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扶贫是种精神，用一个群体
影响着另一群人。帮扶是场修
行，帮扶者和被帮者彼此成就。
这种在筚路蓝缕、砥砺前行中展
现出的上下同欲、和衷共济的强
大伟力，锻铸了一个时代的魂。

20年来，内蒙古自治区自然
资源厅（原内蒙古自治区国土资
源厅）党组在自治区党委、政府的
正确领导和自治区直属机关工委
的组织部署下，历届领导班子和
扶贫干部把扶贫职责扛在肩上、
脱贫任务抓在手上，舍得投入，主
动作为，尤其是新时代打赢脱贫
攻坚战以来，更形成了自治区、
盟、旗、镇自然资源部门和嘎查

“两委班子”五级联动的帮扶机
制，帮扶路上凝聚起的久久为功、
苦干实干、唯实求真、勇于担当、
甘于奉献的干事创业精神，彰显
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初心
使命，储备了自然资源人开创未
来事业的强大动力。

扶贫路上凝聚起的强大精神力量
——内蒙古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帮扶兴安盟工作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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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赴后继的久久为功精神

驻村帮扶作为自治区自然资源厅
的传统，源自于国土人身上特有的“土
气”和“硬气”。在脱贫攻坚的战场上，
这种气质打出了“蒙古马”身上久久为
功的“韧劲”和勇往直前的“干劲”。

2000年，自治区国土资源厅组建
之前，自治区土地、地矿和测绘局就在
乌兰察布市的国贫县播下了扶贫的种
子，国土资源厅组建后，扶贫更成为国
土人融进骨子里的基因。

2002 年，根据自治区党委、政府
帮扶锡林郭勒盟实施“围封转移”战
略的部署，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在沙尘
暴严重的阿巴嘎旗白音红格尔嘎查，
通过实施保护湿地、调整载畜量、架
电打井等帮扶项目，4年带领牧民保
护修复了 18 万亩草原生态、走出了
经济困境。

2006年，该厅第一轮定点帮扶落
在深度贫困的“老少边穷”地区——兴
安盟扎赉特旗呼格吉勒图嘎查，5年
共投入570万元对田、水、路、林、渠和
村容村貌进行了综合整治，不仅带动
了贫困群众脱贫，还构建出当地社会
主义新农村的雏形。

2011年，根据内蒙古自治区党委
的统一部署，自治区自然资源厅把第
二轮定点帮扶点调整到了更深贫困的
扎赉特旗白辛嘎查。随着“精准扶贫”
战略的实施，该厅派往白辛嘎查的驻
村干部更是轮番接力。自治区自然资
源厅组建后，新的职责更赋予了厅党
组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心和使
命。截至2020年底，自治区自然资源
厅在白辛嘎查的项目和资金投入近1
亿多元，通过实施整地修路、架桥亮

灯、饲牛养羊等措施，嘎查948名贫困
人口精准脱贫，实现了“两不愁三保
障”。

与此同时，该厅自 2011 年始，在
呼伦贝尔市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
旗、鄂伦春自治旗和额尔古纳市“三少
民族”地区，开展了修筑栈道、河道治
理、建设地质公园等区域扶贫。在社
区帮扶中为呼和浩特市公主府社区全
资购买办公用房及办公用品，并坚持
每年慰问老党员和特困户。

驻村帮扶的20多年间，自治区自
然资源厅的帮扶干部前赴后继，把每
一次帮扶的足迹都踏进了贫困的最深
处，力克资金、项目、环境带来的重重
困难，在自治区各级党委、政府和厅属
单位的支持下，共同带领贫困地区数
万农牧民向脱贫突围、向致富进军。

不忘初心的苦干实干精神
能否在一片贫瘠中点燃群众脱贫

致富的热情，就看驻村“火种”干部能
否在闻得到土腥气和烟火气的贫困群
众中沉下去。20年来，自治区自然资
源厅始终坚持把不忘初心、胸有情怀
的干部派往驻村的第一线。

善于农牧研究的驻村干部王福
举，在 1995 年——2005 年驻村帮扶
的10年间，每到一个贫困村都常年野
外调研，为脱贫出谋划策，“我们搞野
外工作的喜欢驻村，基层工作才更有
研究价值”。

军人转业到自治区自然资源厅的
段秉刚，在帮扶中不拘小节的性格和接
地气的乡村语言让他成为了老乡炕头

上的贵宾，“驻村要脚上沾满泥，才能积
极决策”。

2014年精准扶贫在全国展开，自
治区自然资源厅借势加大对兴安盟白
辛嘎查的帮扶力度。从内蒙古西部贫
困山村成长起来的 40岁年轻干部李
陟宇主动请缨，接过了定点帮扶的接
力棒，带着对摆脱贫困的决心和国土
人善打持久战的优势，与其他驻村工
作队员一起住进了嘎查深处。驻村7
年的1400多天里，李陟宇克服了语言
和饮食习惯上的差异，与农牧民同吃
同住、共克时难，把“家”装进了妻子买
的简易行李箱，把事业装进了条件艰
苦的“北八乡”。

扶贫工作就是做群众工作，群众
对扶贫的态度从“消极怀疑”变为“积
极信任”，靠的不是给群众“洗脑”，而
是急穷所需、立竿见影的项目。刚驻
村时，李陟宇最强烈的感受就是夜里
没有路灯，“没有灯就没有安全感，更
没有精神指引”。2015 年，在厅党组
充足资金的支持下，120盏太阳能街
灯、8盏景观灯、1盏高杆灯在嘎查亮
了起来。街灯照亮的不仅是嘎查百年
来只能听到狗叫声的夜，更照亮了贫
困群众“破罐子破摔”的心。看到了驻
村干部“真扶贫”的决心后，贫困群众
积极行动起来，从“要我脱贫”变为“我
要脱贫”。

调查研究的唯实求真精神

策略高手，首先要是调研高手。
强调“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
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决
策权”。深入调查研究是实践性思维
方式，如果调研深度不够，“穷根”就找
不准，主要矛盾就发现不足，更难以精
准施策。

教育帮扶是阻断贫穷代际传递的
最有效途径。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王富
友在深入呼格吉勒图嘎查贫困户调研
中发现，贫困学生在义务教育阶段辍学
大多是由于家长对“读书改变命运”的
认识不足所致，若直接资助学费，反而
会让交得起学费的家庭也借故辍学，辍

学学生不减反增。经研究，决定采取正
向激励的方式，贫困家庭学生在义务教
育阶段后不论考取中专还是大学，都将
全额资助学费。第二年，嘎查就有4名
贫困学生被大中专院校录取，得到了捐
款资助，也带动了其他贫困家庭鼓励学
生上学的积极性。

第二轮定点帮扶启动时，驻村干
部李陟宇在入户走访和摸底调研时发
现，嘎查虽人均 15亩土地，但旱地多
水地少，靠天吃饭，以种植玉米为主，
之前建过一座畜牧园区，但习惯放养
的贫困户难以胜任精细化的圈养方
式。厅党组经过分析研究嘎查实际

情况，确定了“农业托底、牧业致富”
的帮扶思路。通过2万亩土地整治项
目为嘎查人均增收 1000 元以上，牢
牢托住脱贫底线；选购了一批基础母
羊和种羊，由养殖大户在园区集中代
养，效益返还集体后再按比例向贫困
户分红；创新了嘎查提供土地、自然
资源厅提供资金、合作社承包经营的
育肥牛养殖模式，并通过新建饲料加
工厂、购买农机具，形成“作物收割
——秸秆加工——舍饲养畜”的循环
链条。育肥牛养殖以来，合作社每年
向嘎查集体返还利润20万元，贫困户
每人每年分红2100元以上。

为白辛嘎查安装路灯。

为帮扶点修建文化广场。

主动作为的担当精神
没有项目和资金的支撑，扶贫就是“巧妇难为无米

之炊”。赢得上级部门对帮扶项目和资金的投入信心，
关键在于有没有真正把项目当自己家的事儿来沟通协
调，尤其部门间的项目置换更是无法做到等价交换，重
在自上而下主动担当作为。

白辛嘎查地处两山之间，住户集中，地势低洼，每逢
雨季，段秉刚就开始担心嘎查道路两旁会发生滑坡和落
石的隐患。经过入村调研并整理相关材料向厅领导汇
报，很快争取到154万元的地质灾害防治项目资金，一
道2米高3公里长的石头防护墙迅速修建完成，彻底解
决了落石对道路和百姓安全的威胁。

白辛嘎查的4个自然屯两两相对、隔河相望。平时
村民过河只能穿打鱼水服或开四轮拖拉机车头摸着浅
处过，一旦雨季来临，洪水常漫过堤坝彻底阻断交通，驻
村干部李陟宇常望河兴叹，想着一定要修座桥。厅领导
进村慰问时也体会到了过河的困难，“路都过不去，任何
远大理想都难以实现，必须修桥。”有了领导的支持，驻
村干部信心倍增，与村两委多次讨论架桥方案，最后确
定从架1座增加到2座。

在 2015年 7月开工，仅用两个多月时间，两座宽8
米、长100米的桥梁竣工。嘎查4个自然屯的路都坑洼
不平，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与自治区交通厅领导的多次
协调沟通，贯通了33公里水泥路面。

白辛嘎查负责人额尔敦每谈起这两座桥总是说：
“这回下雨天孩子们不用停课了，都能跨桥过河上学了，
路也不泥泞了。”

2015年，正值自治区党委、政府抓全区农村牧区基
础建设，在危房改造方面，每个嘎査村都在旗政府统一
部署下有相应指标。白辛嘎查贫困程度较深，历史上积
累的危房数量众多，匹配的指标难以满足嘎查的需要。
为了使贫困户早日脱贫，李陟宇一方面争取厅里给予资
金支持，另一方面积极向旗政府汇报情况，经过坚持不
懈地跑腿和磨嘴，最终追加了部分指标。危草房改造累
计达160户，白辛嘎查的村民彻底解决了住房问题。

功成不必在我的奉献精神

干事创业，既要有功成必定有我的“有我担当”，更要
有功成不必在我的“无我胸怀”，既要让人民群众有看得
见、摸得着的实惠，也要为未来做铺垫、打基础。

政贵有恒。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是百米跨栏，而是
马拉松赛，跑的不是爆发力而是持久性。20年来，自治
区自然资源厅历届党组每年若干次专题研究扶贫问题，
主要领导和班子成员为了扶贫，多次深入贫困地区调研
了解、指导帮扶，一锤接着一锤敲，一茬接着一茬干，驻村
干部在挫折面前不抱怨、不退缩，时时以大局为重，事事
为群众着想，勤勤恳恳，默默奉献。

自治区自然资源厅二级巡视员、厅机关党委专职副书
记张伟：“没有那么多轰轰烈烈的大事可做，帮扶工作都是
从小事做起。”

驻村干部李陟宇：“再过些年，或许村民已不记得谁
帮他们架桥修路了，但只要下雨天不用再开四轮车过河
就足够了。”

驻村干部张生：“帮着他们安个摄像头、买个电脑、打
印机都不算什么，但嘎查却在点滴中发生着变化。”

扶贫的这些年，每帮扶一个贫困点，该厅首当其冲
发挥土地整治、地灾治理、生态建设等行业优势，根据当
地自然资源的特点投入资金项目，进而提升贫困地区持
续造血的能力；扶贫就是在扶“两委”，“两委”的政治觉
悟和带富能力是帮扶成果能否实现常态化的关键之举，
驻村干部尽量帮村民推选有知识、有冲劲的年轻干部来
当致富的带头人；智力和志气的帮扶才能彻底斩断穷
根，该厅常年为贫困群众开展农牧种养技术的培训，组
织学习各项帮扶政策，破除“等靠要”思想，激发了贫困
户脱贫的内生动力和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激情。

回眸过往，看清来路，才能坚定现在的脚步。站在
“十四五”的新起点，内蒙古自治区自然资源厅重整行
装，昂扬精神。厅长隋维钧说：“我们将继续5年的帮扶
过渡，扶上马再送一程。摘帽不摘政策，脱贫不脱帮扶，
巩固扶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战略，为新时代的下
一程远景目标爬坡过坎、披荆斩棘。”

（本版图片由内蒙古自治区自然资源厅提供）

定点帮扶标牌。

为嘎查幼儿园捐赠室外活动器材。 焕然一新的村貌。

美丽乡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