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王玉琢 通讯员 张晓艳

子承父业却青出于蓝，坚守传统又引领风向
标……他像一只雄鹰，穿越创业的风霜，带领父老乡
亲冲破传统观念的层层云霄，翱翔于乌审草原上。

“就是想让乡亲们的好产品卖出好价钱。”内
蒙古辉聚贤肉业有限公司法人赵晓君说。

2015年，赵晓君将父亲经营的“乌审旗老赵
肉店”华丽升级为内蒙古辉聚贤肉业有限公司，
专注于绿色生鲜冷冻肉的销售。他的愿望是让
全国人民吃上来自乌审旗的绿色牛羊肉。

他聚焦本地绿色牛羊肉的短板问题，不断创
新精进，研发新产品、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
强化竞争力，把绿色牛羊肉做成好品牌、卖出好
价格，带动周边农牧民产业脱贫、就业脱贫，为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开辟致富路。

来自乌审草原的鄂尔多斯细毛羊和乌审红
牛是国家农业部批准的地理标志农产品，乌审旗
也被列为“鄂尔多斯细毛羊生产基地”的核心产
区，在2010年全国农产品区域品牌价值估值中，
鄂尔多斯细毛羊的品牌价值为9亿多元。

赵晓君瞄准这一优势，探索“企业+合作社+农
户+工人”的利益联结模式，将周边的200户牧民和
6个合作社吸纳到产业链上，其中有贫困户3户、残
疾人户2户，公司以高于市场价的价格帮合作社和
农牧户销售牛羊肉。几年里，公司累计采购总额
1125万元，让农牧户每头牛增收500元左右、每只
羊增收50到100元，仅2020年就帮助周边农牧户
销售活牛674头、活羊1300只。在装卸、运送等环
节每年解决就业200余人次，常年雇佣7人，其中
一人是低保户、一人是劳改释放人员。

近几年，凭借电商的快速发展，有着丰富生
鲜销售经验的赵晓君成为乌审旗农产品销售界
的“网红”，他率先开辟直播电商销售新渠道，成
功实现线下向线上的转型，成为为家乡代言的

“牛肉哥”。在2020年新冠疫情市场不振情形
下，赵晓君却逆市飘红，通过抖音直播平台销售
草原红牛肉和鄂尔多斯细毛羊肉，共开播 158
场，全网曝光次数超千万次，获得粉丝4.8万人，
销量10894单，总销售额超过300万元，线上顾
客遍及全国各地，好评率达到99%。他还利用自
身“网红”资源，帮助农牧户售卖农畜产品或者带
动他们开启“线上销售”模式，成功引领乌审旗农
牧区电商业登上新台阶，冲入全市第一梯队。

目前，公司业务遍及内蒙古中西部地区及周边
省市，年销售活牛800头以上，年产值超千万元。

赵晓君说：“一人富不算富，大家福才是真正
的富。”这些年来，在他的带动帮扶下，周边农牧
户都积极参与到现代化养殖业中，贫困户成功脱
贫，农牧户致富的信心更足了。更重要的是，鄂
尔多斯细毛羊和乌审红牛的品牌效益正在被充
分激发，成为农牧户可持续增收的源头活水。

以草原畜牧产业为引擎构建利益联合体，实
现农牧区农畜产品出真品、卖好价，最终实现共
同富裕，赵晓君正在用行动兑现自己的创业梦
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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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晓君正在进行直播。

赵晓君和牧民交流养殖经验。

□本报记者 王玉琢 通讯员 张晓艳

“娃娃们，来看看这边的剪纸，咱们这么
好的生活都是党给的，赵奶奶以前可没有学
上，看你们现在多幸福，我给你们讲讲剪纸里
的是啥内容……”5月30日，在达拉特旗树林
召镇的东海心村，赵美玲正对着研学班的孩
子们讲解一组内容为“永远跟党走”的系列剪
纸。

近来，来赵美玲这里研学的人排起了长
队，从学生娃娃到党员干部，从周边邻近地区
前来的都得提前预约。她既是主讲人，也是
主“剪”人。

赵美玲，人称“赵大剪”，是远近闻名的剪
纸“达人”，也是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承人。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我
们现在的幸福生活都是共产党带着大家干出
来的，我剪了许多和这个主题有关的作品，既
反映了老百姓红红火火的日子，也体现听党
话、跟党走的坚定信念。”赵美玲的一双手在
红纸上辗转、腾挪、跳跃，含有“中国梦”字样
的一幅剪纸转眼成形。

在赵美玲的剪纸艺术博物馆里，一套党
史系列的剪纸作品格外引人注目，这套作品
共100幅，内容从党的一大到党的十九大，涉
及近2000个人物、100个历史事件。今年年
初，《百年党史》剪纸作品在2020年中国版权
年会上荣获最佳内容创作奖。为了创作这一
系列作品，赵美玲提前一年就开始“备课”
了。她认真请教专家，翻看报纸杂志、点开学
习强国，一遍遍温习党史：“我不仅要把这些
历史放进剪纸里，还要给来研学的娃娃们
讲。”

东海心村地处黄河岸边，赵美玲凭借地
缘优势经营起渔家乐，还建起剪纸艺术博物
馆。这几年，“赵大剪”名声渐响，她把包干到
户、农民有了医保、家门口有了幼儿园、脱贫
攻坚等与老百姓休戚相关的大事小情都剪出
来，展示在博物馆里，前来参观的游客和研学
班日渐增多。《百年党史》当然是剪纸艺术博
物馆新加的“重头戏”，赵美玲希望游客在参
观浏览中受到红色文化的浸润和熏陶。

赵美玲还成立了赵大剪剪纸艺术协会，
进村社、走社区，开展免费培训，她想让大家
在传承剪纸这门非遗文化技艺的同时，利用
闲暇时间补贴家用。她先后培训了2000多
人，常年带动30多人稳定就业，而乡村文化
也在剪纸里变得丰富多彩，“乡村表情”在一
幅幅剪纸里留存下来。

“看看现在幸福的新生活，我是越剪越有
心劲儿，日子越过越有滋味儿。”赵美玲笑着
说，顺着她的视线看去，红窗花、红对联、红灯
笼，眼前的渔家乐里里外外披着“红妆”。

红红火火的日子，走进赵美玲的剪纸里，
更是老百姓真实生活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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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研学的孩子们认真地学习剪纸。

赵美玲专心致志地作剪纸。

□本报记者 王玉琢 通讯员 马聪燕

家住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上海庙
镇沙章图村一社的杨海昌，曾经是上海庙
镇2015年建档立卡国家级贫困户，而现
在的他已成为远近闻名的致富明星。

过去，杨海昌家的主要收入来源靠种
植，但由于家里耕地少，上学的孩子正是
花钱的时候，一家老小过着紧巴简单的日
子。为了增加家庭收入，杨海昌决定借钱
开地，还在芒哈图旧政府所在地建起的市
场借钱盖了房屋，一下子欠下37万元的
债。不曾想市场最终因种种原因未能运
营，投入的几十万元全打了水漂，未如期
获得收益不说，还欠下一屁股的债无法偿
还，杨海昌的满腔热情被扑灭。“艰难的日
子过了几年，但我始终认为只要付出辛
苦，肯定能翻身。”村委会了解情况后，将
他家识别为沙章图村国家级贫困户。

精准扶贫政策带来 1万元的产业发
展启动资金，还为他办理了贴息贷款，更
换了变压器等基础设施，这些扶助增强
了杨海昌脱贫的信心。那几年做买卖失
败，种辣椒失败，但他收获了经验，最终
决定将这笔钱用在扩大玉米种植规模
上，发展生产上。他说：“不勤快，不努
力，不奋斗，再好的政策也没用，政府帮
我们到这个地步已经很不错了，剩下的
就靠自己了。”

2016年，杨海昌租下700亩水浇地，
加上自家的130亩水浇地，全部种上了玉
米。成为村里种植大户的他不断学习新
的种植技术，结合自身多年的种植经验，
摸索出一套新的播种技术，使玉米的成活
率和产量得到明显提高。此外，他还种植
了60亩林地，培育杨树、枣树、松树等，又
养了10多只奶羊，年收入达到了20多万
元。

杨海昌笑着说：“现在觉得日子越来
越有奔头了，感谢共产党的好政策，感谢
新时期扶贫的好待遇。但是我不觉得当
贫困户是光彩的事情，现在政策这么好，
总不能坐享其成等着别人给，别人给的终
究没有自己劳动得来的踏实。”

当耕地减少后，他的旋耕机、播种机、
拖拉机就四处去打工赚钱，“总之不能闲
着，干起来才会有收入。”

当问起家庭教育，他不无骄傲地说，
“其实我最引以为傲的是我儿子，我对娃
娃严格，从幼儿园就住校自立，跟我们一
起干农活，他懂事，学习好。我觉得广阔
的天地是最好的教育”。“小康生活决不能
少了孩子教育，这样的小康才圆满”。 可
不是，据学校老师说，很多的家长都希望
从他那里取经，让孩子到他家里接受田园
历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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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玉琢 通讯员 裴飞雄

“感谢党和国家的政策，让我们家的
日子有了希望……”5月30日，61岁的
王保定高兴的和村干部聊着脱贫前后他
家生产生活的变化。

王保定是鄂托克前旗城川镇大场子村
村民，2017年已经脱贫的他，因为一场突如
其来的车祸导致腿部落下残疾，高额的医疗
费让王保定一家再次陷入困境。

“手术费和后期治疗花费了 9万多
元，家里本来就没有多少积蓄，没办法，
大部分钱都是女儿跟亲戚朋友们借来
的。”说起那段日子，王保定的妻子一脸
的愁苦。王保定这一病，切断了家里的
所有收入来源，即将面临高考的儿子得
知消息后，休学半年回家照顾受伤的父
亲，为了给家里挣点儿钱，他甚至还动了
辍学的念头。

村里了解情况后，积极为王保定一
家排忧解难。同年，他家再次被识别为
建档立卡贫困户。

2018年，精准扶贫的利好政策再一
次点燃了王保定对生活的希望。村里为
他家送去了30只基础母畜和一头母牛，
建起配套的养殖棚圈，考上大学的儿子
也享受到每年1万元的教育补助。

有了产业发展的基础，生活就有了保
障，更有了盼头和奔头。王保定身体痊愈
后，一天都没有耽搁，放羊、养牛、种地成了
家里最当紧的营生，因为欠下的钱要还，儿
子的学费要攒，最重要的是，精准扶贫的及
时雨给足了王保定脱贫的信心。

这两年，王保定一家不仅还清了所
有的欠款，30多只“扶贫羊”变成了近50
只“小康羊”，女儿毕业后在内蒙古工程
学校当起了老师，有了稳定收入，儿子今
年读到了大三，眼瞅着也能赚钱养家了，
经济负担越来越轻，日子也像芝麻开花
节节高。按着老两口的规划，在身体条
件允许的情况下，来年还想再多养两头
牛。如今，和村干部算起家里的收支，老
两口底气十足：“一年光卖羊羔就挣了3
万块钱，今年再把牛养好，生一头小牛犊
就是1万块钱，种的15亩玉米地，除去牲
畜吃的，还能再卖个1万来块钱，一年怎
么也能收入5万块钱左右，管够我们过好
日子了。党和国家政策这么好，我们哪
儿有理由不往前奔的……”王保定的话
语中不仅充满感激，更流露出要把日子
越过越红火的信心和决心。

王保定虽因病返贫，但没有自暴自
弃，扶贫政策帮一把，自己好好干一把，
带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王保定一家甩
掉了“贫困帽”，满怀信心地迈向实现小
康梦的征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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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致富后的王保定夫妇。

王保定及时为羊铡草料。

互帮互助，与农牧民一同奔小康。

杨海昌与他的新型农耕机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