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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争朝夕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本报记者 刘向平

“支部是宝，领着村民走正道；鸡粪
也是宝，为咱沙尔庆父老谋财道⋯⋯”春
日里，当记者走进包头市青山区兴胜
镇沙尔庆村党群服务中心，大喇叭里
正 在 播 放 着 爬 山 调《夸 夸 我 们 沙 尔
庆》，曲调清脆响亮，悠扬动听。

村党支部书记杜永明告诉记者：“这
首爬山调是由村民自编自唱的，还有脱
贫攻坚、扫黑除恶、抗击疫情等好多首自
创曲调呢，平日里都会不间断播放。”

沙尔庆村座落在包头装备制造
产业园区新建区内，绿树掩映，环境

秀美。
回首往昔，从解放前的漂泊生活，

到建国后以种植业为生，再到改革开
放后从事采沙石业、运输业，沙尔庆的
村民一直在脱贫致富路上摸索前行。

由于土地干旱，种植业收效甚微，
再加上国家出台禁止私挖乱采的政
策，沙尔庆村的发展遇到了瓶颈。

“既然种地不行，采沙石也不让，
那 就 发 展 养 殖 业 ，活 人 哪 能 让 尿 憋
死。”时任党支部书记杜永明的想法得
到了全体干部群众的认可。

2009 年，在村党支部的带领下，
60 亩“背风向阳”的荒山上，28 栋鸡舍
拔地而起，15 万只蛋鸡，年产蛋 450 万

斤。从此，村里的剩余劳动力解决了就
业，村集体收入每年增加40万元。

10 年后，全村人的生活发生了质
的变化，家家户户都住上了新楼房，购
置了小汽车，过上了和城里人一样的
幸福生活。

“村民们富裕的同时，对环境质量
的要求也高了。每年一到夏天，一堆堆
的鸡粪，随着西北风的吹拂，致使村里的
空气质量受到影响，村民们反响强烈。”

面对这一现状，村党支部全体干
部多方走访，终于找到了对策：将鸡粪
通过发酵、粉碎、球磨、烘干、除尘、分
离、筛选等程序，生产成有机肥，可供
农作物使用，成本低，效果好。

经过镇、村两级干部的努力和区
委组织部的引导，沙尔庆村很快争取
到上级扶持资金 125 万元。2019 年 7
月，粪污集中处理中心动工建设，近日
即将正式运营。

指着刚刚调试好的设备，承包方
负责人赵建永说：“这一项目的建成，
不仅能解决村里的环境污染问题，每
年还至少能为村集体经济创造 20 万
元的效益，一举多得啊。”

“支部是宝，鸡粪变宝，我们的生
活越来越好⋯⋯”伴着大喇叭里仍在
播放着的《夸夸我们沙尔庆》，十几位
老人在村党群服务中心门前广场上，
载歌载舞，跳得正酣⋯⋯

沙尔庆村的“致富经”

□本报记者 胡日查 高敏娜
实习生 贺心欣 郭井安

“温玉珍家的饮水问题需要解决、
高青云家需补办残疾证、韩宏生买翻
斗车是否可以获得扶贫补贴⋯⋯”这
是科右前旗察尔森镇好田嘎查驻村第
一书记齐高娃连日来走访脱贫户时，
在《民情日记》上整整齐齐记录的入户
排查情况。

“我老伴得了癌症，在我们家陷入
困境时，第一书记帮着反映情况，在产
业扶持资金的支持下，我们度过了难
关，如今日子越来越好。”好田嘎查脱贫
户希山虎说。原来，希山虎的妻子患有

直肠癌，做手术花了 10余万元，生活一
度陷入困境，被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户，
2016 年，在第一书记齐高娃的协调下，
产业施策分给他家 3000 只羊，现已发
展为 3110 只，年收入达到 3 万余元。

脱贫户陈春告诉我们，她的女儿
陈美丽在包头师范学院读大一，一年
学费 4500 元，而他们家仅有 15 亩地，
收成少得可怜。齐高娃得知后，为陈春
家申请了 2000 元助学金，同时给村里
的其他 7 户困难户申请了金秋助学金
共 1.6 万元。

既要让群众“口袋里鼓囊囊”，又
要让群众“精神上亮堂堂”。齐高娃经
常说，不仅要让贫困户发展产业有稳
定收入，更要改变他们的精神状态。为

此，他组织村民举办文化体育活动，由
她牵头组织开展的察尔森好田嘎查首
届农牧民篮球邀请赛，得到了村民的
欢迎，不仅丰富了村民的生活，更凝聚
了村民的心。

村民精神风貌和乡村面貌的双重
帮扶是一次由内及外的脱贫洗礼。齐
高娃告诉我们，她先后组织开展了首
届察尔森镇好田三八妇女节暨环境整
治庭院交流会，参与妇女人数达800余
人，提高了大家环境卫生的意识；她还协
调施工队对村部内外进行粉刷装饰，并
协调相关部门为村里争取了丁香树苗
100棵、松树苗500棵，栽在村屯的街路
两边，顿时让村里有了生机和活力。

过去，由于村部没有锅炉房，一到冬

天村干部无法在村部办公。齐高娃驻村
后，协调其他帮扶中央企业，为好田嘎查
安装了锅炉房、暖气，还建了 103 平方
米的厨房，协调了 10 吨“暖心煤”。

去年年底察尔森镇好田嘎查的贫
困户全部脱贫了，危房已全部清零。这
让在这里驻村扶贫的齐高娃特别欣
慰。在今年打赢脱贫攻坚战百日大会
战开始后，她和她的驻村队友们又开
始每天挨家挨户走访排查。

“扶贫帮困情暖民心”“情系基层
大爱于民”“优秀驻村工作队流动红
旗”⋯⋯悬挂在齐高娃办公室的几面
锦旗格外引人注目。由于齐高娃尽心
尽力帮助老百姓解决困难，她得到了
百姓的一致认可。

盛开在扶贫一线的“铿锵玫瑰”

截至2020年5月2日7时

内蒙古现有输入本土确诊病例2例
境外输入确诊病例44例

5 月 2 日，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发布消息：

□本报记者 张文强

内蒙古累计报告输入本土确诊病例 2 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 124 例
（俄罗斯 77 例、英国 22 例、法国 19 例、美国 2 例、西班牙 2 例、瑞典 2
例），治愈出院 80 例；现有输入本土确诊病例 2 例，有境外输入确诊病例
44 例、疑似病例 1 例。

5 月 1 日 7 时至 5 月 2 日 7 时，内蒙古报告无新增确诊病和疑似病
例。新增治愈出院 2 例（由满洲里市口岸入境）。

截至 5 月 1 日 24 时，内蒙古报告无症状感染者 0 例。
以上患者均在定点医院接受隔离治疗，所有密切接触者均在定点场

所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全程实行闭环管理。输入性本土病例的相关流行
病学调查和密切接触者追踪工作正在进行中。

北疆工匠
□本报记者 吕学先 实习生 赵馨

晚上 8 点多，北重集团防务事业部
401 车间厂房内灯火通明，随着最后一
道螺母紧固，龙门镗铣床备件终于更换
完毕。已连续抢修 7 个多小时的数控
设备维修电工李松擦了一把额头的汗
水，看到设备运行一切正常后，终于松
了 一 口 气 。 一 直 紧 张 地 守 在 旁 边 的
401 车间主任霍斌紧握李松的手：“还
是李大师厉害，要不这批军品任务又要
耽误正常下转了！”

李松是北重集团出了名的“维修达
人”，别人修不了的，只要他来都能很快
解决。他告诉记者：“公司现有 400 余
台数控设备，其中有不少是进口的高精
尖设备，如何保障设备正常运行，满足
科研生产是数控维修人员的重要职责，
我的责任就是要让设备‘听话’。”

2019 年，某军品重要部件检测成
为瓶颈，检测效果很难达到技术指标要
求，李松暗下决心要攻克难题！他连续
几天盯在现场，一干就是通宵。白天，
在现场对着图纸查看军品关重备件的
结构性能，晚上回家挑灯夜 战 查 找 资
料 ，对 照 图 纸 反 复 查 看 ，摸 透 每 个 零
件 的 安 装 规 律 。 设 备 工 艺 图 纸 画 得
密密麻麻，零部件的每个尺寸更是铭
记于心。常常一个细节，要反复琢磨
好几天。经过 3 个多月的摸索，终于
设计开发出毫秒计时检测装置，为公
司节约了大笔费用，大大提高了生产效
率。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李松
对 如 何 胜 任 工 作 有 着 深 刻 的 认 识 。

2000 年，踏着父辈的足迹，李松来到北
重集团。凭着 20 年如一日对设备维修
技术的勤学苦练和不懈钻研，他掌握了
各种高精尖进口设备维修技术，对公司
所有数控设备的基础情况了如指掌。
数控系统或电器产品设备的技术更新
非常快，要想解决设备问题，就要不断
地更新知识、积累经验。20 年来，李松
共参与维修设备达 1400 多台次，解决
关键技术问题上百次，为公司节约和创
造价值上千万元。

一路走来，李松完成了从“拜师学
艺”到“带徒授业”的角色转换。2017
年，公司以李松名字命名成立劳模创新
工作室。全国青年岗位能手、全国技术
能手、自治区“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国防邮电工会技术委员会数控维保专
业副主任专家、自治区“北疆工匠”⋯⋯
李松用一连串荣誉向大家印证——“降
服”数控设备维修路上的一只只“拦路
虎”，需要的是坚韧、钻研和奋斗。

“一个人优秀只能代表自己，所有
人都优秀才是团队的实力。”李松手把
手向青工传授经验，为他们创造学习、
实践、锻炼的机会。2019 年，李松把很
多时间用在备战三项技能大赛中。其
中，由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和中国兵器
工业集团主办的第二届“匠心杯”装备
维修职业技能竞赛，公司承办了电工、
电子设备装调工 2 个单项竞赛。从前
期的技术文件整理、论证到后期准备工
作，李松全部参与。身为公司选手导师
的李松，还要抽出时间进行专业辅导。
在他的悉心指导下，公司选手李建波在
162 名选手中脱颖而出，荣获“全国技
术能手”称号。

降服“拦路虎” 让设备“听话”
——记北重集团数控设备维修电工李松

5 月 1 日，一架喷涂“天骄圣地 鄂尔多斯”字样的 ARJ21-700 型国产商用喷气客机，缓缓降落伊金霍洛旗国际机场，正式
加入天骄航空机队。据介绍，此架飞机采用 90 座全经济舱布局，将于近期投入航线运营，至此天骄航空机队规模达到 4 架。

“鄂尔多斯号”是天骄航空首架以城市冠名的飞机，作为一张流动的空中名片，“鄂尔多斯号”将进一步提升鄂尔多斯城市品牌
影响力与知名度，吸引更多的人来鄂尔多斯观光旅游、投资兴业。 本报记者 孟和朝鲁 摄

天骄航空“鄂尔多斯号”亮相

本报呼和浩特 5 月 2 日讯 （记
者 刘洋）随着天气渐暖，呼和浩特市
大部分地区已进入春耕农忙季节。自
3 月 28 日托克托县小麦播种第一耧开
播以来，截至 4 月 26 日，全市已播种各
类农作物 54 万亩，春播工作在克服疫
情影响下有序进行。

按照今年保障粮食能源安全的工
作要求，呼和浩特市农业生产的首要
任务是稳定粮食生产面积和产量。在
已春播总面积中，粮食作物播种面积
为 51.75 万亩，包括小麦 22.28 万亩、玉
米 19.63 万亩、杂粮 7.69 万亩、马铃薯
2.15 万亩。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呼和浩特市
通过农业项目的辐射带动及耕地地力
保护资金发放等措施，积极引导农户
合理安排种植结构，确保粮食生产面
积只增不减；结合高标准农田建设和
盐碱化耕地改良示范项目的实施，进

一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
展节水灌 溉 ，提 高 种 植 业 的 比 较 效
益；持续抓好各项病虫害防控措施落
实；将全年种植业各项重点工作与春
备耕生产一同谋划推进；引导各类农
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创新服务方式，大
力发展土地托管春播生产，提高土地
利用率，推进规模化、集约化、机械化
生产；持续开展技术指导与服务，组织
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送技术上门，
让农民真正掌握适用、标准化生产技
术。

据近日墒情普查显示，呼和浩特
市土壤墒情总体差于去年，武川县、土
左旗三类墒面积较大。根据目前天气
形势分析，未来一周仍无有效降水将
进一步加剧呼和浩特市墒情的下滑。
各地将尽量采用地膜覆盖，达到保墒
作用，并在有条件的地方铺设滴灌带，
在必要时适量补水。

呼和浩特市已播种各类农作物54万亩

希望的田野 美丽的乡村

本报 5 月 2 日讯 （记者 皇甫秀玲 宋阿男
王玉琢）日前，呼和浩特市、包头市、鄂尔多斯市分别
在当地召开自治区推进高质量发展重大项目建设动
员会分会。三市今年计划实施 1199 个重大项目建
设，总投资为 10566.2 亿元。

4 月 30 日，呼和浩特市推进高质量发展重大项
目建设动员会在沙尔沁工业园区举行，该市经济技
术开发区及 9 个旗县区在各区重点项目开工现场设
分会场，通过网络视频远程连线汇报了今年重大项
目推进情况。当日，金宇共立宠物疫苗产业化项目、
回民区四馆一园建设项目、云中路新机场连接线工
程建设项目、呼和浩特赛罕区 30 万吨/年液化气深加
工扩能技改项目、清水河县宏河物流园区、土左旗伊
利现代健康指挥谷奶粉和液奶生产、托克托县内蒙
古久泰聚甲醛、和林县内蒙古盛健山羊乳制品加工基
地、新城区毫沁营和广臣广场及敕勒川草原生态谷3个
建设项目、武川县内蒙古朴珍（伊诺）清真食品有限公
司奶食品加工项目等15个大项目同时开工。

呼和浩特市计划年内实施 5000 万元以上政府
投资项目、亿元以上企业投资重大建设项目 280 个，
总投资 3023 亿元，今年计划完成投资 535 亿元。截
至目前，已开复工项目 180 个，开复工率达到 64.3%，
位居全区第二位。该市要求各旗县区各有关部门抓
住工程项目建设黄金期，加快推动重大项目建设，确
保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中，年度各项目标任务圆满完
成，夺取疫情防控和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双胜
利”。

4 月 29 日，包头市推进高质量发展重大项目建
设动员会在九原工业园区内的内蒙古稀土新材料产
业园区举行，共设立 8 个分会场，集中开复工 89 个项
目，总投资 597.7 亿元。今年，包头市计划实施投资
亿元以上重大建设项目 635 个，总投资 3780 亿元。
目前，已开复工年产 10 万吨取向硅钢、10 万吨铜拉
丝、5GW 单晶新材料、杉杉负极材料、介孔纳米材料
等 413 个项目，完成投资 119.2 亿元，开复工率 65%。

包头市严格落实市级领导包联工业园区、重点
企业、重大项目和驻企联络员制度，加强统筹调度，
全力抓好重大项目开工、建设、投产、达产、招商、储
备等工作，二季度将开复工华云三期、神华二期、北
方稀土 2 万吨稀土金属、年产 60 万只卡巴轮、160 万
千瓦风电等 222 个项目，力争上半年全部项目实现开
复工，确保全年竣工项目 200 个以上，完成投资 1000
亿元以上，为全区“六稳”“六保”作出应有贡献。

年内，鄂尔多斯市计划实施 5000 万元以上政府
投资、亿元以上企业投资重大建设项目 284 项，总投
资 3763.2 亿元。今年以来，鄂尔多斯市深入贯彻中
央、自治区关于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的决策部署，牢固树立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导向，全
力推动供应链产业链协同复工复产达产，全力以赴
争开工、保投产、抓续建、促前期，以重大项目有序推
进对冲疫情影响。截至目前，已有 86 个新建项目开
工、117 个续建项目复工，累计开复工 203 项，完成投
资 55 亿元，开复工率达 71.5%。

鄂尔多斯市力争重大项目建设实现“三个 70%
以上”，即现代能源、装备制造、现代服务业等高质量
项目占比达 70%以上，上半年亿元以上项目开复工
率达到 80%以上，蒙秦 10 万吨高新铝合金新型材料、
达拉特光伏领跑基地二期 50 万千瓦发电等 20 个年
内投产重点工业项目上半年完成投资额 70%以上，
全年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600 亿元以上，推动全市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

呼和浩特市包头市鄂尔多斯市召开推进高质量发展重

大项目建设动员会

三市年内实施重大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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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5 月 2 日讯 （记者 梁亮）
记者从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集团有限
公司获悉，“五一”假期铁路运输工作
自 4 月 30 日至 5 月 5 日，为期 6 天，铁
路客流呈现出旅游流、学生流、探亲流
重叠的特点。今年“五一”假期，中铁
呼和浩特局在做好各项防疫措施的同

时，恢复受疫情影响停运的部分列车，
旅客发送量较平日增加一倍以上。

据悉，中铁呼和浩特局在假期期
间恢复运行全部城际间动车组列车和
普速列车，同时恢复运行包头至南宁、
包头至南昌、包头至广州等经停武汉
的长途列车，前期受疫情影响停运的

列车累计恢复开行 52 列，运能恢复到
正常水平的 95%。

为做好重点疫区人员流动的风险
管控工作，中铁呼和浩特局在管内主要
车站设立了核酸检测点，组织来自武汉
地区且不能出示7日内核酸检测报告的
旅客，在车站统一进行核酸检测。

草原铁路“五一”假期恢复运能

■上接第 1 版 告别了穷山沟，住上了
新楼房，过上了上班族的生活。“小车间引
领再就业，从就业‘牵线搭桥’到产业创造
更多饭碗。目前，卓资县 5个易地搬迁安
置小区内的600名贫困户已实现在家门口
就业。下一步，我们还要继续通过劳务输
出、社会推介、产业覆盖等方式实现更多贫
困户就业，让搬迁到新房的贫困户好日子
锦上添花。”乌兰察布市卓资县易地扶贫搬
迁服务中心80后青年干部丁瑞锋说。

自治区团委积极推进“千校万岗”就
业行动，全区征集岗位 7 万个，460 名各
级团干部有效结对 1803 名建档立卡贫
困生；850 名西部计划志愿者投身基层
开展脱贫攻坚工作；组织 26 余万名大中
学生深入贫困地区开展暑期“三下乡”和

“十个一”社会实践服务，引导青年在脱
贫攻坚中经风雨、长才干；自治区青联组
织助力精准脱贫工作推进会，在全区范
围内开展“青力扶贫 联创梦想”助力精
准脱贫主题系列活动。

全国农业农村系统先进个人，内蒙
古农牧厅驻村干部石泉说：“实践出真
知，离群众越近，越能找到解决问题的路
径。”他驻守兴安盟科右前旗大石寨镇白
音础鲁村 2 年多，“智志双扶”，帮助村民
发展农牧产业，壮大集体经济，发展庭院
经济，帮助全村 121 名贫困户实现脱贫。

5月，繁花似锦。全区各族青年凝心
聚力，汇聚蓬勃青春力量，以奋斗之青春，
在打赢脱贫攻坚战的进程中，书写着精彩
脱贫故事，谱写了新时代的青春风采。

奋进在脱贫一线的
青春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