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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强 马释宇

“过去全家5口人卖力干，一年顶多也
就种几十亩地，多说打1万斤粮，就了不得
了。现在我一个人就能侍弄那260亩玉米
地，亩产还翻了一倍呢。”大型免耕机、旋耕
机、浅埋滴灌水肥一体化……让种了40年
地的李英直呼省心又高效。

李英是通辽市科左中旗代力吉镇后四
井子嘎查建档立卡贫困户。从广种薄收到
科学种田，他是全嘎查第一个用免追肥、免
耕播种等先进技术的人。去年，种了260
亩地，打了22万斤玉米，卖了16.5万元，创

了嘎查历史单户打粮总产纪录。
闲聊间，他给记者算起了去年全家的

收入账：种1亩玉米的成本是415元，260
亩玉米平均单产850斤，每斤卖了0.75元，
年纯收入就是6.9万元；老伴儿卖了36只
羊羔，纯收入2.2万元；儿子们打工拿回家4
万元；加上各种补贴2.3万元，全家一年纯
收入15.4万元。

然而，3年前，后四井子嘎查的耕地多
数是沙坨地，遇到大旱之年，农作物几乎颗
粒不收。2013年到2017年连续5年干旱，
造成大多数农牧民生产亏损、生活困难。

2018年，后四井子嘎查“两委”班子抓
住旗里产业扶贫政策机遇，在镇党委政府

的大力支持下，争取到720万元高效节水
扶贫项目资金，打成35眼机电井，把6000
亩靠天吃饭的低产田改造成旱涝保收的高
产田。

保灌田给后四井子农牧民吃下了定心
丸，大家敢往地里投入了。去年，玉米单产
大幅提升，亩产从过去的400斤增长到800
斤以上，亩产达到 1500斤的地块不在少
数。同时，耕地无一撂荒，土地流转的价格
也从每亩50到100元提高至150元到200
元。这只是后四井子嘎查在特色扶贫产业

“一盘棋”上落的其中“一子”。
科左中旗地处中国黄金玉米带，后四井

子嘎查在种植业上落下“一子”后，又瞄上了

养殖业。科左中旗全旗肉牛存栏52万头，
顺势起飞，后四井子嘎查将“第二子”落在了
肉牛产业扶贫项目上，2017年-2018年共
落实资金97万元，为45户贫困户购进基础
母牛103头，并通过扶贫小额贷款支持扩大
规模，带动嘎查肉牛产业发展。

目前，全嘎查肉牛存栏从2013年 510
头增长到了2020年1550头，101户贫困户
除18户常年外出打工外都养殖肉牛。养
殖业已经成为农牧民脱贫增收的主渠道，
并形成了种养结合的产业结构。

种养殖业的“两子”成功后，2018年，
这个嘎查在现代化耕种的上再落“一子”，
当年，嘎查就成立了集体经济性质的农机

合作社，争取旗里项目和社会帮扶资金55
万元，购置了旋耕机等7台大型农机具，为
全嘎查农牧民开展农机服务。

“现在地里的活儿基本不用人工干。
你给钱大机器啥都能干，从种到收一条龙
服务。要是身体没毛病，伺候几百亩地，我
干到70岁没啥事儿！”李英笑着说。

据嘎查党支部书记陈七斤介绍，后四
井子嘎查是通辽市22个深度贫困嘎查村
之一，近年围绕玉米和肉牛两大特色扶贫
产业蹚出了一条致富路，人均年纯收入从
2013年的 0.26万元，增长到了2019年的
1.65万元，增长了5.3倍，顺利退出贫困嘎
查村序列。

“三子”下活扶贫产业“一盘棋”

□本报记者 李晗

我叫蒋鹏，是兴安盟乌兰浩特市乌
兰哈达镇白音特布斯格嘎查的一位农
民，当地人都叫我“老蒋”。多年前，因一
场车祸，我被截掉了一条腿，胳膊也受伤
了，成为了残疾人。

庄稼种不了、零工也打不了，残疾后
的我备受打击，整天躺在床上，动不动就
对老婆、孩子发脾气。除了吃饭睡觉，当
时我真的不知道自己还能干啥，就觉得
天塌了。

没 想 到 ，2015 年 ，命 运 出 现 了 转
机。那年我们一家被识别为建档立卡贫

困户，经第一书记、产业指导员上门出谋
划策，我从“菜单式扶贫”中选择了劳动
付出较少、回报率较高的养猪产业。

乌兰浩特市提供了 4.5 万元产业扶
贫资金，为我家购买了112头猪仔，还为
我家盖起了240平方米的大猪圈。看到
政府为我家做了这么多，我又重新燃起
生活的希望，装上了假肢，重新站了起
来，我下决心一定要把猪养好。

猪仔有了，养猪技术又让我犯了
难。起初，我只给猪仔喂苞米或稻糠，猪
仔不时拉稀生病。这时，乌兰浩特市农
牧和科技局组织了 20 名产业发展指导
员，每日走村串户为贫困户上门指导。
跟他们学习后，我开始将苞米、稻糠、豆

饼、食盐、微量元素等混合着喂给猪吃，
这下子猪再也不拉稀了，不仅抓膘快，肉
质还好。

万事俱备，剩下的就是靠自己的努
力。每天天刚微亮，公鸡还未打鸣，我就
起床了。从南猪圈到北猪圈，从母猪到
小猪，我挥舞着舀子给百余头猪喂食，日
子过得虽然辛苦，但很充实。

随着养殖技术的提高，加上我的吃
苦耐劳，家里的猪越养越多。仅2019年
就卖出了 180 多头猪，纯收入 10 万元，
实现了稳定脱贫。如今，我家的猪圈扩
建到 500平方米，拥有母猪 17头。我简
单算了一笔账，每头母猪一年下两茬猪
仔，每茬 10 多头，每头能卖 1000 多元，

今年家里预计收入能达到30多万元，这
简直就是“金猪”啊。

现在，我家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一家人住进了新房，房里马桶、
热水器一应俱全，新买的双开门大冰箱
里塞满了肉蛋奶，日子越过越红火。真
想不到，短短5年，我从曾经那个卧床不
起，穷得叮当响的残疾人“老蒋”，摇身一
变，成了村里的致富带头人。

看到我家成了村里养猪规模最大的
农户，过上了好日子，20 多户村民也开
始跟我学起了养猪技术。看到猪产业发
展的这么好，我又在心里暗暗确立了新
的“小目标”：两年内要冲击到年出栏
500头！

两年内冲击年出栏生猪500头！
◎讲述者：兴安盟乌兰浩特市乌兰哈达镇白音特布斯格嘎查 蒋鹏

□李振南

岁逢金秋，庄稼泛黄，又到了收获的季
节，又见到贫困户喜获丰收的笑颜。通辽市
科左中旗代力吉镇后四井子嘎查通过科技
赋能，让当地从靠天吃不饱饭到亩产创纪
录，从单一的养牛到形成种养结合的产业结
构，从依靠人力畜力到机械化一条龙服务，
值得各地学习。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引领发
展的第一动力。科技赋能不只是扶贫手段，
更是提高扶贫质量、防止贫困户返贫的重要
途径。当然，发挥好科技作用，得在“实”字
上下功夫。具体而言，就是要坚持人才下
沉、科技下乡，不断发展壮大科技特派员队
伍，把创新的动能扩散到田间地头，更好地
服务“三农”，更好地助力脱贫。

眼下，脱贫攻坚即将迎来最终的决战时
刻，这是脱贫攻坚最吃劲的时候，也是决定
成色、关乎成败的紧要关头。各地应当充分
发挥科学技术的积极作用，通过科技赋能，
让贫困群众能在脱贫攻坚“最后一公里”的
冲刺中乘风破浪，奋力夺取脱贫攻坚战全面
胜利。

科技赋能
乘风破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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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贫困户杨吉山搬进新房
整两年的日子，我们驻村工作队决定
去他家走访。一进门，老杨就拉着我
们的手高兴地说：“还是新房子好住
啊，当初就应该早听你们的。”

杨吉山 78 岁，家里只有老两口。
两年前，他家的房子真的是岌岌可
危，土房子后墙体裂了一道很宽很长
的缝，白天从屋里看出去，房顶都透
光，外面下大雨时屋里下着小雨。我
们劝老人搬出来，倔强的老杨却说：

“我也老啦，就想住在老房子里，不准
备危房改造。”任凭我们怎么苦口婆
心地劝说就是不肯搬家。

怎么办呢？不能让老人住在危
房里呀？都说“只要功夫深，铁杵磨
成针”，那我们也“磨一磨”吧。于是，
我和驻村工作队每天去他家三四次，
观察他家的房屋情况，和老人聊天，
劝老人搬离。

从2017年年底到2018年6月初，
我们往他家跑了半年多，老人终于同
意进行危房改造，并搬进了35平方米
的新砖瓦房。

和乐呵呵的老杨聊着天，我深深
地感到，让他们生活得更好是我们不
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

2020年9月23日 晴

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带动村民
共同走上致富路，才能改变村子的面
貌。发展村集体经济，就是实现这一
目标的有力支撑。

阿拉善村曾经是深度贫困村，前
些年集体经济是村里的空白，发展集
体经济带动贫困户脱贫致富迫在眉
睫。我和村“两委”班子共同想办法，
花 10万元购置了 2个温室大棚，并引
进的光伏产业，今年 6 月还采买了一
套拖拉机进行出租，市场价耕一亩地
50元钱，我们为贫困户耕地只要每亩
20元钱。村集体经济的壮大，终于让
这个村退出了贫困村的行列。明年
起我们打算给所有农户耕地都变成
20元一亩，现在大伙儿都争着抢着和
我们签合同。

前几个月，78 岁的杨吉山还说：
“人老了种不动地了。”可今天，老人
家话锋变了：“村里有了农机，我还想
继续种地。”看着老人迫切的眼神，我
知道我们的产业扶贫是真正的扶到
了百姓的心坎里。

本报 10 月 13 日讯 （记者 李
晗）记者从自治区扶贫办获悉，通辽市近
日召开了全市残疾人就业创业推进会，
会议对荣获通辽市自强模范、残疾人自
强脱贫之星、助残先进集体和个人、残疾
人之家、残疾人工作先进个人、残疾人就
业先进单位进行了表彰。会议指出，做好
新形势下残疾人工作，各级各部门要紧紧
围绕“加大就业培训力度，拓宽就业渠道，
加强示范引领，引导社会关注”，扎实做好
残疾人就业创业、脱贫攻坚、康复服务等
各项工作。会议期间，与会人员还参观
了奈曼旗残疾人就业创业项目，并就残
疾人就业创业工作进行了交流探讨。

本报 10 月 13 日讯 （记者 李
晗）记者从自治区扶贫办获悉，鄂尔多
斯市伊金霍洛旗近日举办了“庆丰收 迎
小康”伊金霍洛旗2020年中国农民丰收
节暨消费扶贫助农增收现场销售活动。
活动中为全旗涌现出的种养殖大户颁发

“致富带头人”奖牌。同时，7个镇将各自
出产的蔬菜、农作物等特色农副产品进行
了集中展示销售，乡俗非遗馆也将奶酒制
作、剪纸、雕刻、泥塑、手工艺品制作搬到
了现场，吸引了大批农牧民和游客驻足观
看和参与。现场还设置了“消费扶贫助农
增收”农牧丰收集市、“乡村好屠家”比赛
等特色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既充
分展示全旗农村改革发展取得的巨大成
就和农牧民风采，也为广大农牧民提供了
丰富多彩的惠民服务。

本报 10 月 13 日讯 （记者 李
晗）记者从自治区扶贫办了解到，通辽
市扶贫办近日联合市妇联组织举办了
两期“全市创业致富带头人专题培训
班”，共培训全市创业致富带头人、基层
妇女干部共320余人。培训班根据当前
全市脱贫攻坚工作重点及学员特点，在
课程设置上更加注重“产”与“销”的有机
结合，突出“扶贫产业持续发展、促进扶
贫产品销售和贫困地区群众增收”主题，
围绕消费扶贫政策推广、扶贫产品认定
与销售、村级合作社创办管理、主导产业
肉牛养殖技术以及电商平台运营、新媒
体网络直播技能提升等方面展开培训，
是继今年4月份、7月份致富带头人培训
班的又一次延伸拓展培训，为创业致富
带头人全面巩固提升产业发展能力、适
应“大市场”营销环境提供智力支持。

□本报记者 施佳丽 摄影报道

眼下，正是豆角上市时节。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
吉格斯太镇张义城窑村辛二窑社的豆角大棚里，青翠
的豆角挂满枝藤，长势十分喜人。

“第一次种豆角，没想到收成还不赖。不用投入，
只管种，90%的收益归我，这样的好事上哪儿找？”正
在采摘豆角的建档立卡贫困户牛占同难掩喜悦之情，
一直念叨着咱村以后有“致富豆”了。

豆角大棚种植是张义城窑村发展村集体经济以
及产业扶贫的重点项目之一。项目实施模式为党支
部牵头组织、只予不取，村集体公司统筹管理分配，贫
困户联结受益。

据吉格斯太镇党委副书记朱波介绍，目前每栋大
棚能采摘豆角3000多斤，纯收入在1800元左右，9栋
大棚均试种成功。下一步，张义城窑村计划扩大种植
规模，采取压茬错峰种植的方式加强管理，进一步提
高效益。同时，希望通过种植经验的总结和种植技术
的成熟，让更多贫困户参与进来，一起努力奔小康。

“致富豆”开收！

豆角成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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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棚俯瞰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