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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弘

一上午的功夫，牧民永红就挤了60多
公斤新鲜骆驼奶，并以5000多元的价格卖
给了离家不远的内蒙古沙漠之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以前不知道骆驼奶这么值钱，自
从饲养奶驼成为我们的扶贫产业后，我家的
日子越来越好了，现在一年的收入比过去
10年挣得还要多！”永红笑着对记者说。

永红是阿拉善盟阿拉善右旗巴丹吉林
镇巴音博日格嘎查牧民，祖祖辈辈都靠放
牧为生。2013年，他家被识别为建档立卡
贫困户，成为了第一批精准扶贫政策帮扶
对象，最终在驻村工作队的引导和帮助下
发展起骆驼产业。

“起初我买了48峰奶驼。当时我以为自
己的养殖经验够丰富了，没想到本地骆驼相
对性烈，挤奶前需要把后腿绑住，然后牵来小
骆驼诱导母驼产奶，一天下来费劲不说，出奶
也少，刨去成本所剩无几。”万事开头难，就在
永红养殖骆驼出现瓶颈的时候，驻村工作队
帮助永红报名参加了农牧民创业培训、新型
农牧民技术培训，让他系统地学习了奶驼养
殖、饲料配比、挤奶、驯化等技术。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永红精心养殖和
辛勤劳动下，骆驼的产奶量逐渐增加，年收
入也增加到了十几万元，尝到甜头的永红
次年又购买了22峰奶驼。“现在我家有奶
驼有70峰，平均每天产奶130公斤左右，
从2018年 10月到现在，我给沙漠之神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供奶总计15吨，政策规定

一年卖9吨以上驼奶，每公斤再补贴18元，
剔除其他费用，年纯收入百万不是问题。”
永红兴致勃勃地给大家算起账来。

阿右旗是我区 26 个区贫旗县之一。
2014年全旗7个苏木镇共识别贫困嘎查8
个、贫困人口 1017 人，贫困发生率为
10.81%。在脱贫攻坚工作中，该旗注重依
托地方优势大力发展特色产业。阿右旗自
然条件差，地形地貌以沙漠、戈壁为主，巴
丹吉林沙漠横亘东西，占全旗总面积的
47%，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孕育了独特的
阿拉善双峰驼。阿右旗骆驼总数能占到全
国总数的20%、全盟总数的45%，是全国双
峰驼存栏最多的地区之一和阿拉善双峰驼
核心区。“骆驼全身都是宝，驼乳更是宝中
宝。阿右旗让这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成为

了当地脱贫攻坚工作的重要抓手，辐射并
带动贫困户稳定增收。”阿拉善盟扶贫办社
会扶贫与宣教科科长李成元介绍说。

阿拉腾敖包镇固日班图拉嘎嘎查是8
个贫困嘎查之一，嘎查主要以骆驼产业为
主，嘎查通过“党支部+合作社+农牧民”的
发展模式，大力推动驼产业发展，带动广大
农牧民脱贫致富。敖特根巴特尔是固日班
图拉嘎嘎查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在嘎查委员
会和驻村工作队的帮助下，他申请了贷款，
争取到优惠政策，依托牧区的有利条件开始
发展骆驼产业。特别是随着阿右旗鼓励驼
产业发展系列政策的实施、驼奶生产企业的
稳步发展，驼奶销售难题得到根本解决，敖
特根巴特尔的驼产业也迎来了春天，有了稳
定且可观的收入，2017年敖特根巴特尔稳

定脱贫。2019年，他盖起了600平方米的
驼圈，其中政府为他补贴了12万元。现在
他家仅靠卖驼奶年收入就达到了8万多元。

近几年，为加快骆驼产业化进程，阿右
旗相继制定出台了《关于推进农牧区经济
结构调整促进农牧业特色产业又好又快发
展的指导意见》《扶持骆驼产业发展实施意
见》《骆驼产业中长期发展规划》等一系列
政策规划，推动形成了集科研、良种繁育、
养殖、加工、销售为一体的产业链，坚定了
贫困人口养殖骆驼参与骆驼产业发展的信
心、决心。截至目前，阿右旗有骆驼基地20
个，骆驼养殖专业合作社39个，驼奶中转
站7个，骆驼养殖户819户，培育挤奶驼户
347户，从业农牧民2400余人，带动了73
户建档立卡贫困群众稳定脱贫增收。

“沙漠之舟”驮起牧民小康梦

□本报记者 张慧玲

我是赤峰市巴林右旗巴彦琥硕镇四家
村民常凤龙，今年54岁。我家里有4口人，
我和妻子娜仁图雅在家务农，儿子在大板
镇打工，女儿在云南上大学。

十几年前，我家曾是远近闻名的富裕
户，绵羊、山羊有300多只，肉牛也有十几
头。然而，2002年，我前妻患了尿毒症，为
了给妻子治病，我变卖了所有的牲畜，把自
己承包的林地也转让给他人，还借了不少
钱，最终，花去了20多万元也没能挽留住前
妻的生命。从此，这几十万的债务给我们
的家庭罩上了浓重的阴影。

2010年，我和现任妻子组建了新家庭，
种着仅有的几亩地，还用贷款买了几头牛，

辛苦地抚养着两个孩子。由于我的养殖技术
不错，牛养得越来越好，欠的债也在逐步地还
清，本以为苦日子就要到头了。不想，生活刚
有起色，我被查出患了食管瘤，没办法只能把
牛变卖做了手术，前后又花了不少的医药
费。屋漏偏逢连夜雨，不幸的事一桩接着一
桩，2016年，在一次下地干活中我不幸被拖
拉机撞倒，造成右腿骨折，肌肉韧带多处断裂
性损伤。为了治病，我不得不再次变卖家产，
花光了所有的积蓄在北京先后做了7次修复
手术才基本康复，但也留下了后遗症。接二
连三的不幸，使我家日子过得更加艰难。

但是，厄运般的生活并没有压垮我，
2017年，在精准扶贫入户调查的基础上，经
过研判将我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户，在实施精
准到户帮扶项目上，给我分了16只小尾寒
羊基础母羊，扶持我发展肉羊产业。我自己

又拿到5万元的扶贫贷款，购买了100只高
产小尾寒羊母羊，并将老旧的棚圈进行了改
造，使它更适合小尾寒羊的舍饲圈养。从那
以后，我们两口子付出全部精力，起早贪晚、
兢兢业业地发展起了自己的肉羊养殖产业。

脱贫不能等靠要，致富不可睡大觉，人
只要精神不倒，再难的日子也能熬出头，更
何况现在党和政府的政策这么好，我给自
己定了个目标：两三年内必须脱贫致富。
虽然有多年的肉羊养殖经验，但我知道肉
羊养殖说起来简单，可要想获得最大的效
益可是一门学问。看了肉羊改良示范户的
典型，我有点不自信了，于是自己购买了相
关书籍资料，刻苦学习，向养殖示范户讨
教，向旗农牧局专家请教，严格按照科学的
饲养方式进行养殖。同时，在镇政府的组
织下，我多次走出去考察学习，吸收先进的

养殖理念，与先进养殖户交流养殖技术，不
断丰富自身的养殖经验、提高养殖技能。

由于我始终坚持按照镇党委推广的肉
羊科学养殖模式进行饲养，我家养殖的高繁
多产优质小尾寒羊存栏数越来越多，质量也
越来越好。自2017年末以来，肉羊市场行
情一路上涨，优质基础母羊和改良羊羔成了
市场紧俏资源，我饲养的小尾寒羊母羊和羊
羔成了抢手货，往往羊羔还没出生，就有收
羊的客商来我家预定。2019年，我家卖出
小尾寒羊羊羔300余只，纯收入达到13万多
元。现在，我家常年圈养小尾寒羊基础母羊
130只左右，年平均销售羊羔350-400只。

为了更好在发展养殖，我又承包了一些土
地，种植青贮玉米和其他饲草，为肉羊养殖提
供充足的草料。随着肉羊产业一步步壮大，外
债已经还清，家里的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

只要精神不倒，再难的日子也能熬出头
◎讲述者：赤峰市巴林右旗巴彦琥硕镇四家村常凤龙

□李振南

产业找对头，小康有奔头。产业扶
贫是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也是增强
贫困地区造血功能、帮助贫困群众脱贫
致富的长远之计。

有特色的扶贫产业，才能行得更
稳、走得更远。要让扶贫产业有特色，就
需要帮助贫困地区找出有别于其他地
方的优势，然而在通过培育和发展特色
产业，实现脱贫致富。比如阿右旗的骆
驼产业，充分发挥了当地产业基础和资
源优势，让贫困群众的“钱袋子”鼓起来。

找一个特色产业不容易，让特色产业
健康发展更不容易。阿右旗骆驼产业的经
验告诉我们，扶贫产业要想发展好，不仅要
要让广大贫困群众从中得到实惠、感到温
暖、看到希望，激发起他们脱贫致富的内生
动力，还要发挥好基层党组织和龙头企业的
作用，延伸产业链条，增加产品附加值，让产
业扶贫助力更多贫困群众走上致富路。

产业扶贫，唯有下好“特色”棋，才
能以“人无我有”的方式，为脱贫攻坚注
入更强的力量，确保脱贫攻坚的目标任
务如期完成。

产业扶贫
要下好“特色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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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又到了给布艺工坊绣娘发工资的日
子，同时组织召开布艺工坊产品评审会，继续
邀请民间老艺人李些女给大家讲解刺绣针法
和制作技艺。

刚到村委会小广场，就听到扶贫车间里传
出绣娘们爽朗的笑声，这是她们期待的日子。
按照村集体经济布艺合作社向大家的承诺，合
作社负责统一包装、统一销售产品，并定期召
开产品质量评审会，对达到质量标准的布艺产
品全部照价回收，给绣娘们发计件工资。

贫困户王团女今天领到了工资，面对正好
来村采访的记者，她激动地说：“自从村里有了
布艺工坊，我就不用外出打工了，在家门口上
班，不误农忙和家务，还能照顾身患直肠癌的
丈夫，现在收入增加了，生活也变好了，挣的钱
除了平时零花，还能补贴一部分药费，对未来
更有信心了。”

据财务统计，目前布艺工坊已实现销售收
入 4 万多元，带动绣娘年人均增收 3000 元以
上，最高可达到5000元。

评审会上，布艺合作社理事长王文乐鼓励
大家再接再厉：“我们要不断提高制作技艺和
产品质量，早日完成市妇联订制的 150双千层
底布鞋的生产任务。”

产品质量评审会结束后，绣娘们拿着领到
的工资高兴地回家了。我却想，虽然布艺工坊目
前稳步发展壮大，但是持续拓宽产品销售渠道的
任务任重道远，村“两委”和驻村工作队有责任带
领更多妇女通过勤劳双手绣出幸福生活。

2020年8月1日 晴

今天，村集体经济手工布艺就业扶贫工坊
受市妇联邀请参加全市妇女手工作品销售基
地启动仪式。

会场有来自全市 9 个旗县区的妇女手工
作品，蒙古族旗袍、六合枕、景泰蓝等作品琳琅
满目。我们村布艺工坊制作的千层底布鞋、虎
头鞋、绣花鞋垫等产品展台前人头攒动，特别
是专程来到现场的白改珍、路二牡丹两位绣娘
现场展示制作技艺吸引了大量消费者的驻足
观看，大家对飞针走线的传统技艺连声称赞。
村支部书记王文乐向大家介绍：这些产品都是
壮丁营村和周边村及托县、东河区、准格尔旗
60多岁的家庭妇女一针一线制作的。听完介
绍，围观的人纷纷挑选产品，拿出手机扫码支
付，2个小时销售收入就达千元左右，我不禁感
叹：布艺工坊产品第一次成功入驻商场就取得
了不错的业绩，这意味着我国的传统技艺中蕴
含了丰富的文化，同时也蕴藏着巨大的商机，
在推动农村产业兴旺中，鞭策着我们要不断地
去发现、挖掘，让古老的技艺在新经济下焕发
新生机，带动更多村民脱贫致富。

本报 8 月 11 日讯 （记者
赵弘）记者从自治区扶贫办了解到，
呼和浩特市土左旗坚持把发展产业
作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根本之策，
成立扶贫产业促进会，创建“五彩
土默特”区域公用品牌，实施“伊起
小康”扶贫项目，开展“企业+基地”
种养殖等订单农业模式，鼓励贫困
群众种养结合发展庭院经济，先后
扶持发展了香菇、黑小麦、虾蟹等22
个特色产业项目，促进贫困群众土
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进入产业
链。截至目前，全旗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全部实现脱贫，2个自治区级贫
困村、34个市级贫困村全部出列。

本报 8 月 11 日讯 （记者
赵弘）记者从自治区扶贫办了解到，
阿拉善盟阿拉善右旗持续巩固生态
扶贫政策，坚持把生态当产业来经
营，“变沙为金”，促进生态效益与富
民效益的共赢。截止2019年，全旗
人工接种梭梭林面积199万亩，人工
接种肉苁蓉35万亩，覆盖26个嘎
查。全旗从事沙产业农牧民达3200
人，户均增收2万元。符合条件建档
立卡贫困户全部享受公益林补奖和
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截止
2019年12月，享受公益林补奖政策
的有222户512人，享受草原奖补政
策的有196户462人，占总贫困人口
的94.47%，符合条件的建档立卡贫
困户全部享受公益林补奖和草原生
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

本报 8 月 11 日讯 （记者
赵弘）记者从自治区扶贫办了解
到，赤峰市克什克腾旗经棚镇党建
引领产业发展共同体，拓展富民增
收新路径。截至目前，党建引领产
业发展共同体覆盖全镇五大园区，
镇村两级党组织凝聚力、战斗力进
一步增强，全镇经营性资产达
4510万元，4个村集体经济达 50
万元以上，年内各村集体经济均能
达到 10 万元以上。通过自主经
营、土地流转、务工就业等方式直
接带动全镇从业人口 2687 户、
9900多人，户均增收3万余元，覆
盖全部贫困人口1673户3269人，
人均增收4500余元，真正实现了

“党建强、产业兴、群众富”的目标。

□本报记者 钱其鲁 摄影报道

8月一个炎热的日子，记者来到通
辽市库伦旗燊织典服装有限公司的“扶
贫车间“，工人们顶着高温正在有条不
紊地忙碌着，清脆地机杼声此起彼伏。

据公司负责人介绍，2018年，库伦
旗燊织典服装有限公司依托“京蒙”扶
贫协作政策，在库伦旗委、旗政府和北
京市密云区经信委的帮助支持下，与北
京密云区两家服装企业（渔阳服装和诚
信制衣）达成共建“扶贫车间”的合作协
议，新建库伦旗燊织典服装加工车间项
目，广泛吸纳当地及周边地区贫困群
众，积极为他们提供就业岗位，增加劳
动收入。

目前，“扶贫车间”共吸纳当地160
余人就业，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近60
人，每人每年至少增收40000元。通过
送岗到门和就近就业的扶贫方式，为广
大贫困群众搭建起就业平台，让农村留
守妇女在家门口变身“产业工人”，既增
加了她们的工资性收入，又解决了农村
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有力地激发了贫
困群众脱贫致富的信心和活力。

家门口的机杼声

检验。

赶工。

缝制。

扶贫车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