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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过去扶贫都是把羊直接送给
牧民，但有些牧民领走羊后，很快就卖掉了，调动不起他们扩
大再生产的积极性。温更镇实施的“流动畜群”项目，不仅让
图格苏毕力格兄弟的羊群发展到 180 多只，紧紧巴巴的日子
宽松了许多，更让以图格苏毕力格兄弟为代表的贫困户们看

到了希望，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劲头更足了。
和以往的帮扶模式不同，温更镇为 29 户有经营能力的少

畜贫困户和一个合作社提供“流动畜群”，并和他们签订养殖
发展协议书，3 年后将基础母羊还给集体，繁育的羔羊归自
己。嘎查在收回基础母羊后，继续“流动”给其他贫困户饲养

增收。这样一来，贫困户既能得到实惠，又受到一定约束，从
主客观两方面调动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除此而外，畜群在
贫困户之间流动，不仅贫困户增收，还形成了利用有限资金
实现嘎查牧民持续增收的良性循环，集体经济也随之不断发
展壮大。

□本报记者 赵弘

“请各家户主在家等候，近两天承包
商给大家送土地承包费，并签订承包合
同。不在家的委托好亲属收取土地租
金，并把自家土地亩数、承包金额委托人
告知村委会备案。”这是赤峰市克什克腾
旗万合永镇万德城村村委会发给上陈营
子小组长的信息，这条信息瞬间在上陈
营子群被刷屏。

67 岁的贫困户陈海洋接过 4500 元
租金，激动地说：“我腰间盘压迫神经不
能干活，家里 10 亩地全靠 64 岁的老伴
儿种，一年下来收入不了多少。现在好
了，不但收入有保障，老伴儿得闲后还可
以干点拔草、捡土豆的活儿再挣点儿
钱。土地流转，好事儿！”

万德城村上陈营子小组共有 36 户，
全是水浇地。但因为一部分农户外出打
工，他们的土地处于半撂荒状态，且多数
农户常年种植大玉米、谷子，结构单一，
土地产出率低。万德城村调整思路，与
旗和野农牧业专业合作社合作，把上陈
营子小组的 550 亩土地全部流转给和野
农牧业专业合作社种植土豆。农户与合
作社签订土地流转合同，流转租金每亩
450 元，并约定了每年春耕前承包商缴
纳土地租金及耕种期不得超采地下水、
不得超量施肥、秋收后不得有地膜残留、
土地必须深翻等保护性耕作措施。

近日，在人大代表、村民组长的监督和
见证下，合作社已经把24.75万元土地租金
全部发放到户。

“土地流转，
好事儿！”

□本报记者 韩雪茹

仲春的早晨，赤峰市林西县五十
家子镇朝阳沟村炊烟袅袅。吃过早
饭，韩景林和老伴儿邢玉花坐在炕头
上听评书，一只打着呼噜的黑猫依偎
在他们身边。

“看看我们的幸福生活，全靠党
的好政策。去年，我们老两口领到的
各项救助金、补助金就有 1.6 万多块，
都打在金牛卡上了。看病住院还给
报销，你说还有啥愁事？”韩景林关掉
收音机，美滋滋地和记者聊了起来。

79 岁的韩景林患有冠心病等多
种慢性疾病，78 岁的邢玉花肢体二级
残疾且有轻度精神障碍，4 个儿女在
外地务工，生活都不富裕。前些年，
韩景林长期在外地打工，家里仅有的
10 亩山坡地在第二轮土地承包的时

候退给了村集体。2014 年，他家被
识别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像韩景林这样，由于年龄大、患
有疾病等原因丧失劳动能力且无生
活 来 源 的 贫 困 户 ，在 林 西 县 还 有 很
多 。 为 了 让 这 类 贫 困 户 稳 定 脱 贫 ，
林 西 县 确 立 了“ 摸 清 底 数 、区 分 类
型、精 准 认 定、综 合 施 策 ”的 工 作 思
路 ，充 分 发 挥 社 会 救 助 在 脱 贫 攻 坚
中的作用，将全县 11400 名符合条件
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部纳入低保
五 保 救 助 范 围 ，兜 住 贫 困 人 口 的 收
入底线。

这些惠民政策改变了韩景林的
生活。在村干部的帮助下，他和老伴
儿递交了低保户申请书，2015 年被纳
入 建 档 立 卡 低 保 贫 困 户 救 助 范 围 。
邢玉花的身体因先天畸形，被鉴定为
肢体二级残疾，按照政策规定，低保
家庭内的非重度残疾人按照当地低

保标准每个月会发放 80 元的生活补
贴，且每月有 80 元的残疾人护理补
贴，这样，邢玉花每年可以获得 1920
元低保家庭残疾人生活补贴。“我们
每人每月都会领到将近 300 块钱的
养老金，但是不用缴纳养老保险参保
费，你说去哪儿找这好事儿。”韩景林
说。

据五十家子镇社保所所长刘晓
明介绍，按照社会保障兜底一批的要
求，该县将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部纳
入社会养老保险帮扶范畴。1951 年
6 月 30 日以前出生的老年人，不需要
缴 纳 参 保 费 即 可 享 受 养 老 保 险 待
遇。1951 年 7 月 1 日以后出生的贫
困人口，由政府代缴参保费，也都可
以领取养老金。

“除享受这些政策外，韩景林老
两口每年还会获得 2000 元的脱贫产
业基金。细算下来，夫妻俩人均年纯

收入是 8000 多元。看病花销的大部
分 都 报 销 了 ，一 年 下 来 花 不 了 多 少
钱。”村党总支书记孙海英扳着手指
头算着韩景林家的收支账。

据了解，为最大限度兜住贫困人
口的生活底线，2017 年，林西县设立
了 1.6 亿元脱贫产业基金，为 1.6 万多
名贫困人口每人提供 1 万元产业基金
支持，其中包括 9923 名贫困老年人。
通过政府引导，贫困人口将产业基金
注入实力强、效益好的龙头企业或合
作社，连续 3 年每人每年可获得 1000
元稳定收益。除此之外，该县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了精准筛查、精准
治疗、慢病补偿、大病兜底的健康扶贫
工 程 ，全 县 建 档 立 卡 贫 困 户 中 已 有
14859 人享受了健康扶贫政策。

通过实施一系列有力措施，林西
县建立健全了综合性兜底保障体系，
筑牢了脱贫攻坚“最后一道防线”。

为贫困人口兜住底

林西县“最后一道防线”很牢靠

□本报记者 施佳丽 摄影报道

随着天气转暖，黄河冰雪消融，大批候鸟前来作客。在巴
彦淖尔市五原县天吉泰镇附近水域，数十只天鹅在滩涂上嬉戏
觅食，它们时而闲庭信步，姿态优雅；时而展翅翱翔，引吭高歌。

天鹅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喜欢群栖在湖泊和沼泽地带。
每年春季候鸟开始迁徙的时候，五原县 100 多个大小湖泊、20
万亩湿地都会吸引大批候鸟来此栖息。为了善待这些尊贵的

“客人”，五原县林业和草原局、森林公安局等单位联合巡护，加
强联防联控，及时清理捕鸟网、沾网、猎夹等猎捕工具，尽力为
候鸟营造良好的栖息环境。

□本报记者 张慧玲 通讯员 梁震英

太阳刚刚升起，巴彦淖尔市乌拉特中旗
温更镇阿拉腾呼少嘎查牧民图格苏毕力格
抱起一捆牧草，健步走进羊圈添加草料。“这
100 多只羊是我的宝贝，就靠它们脱贫了。”
图格苏毕力格说。

2019 年，温更镇争取扶贫项目资金 205
万元，在全镇 3 个嘎查购置种畜 1670 只，试

行“流动畜群”项目，为 29 户有经营能力的
少畜贫困户和一个合作社提供“流动畜群”，
并与他们签订养殖发展协议书，3 年后将基
础母羊还给集体，繁育的羔羊归自己。嘎查
在收回基础母羊后继续“流动”给其他贫困
户饲养增收。

图 格 苏 毕 力 格 是 该 镇 阿 拉 腾 呼 少 嘎 查
的贫困户。他和哥哥毕力格早年流转了草
场 ，到 处 打 工 ，生 活 拮 据 。 2016 年 ，温 更 镇
把他们两家确定为建档立卡贫困户，为他们

每 户 补 贴 了 9000 元 ，共 购 买 了 100 只 基 础
母畜，兄弟俩租下 3400 亩草场用于发展生
产。更令他们高兴的是，2019 年，温更镇对
贫困户启动“流动畜群”项目，图格苏毕力格
承 包 了 嘎 查“ 流 动 畜 群 ”的 50 只 基 础 母 山
羊 ，每 年 每 只 羊 承 包 费 20 元 ，承 包 期 3 年 。
承 包 到 期 后 ，向 嘎 查 返 还 55 只 2 岁 能 繁 母
羊，其他的羔羊和绒毛收入都归自己所有。

如 今 ，兄 弟 俩 的 羊 群 已 壮 大 到 180 多
只，紧紧巴巴的日子宽松了许多。这两天，

“流动畜群”的山羊都到了产羔季节，兄弟俩
把所有的生产母羊都早早圈起来集中管理，
一 边 接 羔 保 育 一 边 为 母 羊 补 饲 ，提 高 保 羔
率。

“真的是天上掉下来一群羊！我们兄弟
俩以前甚也没有，靠党的好政策发展起来一
群羊。到今年年底，我们的羊群就能上 240
多只了。等到出栏时，卖上 60 多只，加上绒
毛收入共有 4 万元。”羊群越来越庞大，图格
苏毕力格看在眼里乐在心上。

“流动畜群”要流动到哪个贫困户家，需
要嘎查召开牧民大会投票表决，并经嘎查、
苏木审核确定。羊群流动到贫困户家中后，
嘎查党支部派专人指导，帮助贫困户科学合
理养殖。“我们优先承包到有劳动能力的贫
困户手中，既能激发他们的内生动力，又能
帮 助 他 们 稳 定 增 收 ，同 时 还 能 壮 大 集 体 经
济。3 年到期后，1670 只羊预计为集体经济
累计增加 41 万多元的收入。”温更镇镇长乌
云达来说。

“天上掉下来一群羊！”
■〖农牧·E 关注〗 EGUANZHU

候鸟来了候鸟来了

本 报 3 月 29 日 讯 （记 者
钱其鲁）记者从自治区粮食和物
资储备局获悉，截至目前，巴彦淖
尔市纳入国家统计范围的粮油企
业几乎全部复工复产。

巴彦淖尔市粮食和物资储备
局多次组织相关人员深入企业督
查疫情防控工作，完善出入库人员
信息登记制度，并定期消毒，鼓励
企业在做好防疫工作的前提下满
负荷生产。据悉，该市现有纳入国
家统计范围的粮油收储企业 27
家、加工企业32家、应急配送中心
7家。截至目前，以内蒙古乐丰粮
食储备库、巴彦淖尔市粮油购销公
司为代表的粮油收储企业已全部
复 工 并 开 始 收 购 ，复 工 率 为
100%。以内蒙古恒丰集团银粮面
业有限责任公司（应急加工企业）、
中粮面业（巴彦淖尔）有限公司为
代表的31家加工企业已复工并开
始生产，复工率为97%。以刘思光
粮油配送中心（五原）为代表的 7
家应急配送中心已全部恢复营业，
复工率为100%。

巴彦淖尔市

粮油企业
复工率近 100%

本 报 3 月 29 日 讯 （记 者
李晗）记者从自治区供销合作社获
悉，赤峰市供销合作社系统进货销
售两头抓、营销服务两手硬，目前
已储备各类化肥14.7万吨，储备农
地膜2680吨、农药379吨。

赤峰市供销合作社系统各级
农资经营企业结合市场需求，在
先期做好行情分析和市场调研基
础上，与中化集团、云天化集团、
内蒙古农资公司等 20 多家生产
经营企业对接，通过在线洽谈、电
子转账等方式及时落实、签订化
肥、农药、农地膜合同订单，确保
农资供应不断档。全市供销合作
社系统还按“统一标准、统一配
送、统一价格、统一标识、统一服
务”要求，不断健全完善农资流通
服务网络，目前已建成农资配送
中心 14 个、农资经营服务网点
1000 余个。

赤峰市

供销合作社
农资订单线上签

本 报 3 月 29 日 讯 （记 者
赵弘）记者从相关部门获悉，满洲
里市扎赉诺尔区积极做好农资调
运储备供应工作，多措并举确保
种子、化肥、农药、农膜等农业生
产资料正常供应，全力保障春耕
备耕生产需求。

该区相关干部深入街道乡
镇、种植园区组织农民有序下田、
分散干活，并给有意愿继续从事
温室大棚蔬菜生产的 43 个农户
发放了 7.6 万元资金购买农膜。
截 至 2 月 份 ，农 户 已 购 进 农 膜
37858.65 平方米。目前，该区绿
缘农业创汇科技示范园区已有
33 栋高效日光温室完成蔬菜定
植，种植面积达 33 亩，已定植黄
瓜、番茄、辣椒、菠菜、水萝卜等
10 余种蔬菜。

扎赉诺尔区

备春耕
农资供应有保障

本报 3 月 29 日讯 （记者 袁
溪）记者从相关部门获悉，近年来，
兴安盟科右中旗采取有效措施扎实
推进肉牛改良，目前全旗 9 个苏木
镇 130 个嘎查 364 个艾里推进了无
公牛全冷配改良工程。同时通过举
办改良员技术培训，农牧、兽医站等
部门上门服务等方式，及时把品种
改良和养殖技术传授给农牧民。现
已培训农牧民改良员 700 名，购置
配种器材 700 套、液氮罐 550 个、母
牛 27 头，人工改良率从 2017 年的
30%提高到 2019 年的 60%。

本报 3 月 29 日讯 （记者 袁
溪）记者从相关部门获悉，3 月 20
日，包头市东河区开出首张食用农
产品合格证，标志着东河区食用农
产品将逐步实现“带证上市”，农产
品质量安全监管开启新模式。食用
农产品合格证是生产者对所销售的
食用农产品出具的质量安全合格承
诺证。通过实施合格证制度，可使
食用农产品生产者进行自我质量控
制、自我管理、自我承诺，确保农产
品质量安全。日前，东河区农牧局
按照食用农产品农药残留检测要
求，对沙尔沁镇海岱村种植专业合
作社蔬菜基地进行采样并速测，检
测结果全部合格。

本报 3 月 29 日讯 （记者 李
晗）记者从自治区供销合作社获悉，
近日，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供销合作
社在抓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积极
组织引导基层社、农民专业合作社
复工复产。截至目前，该供销合作
社系统领办创办的专业合作社累计
存 栏 牛 84 头 、猪 4670 只 、羊 400
只、鸡 7940 只，每日向当地超市、农
贸 市 场 提 供 肉 食 1200 斤 、蔬 菜
1000 斤、粮油 200 斤，日销售额近 6
万元。

嬉戏。双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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