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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弘

芒种时节，通辽市科左后旗海鲁吐镇
阿力顺文都嘎查牧丰奶制品加工车间里热
火朝天，一件件新鲜出炉、味道纯正的奶制
品正被打包装车。

46岁的照格和图和妻子金平是这个奶
制品加工车间的包装工。“我家4口人，是
2014年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当时家里46亩
地年收入也就8000多元。现在我们两口
子光打工就能挣5万元。”算计着这几年到
手的钱，已经脱了贫的照格和图乐开了怀。

阿力顺文都嘎查因地制宜，先后成立
蒙源黄牛养殖合作社，建设光伏发电站一
处、奶制品加工车间一处，成功带动203户

贫困户摘掉贫困“帽子”，走出了一条“党支
部+合作社+贫困户”的集体经济发展之
路，实现了嘎查集体经济“从负到富”的飞
跃。

“牧丰奶制品加工车间投产以来，我们
每天加工鲜奶超过2000斤，这一批是运往
呼和浩特市的，销路不愁、供不应求。下一
步，我们计划再扩大生产，增加品类，打出
我们科左后旗的牧丰品牌。”嘎查党支部书
记赵双喜说。

近年来，科左后旗把发展壮大嘎查村
集体经济、产业结构调整与脱贫致富链紧
密联结，形成了党建引路、党员带头、产业
铺路、贫困户提供劳务的发展格局，阿力顺
文都嘎查便是受益嘎查之一。

这几天，正是农作物进入田间管理的

关键期，在吉尔嘎朗镇包牤牛嘎查的温室
大棚里，一棵棵绿油油的葡萄苗铆足了劲
儿生长，管护工人正忙着培土、架线、修枝
……“这些葡萄明年四五月就可以收获了，
第一批收成预计能达到4万元。我们计划
把大棚蔬菜收益的10%用在贫困户增收、
嘎查基础建设、公益活动、困难大学生救助
等公益事业中。”包牤牛嘎查党支部书记宝
音朝古拉说。

包牤牛嘎查是被科左后旗列入重点扶
持范围的嘎查。目前，科左后旗获得中央
和自治区重点扶持的7个嘎查集体经济项
目已全部开工，累计到位资金787.5万元，
包括规模化种植、养殖和草原旅游等，预计
每个项目每年可增加嘎查村集体经济收入
10万元以上。

巴嘎塔拉苏木伊和塔拉嘎查是该旗另
一个重点扶持的嘎查，嘎查党支部牵头，14
个村民率先入股，筹措资金177万元，再加
上折股分给老百姓的99亩集体土地，伊和
塔拉开启了规模化黄牛养殖之路。“现在合
作社有黄牛184头，合作社紧邻伊胡塔牛
市，卖牛买牛都很方便，节省了不少成本。
牛市上没有交易成功的黄牛，我们还可以
提供短期托管代养服务”。嘎查党支部书
记杨光说。

吉尔嘎朗镇乌顺艾勒嘎查则充分利用
重点扶持的机遇，探索“党支部+协会”发展
模式，与科左后旗万家丰种养殖技术协会
合作，搭建育苗大棚 12个。协会负责育
苗、插秧、收割等技术指导，全程跟踪服务，
并与农户签订收购协议，保障销售渠道。

2019年，6户村民在合作社的带动下种植
了360亩红干椒，每亩收益2000元左右，
比种植玉米亩均增收1000元以上。贫困
户白莫日根2019年在合作社打工，亲眼看
到种植红干椒带来的可观收益，今年也签
订了入股协议，腾出20亩地跟着合作社一
起种起了红干椒。

从2017年至今，科左后旗着力避免产
业千村一面、造成供应过剩的弊端，加大了
产业结构调整力度。19个苏木镇（场）262
个嘎查村因地制宜，借助龙头企业及合作
社在资金、技术、信息等方面的优势，通过
土地流转、发展订单农业、延长产业链条等
方式，吸纳贫困户参与产业经营，分享产业
链条收益，形成了各具特色的集体经济发
展格局。

从负到富，这里的嘎查村上演翻身记

□李振南

有句老话：“锅里有了米，碗里不
愁没有饭。”通辽市科左后旗通过一系
列举措，不断发展壮大集体经济，让锅
里的“米”越来越多，贫困群众碗里的

“饭”自然就越来越丰盛。
集体经济的强与弱，是贫困地区

脱贫与否的一个硬指标，直接关系脱
贫攻坚工作的成效。可以说，发展壮
大集体经济，绝不仅仅只是单纯的经
济问题，而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保
证，是振兴贫困地区农业发展的必由
之路，是促进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推
动力。

如何发展好农村牧区集体经济，
通辽市科左后旗的实践经验值得总结
和借鉴。一方面，立足地区实际，不搞

“千村一面”，而是“一村一策”，宜农则
农、宜工则工、宜商则商、宜游则游，选
对了路子；另一方面，加强集体资金管
理，管好并盘活存量资产，使其稳定保
值增值，提升集体资产经营发展后劲，
推动集体经济健康发展，迈开了步子。

锅里有米
碗里不愁

本报6月9日讯 （记者 赵
弘）记者从自治区扶贫办了解到，
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自 2018
年启动实施“百企帮百村”助力脱
贫攻坚工作以来，共有87家企业
结对帮扶 68 个嘎查村，100%覆
盖到嘎查村，共投入帮扶资金
4900 多万元，带动 7000 多农牧
民增收。

本报6月9日讯 （记者 赵
弘）记者从自治区扶贫办了解到，
今年，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利用京
蒙扶贫协作资金112万元继续扩
大草莓种苗繁育规模，进一步完善

“政府+经营主体+建档立卡户”扶
贫模式，带动贫困户增收。截至目
前，太仆寺旗宝昌镇边墙村及千斤
沟镇大圪洞村、六号村、西大井村
4个新型经营主体的186座大棚均
已自建完毕，来自昌平区的20余
万株草莓种苗已先后分两批全部
到位，正在加紧入棚繁育，届时太
仆寺旗草莓苗产量预计达到500
万株。

本报6月9日讯 （记者 赵
弘）记者从自治区扶贫办了解到，
赤峰市宁城县加大扶贫产业项目
开发力度，不断增加资金投入，不
断加大攻坚力度。截至2020年5
月末，宁城县共投入扶贫资金
33712万元。其中，投入发展到户
产业资金72.6万元，投入扶贫产业
园区项目建设资金25830万元，投
入小型公益项目资金6147万元，
投入健康、教育等其他扶贫项目资
金1662.4万元。

本报6月9日讯 （记者 赵
弘）记者从自治区扶贫办了解到，
近日，蒙中药种植产业创业致富带
头人网络培训班启动仪式通过视
频会议的方式在通辽市蒙中药产
业发展办公室举行。该培训班的
主要目的是进一步促进通辽市贫
困地区产业转型升级和贫困群众
增收致富，提高蒙中药材种植技术
水平，壮大蒙中药材种植产业规
模，促进蒙中药材产业高质量发
展。

□本报记者 李晗

我叫敖日格勒达来，家住鄂尔多斯市
乌审旗乌审召镇巴音陶勒盖嘎查，以前一
直在外打工。2015年，父母相继患病，我不
得不返回家中照顾父母，失去了收入来源，
这让我们这个原本就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
霜。

2015年，我家被识别为建档立卡贫困
户。镇政府、嘎查两委班子和帮扶单位的
工作人员先后来到我们家了解情况，询问

我的想法。针对我家基础条件较差的实
际，按照相关扶贫政策为我家整修了长500
米的入户道路，新建了60平方米的羊圈和
100平方米的草棚，架设了高压线和低压
线，还打了一眼井，从根本上改善了我家生
产生活条件。

政府还帮我争取到8000元扶贫资金，
给我家购买了9只基础母羊和1头基础母
牛，让我发展养殖业。我家又先后享受到
健康扶贫、兜底保障扶贫、教育扶贫等帮扶
政策，家里的基本生活有了保障，慢慢地，
我树立了信心。

在搞好养殖的基础上，凭借一手好厨
艺，农闲时我给有需要的地方做饭，每个
月的工资 4000元。我有 5年驾驶装载机
的工作经验，凭此技能也能收入不少。在
非禁牧休牧期，我还雇人一起为毛乌素生
物质热电厂送沙柳，每车纯收入 200 多
元，送上几个月，收入不菲。凭着自身努
力，2019年，我家共拥有西门塔尔肉牛16
头、鄂尔多斯细毛羊74只，每年种植玉米
25亩、紫花苜蓿23亩，人均纯收入突破了
1.6 万元，不但成功脱了贫，更让我致了
富。

今年，嘎查又有了好政策，通过大力发
展集体经济，探索建立“党支部+合作社+贫
困户”的利益联结机制，将肉牛繁育基地、
20头肉牛还有4000亩草牧场以6.5万元的
价格承包给合作社，并拿出集体经济收入
的20%帮扶包括我家在内的6户牧民。合
作社不仅给我们提供工作机会，还提供春
耕、夏耘、秋收一条龙服务和实用技术指
导，并为我们脱贫户进行了土地改良，预计
改良后的土地每亩至少比往年增收 500
斤。下一步，我准备买辆小型拖拉机，再买
些牛羊，把日子过得好上加好。

再买些牛羊，把日子过得好上加好
讲述者：鄂尔多斯市乌审旗乌审召镇巴音陶勒盖嘎查敖日格勒达来

2020年3月27日 风

今天早上，孤寡老人刘其走了。他
拉着我们这些“儿女”的手，流下了幸福
的泪水，安详地走完了 75 年的人生旅
程。我知道，这泪水，是对党和政府的感
激，也是对我们这些“儿女”的依依不
舍。

刘其是乌盖苏木呼和嘎查的贫困
户，20多年前来到呼和嘎查当“羊倌”，一
生坎坷，从未结婚，无儿无女，生活贫
困。2015 年，刘其被识别为建档立卡贫
困户，享受到了特困供养金。我们驻村
工作队队员三天两头往他家里跑，唠家
常、嘘寒问暖，帮他买菜买药，他的生活
也不再孤苦无依了。

为改善老人的生活条件，2018年，我
们在苏木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把老
人顺利地送入附近的敬老院。我们时常
去看望他，老人总对其他老年朋友说，我
们就是他的“儿女”，这对一位 75岁的孤
寡老人来说是幸福，对我们的工作又何
尝不是一种认可。

心能换心，情能动情。一句“儿女”，
看起来就是一个称呼，却诠释着一个质
朴的道理，你离群众有多近，群众和你就
有多亲。带着感情和温度去帮扶、赢得
贫困群众的理解和支持，才是决战决胜
脱贫攻坚最硬核的保障。

2020年4月8日 晴

今天中午接到刘兵女儿打来的电
话，哭诉说刘兵骑电动三轮车务农的路
上出了车祸，准备做脾摘除手术，但是没
有钱做手术，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安慰
她说：“我理解你的心情，请放心，我们会
帮你想办法！”

挂了电话，我当即与医院主治大夫
联系，得知情况很严重必须尽快手术，我
赶紧来到苏木政府奔走联系，申请到临
时救助金 2000 元、医疗救助金 5200 元、
红十字会救助金 1500 元。刘兵及时做
了手术，之前我为他买过贫困户人身意
外保险，也可以报销两万多元。解决了
困扰父女俩的医药费问题，刘兵恢复得
不错，我去医院探望他时，他眼含热泪连
声道谢。

刘兵 2015 年被识别为建档立卡贫
困户，2016年就脱了贫。当年，脱了贫的
刘兵接了几只羊羔、新买了三轮车、置办
了冰箱……这次车祸，对于日子刚刚好
转的他来说，不仅对身心带来影响，而且
带来经济上的巨大压力。帮助他解决实
际困难，就是我今后的工作重点之一。

辛辛苦苦脱了贫，一场大病全泡
汤。作为一名驻村工作队队员，要时刻
关注脱贫户的状态，防止他们因病返
贫。下一步，我要继续将低保、医保、医
疗救助等相关扶持和保障措施落实好，
保障贫困群众稳脱贫、不返贫。

□本报记者 赵弘 摄影报道

赤峰市松山区上官地镇头把伙村村民郝延明10年
前因患脑梗失去劳动能力，仅靠妻子耕种家里的山坡地
维持生计，日子过得紧紧巴巴。自打村里建了扶贫产业
园区，这一切才彻底改变。

“我到园区种上大棚以后，不但有钱给老头子治病，
还清外债，还有了存款！”郝延明的妻子一人种了2个大
棚，现在大棚的西红柿每年都能收入7万多元，一举摘
掉了贫困户的帽子。

据悉，松山区推出“贫困户+产业园区（基地）+N”“贫
困户+到户产业+N”“贫困户+扶贫车间+N”等产业促脱
贫模式，N为直接参与经营、资产收益分红、开发贫困户
就业岗位、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等多种带贫减贫机制。

从2014年开始，松山区整合扶贫资金1.6亿元，累
计建设种养扶贫产业园区41处、扶贫产业基地20余万
亩，2870户 9137口贫困人口通过入园经营人均增收
3200元。自2018年起，该区每年投入财政资金2000
万元，根据贫困户个人发展需求列出设施农业、生猪、肉
牛、露地蔬菜、中草药、经济林等10项“菜单”，累计有
10125 户贫困户参与 10 项到户产业，受益贫困人口
25010人，人均年增收1350元。该区还投入财政资金
900万元，因地制宜建设作坊式扶贫车间5处，让贫困户
守家在地挣工资。据统计，3家扶贫车间共带动163户
贫困户年增收8000元。

产业带贫

晾晒药材。

经济林增收。

种上了大棚。

养殖肉牛养殖肉牛。。 售卖西红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