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赵弘

我叫左占祥，今年 50 岁，是锡林郭勒盟
多伦县蔡木山乡上都河村的村民，和老父亲
相依为命。

过去，我家的收入来源就是 40 多亩旱
地，遇上干旱，一年的辛苦就“泡汤”了。我
父亲患有严重的哮喘病，犯起病来呼吸都困
难，需要长年吃药、定期住院治疗，基本丧失
了劳动能力。我要照顾生病的父亲，还要种
地维持家庭生活。

前些年，村里人没少给我张罗找媳妇。
当时，我出门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哪个

姑娘肯嫁给我。多亏有了好政策，我家有了
希望。2014 年，通过收入测算、民主评议等
程序，我家被识别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国家
的各项惠民政策逐步落实到位，健康扶贫让
父亲的医药费得到更多报销，父亲看病难题
得到解决，病情也一天天好转，生活上能够
自理了，我也开启了“轻装上阵”的脱贫致富
模式。

县、乡、村经常举办扶贫夜校，我利用业
余时间积极参与，尽量多学点种植技术，农
作物产量高了，我的收入也更多了。农忙季
节，我进行农业生产；农闲季节，我四处打工
挣钱。2015 年，在外地打工期间，我认识了
现在的妻子，妻子说我身上有一股子不怕苦

不怕累的冲劲。结婚后，我们小两口商量着
能不能在养殖业上找到脱贫致富的渠道。
我想养牛，但一直没有多余的钱买牛。

政府出资为我家先后购买了 3头基础母
牛。我们一家人乐开了花，悉心饲养着，生怕
出现一点点闪失。我在自己家地里种上了青
贮玉米，秋天收割后储起来，用作一冬的牛
料，3 头牛让我喂得肥肥壮壮。几年下来，这
些牛先后产犊 4 头，现在已经发展到了 7 头，
一个小牛群就这样发展起来了。按照市场价
一头牛 1.5 万元算，我家可是有价值 10 万元
的“资产”了。在政策的扶持下，我又新建了
牛棚，7头牛也都搬进了新家。

生活一天比一天好，我又有了新目标。

2016 年，我家盖起了宽敞明亮的大瓦房，老
父亲坐在炕上笑得合不拢嘴。我还通过农
机补贴购买了中型农业机械，在满足自用的
基础上，出租机械也能够得到一笔收入，我
也从一名地地道道的农民变成了会经商的
小老板。

通过驻村工作队测算，加上各项惠农补
贴，目前，我家纯收入已达到 2 万元以上。
不愁吃、不愁穿了，住房和医疗也有了保障，
生活有了极大改善。2016 年，我家实现了
脱贫。我还利用自己的所学所悟帮助有劳
动能力的贫困户养殖大牲畜，在进行技术指
导的同时，积极为农户介绍买家，让其他农
户的牛也能卖上好价钱。

我开启了“轻装上阵”脱贫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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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奋斗·我脱贫】

年初的愿景都实现了

◎王军

（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陕坝镇满天红村第一书记

）

（本报记者

钱其鲁

）

【一线

·日记

】

【一线·截图】

2019 年 11 月 28 日 晴

早上，我驱车到旗残联帮建档
立卡贫困户赵爱玲领取了一辆轮
椅，随后又把轮椅送到她在幸福院
的家中。赵爱玲患有脑梗和心梗，
常年卧病在床，行动不便。有了这
辆轮椅，她的出行会方便很多。赵
爱 玲 的 老 伴 儿 闫 德 元 激 动 地 说 ：

“以后就省事多了，出去转悠也能
推着老伴儿一起去。”

如今的满天红村，房屋整齐划
一，道路平坦畅通，网络通了，自来
水有了，排污管道直接入了户，还
实现了集中供暖，娱乐广场和健身
设施一应俱全。而且，村集体经济
收入突破了 30 万元大关，百姓的精
神面貌大为改观，村“两委”班子的
凝聚力和战斗力得到了大幅提升，
满天红村由过去的贫困村一跃成
为镇里的先进村。

2019 年 12 月 13 日 晴

太 阳 暖 洋 洋 的 ，一 点 儿 也 不
冷。一早我就开车到建档立卡贫
困户吕秉光家走访，了解他家的收
入情况。自 11 月 8 日满天红村实现
集 中 供 暖 后 ，我 还 是 第 一 次 到 他
家。进门后，一股暖意扑面而来，
和楼房里一样暖和。村庄实现集
中供暖，在巴彦淖尔市是首次，村
民们都非常高兴。

吕秉光家里有 3 口人，吕秉光
本人患有遗传性肺心病，生活比较
困难，加上前几年打工被骗，一度
对生活失去了信心。2017 年底，他
家被识别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后
来，在各项政策和社会各界的帮扶
下脱了贫。

想起开春种地前，我特意到吕
秉光家，与他共同制定了种植养殖
计划。当时，我与他徒步逐块察看
了他家承包的所有耕地，商量决定
立足耕地实际，种 10 亩订单番茄、8
亩玉米和 8 亩葵花。养殖则以育肥
肉羊为主，争取出栏肉羊 10 只以
上。

落座后，吕秉光的妻子笑容满
面 地 告 诉 我 ，年 初 的 愿 景 都 实 现
了。2019 年，他家年人均可支配收
入达到了 1.7 万元，还有 8 只肉羊和
1 头小牛犊待出栏。两口子还说，
要继续规划好生产，争取来年人均
可支配收入突破 3 万元。看着他们
幸福的笑脸，我由衷地感到自己的
工作很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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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韩雪茹

用“村村响”大喇叭和广播巡逻车宣
传 防 疫 知 识 ，在 全 村 公 共 区 域 喷 洒 消 毒
液，强化外来进村人员管控，督促指导企
业 制 定 复 工 方 案、疫 情 防 控 方 案 和 应 急
预案⋯⋯在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展旦召
苏 木 和 合 成 村 ，一 支 由 驻 村 第 一 书 记 牵
头组建的“党员先锋队”日夜奋战在抗疫
一线和脱贫攻坚一线，成为村民们的“主
心骨”。

和合成村是达拉特旗交管大队的对
口帮扶村。达拉特旗交管大队派驻的驻
村 第 一 书 记 邱 俊 业 大 年 初 三 就 回 到 村

里，积极参与到疫情防控工作中 。“和合
成村距离城区只有 70 公里，马呼线从村
中穿过，车流量较大。加上村里还有 8 家
煤矿企业，流动人口多，村里的疫情防控
一点儿也马虎不得。”邱俊业说，“面对严
峻的疫情防控形势，我们村成立了‘党员
先 锋 队 ’，13 名 党 员 带 领 33 名 群 众 站 在
防控一线，为全村 90 户 422 名村民保驾
护航。”

在疫情防控一线，驻村第一书记是抗
疫“战斗员”；在脱贫攻坚一线，他们变身

“推销员”，为滞销的农畜产品寻找销路。
风水梁镇大纳林村的集体经济项目

鹌鹑养殖场养了 5 万多只鹌鹑，每天鹌鹑
蛋的产量达到 1000 多斤。受疫情影响，

鹌鹑蛋连续八九天无法销售，8000 多斤
鹌鹑蛋处于滞销状态。

“不能让好不容易搞起来的村集体经
济垮掉，更不能让老百姓遭受损失 。”鄂
尔多斯市生态环境职业学院派驻的驻村
第 一 书 记 张 利 光 看 在 眼 里 急 在 心 里 ，他
一 边 请 亲 戚 朋 友 帮 忙 销 售 ，一 边 向“ 娘
家”鄂尔多斯市生态环境职业学院汇报，
寻 求 单 位 帮 助 。 多 次 协 调 后 ，学 院 决 定
包 销 所 有 的 鹌 鹑 蛋 ，争 取 将 损 失 降 到 最
低 。 接 下 来 的 几 天 里 ，这 些 鹌 鹑 蛋 被 销
往东胜区、伊金霍洛旗、康巴什区等地，
滞销鹌鹑蛋销售一空，挽回经济损失 4 万
多元，解了村里的燃眉之急。

看到滞销的鹌鹑蛋终于卖出去了，村

党支部书记张有福悬着的心落了地。口
罩遮住了张有福的脸，却遮不住他喜悦的
心情：“多亏了张书记帮忙，鹌鹑蛋才没有
烂在仓库里，村民们都真心感谢他。”

眼下已进入备春耕关键时节，“防疫
备 耕 两 不 误 ”成 了 广 大 第 一 书 记 的 共
识。联系种子、化肥、农药、地膜等生产
资料进村入店，积极与涉农银行、企业对
接争取金融支持⋯⋯第一书记们又忙碌
在备春耕的第一线。

“咱们提前做好计划，先统计村民们
种 多 少 亩 地 ，把 种 植 玉 米 和 葵 花 的 分 开
登 记 。 然 后 根 据 统 计 结 果 ，看 看 大 概 需
要多少化肥、籽种等农资 。”这几天，旗
科协派驻白泥井镇道劳窑村的驻村第一

书记刘二正与村干部们忙着统计春耕所
需 的 生 产 资 料 ，并 继 续 推 进 村 里 土 地 规
模化经营等事宜。刘二正说，目前，道劳
窑村一个社的 300 多亩集体土地有望今
年 实 现 规 模 化 种 植 ，另 外 一 个 社 有 两 块
成片的土地，大约 700 多亩，这段时间陆
续召开社员代表会，听取村民们的意见。

据 了 解 ，疫 情 发 生 后 ，达 拉 特 旗 132
个行政村的 174 名驻村干部迅速响应，组
建了 1005 个嘎查村（社）疫情防控“战斗
队 ”。 疫 情 期 间 ，驻 村 干 部 们 累 计 捐 款
39.7 万元，协调价值 20 多万元的防疫物
资 用 于 疫 情 防 控 。 同 时 ，积 极 为 农 牧 民
代销农畜产品、采购农资，不让疫情阻挡
脱贫攻坚的脚步。

第一书记在一线

本 报 3 月 10 日 讯 （记 者
赵弘）记者从自治区扶贫办获悉，
为打好疫情防控阻击战和脱贫攻
坚战，巴彦淖尔市五原县组织县镇
村三级扶贫干部，利用电话、短信、
微信等手段，全面了解贫困群众防
疫期间生产生活情况，解决贫困群
众实际困难。同时，全面摸排春节
期间返乡贫困劳动者，了解务工需
求，建立完善台账，并开辟劳务输
出“绿色通道”，经统筹协调，已帮
助 70 人返岗就业。

本报 3 月 10 日讯 （记者 韩
雪茹）记者从自治区扶贫办获悉，
兴安盟突泉县充分发挥产业扶贫
奖补资金的杠杆作用，通过贫困户
自主发展产业、户企联合资产受益
等方式，充分激发贫困户的内生动
力，帮助他们实现脱贫。目前，利
用产业奖补资金自主发展产业的
贫困户已经达到了 67.1%。对于
自主发展产业能力较弱的贫困户，
则实行户企联合经营的模式让贫
困户受益。

本 报 3 月 10 日 讯 （记 者
赵弘）记者从自治区扶贫办获悉，通
辽市奈曼旗积极开展电商消费扶
贫，通过“电商扶贫+合作社+贫困
户”模式，挖掘培育本土“网红”，目
前已有 21 户村民成为电商。疫情
期间，该旗电商运营中心还帮助销
售香瓜、芹菜、粘豆包、牛羊肉等农
畜产品1860单，价值9万余元，这些
产品均被销往北京、深圳等地。

本 报 3 月 10 日 讯 （记 者
韩雪茹）记者从自治区扶贫办获悉，
连日来，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严
格落实上级关于疫情防控的各项决
策部署，科学有序做好扶贫车间复
工复产工作。为保障复工期间安全
生产，车间严格按规定对返岗工人
进行筛查，定时测体温，配发口罩、
酒精、消毒液等防护物品。截至目
前，全镇 4家笤帚加工厂复工，除少
量季节性生产扶贫车间外，全镇扶
贫车间在严格执行疫情防控措施的
前提下相继复工复产。

□韩雪茹

第一书记身处一线，直接面对群
众，是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宣传者、落
实者。敢于担当，是第一书记干事创业
的必然要求，特别是面对困难和问题
时，更要有勇气、有魄力，第一时间站出
来，真正做到和群众心连心、同呼吸、共
命运，让“第一”名副其实。

坚守在一线，奋战在一线。在鄂尔
多斯市达拉特旗，广大第一书记积极响
应号召，勇当“逆行者”，带头宣传疫情
防控政策、进村入户排查、设立卡点值
守、助力企业复产复工，与干部群众齐
心奋战，构筑起联防联控、群防群治的
牢固堡垒。除了扮演疫情防控“战斗
员”，他们还是农畜产品“推销员”，充分
利用自身专业知识、派出单位资源等优
势，积极为广大农牧民奔走，奋斗在解
决群众实际困难的第一线。

第一书记的奋斗模样，让农村牧区
充满希望。他们勇于担当、甘于奉献，
努力争当攻坚克难的先锋、引领致富的
模范、服务群众的标兵，不但改变了贫
困地区的面貌，更赢得了当地群众的尊
敬和爱戴。

让“第一”名副其实

□本报记者 韩雪茹
实习生 孙伟 夏轶燚 摄影报道

一年之计在于春。近日，赤峰市喀喇沁旗锦
山镇田营子村和丰园农业专业合作社温室大棚
内，一垄垄圣女果秧苗绿意盎然、长势喜人。村民
们正戴着口罩，忙着掐秧苗、喷洒营养液。

“在这里工作，既能照顾家里的小孩，也能打理
自家农活儿，还能拿到不少工资，啥都不耽误。”在

合作社打工的贫困户赵桂香满足地说。
据和丰园农业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赵国苓介

绍，合作社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全力保障蔬菜
水果生产顺利进行，保证特殊时期广大群众能够
吃到“放心果蔬”。

2019 年，合作社流转村里土地 200 多亩，新建
高标准温室大棚 42 栋，种植圣女果和美枣。通过

“合作社+基地+贫困户”的模式，以产业扶贫为抓
手，帮助 10 多名贫困户实现稳定就业，每人年增收
达到 6000 多元，还将带动周边 300 多名群众增
收。目前，圣女果已进入产果期，每个大棚已经产
果 1.5 万斤左右，按照市场价每斤 8 元左右计算，平
均每个棚收入 12 万元左右。仅这一季，果蔬销售
产值预计可达 260 万元以上。

温室大棚生产忙温室大棚生产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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