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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棣

在兴安盟科右前旗德伯斯镇赛罕大坝
嘎查，自治区能源局派驻赛罕大坝嘎查的
扶贫干部、村党支部副书记付瑞的身影是
村民最熟悉的。

“牛养起来了，房子也修了，路修到大
门口，我家日子越来越好。”贫困户白乙拉
说起这些年的变化感触颇深。

赛罕大坝嘎查三面环山，一定程度上制
约了基础设施建设，不要说路灯，连农牧民
基本的生活用电还一度得不到保障。2015
年，自治区能源局协调蒙东电网投入 200万

元为赛罕大坝嘎查进行了 14公里的农网升
级改造工程，充分保障了农牧民用电安全和
稳定。同年，自治区能源局协调交通主管部
门投入 500 万元，完成了嘎查连接 301 省道
的 5 公里道路和嘎查内 8.3 公里道路的硬化
工程，并建设安装了太阳能路灯。

“2019 年，自治区能源局协调国家第
二批光伏扶贫电站建设项目，建设总装机
154 千 瓦 光 伏 项 目 ，村 集 体 经 济 又 壮 大
了。”付瑞说，“下一步，我们将在强化组织
帮建和产业延伸帮扶上继续加大帮扶力
度，为乡村振兴夯实基础。”

赛罕大坝嘎查的蝶变，只是自治区直
属机关企事业单位定点帮扶的一个缩影。

全区 157 个区直机关、企事业单位定点帮
扶兴安盟、乌兰察布市，在这场“战役”中奉
献自己的力量。目前，已经投入帮扶资金
109.36 亿元为贫困地区“强筋健骨”，800
多名驻村队员下沉到 303 个贫困嘎查村共
赴使命。在一批批帮扶单位、一任任帮扶
干部的帮扶下，贫困地区焕发出勃勃生机。

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脱贫难题，但总有
一群人在认真作答。有的帮扶单位宁肯自己
过紧日子，缩减原本紧张的办公经费，也要帮
助困难群众渡过难关；有的干部在点上一蹲就
是几个月，甚至亲人住院、孩子上学都顾不上；
有的干部不顾年长体弱，为了嘎查村和困难群
众的事情，多次反映情况、争取支持；有的干部

拿出工资资助困难群众看病、孩子上学⋯⋯
想法子、谋出路、上项目。各厅局企事

业单位深知扶产业就是扶根本，在帮扶工
作中始终践行“战略聚焦在片上、战术集中
在村上、战果体现在户上”思路，因地制宜
发展特色优势产业。特别是对贫困嘎查
村、贫困户进行精准帮扶，有针对性地发展
肉羊、肉牛、生猪等富民产业，不断扩大甜
菜、甜叶菊、有机水稻等种植规模，扶持了
一批具有地方特色和较强辐射带动能力的
扶贫产业，筑牢了脱贫致富的产业基础。

脱真贫、真脱贫。一个“真”字的背后，对
应的是无数个“实”字：完善贫困嘎查村交通、
住房、公共卫生服务等基础设施建设，协调改

造危房草房4985户，帮助协调新建改造乡村
道路927公里、新建嘎查村委会办公室、卫生
室、文化活动室等公共服务场所186处，资助
贫困学生 4400余人次⋯⋯贫困地区村容村
貌焕然一新，贫困群众居住环境明显改善。

“输血”与“造血”并重、扶贫与扶志结
合，打造“不走的工作队”。开展农牧民技
术培训 8000 余人次；制定《固定资产管理
办法》，将固定资产作价划股、产权到户，保
证固定资产有人管护；探索推行“支部+协
会”“大户带动”“土地返租”“股份合作”等
扶贫新模式⋯⋯这些模式和机制的创新实
践，为今后的帮扶工作积累了经验，也为推
进乡村振兴搭建了桥梁。

创新帮扶模式，这个嘎查有实招儿

□本报记者 钱其鲁

我叫包金荣，原本是一个普通的农民，
有一儿一女。过去家里养点羊，种些地，虽
然地不好，靠天吃饭，但是一家人的日子过
得平淡而知足。我还当过村里的计生主
任，大小也是村里的干部。

可是，不幸却接二连三地降临了。首
先是女儿，小时候发高烧，但由于交通不
便、医疗条件差等原因，加上我和她爸的疏
忽，没得到及时治疗，女儿的听力受到了损
害，导致后来几乎丧失了全部听力，随之造
成了语言障碍，到现在不会说话。

接着是儿子，十几岁患病，由于误诊耽

误了治疗，后来我和他爸带着他走了很多
地方，看了很多医生，花了几十万块钱还是
没有能够治愈，造成了目前脊柱、下肢严重
变形，只能拄着双拐缓慢挪动，绝大部分时
间只能呆在家里。

因为给儿子治病，家里背上了沉重的
经济负担，欠了很多外债，家里没了欢声笑
语。尤其是我老伴儿由于长期心情不好，天
天喝酒，前两年去世了。接二连三的打击，
让我心情低落、苦闷，以前爱热闹、爱串门聊
天的我变得深居简出，不喜欢与人来往。

后来，在国家精准扶贫的政策帮扶下，
我家的阴霾渐渐地被吹跑了。我家被认定
为建档立卡贫困户，享受了一系列帮扶政
策，住房得到了修缮，尤其是生产条件上了

一个大台阶。利用国家提供的 2 万元贴息
贷款，我买了几只小牛。由于缺乏资金，我
买的都是很小的牛，别人都说太小了，怕不
好养。但是经过我的精心饲养，现在已经有
了 4头大牛 4头小牛，价值 10多万元。看着
活蹦乱跳的小牛，我心里别提多高兴了。

政府还给我家打了一口井，用于发展
菜园子，灌溉起来很方便。我家还养了猪，
去年光卖猪崽就卖了几万块，眼下又快要下
猪崽了。以前儿子一直想买个轮椅，由于没
钱买不成，去年卖了猪崽就买了。现在他可
以在村里到处溜达，心情也好了很多。

由于儿子懂电脑，村里在我家设立了
农村电商服务点。村民可以在这里收快
递，我们只收取一两块的保管费。不忙的

时候我就骑着电动车给村民送上门。另
外，村民可以通过我家发快递、网上购物，
儿子都是免费提供帮忙。有了活儿干，他
也比以前充实了，精神状态更好了。

如今，我的心情也好了很多，不再那么
郁闷，又开始跟大家一起聊天，我还跟他们
跳起了广场舞，精神也好多了。

前段时间，由于我的关节经常疼就去看
病，经过诊断是布鲁氏菌病，国家给免费治
疗。虽然这又算一个磨难吧，但是在国家的
帮助下毕竟我家不但脱了贫，日子还一天比
一天好，我还得尽力支撑起这个家，让儿子将
来有个着落就安心了。现在，政府还把我树
成了脱贫榜样。我觉得不管怎么样，人还是
得打起精神埋头苦干，这样才活得像个样子。

打起精神埋头苦干，让我成了脱贫榜样
◎讲述者：通辽市库伦旗白音花镇下张达嘎查 包金荣

□李振南

打好脱贫攻坚战，关键在人，在人的
观念、能力、干劲。贫困群众脱不脱贫、致
不致富、摘不摘帽，帮扶干部起着决定性
作用。

自治区能源局派驻赛罕大坝嘎查的
扶贫干部付瑞的帮扶故事，为我们生动
地展示了一个脱贫干部应该如何做好帮
扶工作。那就是以真心真情倾力投入，
用 自 己“ 辛 勤 指 数 ”换 取 群 众“ 幸 福 指
数”，让贫困群众收获幸福。这也启示我
们：帮扶贫困群众只有用心用情用力，才
能把帮扶工作做实做细做好，真正走进
困难群众的心里。

当 然 ，要 做 到 这 一 点 而 并 不 容 易 。
眼下，脱贫攻坚决战在即，虽然绝大多数
贫困群众已经脱贫，但扶贫干部依然要
保持工作力度不变，切实落实好“四不
摘”相关责任，以“两不愁、三保障”为工
作出发点，用“功成不必在我，建功必须
有我”的信念，发挥好脱贫“多面手”的能
力，以实事求是，艰苦奋斗的作风，顶住
压力、迎难而上，力克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和贫困群众一起夺取脱贫攻坚的最
终胜利。

帮扶就得用心用情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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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9 月 15 日 晴

春去秋来，今年是我驻村的第 5 个年头。
遥想当年，作为扎兰屯市法院派驻到大河湾

镇暖泉村的第一书记，26 岁的自己初来到村里，刚
刚接触扶贫工作，一切都是陌生的，对于怎么帮扶
简直是是一头雾水。但是曾经当过警察的我深深
地知道，既然来了，就要扎根基层，帮助村民都走
上富裕的小康路。

驻村之后，在村两委干部的帮助下，我到全村
所有党员、致富能手及贫困户家中走访，全面了解
全村基本情况，掌握村内主导产业及发展现状，并
询问贫困户致贫原因，进行详细记录。与村两委干
部一起召集党员代表、村民代表、致富能手代表、贫
困户代表进行座谈交流，共同探讨脱贫致富方向。
确定了党建引领精准脱贫 5 种模式中“支部+合作
社+贫困户”模式作为暖泉村脱贫攻坚发展思路，最
后集思广益制定了全村脱贫攻坚实施方案。

2014 年以来，暖泉村通过“整村推进”项目、集
体资金及合作社资金，成立了源泉生猪养殖专业
合作社。2016 年，我又协调自治区财政扶持资金
149 万元，为暖泉村万口生猪养殖场新建猪舍 1300
平方米；又与帮扶单位呼伦贝尔海事局沟通，投入
资金 157 万元，建成 671 平方米的多功能教育培训
基地，每年可培训 120 户到 200 户贫困户，带动周
边 300 多养殖户，脱贫人口可达 400 人。

5 年时间，我终于帮助村里的 78 户 191 名贫困
户成功脱贫，这是我承诺要为他们做到的。

2020 年 10 月 9 日 晴

今天，我要去贫困户尹永臣家坐坐。
55 岁的贫困户尹永臣因灾被识别为贫困户。

老伴儿身体不好，家里所有的劳动都压在尹永臣身
上。我在走访中了解到他家的情况后，为他家制定
了帮扶计划——开展“菜单式”产业扶贫，养家禽。

2018年尹永臣的老伴儿做了胃病手术，听说了
这件事，我第一时间为他家申请了健康扶贫报销，大
大地减轻了尹永臣的压力。

今年，考虑到他家的具体情况，我为他申请了
护林员的工作。

尹永臣常跟村民说：“小闫这孩子心眼好，不管
我有什么困难，找到他，他都实心实意的帮忙。有这
样的帮扶干部帮助我，我自己也有干劲。”为了他这
句话，我也要做到既驻村又“驻心”。

5 年来，一趟趟入户，一次次交心，我和贫困户
的距离拉近了。现在，村里就是我第二个家。从
最初村民叫我“闫书记”，到现在喊我“小闫”，称呼
的转变是让我开心的一件事，这说明村民和我的
心拉近了。

如今的暖泉村已经实现 100%脱贫，全村主要
收入来源为种植业，现有特色产业为生猪养殖和
蘑菇菌种植。看到脱贫户对生活有干劲，有奔头，
有计划，家家户户都过上了好日子，我的心里无比
满足。

本报 10 月 27 日讯 （记者 赵
弘）记者从自治区扶贫办了解到，兴
安盟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
略，加大资金整合的力度，本着“因需
整合”“应整尽整”的原则，2020 年整
合涉农涉牧资金 11.63 亿元，主要用
于培育和壮大贫困地区特色产业、发
展庭院经济、壮大嘎查村集体经济，
开展特色种植业、养殖业、乡村旅游、
农副产品加工业等带动贫困群众稳
定增收的特色产业，对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产业全覆盖。目前，该盟形成了

“多个渠道引水、一个龙头放水”的扶
贫投入新格局，充分发挥了涉农涉牧
资金的积极作用，为脱贫攻坚工作提
供了资金保障。

本报 10 月 27 日讯 （记者 赵
弘）记者从自治区扶贫办了解到，鄂
尔多斯市准格尔旗把脱贫攻坚工作
作为头等大事和头号民生工程，近年
来，该旗对有贫困人口的 127 个嘎查
村全部覆盖了产业项目，2018 年—
2020 年已入库 515 个项目。针对无
法在当地施展拳脚的贫困户实施易
地搬迁脱贫，配套相关政策，确保搬
得出、稳得住、能致富。目前全旗构
建大陆镇苗家滩社区、沙圪堵镇福路
社区等 6 处易地搬迁产业集中点，受
益贫困人口 130 户 311 人，分散安置
贫困人口 194 户 501 人。2020 年，
全旗建档立卡贫困户 1217 户 2967
人已全部脱贫。

本报 10 月 27 日讯 （记者 赵
弘）记者从自治区扶贫办了解到，赤
峰市敖汉旗长胜镇积极探索光伏产
业扶贫新路，依托光伏发电项目，积
极实施光伏扶贫补贴，现已将光伏收
益金全部发放到受益贫困户手中，初
步实现了扶贫开发与新能源利用、节
能减排的完美融合。截至目前，长胜
镇为未脱贫户 103 户 257 人落实光
伏产业到户项目，每年每人发放资产
收 益 金 1000 元 ；已 脱 贫 户 993 户
2056 人，每年每人发放资产收益金
700 元；边缘户 55 户 134 人，每年每
人 700 元公益性岗位工资；合计发放
到户资金 179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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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弘 摄影报道

55 岁的宋泽莲是锡林郭勒盟多伦县
多伦诺尔镇双井子村的贫困户，自从家门
口建起了蔬菜基地后，她告别了四处奔波
打零工的生活，收入也有了保障，日子也一
天比一天好。宋泽莲在蔬菜基地打工，每
个月有 3000 元的收入，年底还有分红，她
早早的就脱了贫。“这个蔬菜基地就是我们
的‘扶贫车间’。”宋泽莲告诉记者。

2014 年，多伦县积极按照新时期精准
扶贫模式，确定路线图、时间表，把贫困人
口脱贫最直接、最紧迫的项目优先列入扶
贫开发规划，在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
公共服务、村容村貌、生态环境和基层组织
建设等领域，精准发力、持续用力，集中力
量解决贫困突出问题。2014 年以来，多伦
县累计投入产业扶贫资金 2.1 亿元，发放金
融扶贫小额贷款 3.2 亿元，主要实施大棚蔬
菜、陆地蔬菜种植及肉牛繁育项目。截至
目前，该县建设高标准蔬菜大棚 3000 余
座，陆地蔬菜种植面积达到 8 万余亩，建设
养殖业标准化暖棚 130 万平方米，成为带
动贫困人口增收的主导产业，有效解决了
贫困人口“两不愁、三保障”和“一达标”问
题，推动了 22 个贫困重点村脱贫出列；带
动 4028 户 9507 人增收脱贫；使全县农民
人均纯收入从 2014 年的 10195 元增长到
2019 年 底 的 15711 元 ，贫 困 发 生 率 由
2014 年的 8.37%降为 0，2019 年 4 月，多伦
县脱贫摘帽。

反季节瓜果反季节瓜果。。

花卉种植花卉种植。。

葡萄丰收了葡萄丰收了。。

加工车间加工车间。。

摘黄瓜摘黄瓜。。

采摘豆角采摘豆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