积分等于1.5元钱，贫困户可利用积
分卡到超市、卫生室、药店兑换除烟酒、纸牌
等以外的等值生产生活物资。”

“去年我们在全市17个嘎查村首先试点
实施了贫困户积分制管理活动，累计发放积
分制管理资金46.4万元。今年我们将在全市
61个嘎查村全面推行双扶双长积分制管理工
作，全面提升我市贫困户内生动力。”自治区
扶贫总队副队长、乌兰浩特市副市长吴永全
说，贫困户积分制管理是对扶志工作的有效
探索，是巩固脱贫成果的有力抓手。

活动开展后，贫困户更加用心经营产业，主
动参与乡村卫生环境整治，邻里之间更加和睦，
家庭氛围更加和谐，精神面貌更加积极向上，达
到了从细微处做起，从点滴中变化的目的。试
点嘎查村“比富裕、比和谐、比美德、比环境”的风
气也逐步形成。

在乌兰浩特市兴安家政公司的培训室
里，90名来自嘎查村的妇女们正在专注地学

习如何护理新生儿，这是2019年的第一批月
嫂培训班。

“通过这种短期培训，让农闲时无事可做
的妇女们掌握一项技能，让她们在农闲时走出
家门，走进家政服务行业上岗就业，通过自己
的劳动增加收入。”作为乌兰浩特市指定的技
能培训机构负责人，兴安家政公司总经理高磊
介绍，为配合脱贫攻坚行动，兴安家政为贫困
妇女免费提供月嫂、育婴师、家政等专业技术
培训，去年共培训了3860多名学员，其中建档
立卡贫困户达到了530名。培训后，还为她们
提供就业信息，帮助她们搭建就业平台，拓展
就业空间。这两年兴安家政公司共培训建档
立卡贫困人员119人，转移就业35人。

扶贫不仅要帮助贫困户建立信心，树立雄
心，还要加强贫困户技能培训，让他们掌握致
富的技能。为此，乌兰浩特市对全市建档立卡
贫困户中有就业创业意愿和能力的667户，
1671人，按照就业、培训、创业、输出等不同意
愿，制定详细的援助方案，对贫困人员就业状
态、技能状况和援助情况进行全程动态跟踪，
实行网格化精准管理，确保贫困家庭有就业创
业意愿和具有能力的劳动力中至少1人实现
就业。同时，采取选派技术员下乡入户、举办
种植业、养殖业培训班等方式，提升贫困户实
用技术能力，实现产业发展贫困户技能培训全
覆盖，帮助贫困户产业持续向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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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促进蓬勃发展的旅
游业，优化乡村旅游环境，完善旅游基
础设施，今年义勒力特嘎查将在原有
3个公厕基础上再建设两个水冲式公
厕。投入70万元的垃圾中转站也即
将投入使用，该中转站可容纳附近4
个嘎查村近2000户的生活垃圾。此
外，义勒力特嘎查主街还将建设污水
排放系统。”义勒力特镇党委副书记、
镇长陈延凤给我们细数着今年的提档
升级规划。

近年来，义勒力特镇在脱贫攻坚、
美丽乡村建设上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陈延凤说，
如今的义勒力特镇，已成为城里人向
往的休闲胜地，昔日寂静的小山村变
成了游客络绎不绝的新景区，去年接
待旅客30万余人次，十一假期平均每
日客流达到7000人。

在乌兰哈达镇党委书记刘正湃手
中，一份高根营子嘎查乡村建设样板
区项目规划草图已经完成。“高根营子
嘎查距市区6公里，自然资源丰富、村
容整洁，基础设施较为完善，适合进行
乡村振兴样板区建设。”刘正湃说，特
别是自治区烟草专卖局帮扶高根营子
嘎查以来，村容村貌得到了长足发展，
近郊采摘、农家乐餐饮有了初步发
展。“我们要把高根营子嘎查打造成集
观光、游览、采摘、美食、民宿为一体的
新农村。”对于嘎查日后的建设，刘正
湃信心十足。

产业发展是实施乡村振兴的重要
一环，在这份规划中，高根营子拟实施
产业发展项目 9 个，拟投资 1735 万
元。按照国家千万工程的示范带动，
还将实施改厕、地下管廊等建设，基础
设施建设拟实施 6 个，拟投资 1975
万。“据测算，项目完成后，预计可提供
直接就业岗位数210个，可以为高根
营子嘎查人均增收6616元，全村增收
704万元。”刘正湃说。

“除了要把高根营子嘎查打造成
产业发展、社会和谐、美丽宜居的乡村
振兴样板，乌兰浩特市还将以深化农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大力培
育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
经营主体，重点打造哈达那拉、国光、
曙光等6个盟级乡村振兴示范村。”兴
安盟委副书记、盟政法委书记、乌兰浩
特市委书记马焕龙表示，做大做强林
果产业同时，还要做美休闲农业，加快
推进葛根庙文冠果和乌兰哈达经济林
基地，提档升级开心农场等一批乡村
旅游景点，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夯实乡
村振兴产业基础。

脱贫攻坚初战告捷，乡村振兴东
风浩荡。在加强美丽乡村建设方面，
乌兰浩特市要学习借鉴浙江“千村示
范、万村整治”经验做法，深入开展人
居环境整治3年行动，突出抓好生活
垃圾、污水处理和村容村貌提升，着力
打造胡格吉勒、黄家店、古城等5个环
境整治示范村。同时，积极开展“改变
生活，从庭院做起”专项行动，推进“美
丽庭院”示范创建，做好做精“六小庭
院经济”，培育农民增收的源头活水。
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统筹推进农
村集体产权、乡村治理体系等改革举
措，多途径发展壮大集体经济，让农民
把日子过得更加红火。

“我们建立村容村貌长效管护制
度，发挥积分制管理引导作用，不断提
高村民自治水平，持续优化农村人居
环境。全面落实厕所革命战略部署，
以义勒力特、哈达那拉为试点，新建、
改建农户卫生厕所3194户。”苏元龙
说，乌兰浩特市要用好用活乡风文明
阵地，抓好新时代农民素质提升工程，
开展“讲文明、树新风”及文明村镇创
建活动，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责任
制，持续优化农村治安环境，实现农村
社会长治久安。

打赢脱贫攻坚打赢脱贫攻坚
助力乡村振兴助力乡村振兴

积分制管理激活老百姓追求美好
生活的热情。 谭艳丽 摄

乌兰哈达镇腰乐嘎查为贫困户发
放积分卡。 张瑞军 摄

斯力很现代农业园区金星村驻村
第一书记毕语文（右）到贫困户家走访
了解情况。 谭艳丽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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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根庙镇移民新村葛根庙镇移民新村。。 李亮李亮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