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于海东 郝飚

“董老师”叫董永胜，是乌海市海勃
湾区海北街道办事处尽人皆知的百姓
名嘴。他曾是下岗职工，在政府和社会
各界的帮扶下，随着生活逐步好转，他
为社会也要做点事儿的愿望也越来越
强烈。退休后，他在办事处和社区做起
了义务宣讲工作，让党的声音“飞人寻
常百姓家”。

虽然今年已经67岁了，但一走进群
众中宣讲，董永胜立即就精神抖擞起
来。

“给群众宣讲，不能空讲大道理。”
针对不同的听讲对象，董永胜在内容和
形式上都会有变化。对小学生，他就从
一件件孩子们的小事讲起，教育他们扣
好人生第一道纽扣；对大学生，他结合
自己的人生经历，讲大学生如何在走向
社会参加工作前做好准备；对社区里的
老人，他和大家一起回忆过去的岁月，
对比今天的美好生活，激发大家感恩中
国共产党、感恩国家。

前不久，在一次社区党史学习教育
宣讲时，董永胜对听讲的社区群众说：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退休都有工
资吗？”群众都说：“有！”“啊，那就好，现
在生活越来越好，退休每年涨工资，是
谁领导的？”群众齐声说：“共产党！”

“好，那我接下来就是要给大家伙说说
共产党是怎么领导中国发生翻天覆地
变化的，怎么给人民幸福生活的。”

听了他这段话，到场的社区群众都
齐刷刷地坐了下来，认真地听他讲述党
和国家发展壮大、波澜壮阔的历史。几
年的宣讲不仅让群众熟悉了他，也让董
永胜对党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共产党
确实伟大，这么大的国家治理得这么
好，我作为一名普通党员，有责任给宣
讲出去。”

7年来，董永胜宣讲的足迹遍布乌
海市各个部门、军营、企业、学校、社区，
累计宣讲1100多场次，受众达11万多
人次。

董永胜也因此获得了“海勃湾区
关心下一代工作特殊贡献奖”、乌海市
创建“五好”基层关工委先进个人、“乌
海身边好人”、自治区“优秀宣讲员”等
荣誉称号。

如今，他担任着海北街道办事处
“不忘初心宣讲团”团长，全团共有宣讲
员30人，既有刚参加工作的90后大学
生，也有 85岁的“80后”退休老干部。
带着这支队伍，董永胜每天兴致盎然去
宣讲。“我们宣讲人永远是年轻”，他感
到自己的小康生活无比美好和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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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永胜正在宣讲。

董永胜与宣讲团成员一起探讨党史宣讲。

□本报记者 于海东 郝飚

初夏时节，乌海市绿色生态农业产业园栋栋温
室里一派生机盎然景象。眼下正值柿子、黄瓜、西
甜瓜、桃等蔬菜瓜果的成熟期，前来采摘尝鲜的市
民络绎不绝。

“今年到现在，来我们这里采摘的市民差不多
有5万人次了。”这片大棚的种植户郭永胜说。

对于郭永胜来说，这是最忙的季节，每天不仅
要接待市民游客，还要穿梭于每个大棚里加强田间
管理。“你看到的这些葡萄都是夏黑，今年是种植葡
萄的第三个年头，也到了收获的时候，预计端午节
前后就能上市。”在一栋葡萄大棚里，串串葡萄饱满
圆润，已由绿变黑。望着自己亲手呵护的葡萄，郭
永胜的喜悦溢于言表。

今年48岁的郭永胜是乌海市绿农永胜农民专
业合作社的负责人，也是乌海市远近闻名的温室蔬
菜水果种植能手、致富带头人。如今，他的合作社
拥有温室大棚130多栋，入会社员100 户，年销售
额300多万元。合作社种植的草莓 、水密桃、西甜
瓜、西红柿等蔬菜水果不仅热销乌海及周边，还成
为响当当的明星农产品。

1997年，郭永胜一家便开始在当时的乌达区乌
兰乡开始试验温室大棚种植。“那会儿连水田是啥都
不知道，更别说温室了。可没想到，一年下来，2栋棚
竟挣了4000多元，当时一家人真高兴。”郭永胜说，
当年温室大棚主要种植柿子、黄瓜和辣椒等蔬菜，一
开始什么都不懂只能自己慢慢摸索，经常起早贪黑，
吃住都在棚里，那时温室大棚就是他的第二个家。

随着种植经验的成熟，他种出的蔬菜、西甜瓜
等蔬菜瓜果产量高、品质好，价格比同类产品高出
一倍。特别是西甜瓜供不应求。他们一家走上了
小康路。

“虽然自己富裕了，但不能忘了乡亲们，得带着
他们一起奔小康。”富裕后的郭永胜有了新的目标。

为了带动更多乡亲致富，2007年，郭永胜带头
成立了乌海市绿农永胜农民专业合作社。合作社
围绕农区居民需要，开展生产经营和种植技术服
务，并对社员生产的蔬菜进行统一销售，形成了“合
作社+基地+社员+市场”的经营模式。

“成立合作社的初衷就是带动乡亲共同致富，
以前日子苦，我知道在别人困难时拉一把有多重
要。”在搞好合作社生产的同时，郭永胜以技术带动
扶贫，无偿为蔬菜种植户提供蔬菜苗、技术服务、信
息咨询。闫栓虎曾是乌兰淖尔镇泽园社区的贫困
户，郭永胜教他怎么种西瓜，并免费提供5000株种
苗。学到了种瓜的技术，老闫年收入增加了3万多
元，说话都有底气了。泽园社区的贫困户郝四娃没
有一技之长，郭永胜帮他联系给温室大棚拉农家
肥，一年下来能有5万元的收入，让他当年脱了贫。

几年间，郭永胜已经帮助20多户建档立卡户
实现稳定脱贫，为社员无偿提供优质蔬菜种苗100
多万株。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只对贫困户进
行物质上的帮助是不够的，还得教给他们先进的种
植技术和成熟的种植经验。让他们通过劳动挣钱，
可以一辈子受益。”郭永胜坚定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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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在郭永胜的温室里采摘。

□本报记者 于海东 郝飚

“领导，啥指示？嗯嗯嗯，好的，王书记，坚决落实！”
如果说这是一个儿子接听母亲的电话，而不是

自己领导的，是不是觉得有点儿诧异。
电话接听者叫孟祥安，是乌达区一家企业的部门

领导，他口中的“王书记”是他的母亲王凤婷。母亲告
诉他，如果周末不出差不值班就回家里聚餐开会。

今年76岁的王凤婷老人是海勃湾水利枢纽工
程的库区移民，虽然一辈子只是普通党员，但她在乌
达区爱民佳苑社区可是名人。她为人热心，积极参
与社区公益事业，并且，她子女教育得好，这个15口
人的大家庭妻贤子孝、和谐幸福，因此获得了“全国
五好文明家庭”荣誉。

每个周末，一大家子人最重要的事就是围坐在一
起，吃一顿团圆饭，听“王书记”指示。听完儿子儿媳、
女儿女婿和孙子孙媳汇报完一周的工作情况后，“王
书记”就会语重心长地说：“你们现在干得都挺好，但
是不能骄傲，都是党员，不能干坏事，在工作上要带
头。”特别是对三个儿子说：“你们哥仨在单位大小都
是领导，不要拿人家东西，要把本职工作干好，不要有
抱怨，要做好表率，管好了自己才能去管别人。”

“妈，您放心，我们都记在心上了。”虽然几个儿
子都50多岁的人了，但落实指示不折不扣。

当然，“王书记”是很讲民主的，指示完，她立即
向晚辈征求批评意见：“妈也有做得不对的，你们看
到了要说。”特别是对三个儿媳妇说：“对妈有啥意见
就说出来，我好改。”几个儿媳们都笑着说：“妈，您这
样的婆婆上哪找去，别人都羡慕我们呢。”

王凤婷老人一家15口人中有7名党员，子女们
都开玩笑说：“31年党龄的老妈就是咱们家的‘支部
书记’。”每周一次的家风会议让勤俭、自律、诚信的
家风在三代人间传承。这个家风会议从2014年开
始一直持续到现在。在家风会议上，儿孙辈们听老
人“讲那过去的故事”，感受今天生活的美好。

虽然已退休20多年，但王凤婷闲不着，非常热
心社区的事。她不仅是小区业委会主任，还是小区
党员志愿巡逻队成员。每天早上8点，她就出门巡
楼了，哪个楼道乱堆杂物了，哪个人遛狗不拴绳了，
她都会管一管。小区里楼上楼下邻居吵架闹矛盾，
更是离不开她化解。社区工作者杨金萍说：“王姨这
人热心，有威望，社区里的人都服气她。”

去年年初防控疫情期间，老人不仅自己参加小
区门口值勤，还发动全家人都参与。

好家风深深影响着子孙们，他们谨记老人教诲，
个个工作、学习努力上进。二儿子孟祥安在单位负责
工程造价工作，经手了20多亿预决算款项从没出现
过差错。三儿子孟祥权多次被单位评为技术改革带
头人和爱岗敬业先进模范。以身作则，言传身教，王
凤婷老人获得了社会的尊重，她先后获得乌海市首届

“十大优秀母亲”、优秀共产党员等20多项荣誉。
年轻时，王凤婷和丈夫上要赡养3个老人，下要

照顾4个子女，一家人日子过得清苦。现在虽然要
照顾行动不便的老伴，又忙着社区的事，但她整天脸
上挂着笑容，她说：“现在的小康生活多好啊，日子越
来越美，我每天特别开心，不觉得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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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郝飚

“哞哞哞”，一大早赵子清刚从外面回来，院
里的20多头牛就叫个不停。“它们这是渴了。”停
好电动三轮车，赵子清麻利地将一桶桶水倒进牛
槽，看着牛排成排喝水，他不由地嘴角上扬，现在
对于牛的习性，赵子清可以说是行家了。

“要不是政府的帮扶，我的日子哪可能翻
身。”眼前这位皮肤黝黑、右手残疾的人4年前
还是村里的建档立卡户，如今依靠养牛实现了
脱贫，还成为远近闻名的养牛能手。

今年62岁的赵子清是乌海市海勃湾区千里
山镇巴音乌素村村民，年轻时在生产队干活出了事
故，不幸失去了右手，再加上妻子乌云高娃常年患
病，全家就靠着9亩地维持生活。虽然日子不好
过，但赵子清勤快肯干，为了改善生活，只要自己
能干的零活儿，他就抢着去干。2012年，靠着多
年来攒下的钱，他们家才勉强盖起了一座砖瓦房。

房子盖起来了，赵子清家的日子更加捉襟见
肘了。2014年，他成为巴音乌素村的建档立卡贫
困户。后来，靠着村集体经济的分红、医疗报销比
例的提高、帮扶单位时常送来的米面油等脱贫政
策的扶持，赵子清家的生活开始慢慢有了起色。

但赵子清并不满足，“不能只靠政府养着，
要靠自己的努力，像其他人一样致富奔小康。”
细心的赵子清发现，近年来牛肉的市场需求稳
定，价格波动不大，而且自己家就有很大的空
地，就盘算着养几头肉牛发展养殖业，可一想到
买牛的资金，他又没了信心。

一次，海勃湾区扶贫干部入户了解贫困户
的需求，赵子清大胆说出想养牛的事儿，没想到
不到一个月时间，一笔5万元的扶贫贴息贷款
就发到他手里。此时，妻子乌云高娃却很担心，
对他说：“万一赔了咋办，咱们拿啥去还银行的
钱？”但赵子清坚信，养牛致富是一条好路子。

说干就干，赵子清用5万元贷款买了20多头
牛犊。对于这些“宝贝”牛犊，他百般呵护，每天天
不亮就起床，为牛添饲料，清扫牛舍，深夜还要再
到牛棚转一圈，观察牛的生长情况、健康状况等，
发现异常，便会及时诊治，不敢有半点疏忽。

虽然每天累得双腿像灌了铅，可赵子清却
顾不上休息。他买了很多养牛方面的书籍，利
用一切空闲时间一本本地读，凭着一股钻劲儿，
他掌握了牛的适应期、增肉期、催肥期等知识，
使自己从门外汉到变成养牛的行家里手。

“将打碎的青草与骨粉、玉米面混合起来喂
牛效果非常好，在草料里加入酒糟，酒的香味既
能增加牛的食欲，还能促进肠胃消化……”提及
养牛的技巧，赵子清说得头头是道。这期间，海
勃湾区住建局还帮着赵子清改造了牛棚，驻村
工作队还各方联系帮着跑销路，让赵子清更加
放心大胆地养牛。

如今，他养殖的肉牛个个膘肥体壮，皮毛发
亮。他不仅还清了5万元贷款，还在想着扩大
养殖规模。“今年这批出栏的牛预计就能卖20
多万元。”看着牛棚里的牛，赵子清兴奋地说。

赵
子
清
的
养
牛
致
富
路

赵子清的牛。

提起自己的牛，赵子清就兴奋不已。

王凤婷向党员志愿者传授经验。

王凤婷和老伴翻看获得的荣誉。郭永胜看着即将上市的葡萄，感到幸福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