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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钱其鲁 实习生 张奇

走进兴安盟科右中旗额木庭高勒苏木兴安
嘎查，只见房屋整齐、街道整洁。种粮大户高英
一家刚把收获的庄稼颗粒归仓，聊起收成，他高
兴地说：“今年风调雨顺，再加上自治区粮食和
物资储备局给我们打了机井、上了滴灌，玉米产
量高了不少，收入差不了！”

2011 年，自治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原自
治区粮食局）开始结对帮扶兴安嘎查。局领导
多次深入调研，与驻村工作队队员和嘎查群众

集思广益，寻找致富门路。经过试点，确定了改
造农田基础设施提高粮食产量、成立合作社推
动特色养殖等发展思路。

自治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积极协调相关单
位投入 680 万元，为嘎查打机井 68 眼，并推广
节水增产滴灌项目改造基本农田 1640 亩。为
帮助兴安嘎查发展集体经济，该局今年又协调
资金 40 万元，为嘎查购买了 20 头基础母牛，产
生的效益将由嘎查和养殖户按合同分成。此举
既壮大了集体经济，又让村民得到实惠。

据嘎查党支部书记包和介绍，过去，兴安
嘎查大多数村民的房屋状况很差，夏天外面

瓢泼大雨屋内小雨不断，冬天房子四处跑风
漏气。驻村工作队看在眼里、急在心头，及时
上报了相关情况。在调查论证和规划设计的
基础上，自治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先后投入
163 万元，为 11 个建档立卡贫困户新建了住
房，对 204 处危房进行了改造，彻底改善了村
民的居住条件。贫困户二姑娘说：“我家原来
住的是石头墙房子，冬天冷得要命，夏天潮湿
漏雨。2013 年，局里给我家盖了砖墙彩钢顶
新房，光照好、保暖，冬天再不受冻了。他们
还给我送来 20 只基础母羊，2016 年底我家顺
利脱了贫。”

兴安嘎查的道路状况较差，到处坑坑洼
洼。自治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积极争取项目、
筹集资金，为嘎查修建了 6 米宽、5 公里长的水
泥路，并陆续将嘎查内主要街道全部硬化为水
泥路面，嘎查的交通状况得到了根本性改善。
局里出资帮助嘎查在乡村公路两侧全部栽种
了生长快、易成材的杨树，在主要街道和文体
娱乐活动广场、休闲公园栽种了观赏树种和
季节性花卉，引导嘎查利用退耕荒山打造了
2000 亩林果种植生态示范基地，栽种各类树
木、果 树 10000 余 株 ，种 植 中 药 材 50 余 亩 。
嘎查主要街道还安装了太阳能路灯，改善了

村委会工作条件，修建了文体娱乐广场、嘎查
小舞台、卫生室、图书室等，并配备了相应的
设施设备⋯⋯

“我们嘎查的喜事一件连一件！”包和说，
“自从自治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帮扶以来，兴
安嘎查的贫、脏、乱、闲、散等得到彻底改变，村
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由帮扶前的 3000 多元增
加到现在的 8000 余元。”

自治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张天喜表
示，下一步，局里将进一步帮助嘎查巩固脱贫
成果，发展致富产业，壮大集体经济，让兴安嘎
查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兴旺。

“我们嘎查的喜事一件连一件！”

走进兴安嘎查，忙碌的生产场面和村民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令
人振奋，展现出了结对帮扶的成效。作为结对帮扶兴安盟的厅局之
一，自治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多次深入兴安嘎查调研，制定切合实
际的帮扶举措，从产业发展到基础设施改善，再到村容村貌的变化，
兴安嘎查旧貌换新颜。

脱贫攻坚贵在精准、重在实效。能否对贫困人口进行精准帮扶，关
系到扶贫的成效，而结对帮扶就是一种精准帮扶。一方面，这样的方式
让帮扶单位和帮扶干部更精准地掌握贫困群众的实际情况，能够对症下
药解决实际问题；另一方面，帮扶单位根据自身职能和资源优势，针对帮
扶对象的短板、弱项进行帮扶，能够更加有效地推进脱贫攻坚工作。

众人拾柴火焰高，众人划桨开大船。如今，兴安嘎查的机井打
好了，节水增产滴灌项目落地了，集体经济壮大了⋯⋯自治区粮食
和物资储备局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找准帮扶的契合点，通过一个个
具体项目确保嘎查脱贫攻坚取得实效，让贫困户增收脱贫。结对帮
扶聚智聚力，实现了帮扶力量的最大化。

本报 11月 18日讯 （记者 李晗）
近日，2018年度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基
层社标杆社、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名
单公布，赤峰市克什克腾旗土城子供销
合作社等 12家基层社入选 2018年度基
层社标杆社、呼伦贝尔市扎兰屯市农商
互动农民专业合作社等 16 家专业合作
社入选 2018 年度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
社，我区各级供销合作社评定的 112 家
综合服务社星级社也得到了认可。

本报 11 月 18 日讯 （记者 张慧
玲 实习生 刘长宇）记者从自治区水
利厅获悉，自 6 月 15 日进入汛期后，黄
河内蒙古段二期防洪工程平安度过汛
期，体现出巨大的防洪效益。黄河内蒙
古段二期防洪工程是国家 172 项重大
水利工程、内蒙古 12 项重点水利工程
之一，总投资 44.95 亿元，2015 年底开
工，目前建设任务已经完成。该工程涉
及沿黄 6 个盟市 17 个旗县区，新建防
渗工程 85.317 公里，河道整治工程 76
处 126.21 公里，河道整治长度 278.364
公里。

□本报记者 张慧玲

“过去农民在河道里种庄稼养牛羊，建筑垃
圾堆得好几米高，一到夏天臭气熏天、蚊蝇乱飞，
成了现实版的‘龙须沟’。”站在鄂尔多斯市杭锦
旗锡尼镇陶赖沟岸边，杭锦旗水利局局长、河长
办主任刘海全说起以往脏乱差的河道连连叹气。

陶赖沟是一条季节性河流，发源于锡尼镇阿
斯尔嘎查油房梁，流经锡尼镇、伊和乌素苏木 2
个苏木镇，主沟长 87 公里，总流域面积 905.2 平
方公里。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有人就在沟
边种植蔬菜，由于长期使用化肥、农药，造成了面
源污染，加上农民大量养猪、养羊、养牛，家畜随
意 排 放 粪 便 ，河 流 污 染 严 重 ，水 藻 大 量 滋 生 。

2010 年到 2014 年间，由于规划建设新城，沟道
周边出现建筑、生活垃圾，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

“河长制实施以来，旗委、政府下决心对陶赖
沟进行综合治理并作出规划，分 3 年完成。”刘海
全说，“全旗 69 条河流 9 个湖泊全部明确了河湖
长，陶赖沟共设立旗、镇、村三级河长共 5 人。
2018 年，总河长牵头整合水利、环保、林业、财政
等多部门资金 7000 万元启动实施了一期工程。”

据介绍，一期工程以河道整治、生态恢复、水
质改善为重点，修建涵闸 4 座、挡水坝 2 座，浆砌
石护坡 1850 立方米，总长度 6.9 公里的主河道得
到彻底疏浚。“治理过程中，我们坚持治理与管护
相结合，抓住河湖清‘四乱’专项行动有利时机，
由河长带头，先后 12 次组织国土、农牧、水务、城
建等部门，对陶赖沟河道内的违规建筑和垃圾等

进行整治，共清理‘四乱’23 处、水岸线垃圾 0.3
万多吨，拆除违章建筑 4000 多平方米。截至目
前，不仅主河道全部疏浚，两岸绿化也基本完成，
水生态得到了修复。”刘海全说。

“河边建起了铺满鲜花的广场，夜晚开车路
过河边，远远就能看到广场中央像大风车一样的
灯在转，心情特别好。”居民王海说。王海所说的
广场，是河道整治附属工程，该工程实施以来，已
在河道两侧岸坡种植垂柳、松树、山杏等乔木 4
万 多 株 ，面 积 500 多 亩 ，同 时 新 建 木 栈 道 、桥
2605 米及凉亭 6 座，新建慢行路 9 公里。

“一个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陶赖沟已见
雏形。以前谁都不愿意来河边，都嫌脏乱差；现
在，晨练的、夜跑的人们都喜欢过来，昔日的‘龙
须沟’真正变成了幸福渠。”王海说。

“龙须沟”变成了“幸福渠”

□本报记者 海军

“没想到我们村的养殖合作社发
展 得 这 么 好 ，今 年 每 户 贫 困 户 分 红
1000 元，我还进入合作社打工，家门
口就找到了工作。这一切，得感谢扶
贫干部何常喜。”乌兰察布市察右中旗
广益隆镇乌尔图村贫困户魏富寿说。

魏富寿口中的何常喜，是中国人
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分公
司意外健康险部总经理。2018 年 9
月，按照中国银保监会结对帮扶动员
会的安排，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结对帮扶察右中旗广益隆镇。
会后第三天，基层工作经验丰富、熟悉
农村工作的何常喜勇挑重担，作为公
司派驻的扶贫干部来到广益隆镇，负
责协调和推进相关扶贫项目。

进驻伊始，何常喜带着扶贫工作
队深入调研，立足当地实际，第一时间
制定帮扶方案。为了帮助乌尔图村发
展养牛业，何常喜组织扶贫干部、村干
部先后去锡林郭勒盟、张家口市考察，
了解养殖技术、市场行情等。看到缺
少启动资金，他又积极协调中国人民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为乌尔图村捐
款 80 万元，为 46 户贫困户每户购买
了 1 头基础母牛。贫困户将母牛入股
合作社，由合作社代养，3 年分红，期
满后基础母牛仍归贫困户所有。通过
一年的运营，今年已经给贫困户每户
分红 1000 元。

乌尔图村驻村第一书记王平说：
“有了何常喜和公司的大力支持，村里
的养牛产业发展势头良好，贫困户尝
到了实实在在的甜头，今年贫困户人
均纯收入达到了 8900 元。”

走进位于广益隆镇麻迷图村的万
众养殖合作社孕马血清制药项目基
地，只见员工宿舍、马棚、饲草棚舍、生
产车间整齐排列在合作社院内，工人
们正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忙碌。“孕马
血清制药项目是广益隆镇重要的扶贫
项目之一，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在资金上给了我们很大的支
持，同时，凭借他们大型国企的资源优
势，还给我们解决了销路。”万众养殖
合作社负责人张金柱介绍说，通过托
管饲养的模式，合作社可带动 300 户
贫困户增收。今年，马场已采血 300
公 斤 ，年 底 计 划 为 每 户 贫 困 户 分 红
1000 至 2000 元。

何常喜清楚，光靠输血不行，得让
乡亲们“动”起来。经过反复筛选，肉
牛养殖、孕马血清制药、卫生院建设、
消费扶贫等 6 个项目先后落地，2018
年到位资金 80 万元，2019 年到位资
金 542.6 万元。不少村民入了股、当
了企业员工，平时有工资，年底有分
红，乡亲们心里踏实，脱贫致富的信心
更足了。

何常喜还积极协调中国人民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各级机构和广大员
工进行消费扶贫，购买价值 125 万元
的农畜产品。协调公司捐款 12.6 万
元，解决了 58 名贫困户慢病送药的资
金缺口问题；捐款 220 万元建设新的
卫生院，捐款 50 万元用于建档立卡贫
困户危房改造；捐款 60 万元对 10 个
重点贫困村党建活动室和电商中心进
行改造⋯⋯截至目前，中国人民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给广益隆镇直接捐
赠资金达 622 余万元。

“只要扶贫项目能落实，贫困户能
脱贫，个人付出多少都是值得的。作
为扶贫干部，看到贫困户的笑容最欣
慰。”何常喜说。

有工资有分红，
踏实！

本报 11 月 18 日讯 （记者 李晗）今
年，阿拉善盟共完成新造林 188.3 万亩，完
成计划任务的 188.3%。

近年来，该盟以天然林资源保护、三北
防护林、退耕还林还草、野生动植物保护及
自然保护区建设、国家沙化土地封禁保护
区建设、防沙治沙示范区建设等国家重点
生态治理工程为依托，以社会公益造林项
目为补充，大力推进防沙治沙荒漠化治理、
国土绿化和生态保护建设。在长期与风沙
的博弈中逐步形成了飞播造林、围栏封育、
人工造林“三位一体”防沙治沙生态屏障建
设格局。截至目前，全盟累计完成生态治
理任务 4422.99 万亩，全民义务植树 2078.9
万株，重点区域绿化 74.65 万亩。全盟生态
治理由过去的每年不足万亩增加到现在的
百万亩以上，连续 6 年每年完成生态治理
面积超百万亩，防沙治沙与生态治理工作
走在自治区前列。

阿拉善盟

今年完成新造林
188.3 万亩

本报 11 月 18 日讯 （记者 钱其鲁）
为切实解决玉米一粮独大和传统间作套
种模式产量低、难以实现机械化等问题，
今年土右旗在 5 个乡镇开展了玉米大豆带
状复合种植示范，面积达 1680 亩。其中，
沟 门 镇 威 俊 村 400 亩 种 植 基 地 由 农 技 推
广中心与四川农大、包头农科院联合试验
示范。

玉 米 大 豆 带 状 间 作 套 种 方 式 是 集 成
品 种 搭 配 、扩 行 增 密 、营 养 调 控 、减 量 施
肥、绿色防控、封闭除草、全程机械化等单
项 技 术 的 带 状 复 合 种 植 技 术 ，经 测 产 显
示 ，套 田 玉 米 平 均 亩 产 945 公 斤 ，间 作 大
豆平均亩产 145 公斤，套田亩收益比常规
种植增加 580 元。同时，利用大豆根瘤固
氮、机械灭茬还田与免耕直播等方式，达
到了改善土壤团粒结构、提高土壤有机质
和增加土壤肥力的效果，减少了覆膜投入
和环境污染。

土右旗
玉米套种大豆
试验成功

新一茬条茎生长旺盛。

丰收了丰收了。。

采果。

□本报记者 袁溪 摄影报道

红心火龙果。

前来采摘的市民前来采摘的市民。。

8 年前，韩廷学、吴秀霞夫妇从赤峰市翁牛特旗来首府投奔儿子。儿子和媳妇
想让父母离开土地来城市享几年清福。“哪能坐得住呢，身体还行、年纪还轻，总得
干点啥一来补贴孩子二来也活动活动筋骨。”火龙果大棚里，爽快爱笑的吴秀霞
一边采果一边说。

2015 年，韩廷学夫妇来到和林格尔万科绿野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开始
种植火龙果。“别人一人负责二三个大棚已经忙得四脚朝天，我俩负责 8
个大棚。进棚就干活，一干就是 10 小时。”3 年下来，棚产火龙果从最初
的 1500 斤增加到 2500 到 3000 斤。土地上的好把式，就像土地上的
奇花异草一样引人注目，2018 年，他俩被人挖走。

在呼和浩特市赛罕区金河镇舍必崖村的现代农业特色观光园
区，会种火龙果的韩廷学夫妇是名人。一提火
龙果，村民抬手一指：老韩，62 号棚。他们
的 62 号大棚里，火龙果正红得妖娆。美
食达人、市民赵淑香一家隔三差五就
会来采摘，她说火龙果要现采现吃味
道和营养才最佳。

韩廷学夫妇另外两个大棚里还
种着各色蔬菜，果蔬年收入差不多
有五六万元。韩廷学说：“过了年还
要养猪和鸡，形成循环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