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韩雪茹

我是锡林郭勒盟多伦县西干沟乡大官
场村的村民谭景凤，今年60岁，老伴儿已
经去世了，儿子一家在外地生活。

前些年，我家日子不好过。家里缺少
劳动力，地也不多，收成好的时候也就是够
吃喝，收成不好的时候还要借钱过日子。
2014年，我家被识别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一个个好政策接连来了。2016年，为了帮
助我家发展养殖业，我购买了2头驴，政府

补贴5000元。2017年，我又购买1头牛，
政府再次补贴5000元。如今，养的这些牲
畜给我带来了不少收入。

锅里足才会碗里有。只有村集体经济
发展壮大了，我们普通村民才能跟着受
益。这几年，不仅是我家收入增加，村集体
经济也有了很大的发展。2019年，我们村
建设了一座仓储库房，年租金4万已经到
账了。另外10座蔬菜大棚还有租金1.2万
元。2019年，扶贫干部多方协调，安装价
值60多万元的变压器2个。有了变压器，
浇地就方便多了，这让我们村300多亩耕

地的流转租金都涨价了。安装前土地流转
租金每亩70到 80元，安装后流转租金每
亩达到了300元。为丰富群众文娱活动，
扶贫干部还协调相关单位为村里安装21
件健身器材。

好日子刚刚开始。从2016年起，政府
每年给我代缴合作医疗保险、养老保险
等。去年，我生病住院，还享受先诊疗后付
费政策，政府补贴了3474元。除此之外，
我还享受“三到村三到户”入股分红政策，
已经领过了900元的分红。

2018年老伴去世了。去年秋天，儿子

又在干活的时候出了意外，被高压电电伤
了胳膊，现在只能躺在床上养着。驻村第
一书记黄志永得知消息，怕我受不了这连
续的打击，隔三差五的来家里陪我聊天，问
我有啥困难，我打心眼儿里感谢他。

有了实实在在的好政策和真心真意帮
扶的好干部，咱老百姓也不能落后啊。这
不，村里针对建档立卡贫困户先后4次办
起了“扶贫夜校”，我和村里好多贫困户都
积极参加学习培训，了解了不少就业扶贫
政策，还学习了种植业病虫害防治技能、肉
牛养殖技术等。

好日子刚刚开始
◎讲述者：锡林郭勒盟多伦县西干沟乡大官场村谭景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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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端午节，也是贫困
户王桂兰的生日，我们买了新
鲜水果和牛奶去看望老人。

“来了，赶快进家吧！”刚走
进王桂兰家的大门，就听见老
人 热 情 的 招 呼 声 。“ 生 日 快
乐！”听到我们的问候，老人脸
上露出幸福的笑容。

王桂兰子女都不在本地，
回家的次数比较少。借助此次
他们返乡的机会，我们将老人
已经享受的帮扶政策、帮扶单
位的帮扶项目以及今后的产业
发展规划等，一并和老人及其
子女进行了交流。老人激动地
说：“政策实在是太好了。尤其
是你们驻村工作队，隔三差五
来家里看望我，帮助解决各种
困难，让我好像又多了几个儿
子一样。这次又为我申请危房
改造，给我收拾房子，真的太幸
福了！”老人的子女也对我们的
工作表示由衷感谢。

2019年7月23日 晴

今天很高兴，一组维修的
道路完工了。

永进村的主要经济作物是
番茄，主要销往双庙番茄厂和
三道桥番茄厂，但是通往双庙
番茄厂的道路由于年久失修，
非常难走。

我在之前的走访过程中就
了解到了这一情况，与村两委
也商量过解决办法，但由于资
金 短 缺 ，这 条 路 一 直 未 能 整
修 。 前 段 时 间 回 单 位 汇 报 工
作，我向领导提出帮助村里修
路的想法，单位领导当即表示
同意出资，帮助永进村翻修道
路。我又与村两委进行协商，
决定由村民出工出力，我负责
监督，对这条道路进行整修，解
决村民脱贫致富路上最后一公
里问题。

今天，道路修缮工程顺利
完工，彻底解决了村民销售出
行难问题，同时也极大改善了
村民的居住环境。村民说：“道
路平整了，秋天卖番茄就方便
了，出行也更通畅了。驻村工
作队真是辛苦了！”

能为村民出份力是件幸福
的事。今后，我将继续从帮扶
村实际出发，把着眼点放在解
决治本问题上，更好地破解制
约农村发展难题，不断提高帮
扶质量和水平。

□本报记者 赵弘 摄影报道

天还没亮，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旗巴彦嵯岗
苏木莫和尔图嘎查的敖国志家便亮起了灯。他
穿上衣服，推门奔向鸡舍。清理鸡粪、拌饲料，
忙乎完已经是早上8点了。

2017年，58岁的敖国志被识别为建档立卡
贫困户，妻子金美玲患有听力二级残疾。“我们
家人均纯收入那时也就2000多元。这几年，在
党的政策的引领下，我养大鹅、养鸡、养奶牛、种
柳蒿芽，还在嘎查环卫队当工人，去年年收入

71489.49元，人均纯收入23829.83元，变化真
是翻天覆地啊！”敖国志说。

莫和尔图嘎查是巴彦嵯岗苏木政府所在
地，全嘎查面积 35万亩，嘎查牧业人口 219户
478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24户 59人，如今
全部脱贫。嘎查第一书记靳文辉说：“脱贫攻坚
重在产业。2017年，我们调动贫困户积极性，
切实抓好特色种养业。去年，我们把精准扶贫
工作向纵深推进，带领贫困户种柳蒿芽、养生态
鸡，敖国志便是其中的受益者。”

据统计，仅2019年，特色种养就为莫和尔
图嘎查的贫困户增加收入1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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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慧玲

“多对多”集中销、“一对一”选购
销……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通过打造线上
线下相结合的消费扶贫新模式，多渠道聚
力，使贫困户自产的农副产品由滞销变畅
销，让贫困户的钱袋子“鼓”起来、日子“火”
起来。

今年，神华准能集团公司与准格尔旗
建立消费扶贫利益联结机制，以苏木乡镇
政府和嘎查村两委作为主要联结纽带，将
贫困户的优质农畜产品全部按照保护价进

行收购。在肉羊每斤38元的市场价基础
上，神华准能集团公司以普通农户每斤40
元、贫困户每斤42元的价格，统一收购、屠
宰、切割、包装后再进行销售。听到这个好
消息，准格尔旗的养羊户们兴高采烈，他们
再也不用四处奔波找销路了，家门口就能
卖出好价格。

“神华准能集团的肉羊订单是目前最
大的订单。他们上门取货，把钱直接打到
农户的银行卡上，解决了他们的销售难题，
农民的后顾之忧没有了。”布尔陶亥苏木副
苏木长任向东说。

布尔陶亥苏木铧尖村的王俊良是肉

羊销售的受益者之一。2016 年，他家被
识别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在帮扶单位和
扶贫干部的帮助下，王俊良重拾养殖业，
收入一年比一年高。“去年，我脱贫没脱
政策，今年还享受到了贫困户的销售价
格，卖了 7 只羊，获得了 14000 元的收
益。”王俊良说。

消费扶贫不但帮贫困户解决了销售难
题，普通农户也获益良多。布尔陶亥苏木
腮五素村的王丰是村里的养羊大户，有
150多只羊。这次，王丰一次性卖了44只
羊，获得9万多元的收益。王丰告诉记者：

“对我们养羊户来说，销售最困难。咱们这

儿地方小，交通不便，人也少，只能通过班
车捎，或者依靠街坊四邻宣传，一只只卖。
现在扶贫措施好，销路送到家门口，还省去
了屠宰、送货的流程。我们的农畜产品不
愁卖，价钱还不低！”

截至目前，神华准能集团公司“以购代
帮”助力消费扶贫，共收购全旗农户、贫困
户的肉羊 7965 只，老百姓销售收入达到
1470多万元。

为了使贫困户的肉羊、糜米、黄河碱
米、农村鸡蛋、瓜果蔬菜等优质农产品与消
费市场无缝对接，准格尔旗还通过农村电
商、邮乐网、扶贫干部推销等方式，全力打

通线上、线下销售对接通道。目前，准格尔
旗已累计为贫困户销售优质农产品价值
9800余万元。

准格尔旗把消费扶贫作为高质量脱
贫攻坚的抓手和载体，积极构建消费扶
贫利益联结推进和诚信机制，采取“企
业+贫困户”的模式，鼓励企业和贫困户、
合作社开展订单生产。同时，为了让消
费扶贫可持续，该旗还加强了“菜篮子”
工程建设，支持建设大型农产品批发市
场，打造农村电商示范区，以“线上”带动

“线下”，推动农业提质增效，全力巩固脱
贫攻坚成果。

“我们的农畜产品不愁卖！”

本报 2 月 25 日讯 （记者
韩雪茹）记者从自治区扶贫办获
悉，鄂尔多斯市 1000 多名驻村
干部从正月初三开始陆续返回
所包联的嘎查村，与苏木乡镇、
嘎查村干部、农牧区群众奋战在
抗击疫情第一线，用实际行动守
护着广大农牧民群众身体健康
和财产安全。此外，广大驻村干
部还通过微信朋友圈等渠道帮
助农牧民群众销售牛羊肉等农
畜产品，同时利用微信群、村广
播等载体向农牧民群众教授生
产实用技术，为今年的农牧业生
产做准备。

本报 2 月 25 日讯 （记者
韩雪茹）记者从自治区扶贫办获
悉，兴安盟扎赉特旗一个扶贫车
间变为应急口罩生产点，于 2 月
8 日开始正式加工生产应急口
罩，目前已经生产 1000 多个，经
过医院消毒后全部送到一线防
疫工作人员手中。据了解，该
扶贫车间于 2019 年建成，主要
加工民族服饰。扎赉特旗扶贫
办利用扶贫车间的设备、技术、
人力资源，协调口罩制作原料，
在充分做好疫情防控和保证安
全距离的情况下进行应急口罩
的生产。

本报 2 月 25 日讯 （记者
韩雪茹）记者从自治区扶贫办
获悉，为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
情影响，通辽市库伦旗采取多
项举措，切实做好金融扶贫小
额信贷工作，协调金融机构适
当延长到期日，同时加大贷款
宣传力度，通过视频、电话等方
式稳定贫困户情绪，减轻贫困
户压力。该旗还及时研究金融
机构划片分区、贷款期限等事
宜，为下一步的金融扶贫工作
提供依据。

□张慧玲

消费扶贫是社会各界通过消费来
自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产品与服
务，帮助贫困人口增收脱贫的一种扶
贫方式，是社会力量参与脱贫攻坚的
重要途径。消费扶贫的最大特点是动
员社会力量参与，既兼顾了市场的特
点，也激发了群众的责任感，更重要的
是能增强贫困地区的内生动力，为贫
困群众提供稳定的增收渠道。

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通过打造线
上线下相结合的消费扶贫新模式，多
渠道聚力，使贫困户自产的农副产品
由滞销变畅销。这种“以购代帮”的扶
贫模式，不仅让当地农牧民看到自己
产品的价值，为他们带来劳动脱贫的
动 力 和 尊 严 ，也 让 贫 困 户 的 钱 袋 子

“鼓”起来、日子“火”起来。
消 费 扶 贫 不 是 一 句 口 号 ，落 地

落 实 才 能 发 挥 更 大 作 用 。 因 此 ，不
仅要在政策鼓励、消费引导、发掘产
品 优 点 等 方 面 下 功 夫 ，还 要 加 强 供
需 两 端 的 对 接 ，完 善 交 通 、仓 库 、物
流 、网 络 等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 除 此 而
外 ，更 要 处 理 好 贫 困 地 区 农 副 产 品
生 产 与 消 费 市 场 的 关 系 ，既 要 保 证
产品数量，还要提升产品品质，这样
才 能 吸 引 更 多 消 费 者 助 力 脱 贫 攻
坚。

让消费扶贫
发挥更大作用

添加草料。

喂鸡。 准备挤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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