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 报 8 月 4 日 讯 （记 者
张慧玲）记者从相关部门获悉，
近年来，呼和浩特市土左旗善岱
镇善岱村大力发展香菇产业，助
力脱贫攻坚。村委会牵头成立
善仁专业合作社，并与香菇种植
基地合作，在“合作社+企业+贫
困户”的扶贫模式下，有劳动能
力的贫困户被吸纳进香菇种植
基地打工，劳动力不足的则享受
分红。2019 年底，39 座香菇大
棚收入达 270 万元。今年，该村
又新增大棚 60 座，全村 117 户
建档立卡贫困户全部稳定脱贫。

本 报 8 月 4 日 讯 （记 者
李晗）记者从自治区扶贫办获
悉，赤峰市克什克腾旗芝瑞镇华
兴村通过发展产业推动精准扶
贫，自 2015 年起，该村申请农业
综合开发项目，兴修农田水利设
施，在 9 个村民组建成灌溉井 37
眼，建设高标准农田 9600 余亩，
有效解决了农作物灌溉问题，极
大地提高了土地效益。在完善
农业基础设施的同时，该村积极
招商引资，引进两家马铃薯规模
化种植企业，以每亩 400 元的价
格集中将农民的 9600 余亩土地
流 转 给 企 业 ，促 进 236 户 农 民
1120 人 增 收 ，人 均 纯 收 入 达
3000 元以上，带动建档立卡贫
困户 34 户 66 人实现了产业脱
贫。

本报鄂尔多斯 8 月 4 日电
（记者 张慧玲）鄂尔多斯市伊
金霍洛旗红庆河镇布连图村积
极引进多胎多羔新品种湖羊，通
过发展村集体经济，带动当地农
牧民由传统畜牧养殖向集约化、
规模化养殖方向发展，助力脱贫
增收。今年 6 月，该村从甘肃引
进 100 只湖羊，2 个月后，首批湖
羊 就 能 产 180 只 羊 羔 ，仅 此 一
项，预计收入可达 5 万元。

【我奋斗·我脱贫】

只要目标还没有完全实现

，我们就不会懈怠

◎王克勤

（通辽市科左中旗敖包苏木扎如德仓嘎查第一书记

）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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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往常一样，我又开始了入户走访，今天
是到贫困户席青家。还没走进他家门，席青
便从窗户里看见了我，出来迎接。他激动地
对我说：“王书记，你放心吧，不用总惦记着我
闺女，她最近病情很平稳，也能活动自如了。
这不，昨天我的一卡通里还打进了一万八千
多块钱，是孩子门诊报销的钱。多亏了扶贫
好政策，门诊看病也能报销了，我再也不用担
心孩子看病支付不起医药费了。另外还有几
件大好事，咱家 5 万块钱小额扶贫贷款办理
成功了，我想到集上再买两头母牛。我还被
聘为咱们村的保洁员，年工资 1 万元呢。最
近咱家母牛又下了两头牛犊儿，长得可壮实
哩！”

听着席青滔滔不绝地讲述自家变化，我
很高兴，脑海里不由想起之前他们家的生
活。席青的女儿十年前就患上了类风湿性皮
肌炎，严重时甚至生活不能自理，高昂的医药
费支出早已用尽了他们家仅有的一点积蓄，
全家人面临着生计困境。席青家被识别为建
档立卡贫困户后，先后享受到产业、健康等一
系列扶贫政策，日子越过越好了。

贫困户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
斗目标，我们驻村工作队会继续努力，让一个
个好的帮扶政策落到实处，给贫困群众带来
实实在在的利益，争取让他们早日脱贫奔小
康。

2020 年 4 月 8 日 晴

今天一大早，建档立卡贫困户胡满良大
爷和三月大娘就过来告诉了我一个好消息，
他们家的基础母牛刚又下了 1 头牛犊，这是
今年他家牛下的第二头牛犊了。

胡满良大爷和三月大娘都已经 70 多岁
了，儿子胡银山患有精神分裂症，儿媳金永梅
患有类风湿性关节炎，还有个孙女胡玉玲正
在读大学，家里的负担较重。2013 年，胡满良
家被识别为建档立卡贫困户，享受到产业、健
康、教育、金融等一系列扶贫政策，一家人也
能吃苦，2015 年胡满良一家脱了贫。

三月大娘抓着我的手说：“我和你大爷十
分感谢驻村工作队的帮助，现在咱家牛养得
好在村里出了名，3 年产犊 8 头，收益达到十
几万块呢。除了这个，今年政府还给了咱家
庭院经济扶持政策，让我俩这把‘老骨头’在
家轻轻松松就能赚到 5000 块钱。”大娘嘴里说
的“政策”，就是我们驻村工作队和村两委班
子为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扶持贫困户
在庭院内建设塑料大棚发展庭院经济增加收
入的事儿。他们家的生活越来越好，我由衷
地高兴。

大爷大娘走后，我内心久久不能平静。
扶贫扶到根儿上，才是长久之计。我们扶贫
工作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贫困群众有钱赚、有
房住、看得起病、读得起书⋯⋯只要目标还没
有完全实现，我们就不会懈怠。

□本报记者 韩雪茹 实习生 陈晓冬 摄影报道

在呼伦贝尔市阿荣旗兴安镇七道泉子村，提起崔
永德，大家都竖起了大拇指。崔永德大学毕业后回到
家乡创业，成立了阿荣旗众发食用菌种植专业合作
社，在自家院子里建起了大棚，种植滑子菇和赤松茸，
带领乡亲们一起增收致富。

“我们老两口已经在合作社干活两年多了，每年
能挣两万多块钱，靠着这些工资，我家在 2018 年成功
脱了贫。”今年 59 岁的建档立卡贫困户王国军一边采
摘滑子菇，一边乐呵呵地说，“我是个残疾人，现在家
门口就能挣钱，上哪儿找这样的好事去！”

为了给贫困群众带来最实在的利益，合作社于
2019 年成立了一个就业扶贫车间，带动全村 30 多户
贫困户和 10 多名残疾人在合作社里承担采菇、铰根
等技术含量低、劳动量小的工作，实现了贫困群众在
家门口务工增收。目前，合作社年生产食用菌 20 吨，
年收入达 30 余万元。短短两年多时间，合作社被评
为内蒙古绿色健康食品单位、内蒙古消费者最佳信赖
产品单位，崔永德也获得内蒙古行业楷模和内蒙古百
行百业先进个人等荣誉。

家门口挣钱家门口挣钱

□本报记者 赵弘

“长期高额的医药费支出让我们这个原
本就不富裕的家庭很难承受。自从有了健
康扶贫政策，我家姑娘终于有救了。健康扶
贫让我家的医疗花费大大降低了，我们看到
了生活的希望！”

说这话的是兴安盟乌兰浩特市葛根庙
镇白音哈达嘎查的白宝泉。今年 48岁的白
宝泉与妻子王格日勒育有两个女儿、一个儿
子。二女儿就读于内蒙古民族大学，儿子刚
满三周岁。

天有不测风云。4 年前，一场灾难降临
到这个家庭。长女白凤芹被确诊为尿毒症，

先后到呼和浩特、长春、哈尔滨等地治疗，医
疗费高达 8 万多元。治疗后，白风芹每周都
要去医院透析三次，每年花费大概 5.4 万元
左右。沉重的医疗费、女儿逐渐加重的病情
使白宝泉一家一度失去了生活的信心。精
准扶贫工作启动后，白宝泉一家被识别为建
档立卡贫困户，他家成为健康扶贫政策覆盖
的救治对象之一。

白音哈达嘎查第一书记杨庚见证了白
宝泉家这几年的变化。他说：“现在，白宝泉
家每个月医药费仅 100多元就够了，一年的
花销不足2000元，生活负担大大减轻。”

“辛辛苦苦奔小康、得场大病全泡汤”，
长期以来，因病致贫返贫成为一些贫困家庭
难以摆脱的魔咒。据统计，今年初，乌兰浩

特市有贫困人口 5079 人，残疾人占 15.7%，
因病致贫人员占总贫困人口一半以上。围
绕让农村牧区贫困人口“看得起病、看得好
病、方便看病、少生病”目标，乌兰浩特市深
入实施健康扶贫工程，统筹协调、精准施策。

为确保贫困人口看得起病，乌兰浩特市
进一步完善优化健康扶贫医疗保障政策，建
档立卡贫困户在市内定点医疗机构住院治
疗一律享受“先诊疗后付费”一站式结算政
策。同时，结合入户调查核实和健康体检情
况，全面落实贫困重病患者医疗费用保障政
策，减轻贫困人口负担。

乌兰哈达镇腰乐嘎查的建档立卡贫困
户杨金良是一名癌症患者，需要常年接受治
疗，每个月镇、村两级医护人员都会对她上

门随访。在本月的随访中，她与村卫生室签
下了新一年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协议”，医
护人员还告诉她，在“大病救治”“重病兜底”
保障下，她就医后的实际报销比例不会低于
90%。每个月，医护人员都会上门为她提供
医疗服务。

不仅要看得起病，还要看得好病。针对
贫困人口所患疾病，乌兰浩特市实行分类精
准救治。对大病患者，严格按照确定定点医
院、确定临床路径、确定单病种收费标准、确
定报销比例、加强医疗质量管理、加强责任
落实的要求，积极组织实施救治。现在，该
市贫困人口大病累计入院或签约救治 704
人，并对慢病患者实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实现贫困人口慢性病患者签约全覆盖。

“近两年，我们把健康扶贫的工作重心
放在了预防上。”乌兰浩特市卫生健康委员
会主任孙迎莲说。2019 年，该市新建卫生
院业务用房 2 处；为 5 家卫生院招聘事业编
制专业技术人员 24 名，充实了基层医疗卫
生队伍；配备 DR、心电图、血液分析等价值
500 余万元的设备；建立签约服务团队 51
个。签约医护人员“因人制宜”，根据每个贫
困群众健康状况和医疗服务需求，制定了特
色健康教育处方，提高群众的健康素养和健
康水平。

目前，乌兰浩特市健康扶贫效果明显。
经大病救治，大病患者治愈和病情好转 223
人，向贫困群众普及医疗卫生知识 5100 多
人，住院和门诊累计救治8619人次。

乌兰浩特市深入实施健康扶贫工程，确保贫困人口看得起病、看得好病——

“我家的医疗花费大大降低了”

□本报记者 张慧玲 实习生 梁小旭

我叫黄保全，家住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
沙圪堵镇纳林村，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今年
59 岁。早些年，我妻子在世的时候，我们两
个人都身患疾病，我患有静脉堵塞，花了 11
万多元治病，我妻子每年的医药费也需要 3
万多元。高昂的医疗费不但花光了我们家
所有的积蓄，还带来了沉重的负担，生活一
度跌入谷底。

妻子去世后，我和一双儿女一同生活。

当时，家中只有 20 亩地，种点土豆和玉米，
还养着 20 只羊，人均年收入只有 906 元。
2016 年，我家被识别为建档立卡贫困户，邻
居们在背后议论，说我家被评上了贫困户，
啥都不用干就等着上边给钱花就行了。我
听了这些话，心里很不是滋味，感到脸上火
辣辣的。

2016 年 3 月以来，驻村干部和帮扶责
任人多次来到我家，为我讲解如何增收脱
贫，制定脱贫规划。在了解相关政策后，我
内心受到极大鼓舞，暗自下决心，在困难面
前绝不低头，在好政策的帮扶下，我一定要

凭自己的勤劳苦干早日脱贫。
了解了实际情况后，帮扶单位帮我家制

定了发展养殖业脱贫的路子。镇里给了 3
万元帮扶资金，给我家盖了羊圈，并买了 20
只羊，这一下，家里的羊增加到了 40 只。我
家还享受到 7 万元危房改造补贴，搬进了宽
敞明亮的新房。养羊、养猪加上种地收入，
当年我家就达到了脱贫标准。自此，邻居们
对我家刮目相看，不但没有了风言风语，还
争先恐后向我学起“致富经”，这让我感到非
常自豪。

脱了贫，但好政策却在持续。今年，旗

里大力开发公益性岗位，在全旗各个嘎查村
设立就业扶贫专岗，我得到了一份环卫保洁
工作，每个月工资有 1760 元，一年算下来能
达到 2 万多元。这份收入，又为我的生活增
添了一份保障，现在我家一年的收入能达到
6 万多元，我终于尝到了好生活的滋味。

为了帮我扩大养殖规模，村里又帮我盖
了新猪圈。我听说今年村里还要大力发展
产业项目，确保贫困群众持续增收。现在，
我对生活有了新的希望，那就是再努力多赚
点钱，帮儿子成个家，并靠自己的努力早日
致富奔小康。

邻居们向我学起“致富经”
◎讲述者：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沙圪堵镇纳林村黄保全

□李振南

尿毒症需要长期透析，经过医
疗救助后钱花得少了，全家有了希
望；生了一场大病，本以为会倾家荡
产，没想到报销后自己只需花很少
的钱；得了慢性病，结果很多药品都
能报销⋯⋯随着全区各项健康扶贫
政策的落地，让贫困群众有病不再
拖、大病不用愁。

在致贫的诸多原因中，疾病特别
是大病和慢性病无疑是最大的“诱
因”。很多时候，患者如果是家庭的
主要劳动力，则会让这个家庭的经济
支柱轰然倒塌；即便不是，也会因高
昂治疗费用拖垮家庭，成为难以承受
之重。在健康扶贫过程中，乌兰浩特
市围绕让贫困群众“看得起病、看得
好病、方便看病、少生病”，以分类救
治、因人而宜的健康扶贫“套餐”助力
脱贫攻坚，为贫困群众撑起“健康保
护伞”。

关注贫困群体，保障人人享有健
康，是全面小康的题中应有之义。唯
有不断筑牢因病致贫返贫的“防火
墙”，逐步消除因病致贫返贫现象，才
能稳稳地托起每个人的健康中国梦。

撑起
“健康保护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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