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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慧玲

我叫寇红学，1965 年出生于赤峰市
巴林右旗索博日嘎镇荣升村。年轻时，
因家庭条件不好，四处漂泊打工度日，成
家立业对于我来说是想都不敢想的事
情。

慢慢地，我自暴自弃，放弃了对美好
生活的追求。2016年，51岁的我回到村
里，没有房子，一直借住在亲戚家，一日
三餐就在邻里和亲戚家将就，没有生产
资料，多年来也没有什么积蓄。

2017 年，我被识别为建档立卡贫困
户。刚开始，我认为有了贫困户的“帽
子”，自己就可以放任自流了，国家不会
不管，政府定期还会慰问，有任何困难直
接找政府就好了。

两委成员、驻村干部经常会收到我
的“下马威”。“你们管的就是我们这些
人！”“我没米下锅了，赶快给我协调点救
济金！”“慰问我怎么也得拿点钱吧！”一
句句扎人心的话，说不准什么时候就会
从我的嘴里冒出来。

当时帮扶干部没理我，等我冷静后
帮扶干部又找我沟通。一来二去，我与

帮扶干部、两委成员熟络起来。他们和
我进行了很多次交流，也成了我的倾听
者。

“我都50多岁人了，还没娶到媳妇。”
“你想娶媳妇，天天睡懒觉、混日子可不
行，要先脱贫，盖上新房子，要不然哪个
愿意嫁给你？”村党支部书记王春发严肃
地对我说。“我一定好好干活儿，争取快
点脱贫。”我也表了态。

2018年，依托扶贫产业项目的扶持，
我分得了 2头基础母牛。在帮扶干部的
鼓励下，我申请了扶贫小额信贷 3万元，
又购买了两头基础母牛。有了自己的产

业，我格外努力，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
样，悉心照顾这来之不易的4头牛。功夫
不负有心人，第二年，4头母牛下了 3个
牛犊，我一下就收入了3万多元。

人逢喜事精神爽。依靠国家房屋置
换政策，凭借自己的辛勤付出，在多方帮
助下，我购买了 40 平方米的砖房，彻底
解决了住房问题。在王春发的撮合下，
我还娶上了媳妇。仅仅两年时间，我搬
进了新房子，实现脱贫又“脱单”。

幸福真的是奋斗出来的。如今我的
日子才是好日子，我要更努力地去拼搏、
去奋斗。

搬进新房子，脱贫又“脱单”
◎讲述者：赤峰市巴林右旗索博日嘎镇荣升村 寇红学

□本报记者 赵弘 摄影报道

种植有机红枣、发展养殖业……短短3
年，鄂尔多斯市乌审旗嘎鲁图镇木都柴达
木村在鄂尔多斯市住建局的包联帮扶下，
村集体经济收入由零增加到 2020年的 40
多万元，实现了村集体经济从无到有的突
破，完成了从全镇“倒数第一”到“名列前
茅”的逆袭，并带动全村建档立卡贫困户稳
定增收。

今年2月份，这个村的8户建档立卡贫
困户已转为脱贫巩固户，米翠连便是其中之
一。“这几年，驻村工作队为我家架电线、修
路、盖猪圈、送扶贫猪仔……今年我家种植
养殖年收入达到了20万元，还购置了10万
多元的现代化农机具。”

通过帮扶，脱贫巩固户成了村里的致富

带头人已不是稀罕事儿。驻村第一书记、工
作队队长刘鹏飞说：“能完成这样的逆袭，村
集体经济的作用不可小视。”2018年，在鄂
尔多斯市住建局驻村工作队的帮扶下，村里
建成占地1000多平方米的种猪繁育基地，
购买了母猪8头、种猪1头、仔猪50头，成立
了养猪专业合作社，并将8名建档立卡贫困
户全部纳入种猪繁育合作社，推行“企业+党
支部+合作社+农牧户+贫困户”的发展模
式，助力产业脱贫。同时，投资123万元发
展经济林项目，种植200亩有机红枣，成立
红泥场子有机红枣种植专业合作社，预计两
年后产量达到每亩300至500斤，年收入在
20万元至40万元之间。

下一步，驻村工作队计划通过土地流
转、入股等方式扩大经营规模，构建产业链，
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继续巩固脱贫成
果、壮大集体经济。

从无到有从无到有

□本报记者 赵弘

呼伦贝尔市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昆
仑山村村民杨希贵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现
在还能活动自如从事轻体力劳动。

2019年前，患关节炎10多年的他每天
都要忍受膝关节的剧烈疼痛，那种白天活
动受限、晚上睡觉锥心疼痛的感觉，杨希贵
记忆犹新。他感慨地说：“要不是有了健康
扶贫政策，以自己的家庭条件根本不敢想
去做膝关节置换手术。先后两次双侧膝关
节置换手术、总共11万多元的医疗费用大
部分都报销了，我自己才承担了 1 万多
元。”

为确保贫困人口看得起病，鄂伦春自
治旗出台了一系列健康扶贫医疗保障政
策，对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从降低住院起付
线、提高报销比例、先诊疗后付费一站式结
算等多方面予以保障，杨希贵就是受益者
之一。2019年 6月和8月，他分别在哈尔
滨医科大学附属二院做了膝关节置换手
术，个人自负10%左右的医疗费用。健康
扶贫政策的扶持，使该旗像杨希贵一样的
贫困家庭重新燃起了生活的希望，避免了
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截至目前，鄂伦春自
治旗动态掌握的229名大病患者全部得到
了有效救治。

在开展健康扶贫工作中，鄂伦春自治
旗注重将关口前移，发起了“村村行、户户

进、人人懂”的地毯式健康宣讲攻势。该旗
利用健康巡诊、上门签约、农村小讲堂等多
种方式向村民开展健康宣教。“叔，你有高
血压得控制盐的摄入”“婶，你糖尿病得适
当锻炼”……在村里，经常能看到医务人员
走家串户的身影，讲政策，宣传健康知识，
指导村民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

大杨树镇振兴村曾经是重点贫困村之
一。走进振兴村，提起家庭签约医生曹春
莲，村民们无一不知、无一不晓。“我刚入户
的时候，总能遇到这样的情况，国家为老百
姓制定的健康扶贫政策会遇冷，一些村民
不领情。我想，他们并不是不愿意去，而是

‘讳疾忌医’害怕去、年龄大了不方便去，宁
肯扛着也不愿意花点钱去治。要想让老百

姓不谈‘病’色变，就得让他们知道健康扶
贫到底是个啥，能保障啥？”从第一天入户
起，曹春莲总是不停地重申这几点：什么是
大病、什么是慢病，怎么报销，有什么流
程。“现在啊，村里人变了，都主动跟我汇报
病情，还自己制定了健康饮食食谱，健康意
识已经深入人心。”截至目前，全旗已经组
建了112个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团队，都成
了老百姓家里的“常客”。

为实现小病不出村、常见病诊疗在乡
镇的目标，5年来，该旗先后投入近 2000
万元新建了5家乡镇卫生院，投入1280万
元为乡镇卫生院购置远程医疗、彩超、乳
腺摄影等医疗设备。目前，全旗69所村卫
生室在人员、设备、服务方面均达到标准

化要求。
借助京蒙帮扶、三级医院对口帮扶等

契机，该旗加强了医疗人员的相关培训。
2018年，曹春莲去齐齐哈尔医学院第一附
属医院接受培训，她说：“这是我做村医10
多年来第一次去三级医院进修，真的是大
开眼界！”截至目前，全旗70名家庭签约医
生全部参加了培训。

一系列健康扶贫政策落地生根，让鄂
伦春自治旗群众基本医疗得到了有效保
障，从治病到防病有了全方位的呵护。
2020年4月，鄂伦春自治旗实现脱贫摘帽，
但脱贫不脱政策、摘帽不摘责任，该旗继续
秉持精准施策、狠抓落实的原则，织密健康
扶贫网，确保群众收获实实在在的幸福。

关口前移关口前移，，这个旗密织健康扶贫网这个旗密织健康扶贫网

2019年7月2日 晴

这几天，我们驻村工作队队员和村两
委班子成员在紧锣密鼓地开展建档立卡贫
困家庭义务教育阶段的适龄儿童“辍学保
学”摸底工作。

走访排查中我们发现，达尔等嘎查达
尔等小组的贫困户特古斯白义拉的儿子白
永生中考前辍学了，去库伦旗一个农机修
理厂当了学徒，幼小的身体一干就是两个
月。得知消息后，我第一时间联系到了白
永生的班主任乌日汗老师，她说：“这个学
生基础差、课堂上经常打盹……建议学生
去职高念书，学技术比较合适。”老师说的
这些情况让我的心一直揪着。

绝不能让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孩子失
学。我们多次到他家中劝学返校，经过耐
心做工作，最终特古斯白义拉同意让孩子
继续上学读书了，并对我们的好意十分感
谢。现在，白永生已在库伦旗民族职业中
等专业学校就读。

看着白永生又背起了书包，我不禁感
慨：孩子是家长一生的事业、是国家的未
来，希望每个孩子都有美好幸福的生活，也
希望我们的孩子不要再辍学了，衷心祝愿
孩子们学业有成。

2020年11月15日 晴

今天，再次入户走访，来到贫困户曾格
的家里。他家三口人，以养殖为主，目前家
中有牛 12头，其中牛犊 5头、母牛 7头。他
的妻子专心照顾家庭，儿子农闲时间出门
打工。这样的勤奋努力的家庭，在我们看
来是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潜力股。

今年，曾格在我们的帮助下，在邮储银
行库伦旗支行申请到了扶贫贷款 4 万元，
新买了 2头牛。他高兴地说：“国家扶贫政
策好，给我重建了房子，盖了牛棚。今年牛
的行情很好，金融扶持让我家的生活质量
提高了，幸福指数也提高不少。”

在扶贫工作中，我十分关注各项政策
的落实，一对一帮助有产业发展需求、有
贷款意愿的贫困户摸清贷款需求，积极做
好扶贫小额贷款发放工作，为村民排忧解
难，帮助他们发展生产。几年来，达尔等
嘎查共有 38户贫困户在邮储银行贷了款，
共计 300 多万元，加快了他们的脱贫致富
进程。

看到曾格和其他贫困户家里发生的
变化，我心里暖暖的，心想：缺资金缺技
术，是制约一些有发展意愿 、有劳动能
力的贫困户发展产业的瓶颈，我要引导
他们合理利用扶贫贷款，尽早过上小康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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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振南

致贫原因有很多种，但因病致贫、因
病 返 贫 肯 定 是 脱 贫 攻 坚 最 大 的“ 拦 路
虎”、最难啃的“硬骨头”。呼伦贝尔市鄂
伦春自治旗健康扶贫的故事告诉我们：
有了“医靠”，贫困群众的小康路才更踏
实。

对于贫困群众或已脱贫群众来说，
家中一旦有人得了急病或大病，不仅无
法正常地劳动和工作，还要拿出大笔费
用来治病，可谓是“雪上加霜”。此时，如
何让他们“看得起病、看得上病、看得好
病”，为贫困和脱贫群众撑起健康保护
伞，是决胜脱贫攻坚必须考虑的问题。

当前，尽管基层医疗卫生事业已经
有了长足发展，但城乡之间依然存在不
小的差距，这也决定健康扶贫既是攻坚
战，也是持久战。唯有将降低住院起付
线、提高报销比例、先诊疗后付费等健康
扶贫举措精准落地，推动健康扶贫政策
精准化、长效化，让贫困群众真受益、长
收益，他们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步伐才能
更轻盈、更踏实。

有“医靠”的小康
更踏实

本报12月15日讯 （记者 李
晗）记者从自治区扶贫办获悉，近年
来，包头市确定了 149 名科技特派
员，建成新型职业农牧民培训基地
25个，组织开展了以贫困户为重点
的新型职业农牧民培训班100期，累
计培育新型职业农牧民16989人，建
设农牧业科学技术指导员队伍429
人，完成示范主体指导服务2200户，
开展农牧民普及性培训8万人次，进
一步带动和提升了贫困户的生产经
营水平。

本报12月15日讯 （记者 李
晗）记者从自治区扶贫办获悉，兴安
盟乌兰浩特市就业局以服务为导
向，将工作重心进一步前移，把招聘
会的会场直接搭在乡镇、嘎查村，通
过送文艺、送政策、送岗位“三下乡”
方式，将就业服务打包送到百姓家
门口，受到广大求职者的好评。今
年，该市就业局共举办各类招聘会
18场，共有 400家企业参与招聘活
动，提供就业岗位 1.1 万余个，帮助
1011 名建档立卡人员实现了灵活
就业。

本报12月15日讯 （记者 李
晗）记者从自治区扶贫办获悉，今年
以来，通辽市奈曼旗把发展壮大嘎查
村集体经济作为推动脱贫攻坚、实现
乡村振兴的有力抓手，探索推广资产
经营型、资源开发型、产业引领型、光
伏稳收型等10种村级集体经济发展
模式，拓宽集体经济发展路径，全面
推进村级集体经济提质增效。截至
目前，该旗集体经济收入总额达
3990.8万元，355个行政嘎查村集体
经济年收入超过5万元。

本报12月15日讯 （记者 李
晗）记者从自治区扶贫办获悉，近年
来，乌兰察布市商都县始终把产业扶
贫作为脱贫攻坚的根本之策，充分发
挥扶贫小额信贷对产业扶贫的推动
作用。截至目前，共向农业银行、信
用社、邮储银行3家合作金融机构推
荐有贷款意愿、符合条件的贫困户
8275 户，累计发放扶贫小额信贷
8275户 38640.88万元，实现了对有
劳动能力、发展意愿并符合贷款条件
的贫困户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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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猪肉去参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