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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村子有未来◎李健

（呼伦贝尔市扎兰屯市中和镇福泉村第一书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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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慧玲

“我家今年一个棚产量就是 19 万粒。”
乌兰察布市商都县七台镇喇嘛板村村民杨
红娟说。

2016 年，杨红娟家被识别为建档立卡
贫困户，之后她在工地搬过砖、开过搅拌
机、在油坊厂扛过麻袋、当过超市售货员、
在私立幼儿园做过老师⋯⋯尽管肯吃苦，
但一年下来，她和丈夫的收入也只能勉强
度日。

2019 年，喇嘛板村专业合作社与北京

希森三和马铃薯有限公司签订了协议，建
设脱毒马铃薯原原种繁育基地。基地采取

“公司+合作社+农户”的订单农业运营模
式，流转农民土地 240 亩，投资 450 万元，
建起马铃薯原原种大棚 107 座。

据介绍，基地由内蒙古希森马铃薯种
业有限公司承包，通过喇嘛板村专业合作
社管理经营，公司全程负责技术指导和产
品回收，并与农户签订脱毒马铃薯原原种
合作繁育协议。

听说了这事，杨红娟跃跃欲试。当年，
便与内蒙古希森马铃薯种业有限公司签订
了脱毒马铃薯原原种合作繁育协议。“马铃

薯原原种大棚每棚可栽培种苗 7 万株，产
原原种种薯 8 万粒至 20 万粒，每座大棚年
纯收入能达到 2.5 万元至 3 万元。我一琢
磨这种薯是‘金疙瘩’啊，于是我当机立断
申请了 2 万元的扶贫小额贷款，承包了两
座大棚，当年就赚了 6 万多元。现在不仅
还上了贷款，还盖了个彩钢房，经营起了小
卖部和小吃部。”杨红娟说。

靠着种种薯，杨红娟脱了贫、存了钱，
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不仅成为种种薯的

“状元”，2019 年，她还被评选为商都县脱
贫之星标兵户。

“今年，我们喇嘛板村又新建了一处马

铃薯原原种繁育基地，建成钢架温室大棚
328 座，其中 240 座大棚已承包给 120 户农
户。”尝到甜头的杨红娟又有了新想法：要
把自己种种薯的技术推广开来，让种薯不
仅成为自家的“金疙瘩”，还要成为全村的

“金疙瘩”。
翁兵就是杨红娟带出来的“徒弟”。今

年 56 岁的翁兵一直以来都在包头打工，疫
情发生后，他无法外出谋生，于是跟着杨红
娟种种薯。他种了 4 个棚的种薯，每个棚
纯收入就达到 3 万元。“比我出去打工强多
了。”翁兵说。

在杨红娟的带动下，现在喇嘛板村有

17 户租种了大棚，其中 6 户是贫困户。“以
后我还要带领更多的村民种种薯，一起走
上小康路。”说这话时，杨红娟信心满满。

据了解，马铃薯是乌兰察布市农牧业主
导产业，也是农牧民最重要的收入来源，马
铃薯的收入占到农牧民种植业收入的一
半。目前，该市有马铃薯种薯企业 9 家，已
形成从茎尖脱毒、组培快繁、温室网生产微
型薯到原种繁育的一套良繁体系，达到马铃
薯田每 3 年更换一次良种的能力。该市生
产的种薯不仅可满足本地需求，还远销宁
夏、云南等 20 多个省市自治区，每年种薯外
销量达到100万吨，占国内市场的7%。

种好种薯这个种好种薯这个““金疙瘩金疙瘩””

大河有水小河满
□李振南

乌兰察布市商都县七台镇喇嘛板村
村民杨红娟的实例告诉我们，一个有支柱
型产业的地方，贫困群众完全可以融入到
这个产业的各个环节或者每个链条中，只
要本人吃苦肯干，脱贫致富自然水到渠
成。

其实，产业扶贫之所以在脱贫攻坚中
占据重要地位，就是因为相对于贫困户单
打独斗来说，产业不仅拥有更强的规模化
生产能力，有助于打造产业和产品的品牌
效应，同时也能够将各种资源优势、生态
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和效益优势，更好地
开拓市场、助力脱贫。

俗话说得好：“大河有水小河满”，这
道理放在脱贫攻坚中也同样适用。支柱
型产业的建立，为当地群众搭建起了脱贫
致富大平台，提升了低收入群众的致富能
力，也有助于帮助他们在家门口实现长期
就业，为脱贫攻坚打下了坚实根基。

本报 12 月 1 日讯 （记者 李
晗）记者从自治区扶贫办获悉，近年
来，包头市着力补齐农村牧区交通基
础设施短板、提升综合交通水平，推
进“四好农村路”建设与乡村振兴、脱
贫攻坚、旅游开发工作融合发展，构
建“外通内联、通村畅乡、人便于行、
货畅其流、安全便捷”的农村公路交
通运输网络。截至目前，包头市 43
个苏木乡镇（街道）通硬化路率和通
客车率均为 100%，具备条件的 524
个建制嘎查村通硬化路，达茂旗和固
阳县分别成功创建国家级和自治区
级“四好农村路”示范县。

本报 12 月 1 日讯 （记者 李
晗）记者从自治区扶贫办获悉，今年
以来，赤峰市元宝山区社保中心在社
保扶贫工作中，将社会保障兜底和实
施“全民参保计划”有机结合，进一步
织密扎牢社会保障“安全网”，确保符
合条件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员参保全
覆盖。截至 10 月底，元宝山区由政
府代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费的建档
立卡贫困人口共 862 人，60 周岁及以
上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享受城乡居民
养老保险待遇人数 63 人。

本报 12 月 1 日讯 （记者 李
晗）记者从自治区扶贫办获悉，近年
来，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加强党建与
扶贫有机融合，着力解决抓党建促脱
贫攻坚领域突出问题，大力推行“3+
X”基层党建运行模式，将抓党建促
脱贫攻坚等基层党建项目进行整合，
纳入苏木乡镇、嘎查村两级党组织书
记抓党建促脱贫攻坚工作责任清单、
问题清单、任务清单，针对“三个清
单”内容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对各级
党组织书记抓好精准扶贫、走访贫困
户等工作提出量化要求，全面压实了
帮扶责任。

本报 12 月 1 日讯 （记者 李
晗）记者从自治区扶贫办获悉，近年
来，乌兰察布市察右中旗积极推进社
会救助智能化工作，统一指导各苏木
乡镇及时更新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和
低保对象的相关数据，确保数据准确
完整。该旗建立了区、市、旗三级数
据对接机制，实时进行信息比对，形
成了横向连接各部门、纵向贯通旗乡
村的信息网络，有力推进了对社会救
助对象的精准化、高效化管理，确保
各类兜底保障对象进退有据、进退有
序，并及时将符合相应条件的困难群
众纳入社会救助保障范围，切实做到
应保则保、应退则退。

2019 年 11 月 12 日 晴

今天，听说村里贫困户郑海成家的孙子郑昊
考了好成绩，我特意去了一趟他家，奖励了孩子
100 元钱。

郑海成对我说：“李健，你别老给孩子钱，学习
是他自己的事，就算是考了100分也不能奖励，别惯
坏了。”我告诉他，咱们是一家人，我给孩子点鼓励
是让他知道有人关心着他，这对他的成长有好处。

今年 50 出头的郑海成是家里 4 口人中唯一的
劳动力，妻子疾病缠身，儿子因车祸导致小脑萎缩，
儿媳早已外嫁，孙子郑昊正在上小学，家里的生活
十分困难。2016年，我成了他们一家的帮扶人。

因为工作的缘故，我不能经常陪伴自己的女
儿，所以在福泉村，我把爱都给了郑昊，不但给他
申请了助学补助金，还经常去陪陪他，询问其学习
和生活情况，每次开学我都会为他准备好学习用
品，如果他在期中期末考试中取得了好成绩，我会
给予他一定的奖励。如今，郑昊已经读小学四年
级了，自立懂事，成绩优异。

除了孩子的事儿，我还给郑海成本人争取了
生态护林员的工作。这几年，我与福泉村“两委”
班子和驻村工作队员们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研
究制定了“作战图”，一人一策开展脱贫攻坚工
作。制定了《福泉村三年发展规划》，出台了《福泉
村脱贫攻坚工作计划》，通过金融扶贫、产业扶贫、
教育扶贫等 6 种主要模式，让广大贫困户真脱贫、
脱真贫。

2020 年 4 月 6 日 晴

只有实现村集体经济壮大，才能助推脱贫攻坚，
实现富民强村的目标。所以，自打我来到福泉村工
作，就把发展村集体经济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

针对福泉村家家种土豆、生产手拍粉的实际
情况，我与村“两委”班子经过协商讨论，引进了蒙
松薯业有限公司，通过“支部+企业+基地”的模
式，把农民增收和集体增收结合起来，不断壮大村
集体经济。

在引进这家企业过程中，我多次与蒙松薯业
公司洽谈、协商，以村集体的马铃薯合作社为基
础，引导企业投资 500 余万元建设 2400 平方米的
标准化晾晒场、500 平方米的库房、300 平方米的冷
库，解决了 25 户贫困户 60 余人农闲季节就业问
题，通过收取承包费的形式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
19.5 万元。同时，将“三到村三到户”扶贫资金 135
万元投入该企业，所得资产收益 10.8 万元用于贫
困户分红。

为破解福泉村发展集体经济资金短缺的问
题，我还和村“两委”班子争取到中组部发展集体
经济项目资金 125 万元，用于建设冷库和排污池。
同时，还申请发改项目资金 390 万元用于建造污水
处理厂。污水处理厂建成后，村里很多加工手拍
粉的小作坊就可以顺利通过相关环境保护部门的
评估，曾受市场欢迎的“库堤河手拍粉”一定会再
次为当地农民带来更多的经济收益。

眼看着福泉村产业基础越打越牢靠，集体经
济一天天壮大起来，我发自内心感到自豪。对于
这里未来的发展，我充满信心。

□本报记者 施佳丽 实习生 常能嘉

我 叫 韩 广 军 ，是 鄂 尔 多 斯 市 达 拉 特
旗树林召镇林原村村民。作为一名土生
土 长 的 农 民 ，过 去 种 些 大 田 蔬 菜 ，一 家
人的日子过得平淡知足。

可是 2015 年，老伴儿忽然患上血小
板 减 少 症 ，频 繁 的 住 院 治 疗 和 医 药 费 ，
一下子把这个家压垮了。恰逢儿子考上
大 学 ，我 又 高 兴 又 发 愁 ，学 费 是 一 笔 很
大 的 支 出 ，最 后 只 能 借 上 钱 让 孩 子 上

学，想着不能再把孩子给耽误了。我可
以辛苦点，多打点零工。

幸 运 的 是 ，事 情 很 快 有 了 转 机 。
2016 年 ，我 家 被 识 别 为 建 档 立 卡 贫 困
户 ，老 伴 儿 看 病 住 院 能 报 销 90% ，孩 子
上学还有助学金，我开始看到了生活的
希望。

让 我 真 正 脱 贫 致 富 的“ 宝 贝 疙 瘩 ”
是 内 蒙 古 鲜 农 农 牧 业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给
张 罗 的 。 去 年 ，这 家 公 司 入 驻 我 们 村 ，
建了个现代高效农业产业园，全是智能
温室大棚，可有科技范儿了。我家的 10

亩土地以每年 600 元的承包费流转给了
这个公司，以前种大田蔬菜一年也就挣
个万数块钱，遇到行情不好的时候还倒
赔⋯⋯

后 来 ，听 说 可 以 承 包 公 司 的 智 能 大
棚 种 蔬 菜 ，有 人 教 技 术 ，种 出 来 的 蔬 菜
还有保底价，我就心动了。针对建档立
卡 贫 困 户 ，公 司 还 有 优 惠 价 呢 ，我 咬 咬
牙就承包了一栋，种了 2.5 亩的西红柿 。
大 棚 一 亩 地 能 产 2 万 至 2.5 万 斤 的 西 红
柿 ，一 年 能 种 两 茬 ，种 出 来 公 司 按 每 斤
3.2 元至 4 元回收。我去年种得晚，只种

一茬就挣了 6 万多，一下子脱贫啦！
尝 了 甜 头 ，我 一 下 子 有 信 心 了 ！ 今

年 ，我 承 包 了 两 栋 智 能 温 室 大 棚 ，全 种
了黄瓜。这几天头茬黄瓜下来了，差不
多能卖两块钱一斤呢，估摸着到年底能
挣十万块钱。

这 事 儿 要 是 搁 在 以 前 ，我 想 也 不 敢
想 ，多 亏 党 的 政 策 好 ，又 遇 到 这 么 有 担
当的企业。以前，大家都说种大田不如
种 大 棚 ，我 还 不 信 ，这 回 真 是 心 服 口
服。明年，我还要多包几栋智能温室大
棚！

我还要多包几栋智能温室大棚
讲述者：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树林召镇林原村 韩广军

□本报记者 赵弘 摄影报道

“养母牛一年下一个牛犊，喂一年，净利就能有
8000 块钱。现在我家有 7 头基础母牛，脱贫致富
不用愁了。”说起养牛，兴安盟突泉县六户镇钢铁村
的高玉株打开了话匣子。

高玉株家 3 口人，已经 68 岁了，老伴儿谢广林
因脑血栓后遗症常年卧床不起，生活基本不能自
理，她和儿子扛起了生活的重担。2015 年，他们家
被识别为建档立卡贫困户，看到钢铁村的村民都靠
养牛脱贫致富了，年近七旬的高玉株也动起了养牛
的心思。

在村党支部书记的鼓励下，高玉株利用扶贫产
业项目资金购买了 3 头基础母牛，三年来已累计获
益 28400 元，牛存栏已经达到 7 头，其中 3 头带孕。
按照目前的市场行情，售出后可增收约 3 万元。

2018 年突泉县实施“牧业再造突泉”以来，六
户镇党委、政府以发展肉牛产业促进农民增收、壮
大村集体经济为目标，强化政策宣传和示范引领，
紧盯金融信贷扶持政策，通过积极对接、上门服务、
自主购牛、技能培训、防疫服务等方式推动全镇牛
产业发展。截至目前，六户镇共有养殖户 2995 户，
牛 存 栏 达 到 18905 头 ，累 计 增 长 约 540% ，其 中
2020 年新购牛 8749 头，全年累计发放“牧业再造
突泉”贷款 1078 户 5795 万元。

下牛力下牛力，，发牛财发牛财

运青贮运青贮

。。

粉碎秸秆。精心喂养。

牛成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