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奋斗·我脱贫】

用真诚的帮扶抹去贫困户脸上的愁容

◎涂国

（兴安盟突泉县太平乡四海村第一书记

）

□本报记者

钱其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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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钱其鲁

近日，记者来到位于通辽市库伦旗扣
河子镇牛古吐村的内蒙古和康源生物育种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内蒙古和康源公司）种
鸭一场的一个鸭舍里，只见几千只洁白的
鸭子“嘎嘎”地叫着，活力十足，鸭舍里干净
整洁，几乎闻不到什么异味。

初秋的天气炎热未消，但鸭舍里却温
度适宜，6 台风机正在工作，给鸭棚里带来
了丝丝凉爽。

场长姜鑫说告诉记者，鸭子怕热，所以
鸭舍的温度基本保持在二十四五度。鸭舍

的地面铺着稻壳，所以没有异味，以后还要
添加生物菌，鸭粪和稻壳的混合物发酵后
便可加工为有机肥。

据姜鑫介绍，这个场子去年建成投产，
一共有 10 栋鸭舍，有种鸭近 5 万只，每天产
蛋 2 万多枚，鸭蛋都运回山东的公司总部
进行孵化鸭苗。场里有十几个工人，绝大
多数是附近村民，其中还有 3 名是建档立
卡贫困户。

工人郭小辉和李红梅是夫妻，也是平
安村的建档立卡贫困户。记者见到他俩
时，他们正在拣选鸭蛋，根据鸭蛋的大小
来分等级。两人将早上捡拾的鸭蛋放到
电 子 秤 上 称 重 ，再 依 据 重 量 将 其 放 到 不

同 篮 子 里 ，一 套 流 程 下 来 非 常 熟 练 而 默
契。

“以前我俩在家里种地，一年到头也收
入不了多少钱，家里经济很困难。后来，我
俩被招聘为工人来这里干活，每人每个月
能挣 3000 多元。到现在干了 7 个多月，挣
了四五万，相当于以前几年的收入。而且
公司还管吃管住，我俩只要干好活就行了，
这鸭蛋就是‘金蛋蛋’，这鸭产业筑起了我
们家脱贫致富的桥梁。”李红梅说。

据 了 解 ，内 蒙 古 和 康 源 公 司 成 立 于
2018 年 12 月，主要从事肉种鸭的饲养和孵
化。目前，公司存栏种鸭 25 万只左右，为
当地农户 90 人提供了就业岗位，其中建档

立卡贫困户 22 人，人均年收入达 4.6 万元。
库伦旗农牧局项目办主任崔凤鸣告诉

记者，围绕这个项目，旗里投入了 2000 多
万资金用于鸭舍、饲料间、储藏间等及其它
基础设施建设。公司每年按照政府投入资
金总额的 8%返还租金，用于旗里村集体经
济发展等。

据内蒙古和康源公司总经理助理王海
羽介绍，项目总投资约为 2.6 亿元，建成后，
该公司种鸭数量将占到集团公司全部种鸭
饲养量的一半，是未来集团公司发展的核
心地区。

“ 公 司 的 种 鸭 将 消 化 库 伦 旗 80% 的
玉 米 ，而 且 该 项 目 对 当 地 就 业 、脱 贫 攻

坚、产业发展以及运输、餐饮等都将产生
积极带动作用。甚至将来当地农牧民也
可以养鸭，增加一个增收致富渠道 。”王
海羽说。

据了解，内蒙古和康源公司的养殖规
模 和 生 产 技 术 标 准 仍 在 不 断 扩 大 和 提
高，最终要在库伦全旗建成 7 个种鸭养殖
基地，建造高标准鸭舍 90 栋，总规模为饲
养 种 鸭 45 万 只 ，还 要 建 设 饲 料 厂、屠 宰
厂、冷藏加工厂等。整个项目完成后，在
当地可以形成较为完整的肉鸭生产加工
产业链，可实现年产值 15 亿元，带动当地
近万户农牧民增收致富，打造鸭产业“扶
贫样本”。

库伦旗：打造鸭产业“扶贫样本”

□本报记者 张慧玲

我叫王国明，是赤峰市巴林右旗巴彦
塔拉苏木古日古勒台嘎查达罕小组村民，
我的经历可谓是一波三折。

在没患病之前，我算是村子里的小有
名气会过日子的人，做过小买卖，搞过养殖
业，小日子过得很滋润。然而一场突如其
来的灾难让我一穷到底。

2014 年春，我在劳动中出意外，腿骨骨
折，骨折后遗症导致膝关节僵直，别说干家
务，坐卧都很费劲，我变成了三级残疾。从
此便四处求医，治疗费越花越多，加上体弱

多病的妻子，整个家庭陷入了困境当中。
我开始变得沉默寡言，躲在家里，不出家
门，家庭一年的经济收入只有政策补贴的
那几千元。正当我为家庭的困境一筹莫展
之际，2014 年秋，精准扶贫如春风向我吹
来，给我的家庭带来了希望。

如今，在嘎查干部和产业指导员的帮
扶支持下，我从一个对生活没有信心的贫
困户，变成一个对未来充满希望的脱贫户，
重新树立了勤劳致富、发展产业脱贫的信
心。我明白，身残志不能残，别人能做的，
自己也能做，我学会了不气馁，不向生活中
的困难低头。

2018 年 10 月古日古勒台嘎查为贫困

户落实发展肉羊产业时驻村工作队的同志
们特意到我家了解情况，为我量身定制一
个“调整结构，控制数量，少养精养”的 12 字
养羊计划，并送来良种基础母羊 5 只。2019
年7月嘎查和驻村工作队为全嘎查贫困户申
请扶贫贷款，趁这个机会我贷款 3 万元。驻
村工作队又积极联系嘎查产业指导员、养殖
企业家王利民，从王利民刚进回来的湖羊挑
购5只基础母羊给我，为帮扶我，王利民不但
在母羊价格上给了优惠，还给回收羔羊、提
供专用饲料，提供免费防疫、技术指导等一
系列扶持措施，让我吃了一颗定心丸。

2019 年我按着工作队制定的 12 字计
划，基础羊的数量控制在 30 只以内，但品种

已全部改为小尾寒羊和湖羊。2018 年 10
月份到现在我的 10 只小尾寒羊和湖羊共产
下 27 只羔，仅出售羔羊收入已近 2 万元。

“王国明的脱贫是靠政策，更是靠他自己双
手奋斗出来的，他虽然身体残疾，但他劳动
热情极高，能自食其力，不等不靠，主动作
为。”驻村工作队工作人员这样形容我，我
觉得“致残不算残，志向没了才真废了”。

在政府扶持、领导们的关怀下，我不仅
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还为全嘎查贫困农牧
民能起到示范带头作用。

党的扶贫政策精准，各级领导的关怀
备至，我生活的信心更足了。我要赶着我
的湖羊早日致富奔小康！

赶着湖羊奔小康
◎讲述者：赤峰市巴林右旗巴彦塔拉苏木古日古勒台嘎查 王国明

□钱其鲁

一人就业，全家脱贫，通过产业带
动来增加就业，是最有效、最直接的脱
贫方式。近年来，各地多措并举抓好就
业扶贫工作，不断激发贫困群众内生动
力，让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努力奋斗，进
而实现脱贫增收甚至致富，这样的范例
已经不胜枚举，在脱贫攻坚中发挥了重
要作用。

以库伦旗为例，该旗立足实际、因
地制宜，通过扶贫项目，积极为农牧民
提供就业岗位，包括建立扶贫车间、引
进企业等，带动农牧民持续增收，助力
当地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效果。

下一步，各地各级政府还要继续充
分认识产业扶贫的重要性，通过开展劳
务协作，扶持发展扶贫车间，加强创业
带动，强化技能培训，开发公益性岗位
等，采取多种措施促进贫困劳动力实现
就业，增加收入，发挥就业再精准扶贫
中的重要作用，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做出贡献。

产业带动就业
是脱贫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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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4 月 21 日 晴

今天，我和驻村工作队成员来到建档立卡贫困
户裴福文家，他家这几天在工作队的帮助下安装了
动力电，我们打算详细了解一下使用状况和产业发
展情况。刚走进院子，就看到裴福文两口子在牛圈
里为牛打针。见到我们几个来了，立即停止了手中
的活，满面笑容的来迎接我们。

“动力电安装完了，现在好用吗？”裴福文笑着
说：“好用，比以前干活快多了，有了动力电，扩大规
模养牛再也不愁用电啦。”

裴福文是 2015 年被识别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出过车祸，断过 7 根肋骨的他过去走路都成问题，
只能平时给人打打零工；妻子王玉玲患有布病，颈
椎、腰椎不好，动了一次手术掏光了家底；两个女儿
上大学一年学费就要 3 万块钱⋯⋯种种困难让裴
福文满脸愁容。

2018年，裴福文看到肉牛养殖能带来很大效益，
很是心动，却一直苦于没有资金。帮扶干部了解裴
福文家的情况后，用扶贫奖补资金为他购买了 4 头
基础母牛，裴福文当年就靠卖四头牛犊赚了 3 万
元。尝到甜头的裴福文立即利用小额信贷加上向亲
戚的借款，于 2019 年又购买了 6 头牛。由于养殖规
模扩大，生活用电已经无法满足养殖需求，所以，驻
村工作队帮忙协调为裴福文家安装了动力电。

安装完了动力电，裴福文养牛再也没有什么顾
虑啦，养牛带来的幸福抚平了裴福文脸上的愁容，
随着驻村工作队的持续关照和鼓励，我相信裴福文
家小日子会越过越“牛”，致富的日子指日可待。

2020 年 7 月 20 日 晴

今天一大早，我和队员们放心不下建档立卡贫
困户刘少忠妻子的病情，就第二次来到家中走访。

刚一进院，刘少忠就看到了队员们，82 岁的他
赶忙颤颤巍巍往外走，我扶过老人，和他一同往屋
走，坐在炕边询问陈玉琴的状况。“涂书记，感觉好
多了，谢谢你们惦记我们老两口，谢谢你们在我生
病的时候忙前忙后。”陈玉琴感激地说。

今年耄耋之年的刘少忠和老伴陈玉琴相依为
命，这几年因为年纪大了，患上了很多小毛病。昨
天来到刘少忠家走访，刚一进屋，就看到刘少忠的
老伴陈玉琴坐在炕上急促地喘气，经过了解是得知
她因为这两天气温高，冠心病又犯了。我问：“没打
吊瓶吗？”刘少忠说：“昨天打了一个，今天的药大夫
一会就送来，子女们现在都忙，没有人陪床，在家打
吊瓶每次要花费 40 元，负担挺重的。”

听到这种情况，我心里很不是滋味，于是马上和
太平乡卫生院院长赵福旭联系，赵院长告诉我，带上
患者的医保卡、慢性病卡、身份证来乡卫生院买药，
然后让村医上门免费服务，可以享受门诊报销待遇。

在我的帮助下下，刘少忠的三女儿到卫生院办
理了手续，买了 3 天的药，才花销 30 多元钱，老两口
知道后非常高兴。

当我离开刘家的时候，老爷子热泪盈眶地握着
我的手，并亲自在园子里拔了一捆葱，让我带到村
里吃。虽然再三拒绝，但是还是没能挡住老爷子的
热情。回来的路上，我拿着一捆沉甸甸的葱，回忆
刚才的情景，群众满意的笑脸让我久久难忘，心里
像喝了蜂蜜一样甜。

本 报 9 月 15 日 讯 （记 者
张慧玲）记者从赤峰市扶贫办了解
到，2014 年以来，赤峰市宁城县小
城子镇将果树经济林作为贫困户
脱贫致富的重要途径，将扶贫小额
信贷资金作为发展产业的重要支
撑，先后投入小额信贷 1740 万元，
林业、扶贫、老区建设等项目资金
2100 万 元 ，大 力 发 展 林 果 产 业 。
目前，全镇林果面积 4 万亩，进入
盛果期 1.5 万亩，年产果品 3 万吨，
纯 收 入 1.2 亿 元 ，人 均 增 收 4000
元。累计带动贫困户 518 户、1578
人栽植果树 3260 亩，其中 458 户、
1396 人实现稳定脱贫。

本 报 9 月 15 日 讯 （记 者
张慧玲）记者从乌兰察布市扶贫办
了解到，2013 年商都县七台镇喇
嘛 板 村 共 有 建 档 立 卡 贫 困 人 口
155 户 385 人 ，贫 困 发 生 率 为
22.3%。近几年，村党支部通过实
施产业扶贫、危房改造、易地移民
搬迁、健康扶贫、教育扶贫、生态扶
贫、金融扶贫、光伏扶贫、社会保障
兜底、就业扶贫以及大力发展村集
体经济等扶持措施，累计脱贫 158
户 385 人。截至目前，全村建档立
卡户 159 户 378 人，未脱贫 1 户 3
人 ，全 村 贫 困 发 生 率 下 降 到
0.17%。2018 年底，实现了“人脱
贫，村退出”目标，2019 年开始对
已脱贫人口进行巩固提高。

本 报 9 月 15 日 讯 （记 者
张慧玲）记者从赤峰市奈曼旗扶贫
办了解到，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通辽市
奈曼旗积极对贫困户、种养殖大
户、合作社以及龙头企业进行金融
帮扶，让金融扶贫带动产业扶贫，
最终实现脱贫致富。从 2014 年奈
曼旗开展金融扶贫工作以来，截至
目前，奈曼旗金融机构已累计发放
各类扶贫贷款近 11 亿元，惠及 2
万多个贫困户、种养殖大户、合作
社以及龙头企业；奈曼旗符合贷款
条件的建档立卡贫困户的获贷率
也已经达到了 79.4%。

□本报记者 赵弘 摄影报道

9 月的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北崞县营村，农家小
院错落有致间洋溢着绿意，硕果累累的葡萄架与村民
们的笑容一同彰显着增收的喜悦。过去“吃水难、浇
地难”的“老大难”地区如今一片田园秀色，5 年来的
变化与驻村第一书记张振华因地制宜开辟葡萄新产
业息息相关。

种植葡萄不仅能增收致富，还能绿化美化村庄环
境，张振华自驻村扶贫起就琢磨着发展增收与美化村
庄环境并举的扶贫产业。

为扎实做好北崞县营村精准扶贫工作，张振华在
深入调研的基础上，邀请内蒙古农业大学的专家们亲
临北崞县营村考察调研，通过对北崞县营村土壤进行
酸碱性检测，研究确定了可操作性的种植葡萄方案。
随后张振华又通过轻松筹、向爱心企业争取捐款等形
式筹措资金近 10 万元，开启了北崞县营村的葡萄新
产业。

这些年，张振华亲自和乡亲们一起种植葡萄、浇
水、除草，邀请葡萄种植专家赴村亲自指导村民葡萄田
间管护技术。2017年以前，村里有3户村民种植葡萄，
种植葡萄 10 株，经过连续四年推广种植，北崞县营村
现有葡萄种植户 50 户，葡萄种植面积达到 15 亩，种植
葡萄 3000 株左右，2019 年实现葡萄产值 6000 余元，
其中脱贫户王俊威种植葡萄 0.3亩增收 1800元。“葡萄
种植产业必将成为北崞县营村庭院经济的主抓手，成
为村民们在家门口实现增收致富的特色产业，成为推
进乡村振兴新的着力点。”张振华坚定地说。

葡萄熟了日子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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