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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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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

张
慧
玲

本报12月22日讯 （记者 张
慧玲）记者从自治区扶贫办获悉，随
着乡村振兴的持续推进，鄂尔多斯市
准格尔旗农业实现了产业化发展，优
质农产品急需寻求更广阔的市场。
基于此现状，准康农汇发展有限公司
打造“准康农汇”农特产品线上销售
平台，为全旗的村集体经济项目及农
副产品龙头企业、手工业、脱贫户提
供销售平台以及免费宣发服务。并
设立准旗农特产品超市进行线下特
产展示，还配套了600平方米现代化
气调冷鲜库及完整的配送服务链条。

本报12月22日讯 （记者 张
慧玲）记者从自治区扶贫办获悉，巴
彦淖尔市乌拉特中旗石哈河镇楚鲁
图村依托已建成的47亩温室大棚，
大力发展芦笋产业壮大集体经济。
芦笋扶贫产业园区每年为村集体带
来近80万元的收入。带动有劳动能
力的贫困户实现就地就业，帮助没有
劳动力的贫困户实现产业分红。
2019年底，为全村12户贫困户每户
分红800元。

本报12月22日讯 （记者 张
慧玲）记者从自治区扶贫办获悉，赤
峰市元宝山区元宝山镇木头沟村制
订了《内蒙古宝山黄金小米生产基地
建设三年规划》，采取“生产基地+合
作社+贫困户”模式，通过对有劳动
能力的贫困户实行返租倒包或吸纳
务工，对无劳动能力的贫困户通过土
地流转及效益分红等方式，与贫困户
建立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预计年集
体收入增加80万元。目前该项目已
进入到实施落地阶段。

本报12月22日讯 （记者 张
慧玲）记者从自治区扶贫办获悉，通
辽市科左后旗为了让农牧民党员在
脱贫攻坚工作中展现作为，不断推进
农牧民党员在脱贫攻坚主战场发挥
先锋模范作用，加大对农牧民党员致
富带富的政策支持力度，力争每个贫
困嘎查村都有农牧民党员致富带头
人。自脱贫攻坚工作开展以来，各嘎
查村共引导和帮助393名农牧民党
员成为致富带头人，通过为贫困户提
供贷款担保、托管养牛和发展订单农
业等措施，帮助贫困户发展生产。全
旗1718名有帮带能力的党员，共结
对联系7730户贫困群众。

□本报记者 钱其鲁

我叫包五丫，和丈夫李哈日巴拉结婚
20多年，有三个孩子。2011年以前，我们
一家生活虽不富裕却很幸福。我俩种地、
打工，努力维持着家庭生活和子女的教
育。为了子女能健康成长，受到良好的教
育，让全家人过上幸福的生活，我俩勤勤恳
恳地干，也不觉得有多苦，子女也很懂事，
对未来生活充满了希望。

不幸的是，2011年，我丈夫李哈日巴
拉患上了帕金森症，失去了劳动能力，一家

子的顶梁柱塌了，生活的重担全压在了我
的肩上。这突如其来的重病给我们这个经
济并不富裕的家庭带来沉重打击，为了给
丈夫看病，我先后从亲属和朋友处筹借钱
款，举债20余万元给他治病。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大女儿于2011
年考上了辽宁大学。时隔两年，次女考上
了内蒙古师范大学。丈夫的病需要治疗费
用，孩子上学需要学费、生活费，这个本来
不堪重负的家庭再一次雪上加霜。渐渐
地，我身心俱疲，感觉快要支撑不住了，生
活也似乎没有了希望。

我做梦也没想到，国家的精准扶贫政策将

我家从深渊拉了回来，还越过越好，开心和幸
福又回到了我们家。2014年，我家被纳入建
档立卡贫困户，享受产业扶持政策。我利用扶
贫资金购买了3头基础母牛，开始了新的奋斗。

白天安顿好生活不能自理的丈夫，我
就下地干农活、割青贮喂牛，从早忙到晚。
晚上回家给丈夫喂饭、洗漱，还要照顾刚上
初中的儿子。虽然每天都很累，但是我浑
身都是干劲。有了国家的好政策，再苦再
难也不怕，我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现状。

通过这几年的努力奋斗，我家目前牛
存栏16头，每年平均下犊6-7头，纯收入
好几万。除了养殖收入，通过我的精心种

植，我家玉米每年的收成都是全村最多的，
除了喂牛，还能出售一部分。经过几年的
发展，我家不但还清了外债，而且每年还会
留有一些积蓄。现在，两个女儿都大学毕
业了，大女儿在旗政府上班，二女儿在安徽
合肥当了一名幼儿园老师，都有了稳定的
工作，而且都成了家。

去年，患病多年的丈夫去世了。虽然
我们很悲痛，但是一想到他看到家里发生
的巨大变化、走得很安心就安慰不少。

下一步，我要趁着好形势，继续努力奋
斗，再把儿子培养成才，我这一辈子也就值
了，也能安享晚年了。

精准扶贫重新点亮我的小康梦想
◎讲述者：通辽市科左中旗花吐古拉镇巴彦茫哈嘎查 包五丫

2020年5月6日 晴

“奉献不言苦，追求无止境”。转眼
间驻村已有 6 年的时间，回想这几年的
工作，在我们驻村干部帮助下，通过脱贫
攻坚伟大工程，宝锋村群众不论在自我
发展能力上，脱贫致富、村容村貌上，还
是在群众精神状态上都呈现出蓬勃向上
发展的势头。

2015 年，在广泛征求村干部和村民
代表意见的基础上，我制定《大石寨镇宝
锋村精准扶贫实施方案》。保峰村具有
典型的山区特征，村民居住分散，社与社
相距较远，与中兴村的衔接路还是土路，
交通极为不便，村内没有幼儿园，适龄幼
儿无法接受学前教育。经过驻村工作队
协调，2015 年我所在的兴安盟五岔沟国
有林管理局投资10万元新建了村中心幼
儿园，村里的孩子在家门口就能入园，接
受学前教育。2016 年末，保峰村与中兴
村衔接的24公里的水泥路通车使用。

为培养宝峰村自我“造血”功能，我
制 定 了《宝 锋 村 2017- 2019 年 发 展 规
划》，内容涵盖危旧房改造、安全饮水、技
能培训、精神文明、环境卫生整治等，巩
固和扩大了精准扶贫成效。2017 年，我
设计并印制了 400套《政策解读》宣传海
报，标注了驻村工作队员姓名和联系电
话，进行入户讲解，向群众详细传达各级
精准扶贫政策，让大家明白“什么是精准
扶贫，为什么精准扶贫，怎样开展精准扶
贫”，充分调动群众参与精准扶贫工作的
积极性、主动性，形成政府帮扶、群众大
干的生动局面。

2020年10月20日晴

为更好地开展工作，我走遍了 82平
方公里的宝锋村，走访了 410 个常住
户。通过挨家挨户调查摸底，我能喊得
出全村常住 1652 人的名字 、包括“绰
号”，对贫困户、低保户和党员情况摸得
一清二楚。村民有事给我打电话，我马
上赶到了解情况，多方协调第一时间把
事情解决好。

建档立卡贫困户于淑花患精神病独
自一人生活，儿子在乌兰浩特市打工很
少回家。与村“两委”研究后，我和镇政
府及民政等部门协调，将其送到兴安盟
精神疾病康复中心，病情得到好转，逐渐
康复。

自开展帮扶工作以来，我以“进百家
门、吃百家饭、知百家情、办百家事”为工
作方法，始终心系人民群众，牢记使命，
不忘初心，与宝峰村百姓同吃同住同劳
动，传递党的温暖、了解群众诉求、化解
矛盾纠纷、开展扶贫帮扶。

□本报记者 赵弘

寒风凛冽，天刚蒙蒙亮，锡林郭勒盟苏尼
特右旗桑宝拉格苏木查干楚鲁图嘎查的贫困
户巴特尔苏和就将自家的棚圈清洁打扫完
了，随后给牛、羊添水喂草，又开始准备给其
他牧户家牛羊做防疫工作。

2013年，巴特尔苏和被识别为建档立卡
贫困户，在好政策的帮扶下，巴特尔苏和第一
次拥有了棚圈、60只基础母羊、20多头牛。
在他的努力下，牲畜在翻倍增加着。但巴特
尔苏和并没有甘于现状，又主动当起了防疫
员，每月又有1200元的收入。如今，巴特尔
苏和家的羊已经发展到200多只，今年还接

了160只羔子，同时还用这两年的收入购买
了13头牛，从过去的零收入到现在纯收入达
到2万多元。

巴特尔苏和高兴地说：“扶贫的好政策让
我有了自己的产业，驻村干部还帮我联系订
单卖牛羊，或者从网上销售，这日子想不过好
都不行啊！”据了解，苏尼特右旗始终把发展
畜牧业产业作为脱贫攻坚的主渠道，并将贫
困人口吸附在产业链上，让贫困户从中获
益。目前，全旗58个嘎查种公羊实行了集中
管理，种公羊集中管理站点达到66处、苏尼
特羊核心群达到140群，培育国家级肉羊核
心育种场1处，构建了“良种场+扩繁群+核心
群”一体化良种肉羊繁育体系。

把羊产业做优的同时，苏尼特右旗还加

大了对牛产业扶持力度。近几年，依托嘉兴
合作社纯种安格斯牛繁育基地和2处肉牛养
殖基地带动效应，打造现代化良种肉牛扩繁
示范点，推动全旗良种肉牛繁育体系建设。
全旗累计引进良种肉牛6410头，其中纯种安
格斯牛2400头、西门塔尔肉牛4010头。巴
特尔苏和便是凭借这两条繁育体系脱了贫。

要想确保脱贫群众长远增收、永不返贫，
不光要搞好产业质量，还要积极探索农畜产
品精深加工及销售问题。近年来，苏尼特右
旗组织开展了扶贫产品认定工作，羊羊牧业、
安达肉业等8家企业的5类47种扶贫产品通
过认定；充分发挥电商助力扶贫作用，成功上
线了“苏尼特优品”消费扶贫电商平台，上线
特色农畜产品4大类，特色农畜单品128个。

同时，通过打造电商服务站和搭建农畜产品
展销平台的方式，让广大贫困群众享受到电
子商务带来的实惠。截至目前，实现消费扶
贫已达3800万元。通过扶贫资金入股、订单
收购等方式，辐射带动贫困户1600余户。建
成1个旗级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6个苏木
镇级、35个嘎查村级电子商务服务站，服务半
径扩大至全旗63个嘎查村，在全盟率先实现
了旗、苏木镇、嘎查村的三级电子商务公共服
务全覆盖，改造建设9000平方米的集仓储物
流、物流分拨、网货供应和商品化中心于一体
的电子商务供应链服务基地。构建畜产品生
产到销售的产业链条，不仅贫困户全程参与，
而且产业从源头到出售形成完美闭合。

用苏尼特右旗“草原网红”阿拉腾敖都的

话说：“从没想到，有一天，通过电商扶贫我们
可以把羊肉卖到了那些从前连地名都没听过
的城市，甚至卖到了海南岛，那是多么遥远的
地方啊。”

今年，苏尼特右旗将继续聚焦产业升级，
结合“乡村振兴战略规划”，全面提升产业扶
贫带动能力和基础设施保障能力，不断提升
苏尼特羊、苏尼特双峰驼、良种肉牛等重点产
业的发展水平，构建高效紧密的利益联结机
制，围绕产业链的延伸配套，培育一批有特
色、效益高、可持续的产业扶贫项目。同时，
充分发挥产业指导员作用，大力发展旅游扶
贫、消费扶贫、电商扶贫等新兴产业，健全完
善扶贫产业带贫减贫机制和收益分配制度，
努力让贫困群众在产业链中稳定增收。

““电商扶贫把我家的羊肉卖到了海南岛电商扶贫把我家的羊肉卖到了海南岛””

□李振南

一件农产品能卖多远？肩挑手提，不
过二三十里 ；车 拉 马 拽 ，上 百 里 顶 天
了 ；如 果 上 了 网 ，那 距 离 就 不 是 问 题
了。海南人吃上纯正苏尼特羊肉的故
事 告 诉 我 们 ，电 商 不 止 能 在 脱 贫 攻 坚
中大有可为。

我们常说脱贫攻坚要有产业支撑，
一个成熟的产业，不仅要有稳定优质的
产出，更要过硬的销售渠道。电商，恰
恰就是一条准入门槛低、方便快捷的优
质渠道。尤其是疫情冲击之下，电商加
直播让贫困地区农产品从“难卖”到“好
卖”，成为助力扶贫的“加速器”。

有媒体说，现在数字成了新农资，
手机成了新农具，直播成了新农活。思
路一变天地宽，在 5G 时代即将到来的
大背景下，电商进村不仅可以助力脱贫
攻坚，更能为农业、农村和农民发展打
开一个不同于以往任何时候的新世界，
也是我们决不能错过的发展机遇。

电商打开新世界，
你准备好了吗？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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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排排标准的养殖舍映入眼帘，这就是呼和浩特市托克
托县新营子镇碱沟子村鹿途生态养殖基地。鹿舍里圈养的梅
花鹿或尽情地撒着欢，或悠闲地吃着发酵的草料。

“别看现在鹿还小，但浑身是宝。不仅养殖鹿挣钱，后期
我们基地还能加工生产销售鹿产品，提高经济效益，仅鹿茸一
项，每年收入就不少。”在基地打工的贫困户焦二明说。

2018年，为了更好地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新营子镇党
委政府对多个地区进行了项目考察。最终，引进了梅花鹿养
殖项目。目前，基地已经完成了一期项目建设，占地20亩，新
建了2000多平方米养殖棚，储草棚380平方米。项目总共分
两期，预计总投资200万元。今年10月份，24只梅花鹿成了
基地里的首批“住客”。

谈到基地发展，焦二明充满了期待。自从鹿途生态养殖
基地建成以后，他便在这里打工，挣钱养家。他总说：“这梅花
鹿就是我家的致富‘鹿’”。下一步，基地将进一步扩大养殖规
模，达到120只，年利润的8%用于贫困群众产业分红，剩余的
资金全部返还村委，用于村内基础设施建设和群众急需解决
的民生工程。同时，在用工方面，基地将优先使用有劳动能力
的贫困户，持续增加贫困户的收入，助力贫困户致富奔小康。

梅花鹿成致富梅花鹿成致富鹿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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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弘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