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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实现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是今年乃至整

个“十四五”时期内蒙古农村牧区工作第一位的任务。乡村振兴作为新
时代“三农三牧”工作的总抓手，是迈向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只有做好
乡村振兴这篇大文章，方能推动我区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等
全面振兴。让农村牧区实现更宽领域、更高层次的发展，进而缩小城乡
差距，促进全体人民走向共同富裕。

□本报记者 胡日查 高敏娜
实习生 萨其茹拉

6 年前，兴安盟科右前旗阿力
得尔苏木混都冷嘎查脱贫户孙林家
因病、因学致贫，是村里有名的贫困
户。

6 年后，孙林成了建档立卡贫
困户中响当当的养牛“小富翁”。

2 月 23 日清晨，天刚露白，孙林
已经忙碌开来。铡草料、清圈舍、观
察每头牛的生长发育情况，这些都
是他每天的“必修课”。天气虽冷，
孙林却丝毫不觉得辛苦。作为靠双
手脱贫致富的代表，这几年，他结合
政策苦干实干，养牛产业做得风生
水起，致富路子越走越顺。

时光回转到 2015 年，那时的孙
林一家人还在贫困中苦苦挣扎。他
的父母身患残疾，父亲常年卧床养
病，无劳动力，女儿孙月正在校读
书，全家无稳定收入来源，基本靠低
保维持生活。这一年，孙林家被识
别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自从被识别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后，孙林心里总不是滋味：“我有手
有脚，为什么要当贫困户？”想脱贫、
要脱贫，成为他心中最坚定的信念。

为了不负党和政府好政策的恩
泽，也为了一家人能尽快摆脱贫困
过 上 小 康 生 活 ，孙 林 鼓 足 了 干 劲
儿。2016 年，孙林在一次和亲戚的
聊天中得知，近几年西门塔尔牛市
场行情好，这让他看到了脱贫的希
望。可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摆

在孙林面前的第一道难题便是资
金。正当他为这事儿愁眉不展时，
驻村工作队和嘎查“两委”得知了
他 的 想 法 和 困 难 ，主 动 来 到 孙 林
家，帮他谋划脱贫思路。

驻村工作队利用产业施策资
金，为孙林购买了 6 头基础母牛，共
补贴 6 万元。这几头“扶贫牛”的到
来，让孙林一家的生活翻开了崭新
的一页。孙林把这些牛当成宝贝
一样精心饲养，每天都要把牛舍打
扫得干干净净，再按照营养配比给
牛投喂饲料。在他的悉心照料下，
小 牛 犊 一 头 接 着 一 头 地 顺 利 产
下。2017 年，两头牛犊出栏卖了
8000 多元。2019 年，又出栏两头
牛，挣了 2 万多，这让孙林笑得合不
拢嘴。

在健康扶贫政策的保障下，父
母的身体状况也日渐好转，孙林心
里踏实多了。2018 年，女儿顺利考
上了理想的院校，享受家庭经济困
难学生补助和国家各项助学补助
金共计 2 万余元。

2020 年，孙林终于甩掉了贫困
户的“帽子”，他又主动申请了 2 万
元的扶贫小额贷款，用来继续发展
壮大他的养牛产业。如今，在孙林
的牛圈里，9 头西门塔尔牛个个膘
肥体壮，家里的年收入也实现了翻
倍增长，达到了 8.7 万余元。“没有
了后顾之忧，现在日子过得越来越
有 奔 头 了 ，只 要 脚 踏 实 地 好 好 养
牛，我们家一定能过上好日子。”发
了牛财的孙林正底气十足地朝着
小康之路大步前进。

□本报记者 王塔娜
实习生 邱月 朱星然

春节刚过，赤峰市喀喇沁旗河
南街道蒿松沟村驻村干部周晓罡就
忙着入户统计档案、更新数据、了解
每家每户的状况，研究着脱贫户的
产业发展等相关情况。驻村一年多
的时间，周晓罡和驻村工作队一起
走农户、想策略，成了当地贫困群众
的“贴心人”、致富奔小康的“领路
人”和脱贫攻坚的“追梦人”。

“周晓罡就是我们当地贫困群
众的贴心人啊。到村里扶贫后，经
常到我们家里来，得知我们两口子
身体不好，给我们分别安排了公益
性岗位，挣得挺多，活儿还不累，这日
子啊，是越过越有奔头了。”说起驻村
干部周晓罡，蒿松沟村村民韩东升
的感激之情不言而喻。

韩东升是 2016 年的建档立卡
贫困户，因为股骨头坏死，不能干重
活。妻子也经常生病，家中三个孩
子，有一对双胞胎儿子还在上学，生
活得非常拮据。周晓罡的出现，让
他们树立起致富增收的信心，全家
人充满对生活的美好向往。

“这两个公益性岗位特别给力，
让我家的收入有了保障。我们下班
后再养养牛，还能照顾孩子学习，现
在全家每年的收入大概有七八万元
呢。”韩东升对记者说。

“周晓罡还是我们致富奔小康
的领路人呢。”55岁的朱广瑞打开了
话匣子，“2016年，我被识别为建档
立卡贫困户。2017年，驻村干部到
村里宣传养牛的政策，一下子吸引
了我。在他们的帮助下，我贷款5万
元购买了 3 头牛，没想到，靠了这 3
头牛，我竟然真正脱了贫。”

短短 4 年多时间，朱广瑞从刚开
始的3头牛，发展到如今的14头牛，初
步估算，这 14 头牛总价值 30 万元左
右，这是他实打实的“钱袋子”。

“我能从一个养牛小散户变成规
模养殖户，实现真正的翻身，就是因为
周晓罡的一番话。2019年，周晓罡来
我们村驻村，他跟我说，养牛人就如同
是爬雪山过草地过来的战士，再努努
力很可能成为将军，成了将军才能真
的致富奔小康。一席话让我有了新的
梦想。在他的帮助下，我家的牛群越
来越壮大。这几年先后卖了8头牛，还
清了贷款，剩下14头牛就是我的纯利
润啊。”朱广瑞言语之间满是对周晓罡
的敬佩。

“脚下多沾些泥土，心中才能常念
着群众。”2019年 7月，初到蒿松沟村
进行驻村帮扶工作的周晓罡，为尽快
进入工作角色，他遍访贫困户、边缘
户，以最短的时间走访完了全村的 79
户贫困户，先后慰问本村困难学生 18
人，捐赠学习用品、衣物约 3000 余
元。

了解到蒿松沟村大部分村民以养
殖和种植为主，周晓罡同驻村工作队
就积极开展产业指导培训，并配合旗
相关单位开展的畜牧养殖和家禽饲
养、农作物标准化种植等劳动技能培
训，让村民快速掌握了科学的种养殖
技术，推动了蒿松沟村的产业发展，目
前全村养牛 435 头、养羊 1400 只、养
猪68头、养驴52头。

在驻村扶贫的一年多时间里，周
晓罡坚守初心，不改本色，把实事办
好，把好事办好，用实实在在的脱贫成
效取信于民。“守候在蒿松沟村，能时
常看到贫困群众增收致富后脸上洋溢
的笑容，就是我最大的幸福。”这位串
百家门、干百家活的驻村干部深有感
触地说。

□本报记者 皇甫美鲜
实习生 张舒君

“山高石头多，出门就爬坡。”
这句顺口溜出自乌兰察布市察右前
旗土贵乌拉镇毛虎沟村委会主任郭
八斤之口，这也是过去该村村民的
真实生活写照。

2015 年以前，毛虎沟村委会各
村民小组群众居住分散，基础设施
落后，地理位置偏远，村民出行不
便。2015 年，土贵乌拉镇对分散居
住在 4 个自然村的 78 户 156 名群众
实施了整体搬迁，选择交通相对便利
的区域作为安置区建设用地，整合多
方项目资金700多万元，群众自筹资
金100余万元，建成路、水、电、房、卫
生室、文化活动广场、金融服务网点等
基础设施比较齐全的移民新村，极大
地解决了群众住房、用水用电、看病等
难题，生活条件大幅改善。

“我家原来住的是土房，年久失
修，走风漏雨，成了危房。我做梦也
没想到自个儿能住上这‘福窝窝’。”
走进毛虎沟移民新村贫困户郭换喜
干净明亮的新房，记者切身体会到
了他满满的幸福感。59 岁的五保
户郭换喜望着眼前笔直的油路，喜
上眉梢：“现在出门方便多了，想去
哪儿就去哪儿，一条油路通土镇，再
也不用爬大坡。”

顺着村前的油路上望去，“毛虎
沟农家乐”与一排排整齐的新建平
房屹立于村中，大红灯笼随风摇曳，
过年喜庆的氛围还没有消散。

“现在村民的日子真是越来越
好了。”今年 52 岁患有残疾的脱贫
户张官喜高兴地说。“村委会给我安

排了保洁员岗位，入股了村里的种养殖
合作中心，一年下来收入2万多元，能
有现在的好光景我满足啦！”

“要想让贫困户脱贫，必须有长
期性的产业做支撑。”据了解，依据
全旗产业布局，因人因户施策，同步
考虑搬迁群众的增收措施，察右前
旗针对移民后的毛虎沟村贫困户，
除享受农村低保、五保、养老、退耕
还林（草）等政策性补助、入股光伏
项目外，还成立了沟里美种养殖服
务中心,新上了经济林项目，多措扶
贫让贫困户拥有了稳定的收入、告
别了贫困。

毛虎沟驻村第一书记陈煜良告
诉记者，毛虎沟村把发展绿色经济
与精准扶贫结合起来，实现生态改
善与农牧民增收双赢目标。他们利
用原毛虎沟村搬迁拆迁房屋的复垦
土地，鼓励引导全村村民发展经济
林 710 亩，种植苹果、白杏、李子等，
两年后果树挂果可带动移民户稳定
增收，保守估计年人均能增收 1000
元以上。

2 月 22 日，还没出正月，村东特
色果树经济林基地就已经是一派繁
忙景象，村民们一边安装地埋管，一
边给树苗浇水。

“为了这片经济林，旗领导从基
地选址、挖坑、运树苗、植树做了不
少工作。作为村里的‘一把手’，我
有信心带领村民们脱贫致富。”陈煜
良说。

2017 年，毛虎沟村精准识别的
贫困人口有 15 户 28 人，通过一系
列扶持政策，“输血”和“造血”双管
齐下，如今，贫困发生率从 17.9％降
至 0，毛虎沟人民正在大步迈向幸
福生活。链接：

党的十八大以来，自治区党委、政府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决战决
胜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战略部署, 把脱贫攻坚作为重大政治任务
和第一民生工程，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凝心聚力推动
脱贫攻坚取得了决定性成果。目前，内蒙古累计完成脱贫任务 157
万人，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部标注脱贫，3681 个贫困嘎查村全部出
列，31 个国贫旗县、26 个区贫旗县全部摘帽退出，“两不愁三保障”突
出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链接：
内蒙古凝心聚力推进脱贫攻坚，通过抓党建促脱贫，使贫困地区基

层组织得到加强，基层干部在开展贫困识别、精准帮扶中工作能力水平
明显提高，进一步巩固了扶贫工作基础。2016 年以来，累计向脱贫攻坚
一线选派优秀党员干部 8.5 万名，目前全区有 8689 个驻村工作队、32180
名驻村干部。在防疫抗灾过程中，驻村干部冲在前、干在前，发挥了模范
带头作用。

脱贫户张官喜的新居。孙林家的“扶贫牛”。 苏雅拉其其格 摄 周晓罡帮脱贫户干农活。

养牛“小富翁”变形记 蒿松沟村的幸福守候 从穷山沟迁进“福窝窝”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也不能少；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也不能掉队。
回顾决战脱贫攻坚的伟大征程，内蒙古聚焦“两不愁三保障”，实施十项“清零达标”专项行动，统筹推进问题整改，巩固脱贫成果，全面推动责任落实、政策落实和工作落实。

全区上下把脱贫责任扛在肩上，把脱贫任务抓在手上，一项项攻坚举措精准落地，一个个贫困地区生机勃发，一个个贫困家庭气象一新。
简单梳理我区贫困人口、贫困旗县退出的时间线，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份份不断刷新的脱贫攻坚成绩单。

从点到面，从慢到快，贫困旗县“转身”的速度和质量，见证着我区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行动力。
全区各族干部群众以实干和担当，书写了脱贫攻坚这份独具特色的“内蒙古答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