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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7月6日 雨

下午来到嘎查脱贫致富标兵刘春耀家时，
刘大哥正在往三轮车上装小白菜，刘家嫂子忙
着给刚摘下来的黄瓜装箱，为去市里的夜市卖
菜做准备。刘大哥跟我说在市场上很多回头
客就认他的菜，因为知道他的菜施农家肥，是
真正的绿色无污染，所以就算他卖的价格比市
场价高，仍然特别畅销。

我跟刘大哥算了算账，大概三四十斤的小
白菜装袋卖，两块钱一袋，加上黄瓜、苋菜和10
多个鹅蛋，今天这一趟差不多能卖 200 多块
钱。菜苗是人大代表赠苗，肥料是自家牲畜的
农家肥，投入的成本就是老两口的付出和汗
水，这么算来，刘大哥家仅庭院经济这一块一
个月的收入就比我的工资高了。任何时候入
户刘大哥家，老两口都是屋里屋外地忙活着，
院子里家畜兴旺、蔬菜长得绿油油的。正所谓

“人无志不立，贫无志难脱”，只要有着这样一
股子干劲儿和勤劳致富的动力，我们的困难群
众就算足不出户也能在自家庭院上刨闹出一
条脱贫致富路！

2019年8月13日 多云

朱占领是我们村的建档立卡贫困户，他是自
主发展产业户，享受政府补助建设了一栋500平
方米的冷棚。今年6月20日，我与种植技术员蔡
师傅在入户查看种植情况时发现他家的大棚育
完稻苗以后竟然空着没再继续种植。我问他为
什么不抓紧时间种植蔬菜，他支支吾吾跟我说赠
苗时他家大棚正育稻苗没来得及领，过几天买了
苗就种。经营冷棚，时节是关键，可拖延不得。
我立刻联系市人大相关负责人，向他们说明了朱
占领家的情况，市人大代表也在第一时间答应帮
助朱占领协调赠苗。第二天一早，朱占领高高兴
兴的取回了1300颗西红柿和百余颗黄瓜苗。

经过朱占领一家的辛勤经营和技术员的
精心指导，他家的西红柿硕果累累、长势喜人，
再有半个月的时间就可以上市，预计这一棚的
西红柿就能为他家增收近万元。因为他家的
大棚经营好、规模大，被市人大选为庭院经济
示范户。朱占领让我们把“庭院经济示范户”
的牌子立在最显眼的地方，还高兴地告诉我们
有这么好的政策和大家的帮助，他一定用心经
营，不仅要努力增产增收，也要真正起到引领
示范的作用。

农民增收致富，种植和销售都是关键。那
边朱占领家正在期盼着丰收的喜悦，这边种植
较早的刘春耀、高凤财、姜领军等贫困户已经
尝到了收获的甜头。

大棚蔬菜的销售不是一蹴而就，今天下来
几百斤柿子，明天熟了几百斤黄瓜，要是自己
销售这些蔬菜去市场一蹲可就是好几个小时，
浪费人力物力不说，卖不出去的菜更是没办法
储存。为帮助贫困户解决销售难题，驻村工作
队借助“第一书记扶贫专柜”持续帮助贫困户
销售农产品。我们按照超市的采购需求结合
贫困户能上市的蔬菜每隔两三天联系不同的
超市上门采购，仅高凤财一家，这个月就已经
增收近 3000 元。预计今年腰乐嘎查发展庭院
经济的近20户贫困户均能增收四五千元。

□本报记者 张慧玲

这几天，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大路
镇小滩子村很热闹——人们都在谈论村
里 17 户脱贫不脱政策的贫困户种植的
订单式甜玉米喜获丰收的事情。

“十几天以前，大伙还在忙着掰玉
米、卖玉米，直到现在我们还在感受着丰
收的喜悦，畅想着明年跟着这好政策再
种上它 5 亩‘金棒子’。”今年秋天，时不
时的能看见贫困户王占军一大早往三轮
车上装着玉米棒子的身影，差不多有
1000 个他便开上三轮车向着冷库的方
向进发。

“一亩甜玉米能比种大田玉米增收
1000 元，卖玉米也挺方便，明年还准备
再多种一点。这笔收入对我这样的家庭
来说帮助挺大的。”王占军说。

为了帮助他家脱贫致富，今年冷库
租赁方与王占军签订了 5亩订单种植甜
玉米，眼瞅着掰下的玉米一次次换成了
手中的现金，他难掩心中的喜悦。

和王占军一样好心情的还有贫困户
王翠花。今年 45 岁的王翠花丈夫因病
去世多年，孩子还在上学，家里所有的负
担都落在她一个人身上，今年订单式种
植的 5 亩甜玉米喜获丰收，让她高兴不
已。

“种植订单甜玉米，销路不愁，让我

们有了致富奔小康的劲头。”谈到今年
的丰收，王翠花的喜悦发自内心。

订单式种植是小滩子村立足本村实
际，探索发展的致富新途径。2018 年，
小滩子村在驻村工作队的帮扶下建起村
集体经济项目“冷库”，并将村集体产业
项目与精准扶贫和发展特色产业相结
合，把贫困户纳入产业发展体系。冷库
租赁方与 17 户贫困户签订了为期 5 年
的收购食用甜玉米订单合同，让贫困户
搭乘产业扶贫快车加入奔“小康”队伍。

以往，农作物的销售时只能随行就
市，在市场上的普通玉米卖不了多少
钱。而现在，冷库租赁方与贫困户签订
了甜玉米订单，直接定下甜玉米的价

格。在播种及生长的不同时期，公司派
人到田间进行跟踪指导，种植户不用担
心技术，不用担心价格，只需按公司要求
进行生产就行。到了收获季节，公司根
据随时掌握的各家的玉米成熟情况，及
时收购，然后反季节销售。

小滩子村支书刘洋算了一笔帐：“甜
玉米收购价每个五毛钱，每亩按照 4000
个计算，亩产能达到 2000 元，相比种植
普通玉米，每亩增收 1000 元，这对于贫
困户来讲，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据了解，今年村里的 17 户贫困户共
种植了 60 亩订单玉米，产了 24 万棒甜
玉米，农户直接收入12万元。

有了今年的试种成功，明年小滩子

村计划将种植面积扩大到 200 亩，在优
先贫困户种植的前提下，鼓励更多的农
户也加入其中，脱贫攻坚的同时助力乡
村振兴。“其实，早在 2015年我们村就已
经脱贫，但是贫困户脱贫不脱政策，我们
要 保 证 他 们 有 自 己 的 产 业 来 维 持 生
活。”刘洋说。

60 亩甜玉米让 17 户贫困户摆脱了
苦日子，刘洋特别高兴。谈及下步打算，
他胸有成竹：“下一步我们要把特色订单
产业做下去，进一步扩大种植规模，吸纳
更多的群众加入。计划再投资 100 万
元，建设一个农畜产品集散中心，进一步
通过村集体经济项目，带动小滩子村的
村民增收致富。”

小滩子村的“甜蜜产业”

本报10月16日讯 （记者 韩
雪茹）记者从自治区扶贫办获悉，
《内蒙古扶贫开发志》编纂和扶贫政
务宣传信息业务培训班日前在呼和
浩特举办。会议指出，《扶贫开发
志》编纂工作时间紧、任务重，各盟
市扶贫办、自治区扶贫办机关各处
室、事业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坚持
从脱贫攻坚大局出发，做到认识到
位、领导到位、人员到位、经费到位、
工作到位；各地区、各部门要注重与
宣传部门的沟通与合作，调动一切
力量，整合一切资源，借力借势做好
扶贫宣传工作。

本报10月16日讯 （记者 韩
雪茹）记者从自治区扶贫办获悉，北京
市科委近日向通辽市捐赠10000只北
京油鸡苗。捐赠采用“合作社+贫困
户”的产业扶贫模式，由银岭草原牧
鸡养殖合作社承担育雏、托管养殖等
相关工作。据了解，自2018年成立

“京蒙合作现代农业技术转移通辽工
作站”以来，北京市科委无偿捐赠近
20万元油鸡鸡雏及专用饲料等，这
一产业已成为通辽市贫困户脱贫增
收的新产业。

本报阿拉善10月16日电 （记
者 张慧玲）阿拉善盟阿拉善右旗积
极开展集聚合作模式，引导建档立卡
户通过成立合作社，以集中饲养、集
中销售、统一收购、按股分红等方式，
抱团发展、增加收入，成立舍饲养殖
合作社6家，修建标准化舍饲养殖棚
圈7座。同时，积极推行服务创收模
式，对沿街、沿线新建商铺的租赁，
优先向有意从事第三产业的建档立
卡贫困户倾斜，帮助26户建档立卡
贫困户申请创业贷款，及时提供技
术指导，不断拓宽农牧民增收致富
新模式。

本报鄂尔多斯 10 月 16 日电
（记者 张慧玲）鄂尔多斯市鄂托克
前旗敖勒召其镇雅什木都易地扶贫
搬迁区的搬迁户，大多是上了年纪且
没有劳动能力的老年人，分到手的棚
圈和土地大多处于闲置状态。针对
这一现象，今年鄂托克前旗昊丰种养
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在镇政府的牵头
下，与21户搬迁户签订了五年的养
殖棚圈租赁合同，用他们闲置的棚圈
发展黑毛驴产业，每个棚每年支付
800元租金，带动搬迁户增收。

□本报记者 赵弘

驻村干部又来家中做客了，我赶紧向大
家挥手致意，我想给他们看看家里的新变
化，于是一会儿指着拖拉机、一会儿指着身
后的房子、一会又指着圈里的毛驴，不停地
比划，直到看见他们为我竖起了大拇指，我
知道他们懂了。

我是兴安盟突泉县六户镇永华村的村
民，患有先天性聋哑，配偶孙继红患有先天性
智力障碍，我们夫妻二人均属于一级残疾。多
年来，身体上的缺陷让我们两个人的生活处于
无声状态，压抑、麻木、封闭。全家的收入来源

只有12亩薄田，靠天吃饭，没有任何额外的收
入，要养育9岁的女儿常常感到力不从心。

我媳妇孙继红的病时好时坏，好的时候
能和我比划着交流、做家务、打扫卫生，还能
和我上山干农活。但是发起病来，乱打乱
砸、疯疯癫癫、六亲不认的情况也是有的，我
只能抱着女儿抹眼泪。日子太苦了，我却没
有丝毫办法。驻村干部知道我家的这个情
况后，经常为我家留意一些好政策，适合我
家的就主动争取过来。

随着扶贫工作的有力推进，2015年我
被精准识别为贫困户，驻村工作队、帮扶干
部也频繁入户慰问、了解情况。年底的时候
帮扶干部带着一袋面和一袋米来到我家，打

开门的那一刻，我感动得差点掉眼泪。
2016年，得益于政府和驻村工作队的

精准施策，我家的60平方米的房子重新安
装了窗户和门，给墙刮了大白，还铺上了地
板砖，我们一家人住进了明亮、焕然一新的
房屋。

也是同一年，永华村驻村工作队和村
“两委”为我统购了3头母驴，我们一家人都
激动坏了，连媳妇都露出了久违的笑，向前
来的干部一一道谢。

我就是个地地道道的农家汉子，只是因
为被贫困磨平了棱角，被生活压弯了脊梁，没
有施展的机会，是扶贫工作的开展和扶贫政
策、扶贫干部让我抓到了奋斗的机会。

我每天早早起来，给驴添上水和草料，
将棚圈打扫干净，给家人做好早饭，然后上
地里劳作，整个夏天都遵照着日出而作、日
落而息的规律，累并快乐着。

由于饲养有方，2016年底，两头母驴就
怀了驹。2017年两头母驴成功产下两头健
康的驴驹，我们一家人被喜气围绕着。

有收获的日子让我斗志昂扬，就在去年
我主动加入了永华村清洁工的行列，脏活累
活抢着干，尽管我听不到他人的赞美之声，
但是每逢别人对我竖起大拇指的时候，我就
会回报我的笑容。

如今，我家里大小毛驴已经达到了10
头，生活过的充实安定、有滋有味。

聋哑贫困户摘下“穷帽子”
◎讲述者：兴安盟突泉县六户镇永华村宋印所

□张慧玲

扶贫扶长远，长远看产业。产业
扶贫既是促进贫困人口较快增收达
标的有效途径，也是巩固长期脱贫成
果的根本举措。只有立足贫困地区
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实施产业扶
贫，方能够有效提高贫困地区自我发
展能力，实现由“输血式”扶贫向“造
血式”扶贫转变。

为巩固脱贫成果，不让村民返贫，
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大路镇小滩子村
立足本村实际，探索发展新的致富途
径——订单种植甜玉米，将村集体产
业项目与精准扶贫、发展特色产业相
结合，把贫困户纳入产业发展体系，
并做细做实，达到了让贫困地区和贫
困人口真脱贫、不返贫的目标。在具
体实施过程中，该村以市场为导向，
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以产业发展为杠
杆，结合地域优势，深挖地区特色，形
成了自己的特色，并通过订单种植户
让农户成为产业发展的参与者与受
益者。实现了产业立得住、扶贫见
成效。

巩固脱贫成果
要做细做实

【我奋斗·我脱贫】

攻 搬迁到福祥小区搬迁到福祥小区好有福气好有福气！！
□本报记者 钱其鲁 摄影报道

记者日前来到位于乌兰察布市卓资县
卓资山镇易地搬迁安置点——福祥小区的

“扶贫车间”，只见车间里许多贫困户正忙着
缝制旅行箱、编汽车坐垫、扎灯笼、做服装以
及手工艺品等。

来自复兴镇正沟村33岁的贫困户张学
英边在缝纫机上熟练地缝制衣服边和记者
聊天。前些年离异后她独自带着小孩生活，
没房子就与别人合租了一个平房，平时主要
靠父母接济度日。后来在政府的帮助下，她
搬进了福祥小区。因为以前学过缝纫，就来
这里的“扶贫车间”打工，有了稳定的收入。
张学英高兴地说：“现在我们娘儿俩不但住
上了新楼房，而且有了工作，政府为我们想
得太周到了。”

近年来，卓资县大力实施“易地搬迁”扶
贫工程，解决了许多地方“一方水土养不了

一方人”的问题。搬迁后，为了帮助贫困户
实现“搬得出、稳得住、能脱贫、可致富”，当
地一方面通过扶持合作社、小微企业发展以
及公益性岗位安置等，吸纳贫困户就业。另
一方面，通过在易地搬迁安置点设立“扶贫
车间”，帮助贫困户在家门口就业，增加其收
入，实现稳定脱贫。搬迁安置点附近生活便
利，学校、医院、超市等俱全。同时，为解决
搬迁户的“菜篮子”问题，当地政府为搬迁户
在安置点周边流转土地千余亩，每户0.2亩，
切实减轻了贫困户的经济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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