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奋斗·我脱贫】

□本报记者 钱其鲁

我叫王静山，今年 52 岁，家住乌兰察
布市察右后旗红格尔图镇大小井村。以前
我们村都是旱地，大家靠天吃饭，生活水平
都不行。我从十八九岁就外出打工，工地
上搬砖、搅拌水泥，沙漠里植树造林打沙
障，什么苦都吃过。我家有 25 亩旱地，种
小麦、土豆，每年只能挣四五千元。加上我
的打工收入，生活也就达到个温饱水平。

我有一个儿子、一个闺女，儿子前年大学
毕业，闺女现在读小学二年级，供孩子读书是
前几年我家最大的经济负担。我和媳妇省吃

俭用、受苦挣钱，努力供子女读书。2015年，
儿子考上了外地一所大学，学费、生活费很贵，
让我们一家很犯愁。家里拿不出钱，只能向
村里人借。大家的生活也都一般，你一千他
两千，总算凑够了孩子第一年的费用。

2016 年，我家被识别为建档立卡贫困
户，首先就享受了教育扶贫政策，每年能得
到一万元的扶助金，解决了儿子大部分的
上学费用，我家的经济状况顿时缓解了不
少。此外，我家还享受了种植和养殖补贴。

也就是那一年，我看到村里有个人养猪
养得挺好，我也养了两头母猪，每年卖猪崽
儿挣钱。去年，猪价不断高涨，猪崽儿的价
格从以前的 300元涨到了 800多元，猪肉从

以前的17元涨到了20多元，效益非常好。
2018 年，我们 4 个年纪相仿、在现在的

农村算是壮劳力的村民聊天时，大家谈论
起前几年国家在村里实施的农田整理项目

（政府给村里 1000 多亩地打了机井，铺了
滴灌管），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得到充分利用
十分可惜。我们决定在项目区流转 900 亩
地，种葵花、甜菜等。在我们的努力下，4
个人每年人均能有 7 万多元的纯收入。同
时，还能带动一些村民包括其他贫困户来
基地打工，让他们多些收入。

儿子大学毕业后在鄂尔多斯一家电厂
上班，每个月工资有 6000 多元。我告诉他
不用给家里寄钱，我们够用，让他把钱都存

起来以后买楼房、娶媳妇。闺女现在在商
都县城里读书，这两年我家经济宽裕些了，
能给她提供更好的教育条件了，她能念到
什么程度我们就供到什么程度。

我家的房子很旧了，政府进行了修缮、
加固，达到了安全住房标准。听说政府以
后要把我们这样居住分散的村民集中起来
建个新村，或者过些年我们干脆自己在城
里买楼，到时候就能住上新房了。

这两年，我家每年的纯收入都能有 10
万左右，可以说快过上了小康生活了，村里
人都夸我刨闹得不错。我也经常说，首先
国家有好政策扶持咱们，咱们再努力奋斗
上，日子总会好起来。

我家快小康了！
◎讲述者：乌兰察布市察右后旗红格尔图镇大小井村王静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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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天 ，我 专 程 去 了 一 趟 光 茂 村 四
社。到了以后先来到石才文大哥家里，
准备在这儿开一个社员会。现在，光茂
村准备推行适度规模化种植模式，当地
农民有一些顾虑，做通他们的工作，这件
事也就落了地。

我先介绍了一下基本情况，我们选
定的试验项目区 1790 亩，涉及光茂村四
社、五社 99 户常住户。目前，项目区土地
已通过规划整合，灌、排、路、田基本合理
配套。通过自然流转，五社的 1083 亩土
地已经集中在 10 户农民手中，四社的 707
亩地集中在 26 户农民手中。今年，我们
准备继续按照光茂村乡村振兴三年规
划，推行农民适度规模化种植模式，搞合
作经营，将土地尽量整合，使用大型机械
进行深耕深松作业。

在会上，我给社员讲：这样做可以改
善土地板结化，提高劳动效率，降低投资
成本，并将部分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
来，发展肉牛肉羊家庭养殖产业，走种养
结合的生产路子。现在推行的新模式，
农民只需要盯住合作社，干着自己的事
儿，等着分利润，那该有多棒。经过反复
的讲解讨论，大部分社员形成了共识，同
意组建合作社，进行适度规模化种植。

光茂村的贫困户已基本脱贫，我们
目前要做的是，帮助农民“土里生金”，我
会持之以恒的做下去，为光茂村致富贡
献出一份力量！

2019 年 5 月 13 日 多云

这两天碰到了件棘手的事情，村集
体刚投养的 500 只红公鸡，由于没有得到
及时的养殖技术指导，发生了疫病，已经
死亡了 38 只。看到村集体经济受到了损
失，我心里很着急。

当务之急是赶紧解决疫病的事情，
我四处打听，求医咨询，并组织村两委及
监 委 成 员 ，购 买 了 相 关 药 品 给 鸡 仔 注
射。同时，又配上多维素、清肺散拌食拌
水给鸡服用，使疫情得到了控制。

随后，我又查阅了相关养鸡的资料
得知，公鸡生性好斗，给鸡戴上眼镜，可
以有效防止公鸡打架、啄毛、啄趾等啄食
恶癖。为了这种啄斗导致的损失，我又
组织人员给它们佩戴了“眼镜”。操作
中，村两委及监委班子的同志们一呼即
应，在农忙时节放下了自己的农活儿，帮
着给鸡戴“眼镜”。

这虽然是件小事，但却体现了大家在
驻村工作中一丝不苟的精神。常言道：人
心齐，泰山移。只要我们每个基层干部齐
心协力，共谋共进，乡村振兴指日可待。

【一线·截图】

【脱贫·全纪录】

□本报记者 赵弘

按照设计好的“太阳姑娘”图案，将牛
羊皮子的边角料裁剪、雕刻、填充、上色，再
将皮毛与之拼接，搭配各色的彩石，原本是
废弃的皮子和皮毛经过乌尼日的手，摇身
一变成为了一件精美的非遗皮毛装饰挂
件。

乌尼日是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旗伊敏苏
木毕鲁图嘎查的牧民，2014 年被识别为建
档立卡贫困户，2015 年与丈夫离异，自己
带着一个 6 岁女孩和一个 4 岁大的男孩艰
难度日。2016 年，她通过培训学会了缝制
皮毛装饰挂件。“开始我只会往上缝彩石，
后来能割出成品的皮子样本，现在能设计
并制作出‘太阳姑娘’的成品了。”凭着这门

手艺，乌日尼年收入达到了 13000 元，不仅
实现了脱贫，提高了生活水平，还对生活有
了信心，“像我这种只会放牧的牧民能学会
一项技能，能做出一件非遗的手工艺品，还
能凭手艺过上好日子，我感觉重新找回了
自己的价值。”

鄂温克旗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为弘扬多民族文化特色，全旗深入挖掘、培
养和支持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传承人，集
聚各民族优秀人才入驻鄂温克旗文化产业
创业园，其中包括 26 名非遗传承人，囊括
了 23 项非遗传承项目，覆盖鄂温克民间服
饰、鄂温克传统手工皮毛技艺、厄鲁特蒙古
族服饰、达斡尔木雕、布里亚特服饰等少数
民族传承项目。如今，这些少数民族特色
技艺不仅成为了鄂温克旗的一张文化名
片，还肩负起了脱贫攻坚的重任。

米格木尔是鄂温克旗锡尼河东苏木孟
根楚鲁嘎查的牧民，是一名残疾人，需要拄
着拐走路，哪怕是 5 公分高的台阶他都很
费力气才能走的上去，2014 年被识别为建
档立卡贫困户。2017 年，米格木尔通过当
地举办的特色产业皮雕培训班结识了皮
雕，“一开始就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你说
我一个残疾人，让我给皮子雕刻还不是开
玩笑嘛。”没曾想，三个月的学习让米格木
尔渐渐对皮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通过不
断打磨自己的技艺，米格木尔月收入从几
百元增加到了 1700 元，并与鄂温克旗文化
产业创业园内的兀傲皮具有限公司签订了
劳务协议。也正是在这一年，米格木尔实
现了脱贫。目前，米格木尔正在巴彦塔拉
乡的皮雕扶贫车间里工作。

鄂温克旗扶贫办副主任赵志明说，脱

贫攻坚开展以来，多名非物质文化传承人
主动参与脱贫攻坚，以扶贫车间为平台，培
训贫困群众，在为他们增加内生动力、带来
收入的同时，使得民族传统文化和古老的
手工技艺得到广泛传承和发扬。

截至 2019 年，鄂温克旗共有扶贫车间
14 个，分布在 7 个苏木乡镇 11 个嘎查。其
中，8 个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手艺扶贫车
间，主要包括民族手工艺品制作技术、民族
服饰制作技术、根雕技术、皮具制作技术
等，直接带动贫困户 81 户。

与米格木尔一样的还有巴彦塔拉乡温
都尔嘎查的贫困户斯琴，她的丈夫 2014 年
去世，自己着带一个孩子加之身体不太好，
被识别为建档立卡贫困户。为了增收致
富，在享受产业扶贫措施的基础上，2019
年她在乡里的达斡尔民族服饰扶贫车间学

习了达斡尔族民族服饰制作。“身为达斡尔
族人，非常想学习自己民族文化的一些东
西，希望自己能将这些古老的技艺传承给
下一代”。通过文化扶贫措施，斯琴等多个
贫困户的脱贫成效得以巩固。

孟丽是斯琴的老师，也是呼伦贝尔市级
达斡尔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2018 年
巴彦塔拉乡成立了扶贫车间，她便来到培训
班，培训贫困户制作达斡尔族民族服饰和达
斡尔族补绣技艺，共带动 8 户贫困户。“存粮
千斗，不如一技在手。贫困户刚开始手法比
较生疏，做的慢，熟悉以后 2-3 天就能做一
件衣服，每件可收入 200-300 元；民族饰品
1 天能做 5 个，每件可收入 10-20 元，平均 1
天就能有 100-200 元左右的收入。以后，
我会继续将本土文化发扬光大，希望这门技
艺能带动更多人致富。”

鄂温克旗：非遗之光照亮脱贫之路

【短评】

□赵弘

鄂温克旗依托少数民族特色技艺乃
至非遗传承项目的优势，积极开展各类技
能培训，使得当地贫困户掌握了一技之
长，人均年增收超万元，从此挥手告别了
多年的贫困。

精准扶贫，文化大有可为。从只会挥
鞭放牧到穿针引线、雕刻上色，从软实力
到硬产业，文化既起到了振奋精神、凝聚
力量的作用，又成为了贫困户转变思路的
突破口、另谋发展的加油站。

在这场攻坚战中，鄂温克旗瞄准“志
智双扶”，找准文化与经济的交汇点，将
文化这一软实力打造成帮扶贫困户增收的
产业，让贫困户与少数民族特色技艺、非物
质文化遗产之间发生碰撞与共鸣，不仅事半
功倍，还最大限度地调动了当地贫困牧民谋
发展、勇脱贫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从
而汇聚起文化扶贫的强大力量。

同时不难看出，鄂温克旗文化扶贫的
做法，还让优秀的传统文化得到了弘扬和
传承，活起来、传下去的优秀传统文化反
之又给了人民群众更多的价值感、获得
感。截至目前，文化已然成为鄂温克旗扶
贫路上的重要力量。

精准扶贫，
文化大有可为

本报 1 月 21 日讯 （记者 韩
雪茹）1 月 21 日 ，记 者 从 自 治 区 扶
贫办了解到，通辽市科左中旗紧紧
抓住产业扶贫这条主线，把京蒙援
助资金聚焦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聚
焦 产 业 扶 贫、就 业 扶 贫 ，实 施 资 产
收 益、种 养 殖 业、扶 贫 车 间 以 及 专
业技术培训等各类项目 24 个，形成
农牧民稳定的增收渠道，保证贫困
群 众 不 返 贫 。 引 进 首 农 集 团 甜 菜
全产业链项目、京蓝科技农业高效
节水产业链项目，与顺鑫集团签订
玉米订单采购合作协议，拓宽了科
左 中 旗 农 副 产 品 生 产、加 工、销 售
渠道。2019 年，全旗贫困发生率降
至 0.17%，所 有 贫 困 嘎 查 村 全 部 出
列。

本报 1 月 21 日讯 （记者 韩
雪茹）1 月 21 日，记者从自治区扶贫
办了解到，呼和浩特市土左旗结合
脱贫攻坚“回头看”工作，在“四位一
体压责任、三维立体抓落实”工作机
制和旗级领导包联乡镇制度的基础
上，建立旗级领导直接包联行政村
工作机制。从 2018 年 12 月 31 日开
始，全旗 27 名处级领导按照《旗级
领导包联行政村安排表》，深入到所
包联乡镇、村，通过召开座谈会、查
阅资料、入户调查、填写调查问卷等
形式，对照“三落实”“三精准”“三保
障”等政策落实情况，开展了脱贫攻
坚调查工作。

本报 1 月 21 日讯 （记者 李
晗）今 年 以 来 ，为 推 动 消 费 扶 贫 项
目，赤峰市巴林左旗供销合作社重
点实施了特色农畜产品展销推广项
目。该项目投资 100 万元，以巴林
左旗特色农畜产品为重点，实施“走
出去”和“请进来”战略，通过参加各
大型展销会、制作宣传片、媒体推介
等方式，提升该旗特色农畜产品知
名度。目前，已组织参加了赤峰供
销农产品战略发展高峰论坛暨赤峰
农产品产销合作联盟成立大会等各
类市内外大型展会 6 次，成交额达
200 万元。

【集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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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弘 摄影报道

1 月 21 日，边陲小城满洲里市白雪皑皑，
但严寒天气对中俄互市贸易区没有丝毫影
响，依旧热闹非凡，满洲里市扎赉诺尔区的贫
困边民们早早地在互贸区大厅内排起了长
队。

57 岁的扎赉诺尔区边民张艳右手残疾，
她笑着对记者说：“扶贫办每天派车接我们这
些困难户来互贸区买优惠价的面粉，这面粉
可以自己吃，也可以直接卖出去挣差价，这
不，我也成了买卖人啦。”

据扎赉诺尔区扶贫开发办负责人张寿生
介绍，2017 年 7 月份，满洲里市在全区开创性
地创造了“互贸+互联网+精准扶贫”的扶贫
模式，扎赉诺尔区扶贫办组织贫困群众办理
边民交易卡 970 多张，截至今年 1 月份，到互

贸区交易的扎赉诺尔区贫困边民约 12 万人
次，贫困边民收益 120 多万元。

2019 年 11 月初，本着自愿交易、等价交
换、互利互助的原则，扎赉诺尔区扶贫办每天
组织边民在互贸区交易，然后每人用交易回
来的 2 公斤面粉或 1 升葵花油到当地食品厂
交换麻花、烧饼、面包、馒头等面食品。

“这不快过年了吗？今天我想用买到的
面粉换点馒头，能卖也能自己吃，过几天再换
点麻花。”45 岁吴彦群是位因病致贫的边民，
他在 2013 年查出双侧股骨头坏死，妻子腰椎
间盘突出，丧失劳动能力。60 岁的许春香则
想在互贸区买些年货，“这互贸区里俄罗斯
糖、巧克力都比街里便宜，省下的就是赚到
的。”

据了解，扎赉诺尔区扶贫办每天派 4 辆
车接送贫困边民，当天有 180 人来互贸区领
取面粉。

贫困边民有了贫困边民有了““新买卖新买卖””

互贸区排队的边民互贸区排队的边民

。。

换馒头。领取面粉。

选购年货选购年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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