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奋斗·我脱贫】

贫瘠土地变身希望田野

◎孙桂娟

（赤峰市松山区初头朗镇报马梁村驻村干部

）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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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鸡”串起增收新链条

本报 4 月 14 日讯 （记者 韩雪
茹）记者从自治区扶贫办获悉，近日，中
国社会扶贫网发布了拟认定的第一批
全国扶贫产品名单公告，内蒙古 11 个
旗县 39 家企业的 9 类 76 个扶贫产品入
围第一批全国扶贫产品公示名单。扶
贫产品认定工作按照中央统筹、省负总
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体制和县认定、
市复核、省审定、国务院扶贫办汇总备
案并公示发布的流程进行，有利于解决
贫困地区农畜牧产品滞销问题，促进贫
困农牧民增收。

本报 4 月 14 日讯 （记者 韩雪
茹）记者从自治区扶贫办获悉，近日，教
育部发布《关于成立全国教育扶贫和乡
村振兴专家人才库的通知》，公布全国
教育扶贫和乡村振兴专家人才库名单，
我区内蒙古大学钱贵霞、内蒙古农业大
学安达、内蒙古医科大学孙利军、内蒙
古自治区兴安盟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张
全勇 4 人入选。据了解，全国教育扶贫
和乡村振兴专家人才库共有 148 人组
成，旨在针对教育扶贫和乡村振兴战略
的新形势和新任务，深入基层做好调查
研究工作，及时对新情况和新问题作出
具体分析，形成有价值的调研成果，为
国家科学决策提供参考。

本报 4 月 14 日讯 （记者 韩雪
茹）记者从自治区扶贫办获悉，近日，
乌兰察布市开展抓党建促脱贫攻坚“一
清二白”互促提升专项行动，着力解决
脱贫攻坚工作中贫困户基本情况不清
楚、扶贫政策不明白、帮扶措施不明白
三个突出问题。据了解，该市按照“领
导攻难点、干部齐上阵”原则，组织全市
357 名组工干部深入 750 个贫困嘎查
村开展走访调研，通过走访调研发现在

“一清二白”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列出
问题清单，与驻村工作队和嘎查村“两
委”班子共同研究制定可行的改进措
施，并将问题清单反馈至派驻苏木乡镇
督导组和帮扶单位。同时，该市在苏木
乡镇组建互促提升“行动组”，每月深入
非贫困村与驻村干部、嘎查村“两委”成
员共同开展“一对一”互学互促活动，共
同梳理“一清二白”问题清单，帮助整改
问题。

□本报记者 李晗

我叫格希格巴图，今年 51 岁，是鄂尔
多斯市鄂托克旗乌兰镇德日苏嘎查的牧
民，也是我们这个三口之家的户主。

以前每当想起“户主”这个身份，我都
感到无比惭愧，媳妇和女儿一直着跟我过
苦日子。我们家不到 20 只羊、几十亩旱
地，地里收成不好，去掉成本一年到头也
赚不到几个钱。2016 年之前，我们一家
人住在 1970 年建造的土坯房里，因为没
钱修缮，已经成了危房，全家人每天都提
心吊胆，生怕房子突然倒塌了。女儿娜日
苏连个像样的学习桌都没有，从小学到高

中，我没少为她的学费发愁，尤其一想到
以后读大学的昂贵费用，我就急得整夜睡
不着，每次看到她在灯光下苦读，我就偷
偷掉眼泪。

正当我愁眉不展的时候，国家扶贫的
好政策来了。2016 年，我家被识别为建档
立卡贫困户，帮扶干部成了我家的“贴心
人”，他们经常来我家问寒问暖，还给我们
详细讲解扶贫政策，为了给我家找出路，他
们还多次开会进行讨论。

2016 年，通过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我
们一家住进了 75 平方米的新房，新家住着
安全、干净、整洁，水电暖一应俱全。媳妇
跟我说，她住在这样的房子里，才感觉到了
什么是幸福。从那年开始，政府给我们代

缴了 150 元的医疗保险和 400 元的养老
金，我们日常的医药开支问题也解决了。

考虑到我们夫妻俩都有劳动能力，又
有一定的养殖经验。2016 年底，政府给我
们购买了 17 只基础母羊，同时补助了 1.5
万元，打了一口井，解决了牲畜的吃水问
题。当时，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好好干。

让我更最高兴的是，女儿的学费问题
彻底解决了。通过教育扶贫政策，2017 年
女儿考上大学后，领到了 3.3 万元贫困资助
金。她现在读的是学前教育专业，梦想是
将来做一名教师。我告诉她要好好学习，
将来回报社会。

2018 年，帮扶干部又帮我家申请了 2
万元的草棚项目补助，以及 5980 元的后续

巩固资金。我拿这笔资金购买了羊槽，看
着这群羊，感觉它们就是我家的“聚宝盆”。

2018 年底，我家的人均纯收入达到 1
万多元，已经稳定妇脱贫了。但我内心有
了更高的追求，还想在致富的道路上更前
进一步。2019 年，我和媳妇动手将原来的
旧房子那个地方改成了水浇地，种上了青
贮玉米，开始种植、养殖“两手抓”。

我粗算了一下，地里每年大概能出产
10 万斤青贮玉米，除去我自家牲畜所用的
饲草料，还能出售 4 万斤，这又是一笔不小
的收入。经过几年的努力，现在，我家已经
有 140 多只羊了，每年光靠卖羊就能赚 2
万多元。未来我会继续发展种养殖业，在
致富奔小康的路上不停歇。

小康路上不歇脚
◎讲述者：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乌兰镇德日苏嘎查牧民格希格巴图

2019 年 6 月 15 日 多云

大山里的小山村，宁静而安详。临近中午，
报马梁村党支部书记蒙占波从外面回到村委
会，兴高采烈地说 ：“三组新打的井刚刚出水
了！走，咱们看看去。”我和另一位驻村干部立
即放下手中的活儿，跟着蒙书记来到三组机井
边。伴着轰轰轰的巨大机器声响，只见带着泥
浆、浑浊的井水从 310 米深的地下汩汩冒出，流
向低洼的农田。三组的两个村民听说出水了，
也赶来一探究竟。虽然干旱、闷热的天气让人
透不过气，但是我们都抑制不住地兴奋。

报马梁村是严重贫水区，村民吃水靠家里
小土井，水量小而且浑浊。缺水最严重的三组，
在 2015 年到 2017 年，有关部门曾连续打了 5 眼
深水井都没有出水，有人认为这里不适合居住，
建议整组搬迁。

缺水成为制约报马梁村经济社会发展最大障
碍。今年4月，不甘心因缺水而使全村人生产生活
受阻的驻村干部、村两委成员提出：在松山区财政
项目补贴的支持下，找个外地经验丰富的专业人
士，在三组再次尝试打一眼吃水井。这一提议受
到村民的赞同。打井行动马上就付诸行动。

没想到这么快井就打好了，打井师傅说，这
眼井出水量挺大，有 30 立方米，可见地下水量较
充足。看来，报马梁村的人畜饮水难题有望彻
底解决。

回到村委会，我们驻村干部和村两委决定，
下午就进行机电井的管路、蓄水池等配套工作，
让村民们尽早喝上放心安全水。

2020 年 3 月 20 日 晴转多云

早上，我来到松山区党政综合楼，找到有关领
导，为报马梁村新建设施农业项目寻求政策扶
持。这位领导非常支持，当即决定，利用涉农产业
扶持资金，为我村设施农业水、电、路等基础设施
配套，以助推产业脱贫。并准备下午就派松山区
农牧业局人员，到现场查看，落实具体扶持工作。

下午两点返回村里时，几个村民正围着村
干部们，兴致勃勃地询问着设施农业项目的进
展。村民田喜学犹豫地问：“买大棚手头钱不够
咋办？”我告诉他，村里可以帮他协调农信部门，
用大棚抵押贷款。

村里的设施农业一期规划 225 亩、44 栋，共
5300 延长米，预计投资 550 万元。现在，设施农
业的规划、设计、土地流转等前期工作都已完
成，待化冻后就要动工建设。

新规划的设施农业大棚采取村种养殖合作
社兜底方式销售，由村班子成员带头做给农民
看，带动农民积极性。

为了节省成本，村里组织召开村民代表大
会，商议决定由村民自建大棚，至于找谁建、怎么
建、用什么材料等，都是村民说了算。村种养殖
合作社牵头组织、实施，村民管理委员会和村委
会共同监督。我们算了一笔账：市场上买棚一延
长米是 1100 元到 1300 元，自己建设的话，一延长
米最高 800 元，这样一延长米可省 300 元到 500
元，一个100延长米的棚就能少花3万到5万元。

多年来，我眼见着这片土地在慢慢地发生着
变化，从一片贫瘠的土地发展成一片希望的田野，
今年的 44个设施农业大棚见效后，每个棚纯收入
至少六七万元，村民的纯收入又会提高一大截。

□韩雪茹

产业扶贫，发展产业是手段，脱贫致富
才是目的。要从根本上解决群众增收困难，
需要紧抓产业扶贫这个“牛鼻子”，把贫困户
嵌入到产业链中去，激发其摆脱贫困的内生
动力。

扶贫产业要惠及千家万户，不仅要在壮
大产业本身上做文章，还要在带贫减贫机制
上下功夫，这样才能经得起历史检验。近年
来，很多贫困地区因地制宜打造菜篮子、米
袋子等特色项目，不断壮大扶贫主导产业，
着力构建市场主体与贫困群众的利益联结
机制和带贫减贫机制，有效提升了贫困群众
的持续增收能力。

在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金鸡产业扶贫
项目是当地投资规模最大的扶贫项目，同时
也是产业链条最完整、辐射带动面最广、受
益群众最多的扶贫项目。这个项目以带贫
减贫为主要目标，优先与贫困人口建立紧密
的利益联结机制，加快了贫困地区产业发展
和贫困群众增收的步伐。项目构建起“4+
1”利益联结机制，为贫困户提供财产性、生
产性、劳务性、循环农业 4 种收益途径，还建
立了扶贫基金。虽然投产时间不长，但产业
带贫效果已经显现，32 名建档立卡贫困户有
了劳务性收入。相信经过不断的发展壮大，
该项目会在提升产业扶贫质量，巩固脱贫攻
坚成果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产业扶贫要在
带贫减贫上下功夫

□本报记者 韩雪茹

一个月挣 2500 多元，企业还管吃管
住，这份工作让今年已经 54 岁的王风莲十
分满足：“我在金鸡产业园上班已经 5 个月
了，做保洁活儿轻快还能月月拿现钱，比种
地强多了。”

家住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红旗镇红义
村的王风莲是建档立卡贫困户。前些年，和
丈夫守着 20 多亩旱地生活，后来丈夫生了
一场大病，把家底掏空了，日子越来越艰
难。两年前，丈夫去世，孩子外出打工，家里

只剩下王风莲一个人务农。去年，在扶贫干
部的帮助下，她把土地流转出去，到太仆寺
旗金鸡产业园上班，成了一名“上班族”。

为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让贫困
群众享受更多产业红利，太仆寺旗积极探
索扶贫新模式，与北京德青源农业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合作实施金鸡产业扶贫项目。
该项目以“政府投资帮规建厂、企业租赁经
营、贫困群众多渠道受益 ”的模式运营 。
2017 年，德青源金鸡产业扶贫项目正式落
户太仆寺旗，项目位于千斤沟镇临潭村北，
占地 540 亩，投资 2.5 亿元，是集青年鸡区、
蛋鸡区、饲料加工厂、废弃物处理中心、食

品加工厂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循环经济项
目。项目建成后，北京德青源农业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租赁经营 15 年，每年按总投资
10%支付租金。

“去年 10 月 30 日，首批 30 万只鸡苗进
场养殖。经过三个多月的精心饲养，今年 2
月，首批青年鸡正式转入蛋鸡区，标志着太
仆寺旗金鸡产业扶贫项目正式步入产蛋收
益阶段。”公司负责人介绍说。近日，该项目
克服疫情影响，第二批 30 万只青年鸡也如
期入园。项目预计今年年底达到满产，饲养
规模可达240万只，年产壳蛋5.5亿枚。

金鸡产业扶贫项目是太仆寺旗投资规

模最大、产业链条最完整、辐射带动面最
广、受益农户最多的扶贫项目。像王风莲
这样，常年在该公司务工的建档立卡贫困
户 有 32 名 ，实 现 了“ 一 人 就 业 ，全 家 脱
贫”。除了提供就业岗位，金鸡产业扶贫项
目有力地带动了当地相应关联产业发展。
金鸡产业园每年物流运力达到 7 万吨，涉
及包装材料、蛋肉产品、畜禽粪污等类别，
当地政府通过物流合作社与德青源签订服
务合同，以市场化价格承接物流生意；金鸡
产业园每年需要纸箱、纸盒、蛋托、砧板等
1500 万套包材，产生约 1000 万元的采购
订单，太仆寺旗通过引导合作社等企业与

德青源公司签订采购合同，以市场化价格
承接包装生意。同时，为解决饲料问题，德
青源公司与种植合作社签订种植采购订
单，带动当地扩大亚麻种植。

据了解，该产业扶贫项目着力构建“4+
1”利益联结机制，为贫困户提供财产性、生
产性、劳务性、循环农业 4 种收益途径，还
建立了涵盖壮大集体经济、产业帮扶、公益
岗位设置、教育医疗帮扶、助残助困为主要
内容的扶贫基金。项目全部投运后，可带
动 103 个嘎查村壮大集体经济、250 名贫困
人口实现稳定就业、3000 户建档立卡贫困
户直接受益。

□本报记者 赵弘 摄影报道

“ 现在有这么好的政策，我不使出
‘牛’劲来脱贫对得起谁？”这是兴安盟突
泉县六户镇双兴村 62 岁的杨庆富常挂在
嘴边的话。

杨庆富于 2015 年被识别为建档立
卡贫困户，2016 年搬进了 60 平方米的新
建房，靠着好政策的引领，他家开始发展
养殖业，于 2018 年成功脱贫。

每次到他家，都能看到老两口忙碌
的身影，不是在清扫牛棚，就是在给牛填
草，围着这几头牛忙活。一有空，杨庆富
就抱着手机了解市场信息、最新的养殖
动态，还积极参加各类养殖培训班。短
短 5 年，杨庆富家从 3 头牛发展到了现如
今的 11 头牛。去年，他卖了 4 头牛，收入
26000 多元。

在双兴村，靠养牛脱贫致富的不止
杨庆富一家。实施“牧业再造突泉工程”
以来，全村农户积极参与，双兴村的牛存
栏量从最初的 43 头扩大到 111 头，养牛
户从原有的 12 户增加到 33 户，其中贫困
户 13 户，年人均增收 5000 元。

““牛牛””气兴旺气兴旺

喂牛

。

运草料。

老杨家的新房子。

粉碎秸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