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总想为老百姓多做点事

◎曹宇

（锡林郭勒盟正镶白旗星耀镇小红山村第一书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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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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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奋斗·我脱贫】

【脱贫·全纪录】

□本报记者 张慧玲

赤峰市元宝山区五家镇房身村，曾是
个有名的负债村、上访村。近几年，在党建
引领下，全村干部群众凭着一股敢闯敢干
的精神，拼出一条携手致富的路子，村子变
成了远近闻名的富裕村、和谐村。

村民富不富，关键看支部。2009 年，
五家镇党委实施“能人治村”工程，张兵成
为引来的“能人”，担任房身村党总支书记。

为尽快掌握情况，张兵走街串巷，主动
与村民唠家常、聊思路。在与村内老党员、
贫困户交谈中，张兵了解到了大家的难处：

多年来，村民一直靠挖煤为生。随着前些
年煤炭资源的逐渐枯竭，村民的经济来源
没了着落，积贫多年。

“没钱、没人、没斗志，是我们亟待解决
的三大问题。必须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抓
班子、抓发展、抓关键，脱贫才能跑出‘加速
度’。”找准了病根，张兵开始挥出他的“三
板斧”。

富民强村的基础，就是建好班子，抓好
带领村庄发展的“火车头”。张兵把具有经
济头脑、年富力强的人选入村“两委”班子，
增强了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村“两
委”班子从全面加强党务、村务入手，严格
落实三会一课等制度，形成了靠制度管人、

按制度办事的良好氛围。
班子凝聚力加强了，接下来要做的就

是开拓视野。房身村党总支借助“一述双
评”平台，邀请区镇领导、帮扶单位入村把
脉；组织班子成员、党员大户多次赴山东寿
光、辽宁凌源等地参观考察⋯⋯2010 年，
通过问策高层、问需群众、问计先进，房身
村确定了反租倒包发展设施农业、以地租
差价和配套服务作为增收点的富民强村路
子。“关键是要让贫困户参与进来，这样才
能全村一起奔小康。”张兵说。

这一年，在张兵的努力下，村集体出资
50 万元，注册了赤峰市房身盛源农业科技
有限责任公司和赤峰市元宝山区天池蔬菜

专业合作社，主要经营谷物、花卉、蔬菜种
植、有机肥、化肥、苗木、农副产品销售及农
业技术研究开发服务。截至目前，设施农
业 基 地 已 达 4200 余 亩 ，公 司 固 定 资 产
1920 万元，产值 8600 万元，产品远销京津
冀等地，带动贫困人口年增收 4600 元。

不具备成为产业工人条件的贫困户怎
么办？也是从 2010 年起，村“两委”班子组
织村民自建扶贫大棚 700 多个，种植油桃、
番茄、菠菜等绿色无公害水果蔬菜，棚区一
年产值达 8000 多万元，带动 17 户贫困户
每户年增收 7800 元。“我在扶贫大棚种了 4
年蔬菜，每到蔬菜摘季，各类蔬菜就成为我
家增收致富的金蛋蛋。”2014 年成为建档

立卡贫困户的姚文利说。在村“两委”班子
的帮助下，姚文利建了 6 个日光温室大棚
种植蔬菜，平均每个大棚年收入 1 万多元。

随着产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张兵依托
房 身 盛 源 农 业 科 技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筹 资
450 万元，建起了面积 600 平方米的蔬菜加
工车间和容积 3600 立方米、可一次性储存
800 吨蔬菜的冷藏保鲜库，同时建设蔬菜
质量安全可追溯体系和为客户服务的相关
配套设施，避免了农户因市场波动而弃棚
舍业，提高了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

现 在 ，全 村 设 施 农 业 面 积 达 到 5300
亩，占耕地总面积的 85.3%，建档立卡贫困
户 92 户 314 人也已在 2018 年底全部脱贫。

“三没”村跑出脱贫“加速度”

【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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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慧玲

基层党组织处于脱贫攻坚最前沿，
既是脱贫攻坚的旗帜和堡垒，又是联系
群众的桥梁与纽带。只有增强基层党
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才能落实好脱
贫攻坚的各项政策举措，发挥好广大党
员的示范带动作用和群众的主体作用，
带领贫困群众脱贫致富。

选好“头雁”，立起标杆。在房身
村，基层党组织的引领和统筹作用发挥
不够，能力不足、资源缺乏、思路有限等
问题曾长期困扰村民。“能人治村”工程
迎来“能人”张兵后，变化悄然发生。张
兵从全面加强党务、村务入手，夯实党
建基础，班子面貌焕然一新，基层党组
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大大加强。

党建活力，脱贫动力。房身村立足
实际、开拓视野，不仅确立了反租倒包
发展设施农业、以地租差价和配套服务
作为增收点的富民强村路子，还成立了
农业公司和专业合作社，把党支部建在
产业链上、把群众带到致富项目里，实
现了党建与扶贫同频共振、互促互进，
党建活力转化为脱贫动力。通过几年
努力，全村设施农业面积达到 5300 亩，
占耕地总面积的 85.3%。产业的蓬勃发
展增加了全村的经济收入，调动了村民
增收致富的积极性，也让“扶贫列车”驶
入“高速轨道”。

党建活力
脱贫动力

2019 年 10 月 18 日 晴

2018 年 5 月，我担任星耀镇小红山村驻
村第一书记，同时兼任驻村工作队队长。驻
村之后，为了能尽快融到村民中间，全面了
解村情，我拿着本子在村民家里一聊就是好
几个小时，问人口、问收入、问困难，事无巨
细。进农家院落、到田间地头，经过几个月
的奔波，逐步摸清了“两委”班子、村集体经
济、村民收入等各项情况。在这期间，我多
次与村民面对面交流，和老百姓的关系也融
洽了。

吃在小红山、住在小红山，总想为老百
姓多做点事。入户走访中，我了解到村里
部分街巷是土路，一到雨天就变得泥泞不
堪。为了解决这个困扰村民多年的问题，
我协调对口帮扶小红山村的明安图养路工
区投入 3 万多元，对全村街巷道路进行了
砂 石 化 改 造 ，修 建 村 巷 砂 石 路 7 条 ，总 长
2000 多 米 ，修 整 填 平 路 面 4300 平 方 米 ，方
便了村民出行。

2019 年 11 月 2 日 晴

要想脱贫致富，就要在发展产业上多花
些功夫。小红山村有种植大白菜的传统，虽
然种植户较多，但还未形成产销体系，农户
自营自销，受自然灾害和市场风险影响较
大，稳定增收的渠道不多。怎样做好产业扶
贫工作，在入户走访中，我有了更多的想法。

蔬菜外销有一个重要环节，就是给蔬菜
“打冷”，也就是说要放在冷库保鲜，不然运
输过程中菜就坏了，而且只能短途运输，卖
不到远一点儿的地方。如果能在小红山村
建设一个恒温库，就能让大白菜更好地保
鲜，卖个好价钱。同时，也能为周边村子种
植蔬菜的农民提供冷藏服务，收取一定的租
金，增加村集体收入。

说干就干。我积极与旗包联领导及相
关部门汇报沟通，确定在村里实施恒温库建
设项目，计划投资 210 万元，新建恒温库 400
平方米，该项目 9 月底已经开工建设。村民
韩建军见了我高兴地说：“明年收大白菜的
时候，再也不用到别的村排队打冷了，既省
成本，又省时间。”

为进一步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工作队
积极与村“两委”班子谋划，确定建设油料生
产加工厂。原本这个项目只有 20 万元的投
资，经过我的积极争取，又筹集到 10 万元建
设资金，项目总投资达到 30 万元。经测算，
加工厂达产后，可实现年收入 2 万元。为了
带动村民增收，在收购亚麻籽的时候，针对
普通农户的收购价比实时市场价每斤高 0.1
元，针对建档立卡贫困户的收购价比实时市
场价每斤高 0.2 元。工厂收益的 30%用于帮
扶贫困户，30%用于发展壮大集体经济，20%
用于健康扶贫，20%用于教育扶贫。功夫不
负有心人，村集体经济如今有了长足发展。

光阴似箭，不知不觉已经驻村一年半
了。总结驻村以来的工作，有汗水也有收
获，尤其是看到村民的生活因我们的努力发
生了可喜的变化，喜悦之情就充满了心间。

□本报记者 赵弘

一进六户镇，就会看到这样一条标语
——“一头牛起步，三年富裕户”。搁在三
年前，我对这标语是心存疑惑的，经过 3 年
的扶持和自己的努力，我从最初的 3 头母牛
发展到今天的 8 头牛，成了“一头牛起步，三
年富裕户”的最佳代言人。

我家 4 口人，60 岁的母亲身患慢病，残
疾妻子不能承重受累，1 岁儿子嗷嗷待哺，
生活的重担压到我一个人身上。当时我总

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我不是不想干，
实在是有心无力。”

2016 年 ，我 家 被 识 别 为 建 档 立 卡 贫
困户。驻村工作队入户讲解危房改造、产
业扶持、健康扶贫等政策，告诉我什么时
候 申 请 、怎 样 申 请 、准 备 什 么 材 料 等 。
2017 年，我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养牛。不
久，驻村工作队统购的优质牛到了，我牵
回了 3 头。

这时，我母亲的病情逐渐稳定，妻子也
行动无碍，在看顾儿子之余，就围着这 3 头
牛转。早晨天还没亮，我就早早来到牛舍

清扫粪便，查看每头牛的状态，放上新的食
料和水，一天就这样忙忙碌碌开始了。听
着有力的牛叫声，全家好像都充满了活力
和干劲。

驻村干部还会不定时地邀请外面的专
家到村部办培训班，讲种养技术。多次动
员后，我克服厌学情绪去参加了培训。有
的地方听不大懂，我们村的第一书记就在
课后再给我讲一遍，让我回家多尝试、多实
践。

功夫不负有心人。2018 年上半年，3
头 母 牛 中 有 两 头 生 下 小 牛 犊 ，一 头 公 牛

一 头 母 牛 ，新 生 命 的 降 临 让 我 们 这 个 家
拨云见日、豁然开朗，我走起路来都轻松
了不少。今年，3 头母牛又生下 3 头小牛
犊，这回是一头公牛、两头母牛。6 头母
牛和 2 头公牛，人均达到两头牛，我们一
家的日子彻底“牛”气起来了。我很感谢
驻 村 工 作 队 和 永 祥 村 的 干 部 ，他 们 给 了
我很多关怀和鼓励，把日子过好，我心劲
儿挺足！

2017 年，我家新建了房子。今年，我计
划扩建棚圈，继续购进母牛，想在未来两年
发展到 20 头牛，在养牛路上一直走下去。

把日子过好，我心劲儿挺足！
◎讲述者：兴安盟突泉县六户镇永祥村李志贤

本 报 12 月 18 日 讯 （记 者
韩雪茹）记者从自治区扶贫办获
悉，近年来，我区实施贫困嘎查村
提升工程，加大对贫困嘎查村投入
和支持力度，推进水、电、路、网等
基础设施和教育、卫生、文化等公
共服务体系建设，全面改善农村牧
区人居环境和生产生活条件。截
至目前，全区 3694 个贫困嘎查村
已全部出列，累计投入贫困嘎查村
扶贫资金 280 亿元，贫困嘎查村平
均投入 758 万元。其中，2019 年
出列的 676 个贫困嘎查村当年投
入达到 29.7 亿元。

本 报 12 月 18 日 讯 （记 者
李晗）记者从自治区供销合作社获
悉，近日，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
供销合作社直属企业民贸公司正
式与贫困户签订安格斯优质肉牛
托养协议，探索优质肉牛分户繁育
和产业扶贫新模式。

参加首批签约的共有 1 家合
作社、4 户贫困户，每户托养 21 头
孕牛，共计 105 头。托养期间，企
业负责冷配、保险、技术监管等工
作，贫困户承担其余养殖基础费
用。按照协议，托养期限为三年，
贫困户按照 33%的比例向企业返
还托养收益。

本 报 12 月 18 日 讯 （记 者
李晗）记者从自治区供销合作社获
悉，近年来，赤峰市翁牛特旗毛山
东供销合作社大力发展特色产业，
依托赤峰凯峰商贸有限公司及领
办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辐射带动周
边旗县区农户 2.3 万户。

该社采取统一供种、统一肥
料、统一技术、统一销售的模式，引
导农户种植适销对路、市场前景好
的谷子、荞麦等杂粮品种，通过产
业带动、订单回收、贷款担保等形
式，与当地农户特别是贫困户建立
起稳定的利益联结机制，几年来，
累计带动 654 户、1184 人稳定脱
贫。

□本报记者 施佳丽 摄影报道

“眼瞅着天气越来越冷，忙活一年种的菜
就要冻坏在地里。没想到，张书记一张罗，一
万多斤圆白菜一天就卖光了！”鄂尔多斯市达
拉特旗展旦召苏木井泉村村民孙林说。

孙林是 2016 年建档立卡贫困户，夫妻二
人多年来靠种菜、卖菜过日子。今年，他们辛
苦种下的几亩蔬菜喜获丰收。然而，市场上
蔬菜供大于求，不仅价格低，还没人收购，夫
妻二人整日忧心忡忡。

“我最担心今年蔬菜滞销会打击贫困户
的生产积极性。”乌兰牧骑队员、驻村第一书
记张强得知情况后，马上向达拉特旗乌兰牧
骑负责人汇报了贫困户“卖菜难”的问题，并
得到乌兰牧骑干部职工的鼎力支持。大家第
一时间发出“人人献一份爱心，解贫困户蔬菜
滞销难题”的倡议，很快募集到了购买圆白菜
的爱心资金。之后，乌兰牧骑的队员们迅速
驱车赶到孙林家的菜地，帮着剥菜、搬运、装

车⋯⋯
一万多斤圆白菜可不是小数目，如何消

化？这个问题张强早就想好了：“我提前联系
了寿康老年公寓和官牛犋养老院，他们那儿
正需要一批新鲜蔬菜呢。剩下的，我们就免
费送给环卫工人！”

““滞销菜滞销菜””卖光了卖光了

抵达养老院抵达养老院

。。

装车。

给环卫工人送菜。

剥菜。

【集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