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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慧玲

我 叫 陈 子 超 ，家 住 赤 峰 市 翁 牛 特 旗
白音套海苏木白音套海嘎查。因为供两
个孩子读书，早年欠下许多外债，加上我
们 夫 妻 俩 身 体 都 不 好 ，干 不 了 太 重 的 体
力活儿，家里的经济情况一直不好，2016
年被识别为建档立卡贫困户。2017 年在
产 业 奖 补 政 策 的 支 持 下 ，我 开 始 种 植 水
稻，村里给我盖了新房，又给我安排了公
益岗位，2018 年，我家彻底脱了贫。

虽 然 脱 了 贫 ，但 是 家 庭 经 济 基 础 还
是 比 较 薄 弱 ，家 里 那 点 积 蓄 也 不 够 发 展
其 他 产 业 ，心 里 正 焦 虑 ，嘎 查 第 一 书 记
铉 浩 找 上 门 来 。 当 时 ，铉 浩 书 记 与 村

“ 两 委 ”正 在 不 间 断 地 进 行 入 户 走 访 ，了
解 我 们 的 生 产 生 活 状 况 和 存 在 的 实 际
困 难 ，并 结 合 每 户 实 际 ，以 产 业 助 推 精
准 扶 贫 ，做 到“ 一 户 一 策 ”，确 保 未 脱 贫
户 顺 利 脱 贫 摘 帽、已 脱 贫 户 能 够 自 力 更
生。

铉 浩 书 记 告 诉 我 ，村 里 正 在 发 展 到
户 产 业 项 目 ，现 在 是 发 展 养 殖 业 的 好 时

机。看见我并不上心，就耐心地开导说：
“ 你 家 虽 然 脱 了 贫 ，但 是 不 脱 政 策 ，发 展
养 殖 是 你 家 以 后 致 富 奔 小 康 的 最 佳 选
择 ，既 不 用 太 费 力 ，又 可 持 续 ，现 在 行 情
好，保你们增收。即便失败了，也只是一
时 得 失 。 但 如 果 不 迈 出 这 一 步 ，可 能 会
就此裹足不前。”

在 他 的 劝 说 下 ，我 动 心 了 ，买 了 10
只羊，政府给了补贴，我也就花了百分之
二十的钱。如今，10 只羊已经发展到了
16 只，一只几十斤的小羊就能卖到七八
百元。现在我一见到铉浩书记就说：“以

后，书记怎么说，咱就怎么干！”
这几年，我家的变化太大了，危房进

行 了 改 造 ，养 殖 又 给 我 带 来 了 可 持 续 的
收 入 ，再 加 上 我 们 夫 妻 俩 在 附 近 打 点 力
所能及的零工，奔小康我们信心十足。

这些天，嘎查的人口口相传，说我们
白音套海嘎查 70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有
14 户 24 人靠自身发展稳定脱贫，8 户 16
人发展养牛产业，14 户 20 人安排了公益
岗 位 ，剩 余 的 贫 困 户 也 都 进 行 了 社 会 保
障 兜 底 。 一 个 个 都 是 好 消 息 ，听 了 真 是
激动不已啊！

“书记怎么说，咱就怎么干”
◎讲述者：赤峰市翁牛特旗白音套海苏木白音套海嘎查陈子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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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奋斗·我脱贫】

福如东的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李永宏

（呼和浩特市武川县可镇福如东村驻村干部

）

（本报记者

施佳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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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截图】
2019 年 12 月 18 日 晴

中午，在村口遇到放羊回来的崔茂大爷，就
去他家坐了坐。老崔是个从业 30 余年的老中
医，因为方子简单，省钱疗效好，村民有啥头疼脑
热都找他。他和老伴儿的日子虽不富裕，但也过
得安逸满足。

可自从老崔 2002 年和 2013 年患病先后做
了两次手术，高昂的医疗费让他家的经济有些吃
力了。2014年，经村民评议，他家被纳入建档立
卡贫困户。2016 年，村里利用扶贫资金实施节
灌工程，他家旱地改水地 5 亩。同年，他家拆旧
建新，依照政策享受了 21850 元的危房改造补
贴，并享受到村集体经济的利益分红。再加上老
崔勤快肯干，又繁育了十几只羊，2016年就脱贫
了。这两年健康扶贫力度更大，他看病的压力也
不重了。

老崔爱看医书，就琢磨食疗配合药物调养
身体。他的萎缩性胃炎过去挺严重，经过积极调
养逐渐向好，现在身体状况不错。去年，在严格
核算的基础上，我们帮他申请入了低保。今年3
月份，经积极申请又把他列为村里公益岗位上的
一名保洁员。

老崔说，他能过上现在的好日子，都靠党的
好政策和驻村队员的帮助。我驻村这两年多，他
经常为驻村队员把脉，成了大家的免费家庭医
生。对于我这个驻村干部来说，这样的“忘年交”
越来越多了。

2020年1月2日 晴

今天是腊八，天挺冷。像去年腊八一样，村
干部又为我们送来了腊八粥，心里暖暖的。

村“两委”和驻村工作队员分三个组，继续入
户摸底排查、采集信息，顺便我给村民再发几本
我写的书——《福如东故事》。这几年，福如东村
的变化很大，村子美了，产业有了，生活质量有了
保障，幸福指数提高了，大家的精气神儿也不一
样了。在完成6万多字的《脚印——可镇扶贫工
作纪实》一书后，我打算再写一本反映福如东村
变化的书。经过一个多月入户走访、撰写，作为
精神扶贫参阅读本，6万多字的《福如东故事》在
去年12月中旬印刷完毕。

这几天，大家伙儿都嚷嚷着要看这本书，老
崔早早向我要了一本。今天再次见到老崔，老崔
说，从来没有人写过福如东的人和事，书里的人
都是熟悉的人，很多故事也是他经历过的，真实
又感人。让我抽空去他家吃饭，要奖励一下我。

老崔的话让我想起刚给农技特派员岳满银
送书时的情景。当时老岳不在，他老伴儿看着写
自己老汉的文章，十分投入，竟然把我撂在了一
边儿。

村民总是那么可爱，一点小事都能感动他
们。之前我张罗从单位给福如东村申请了10来
件配套乐器，成立了一个文艺队。张从尧是其中
的一员，也是四胡爱好者，每年过年，都能收到他
的祝福短信。还有低保户王桂兰，她家的猪肉我
们一直帮着卖，每次路过她家，总要让我进家坐
坐喝口水⋯⋯

走访累了，看着手里的《福如东故事》，再想
想村民那洋溢着幸福的笑脸，我确信，福如东的
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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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全纪录】

□本报记者 韩雪茹 实习生 王琳

人勤春早。天刚蒙蒙亮，呼伦贝尔市
阿荣旗得力其尔乡的汇智兴农合作社内，
工人们已经紧张有序地忙碌起来了。

龙头山村村民姜春胜比别人来得更早
一些，所有准备工作都做完后，他开始进行
木耳菌袋的生产。今年 46 岁的姜春胜是
龙头山村的建档立卡贫困户，独自一人带
着儿子生活，因为家里土地少，他平时靠打

点儿零工补贴家用，日子过得挺紧。
2014 年合作社成立后，姜春胜和儿子

就在合作社打工。菌袋生产的时候生产菌
袋，木耳种植的时候帮着种木耳，在合作社
的带动下，通过辛勤的劳动，姜春胜家顺利
脱了贫。“做梦都想脱贫。看着自己的生活
一天天变好，干劲儿也更足了。”姜春胜说，
他希望合作社能够不断发展壮大，这样他
就会有稳定持久的收入。

汇智兴农合作社主营黑木耳栽植及榛
苗繁育，黑木耳基地占地 35000 平方米，设

有无菌制菌室、养菌室和装袋车间，还引进了
自动拌料、上料、装袋、灭菌、接菌专业流水
线，提升了黑木耳产业的效益。合作社采取

“支部+合作社+贫困户”减贫带贫模式，引导
贫困群众走出一条产业发展之路。截至目
前，合作社已经带动453户贫困户脱贫。

得力其尔乡杜代沟村的建档立卡贫困
户娄友也在合作社打工，每年有近两万元收
入，稳定的收入不仅让他脱了贫，生活的信
心也更足了。前些年，他家靠种十多亩地生
活，妻子患有哮喘、肺气肿等病，家里的积蓄

全都用在医疗费用上了。在脱贫攻坚中，娄
友不仅享受到国家的各种扶贫政策，而且还
在合作社里有了一份工作，既能在家门口干
活儿挣钱，又能抽空照顾老伴儿。

据合作社理事长崔文汇介绍，合作社
通过三种方式助力脱贫攻坚。对于有就业
需求和劳动能力的贫困户，给他们提供工
作岗位，让他们就近就业。目前，贫困户在
合作社打工年收入可达 7000 到 14000 元；
对于想自己创业的贫困户，合作社为他们
搭建创业平台，免费为农户提供木耳菌，并

负责技术指导和产品回收，让贫困户融入
合作社的产业链；合作社盈利之后，还给全
乡贫困户分红。目前，合作社已经给 7 个
村的贫困户进行了利润分红。

在阿荣旗得力其尔乡，产业扶贫已经
成为脱贫攻坚的制胜法宝。该乡围绕木耳
种植和大鹅养殖发展扶贫产业，整乡推进
木耳种植，并成立了 6 个大鹅养殖基地，已
经养殖大鹅 15 万只。据初步测算，这两个
主导产业将为每个村增加 10 万元的集体
经济纯收入。

整乡种木耳 基地养大鹅

得力其尔家底儿越来越厚实

本 报 3 月 24 日 讯 （记 者
韩雪茹）记者从自治区扶贫办获
悉，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左旗围绕

“两不愁三保障”及“责任落实、政
策落实、工作落实”和“精准识别、
精准帮扶、精准退出”等重点工作，
在全旗 7 个苏木镇 49 个嘎查开展
脱贫攻坚挂牌督战。据了解，该旗
已印发《全旗脱贫攻坚挂牌“巡回”
督战工作方案》，向 7 个苏木镇派
出 8 个巡回督查组。

本 报 3 月 24 日 讯 （记 者
韩雪茹）记者从自治区扶贫办获
悉，按照自治区新一轮脱贫攻坚全
面摸底排查工作要求，鄂尔多斯市
准格尔旗及时部署、迅速行动，集
中对全旗建档立卡贫困户开展一
次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拉网式大
排查，覆盖全旗 10 个苏木乡镇 127
个嘎查村及所有行业部门的脱贫
攻坚工作，不折不扣进行对标“体
检”，确保脱贫工作务实、脱贫过程
扎实、脱贫结果真实。

本 报 3 月 24 日 讯 （记 者
韩雪茹）记者从自治区扶贫办获
悉，近日，通辽市科左中旗扶贫办
携手保险公司联合推出“防贫保
险”，用市场化手段防范返贫和新
致贫，目前该旗已实现 580 名脱贫
监测户、边缘易致贫户全覆盖。据
了解，科左中旗扶贫办积极探索建
立健全防返贫、防致贫的长效机
制，及时落实产业、就业、资产收
益、保障兜底以及保险等政策，防
止返贫和新致贫现象发生。

本 报 3 月 24 日 讯 （记 者
赵弘）记者从自治区扶贫办获悉，
近日，赤峰市克什克腾旗扶贫办在
开 展 好 培 训 工 作 的 基 础 上 ，将

《2020 年全区脱贫攻坚全面摸底
排查信息调查指标解释及填表说
明》设计成巴掌大小的“口袋书”发
放给各苏木乡镇和扶贫干部，受到
了干部群众的普遍欢迎。目前，该
旗扶贫办已为驻村干部、村干部发
放“口袋书”2000 余册。

□韩雪茹

产业扶贫是贫困户实现稳定脱贫
的根本之策，也是巩固脱贫成果防止返
贫的关键举措。实践证明，产业扶贫是
脱贫攻坚的“重头戏”，高质量完成脱贫
攻坚任务，必须要发挥好产业扶贫的普
惠性、根本性作用。近年来，我区各地
依据资源禀赋、自然环境等要素精准确
定发展项目，让产业扶贫夯实脱贫之
基。

阿荣旗得力其尔乡整乡推进木耳
种植，并成立了 6 个大鹅养殖基地，已
经养殖大鹅 15 万只，这是立足实际的
务实之举。如今，得力其尔乡两个主导
产业将为每个村增加 10 万元的集体经
济纯收入，合作社等经营主体的带贫减
贫作用也越来越明显。不论是分红还
是就业，都让贫困户真正融入到了产业
链中，分享产业发展红利，确保他们有
长期稳定的收益。

产业牛，兴乡富民不是梦。当前，
我们要更加注重产业扶贫的成果巩固
和提质增效，积极发展彰显地域特色的
扶贫富民产业，通过拓展产业链条，真
正提高贫困群众和贫困地区的“造血”
机能。

产业牛，
兴乡富民不是梦

□本报记者 赵弘 摄影报道

“提到我们六户镇，人们自然会想起六户
干豆腐，六户干豆腐已经成为我们镇一张亮眼
的美食名片。手握这张‘名片’，脱贫致富不用

愁了。”在浩润农产品有限公司打工的崔振华
高兴地说。

兴 安 盟 突 泉 县 六 户 镇 先 锋 村 的 崔 振 华
2015 年被识别为建档立卡贫困户，这几年，她
在扶贫政策的支持下养鸡又护林，于 2017 年
成功脱贫。但她是个闲不住的人，2018 年村
里的浩润农产品有限公司投产后，她第一个到
企业应聘，成了一名干豆腐产业工人，每月工
资 2600 元。

浩润农产品有限公司的老板丛莹是六户干
豆腐制作工艺传承人之一。2008年，六户干豆
腐加工技艺被列入兴安盟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2018 年，丛莹整合资金、人力和厂房
等资源，率先在先锋村成立了浩润农产品有限
公司，让六户干豆腐走上产业化发展道路。

目前，公司年产干豆腐 50 万斤，年收入
300 万元，实现利润 75 万元。依托六户干豆
腐，2019 年全镇种植黄豆面积达 2.7 万亩以
上，农民从中获得财政补贴每亩 350 元左右。
按照“基地+产业+贫困户”模式，16 家干豆腐
生产企业及家庭作坊应运而生，带动 40 多名
贫困群众从事干豆腐生产、加工及销售，人均
年工资 2 万元以上。

手握“名片”好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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