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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弘扬蒙古马精神

·身边的榜样

﹄
人物剪影

“吃苦耐劳、一往无前，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蒙古马精神”，是中华民族伟大奋斗精神在内蒙古的具体体现。“蒙古马精神”中蕴含的奉献精神、进取精
神、奋斗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注入奔腾不息的蓬勃动力。

伟大时代需要崇高精神支撑，伟大事业需要榜样力量引领，广袤的内蒙古大地榜样辈出。本报今天推出“弘扬蒙古马精神·身边的榜样 人物剪影”特刊，
用镜头记录、用图片表达本报已刊出的各行各业涌现出的典型人物、“蒙古马精神”的忠实践行者王俊、萨仁图娜拉、余娟、郭彭飞、范荣南、其格楚海的动人故
事、难忘瞬间，展现草原人民自强不息、不断向前，在建设亮丽内蒙古，共圆伟大中国梦伟大实践中“身边的榜样”的力量。 ——编者的话

2020 年 6 月 28 日 星期日
执行主编：张兆成 责任编辑：杨洪梅

版式策划：苏昊 制图：王霞

王俊
王俊，锡林郭勒盟正镶白旗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副主任，2018 年被任命为宝力

根陶海苏木浩日庆敖包嘎查第一书记。
驻村以来，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一名党员干部为民服务的宗旨，用真心、真情、实

干的工作激情交出了一份让群众满意的扶贫答卷。
他在嘎查实施了三项措施：一是投资入股企业，获取资产收益；二是组建嘎查自己的服

务队，通过购买服务实现经济增收；三是走“家庭牧场+贫困户”发展模式，带动贫困户共同
致富，使嘎查集体经济由过去的年收入 4000 元稳步增长到 2019 年底的 15 万元。

到 2019 年，浩日庆敖包嘎查贫困户 73 户 170 人全部实现脱贫，嘎查贫困发生率由 2014
年的 34.13%下降到零。

萨仁图娜拉
萨仁图娜拉，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吉格斯太镇大红奎村村民。

“穷不扎根，富不长苗，如今政策这么好，只要知党恩、感党恩、报党恩，肯努力、肯劳动、
肯付出，美好的生活就在我们脚下。”她常说。

2015 年，萨仁图娜拉的丈夫因车祸致使左腿膝盖粉碎性骨折，为给丈夫治疗，欠下许多
外债。2016 年她家被评为建档立卡贫困户。但她决心要早日摘掉“穷帽子”，抬头挺胸地过
日子。她依靠扶贫政策和政府送来的技术支持，扩大种养规模，发展玉米和苜蓿种植近 300
亩，养羊 400 多只。随着丈夫逐渐康复，夫妻二人又开了农家饭店，年收入可达 30 万元。

她脱贫致富不忘报党恩，多次伸出援助之手回馈社会，积极主动帮助更多的贫困户，在
贫困户中和社会上起到很好的示范带动效应。

余娟
余娟，阿拉善盟额济纳旗东风镇额很查干嘎查牧民。
2014 年她家被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户。在政府的扶持下，她搞起家庭养羊产业，逐渐走上脱贫致富的道

路。之后成立了占地 1 万平方米的额济纳旗惠风养殖专业合作社，合作社入股农牧民达 13 户，其中贫困户
3 户，她被推选为合作社理事长。她又扩大种植大沙枣树，为合作社注册了商标“陶来牧
场”，今年预计大沙枣销售收入能达到 50 万元左右。

从贫困户到成立合作社实现共赢，从小院起家到发展特色种养产业，几年时间，余娟实
现了从贫困户到致富能手的美丽蜕变。富裕起来的余娟想方设法帮助周边贫困户增收致
富，合作社已经形成了绿色立体循环种植养殖模式，东风镇一大批农牧民步上了种植沙枣
树改善生态和发展养殖的致富路。

郭彭飞
郭彭飞，包头市土右旗将军尧镇武大城尧村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长。
2017 年，生在农村、长在农村的“80 后”郭彭飞，怀着对农民的深厚感情，主动向组织请

缨到武大城尧村担任第一书记。驻村后，他将武大城尧村的脱贫攻坚定位为“绿色发展”
“项目建设”“全部脱贫”和“志智双扶”“组织建设”。近 4 年来，他围绕这 5 个工作定位，直接
带动了 195 户 493 名贫困人口脱贫致富，打了一场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战，村两委班子的凝聚
力和战斗力也得到切实加强，模范带头作用显著。

他说：“每当看到因为我的工作，能直接改变老百姓贫困落后的生活面貌，我就体会到
扶贫工作的伟大，感受到扶贫工作的快乐！”

范荣南
范荣南，内蒙古岩画协会副会长、阿拉善右旗文物局局长。
他说：“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好文物就是保住文化的根和魂，利用好文物就是传承珍贵的历

史信息。曼德拉山岩画内容丰富多样，延续时代长，密集度高，涵盖了中国北方岩画的各种
形态和手法，有极高的历史文化价值。”

这位土生土长的大漠赤子，不顾跋涉的艰辛，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一路前行，用大
漠人特有的情怀和无私的奉献，挖掘保护阿拉善右旗这块神秘土地上鲜为人知的历史文化
遗产。他与曼德拉山岩画这些古老的闪耀着灿烂光辉的文化瑰宝碰撞、对话，内心流淌出
对历史、对文化无限的虔诚和敬意。岁月留下他奋斗的足迹，也留下了他为大漠文物保护
事业倾注了几十年的满腔深情。

其格楚海
其格楚海，巴彦淖尔市乌拉特中旗希日朝鲁嘎查第一书记。
作为一名“85 后”的年轻女干部，她在艰苦的牧区扶贫工作岗位上，用一颗火热的心和坚强的毅力拼搏前

进。3 年里，她为当地牧民办了很多实事，解决了许多实际困难，把希日朝鲁嘎查党建、扶贫、产业发展等各方
面工作都做得有声有色。她在嘎查建成牧区电商服务站，探索出“支部+电商+产业链”模式，为牧民增收致富
开辟新的途径。为进一步巩固脱贫成果和提高牧民收入，她和嘎查两委正在结合文化产业发展规划建设“草
原牧民原生态生活”体验区。

她说：“当看到因为我们的努力贫困户生活得到改善、收入增多，嘎查的面貌发生细微的变化，感觉自己
的付出是值得的。”

郭彭飞（左）在枸杞经济林
示范基地向村民介绍情况。

本报记者 宋阿男摄

郭彭飞撰写驻村工作日志。
本报记者 宋阿男 摄

范荣南在研究岩画。
本报记者 刘宏章 摄

余娟余娟（（右右））在惠风养在惠风养
殖专业合作社查看养殖殖专业合作社查看养殖
的白绒山羊膘情的白绒山羊膘情。。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刘宏章刘宏章 摄摄

余娟查看沙枣树长势。
本报记者 刘宏章 摄

萨仁图娜拉（右）听镇干部宣讲
脱贫政策。 本报记者 王玉琢 摄

萨仁图娜拉正在收割自
家地里的紫花苜蓿。

本报记者 王玉琢 摄

范荣南范荣南（（左二左二））带领文物普查工作组风餐带领文物普查工作组风餐
露宿进行文物调查露宿进行文物调查。。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刘宏章摄刘宏章摄

其格楚海其格楚海

（（右右

））入户摸底入户摸底

。（。（资料图资料图

））

王俊王俊（（左二左二））走访贫困户走访贫困户。。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巴依斯古楞摄巴依斯古楞摄

王俊（左）在贫困户家中摸实
情。 本报记者 巴依斯古楞 摄

其格楚海认真
工作。

本 报 记 者
图古斯毕力格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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