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皇甫美鲜 通讯员 张舒君

“如果没有国家的扶贫政策，我这辈子根本
住不起这么好的房子，养着这么多头牛，过上这
么好的日子！”搬进新房子后，雷军逢人便说。

雷军是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黄茂营乡西
河村人。他家因为土地少、缺乏技术，加上两
个孩子在校读书，生活很艰难，2016年被识别
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2019年，雷军一家借着当地易地搬迁政
策的东风，如愿住进了亮堂堂的新房，这让他
们一家打心底里高兴，也激发起了战胜贫困的
信心。

“从前我们一年也就去两次乡里，经常吃
不到新鲜的蔬菜……”谈起以前的生活，雷军
有道不尽的辛酸，靠天吃饭、出行难、上学难、
用电难、吃水难，脱贫致富更是无从谈起。对
于深处大山之中的村民们来说，最大的愿望就
是有一天能够搬出大山，摆脱贫困。

易地扶贫搬迁“搬得出”是关键，“稳得住、
能致富”才是硬道理。为了带动贫困户稳定脱
贫，察右前旗因地制宜，在发展特色、高品质养
殖业上下功夫，出台了养殖安格斯肉牛的一系
列优惠政策解决农户资金问题。凡有劳动能
力和发展意愿的农户和易地搬迁户都可认购，
认购价格为每头1.65万元，其中小额贷款1万
元，政府贴息3年，贫困户可享受菜单式补贴
4000元，个人仅需要2500元就可以认购1头
怀孕母牛。肉牛出栏后，农投公司以高于市场
价协议回收，彻底打消了贫困户的顾虑。

雷军家就是这一政策的受益者，2020年3
月，他一次性认购了5头安格斯肉牛，令人想不
到的是现在雷军自家院子里的牛棚里已经有15
头牛了，为了能跟上丈夫的脚步，妻子吴雪芳也
养起了猪，两人每天一大早，分工明确，雷军喂
牛、吴雪芳喂猪，有时还交流一下养殖技巧。

雷军说：“日子比以前真是翻天覆地，去年卖
了4头牛我就赚了4万多元，加上其他的收入我
一年收入7万多元，你们看看，不比城里的差吧！”

现在，雷军最高兴的就是自己家的15头
肉牛。在雷军眼里，这已经不仅仅是15头牛，
而是15个行走的提款机。目前，雷军又有了
新的烦恼，就是嫌自家院子太小了，他想扩大
养殖规模，而且他还制定了新的目标任务，今
年收入要达到10万元！

去年他的大儿子从学校毕业，并外出务工
补贴家用。他们一家生活越来越富裕，2019年
12月他向村两委申请脱贫摘帽，经过上级部门
的核验，他一家于当年顺利实现脱贫摘帽。

“雷军这是‘养’出来的好生活，现在村里
的其他人，看他家日子过得好了，有事没事都
上他家串门，跟他讨教养殖经验，他不仅自己
实现了脱贫致富，还带动了好多人，现在我们
西河村家家都有产业，每个人私底下都在暗暗
较劲，就怕落人后，让人笑。”黄茂营乡西河村
党支部书记张选说。

在雷军的带动下，周边的贫困户也开始学
习养牛技术，共同致富。同村的薛忠也是建档
立卡贫困户，看到雷军养牛发了家致了富，64
岁的薛忠开始学习养殖安格斯牛，并于2020
年实现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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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海军
通讯员 范诚 宋晓燕

“要不是借着政府的‘东风’，赶上了棚
户区改造的好时候，能住上新楼房，真是想
都不敢想。”说起新房，郭凤莲常常是感激
不尽。

近日，记者来到郭凤莲所居住的乌兰
察布市集宁百旺小区，只见地面硬化平整，
车辆停放有序，三五居民围坐在一起唠家
常，孩子们追逐嬉戏，整个小区一派和谐。

敲开郭凤莲的家门，南北通透、功能完
善，屋里窗明几净，首先映入眼帘的现代风
格的家具，图案精美的壁纸更是折射出了
主人对家里装修的用心。“这是客厅、这是
厨房、这是两个孩子的卧室……”郭凤莲热
情地招呼记者，“房子大约120平方米，一
家 4口住着正好，既不拥挤、也不空落落
的。小区有物业，大门口有保安，进出有电
梯，现在的生活真是太幸福了！”

其实，2019年像郭凤莲这样通过棚户
区改造实现“安居梦”的居民在乌兰察布市
集宁区并不是个例。“刮风一身土，雨天两
脚泥”是曾经棚户区居民生活的真实写
照。棚户区，因房子结构老化、存在严重的
质量问题和消防安全隐患，行路难、取暖
难、吃水难、排水难、如厕难等成为了棚户
区居住环境的“代名词”。当时，“出棚入
楼”是棚户区居民最大的梦想。

2019年 2月 2日，距离过春节还有 2
天时间，李克强总理在集宁区看望慰问
棚户区居民时指出，一定要把棚户区改
造工作做好做实。为落实总理指示精
神，按照上级党委、政府的要求，集宁区
迅速成立了棚改工作领导小组，全力推
动，全员出动，同时建立了由处级领导包
抓项目、部门包联片区、干部包联到户的
三级包联工作机制，实现了日签 300户、
月签万户的“集宁速度”，棚改各项工作
成效卓著。

“我家的房子2019年4月份就办了拆
迁手续，5月我们就领到了回迁的新房钥
匙，经过自己的精心装修，9月就住进了新
家。”说起整个搬新家的过程，郭凤莲连连
夸赞党和政府为民办实事，工作效率高。

生活条件好了，心情也舒畅了，日子就
过得越来越有奔头！“这两年，乘着‘棚改’
东风，我们家可谓是喜事连连。”郭凤莲一
边翻着照片，一边和记者话起了这几年自
家的喜人变化，大女儿去年考上了公务员，
小女儿如愿考上了医专护理专业，自己也
就近找到了合适的工作，和和美美的全家
正朝着小康生活大步迈进。

从“忧居”到“宜居”，郭凤莲家中的
变化，正是乌兰察布市集宁区棚户区改
造、改善居民群众生活环境的一个缩
影。据了解，“十三五”期间，集宁区实施
了规模空前的棚户区改造，近4.8万户棚
户区居民“出棚进楼”，被评为“全国棚改
激励支持城市”，困扰群众多年的安居梦
稳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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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海军 通讯员 陈琳 张蜀雁

我们驱车来到四子王旗查干补力格苏木巴
音嘎查牧民图门达来的家，远远看到10多匹马
在草场上悠闲觅食。推开家门却没人，再循声而
去，记者在羊圈找到了图门达来，只见成堆的饲
料和草料堆在料棚里。今年51岁的图门达来正
忙碌着往饲料槽里倒饲料，羊儿们争先恐后地挤
过来抢食。

这时，图门达来挺直腰板招呼大家“回家喝
茶！”两间砖瓦房窗明几净，他自豪地说：“现在，
我们的生活条件是越来越好了，家里的积蓄也越
来越多。去年，从内蒙古大学毕业的闺女由于成
绩优秀，被保送到上海大学就读研究生。这对于
我们这个普通的牧民家庭来说，就是最大的喜
事。”

从图门达来的父辈开始，就一直以养牧为
生。在2005年之前，他与多数牧民一样，靠养殖
土种羊和本地牛为生。然而，他们的女儿从小学
起一直在外就读，一年下来，辛辛苦苦赚的钱除
了供孩子上学、购买饲草料、贴补家用便所剩无
几。

2005年，一次偶然的机会，嘎查支书对图门
达来说养杜蒙羊比养土种羊挣钱，并鼓励他试
试。“光听说，那不成，得考察！”为了更深入了
解杜蒙羊（杜蒙萨三元杂交肉羊），图门达来在嘎
查支书的陪同下，对赛诺种羊公司进行了实地考
察。

内蒙古赛诺种羊科技有限公司可了不的，创
立于1997年，技术力量雄厚，是首批国家肉羊核
心育种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自治区农牧业产
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和自治区扶贫龙头企业，每年
向全国20多个省市提供优质种羊及标准化技术
服务。

他又对养殖户进行了考察，排除了疑虑，下
定决心养殖杜蒙羊。

从2005年开始养殖到如今，经过16年的不
断学习和摸索，他们的小日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如今，杜蒙羊成了他们夫妻俩口中的“致
富羊”。

在羊圈里，他边忙着给羔羊饮水，边对记者
说：“以前养土种羊的时候，收入少，也没钱搞投
资，现在收入多了，我们新建了草料房，弄了机电
井，一摁按钮就可以让羊喝上水，省时省力。家
里还安装了监控设备，坐在家里就能看到自家羊
群在草坡的情况，以前想也不敢想！这几年，我
们已经换了两台越野车了，出门办事也方便多
了。”

“这个杜蒙羊的效益就是高！”这是图门达来
经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以前养活300多只土
种羊，一只羔羊才能卖300多元，还不好卖。他
从2012年将原有的土种羊全部换成杜蒙羊后，
效益明显增加。近三四年，他家已发展到300多
只杜蒙羊，一年内可以产下450只左右羔羊，一
只羔羊价格可达1200元左右，光卖羊羔就能收
入50多万元。

为了提高产率和效益，他依然时不时地向赛
诺公司专业技术指导人员请教养殖技术，从饲草
料搭配到打针防疫都是自己亲手做。渐渐地，图
门达来的养殖技术越来越高，成了远近闻名的养
殖行家。

图
门
达
来
：
﹃
坐
在
家
中
看
监
控
放
羊
，以
前
想
也
不
敢
想
﹄

□本报记者 皇甫美鲜 通讯员 王俊霞

小满前后是马铃薯原原种育苗的最
佳时机，在商都县七台镇喇嘛板村马铃薯
原原种繁育基地，55岁的村民范美玲正忙
着往自己承包的大棚里进行移种马铃薯
苗，这些种苗可都是内蒙古希森马铃薯组
培室里培育的，精贵着呢。

范美玲身高体宽，皮肤黝黑，干活手
脚麻利，是村里有名的干活儿能手。但是
移苗的时候，却不敢像平时干其他农活儿
一样随意。这些嫩绿的种苗，承载着她丰
收的希望。因此移栽种苗的时候，她是小
心翼翼的搬运着，然后轻轻地将种苗分
开，再轻轻地将种苗插在泥土里，最后再
慢慢地给种苗培上土。她精心呵护着这
些“宝贝”，生怕自己手脚太重伤着了。

范美玲从2019年开始承包大棚种植
马铃薯原原种，每年承包两个，今年是第
三年了。此前范美玲和老伴在县城打工，
收入少也不稳定。不仅要供养女儿读大
学，而且还面临着给儿子娶媳妇，家里经
济状况十分窘迫。

正当范美玲为此愁眉不展时，村委会
建成了107个温室大棚，租赁给内蒙古希
森马铃薯种业有限公司运营，由村专业合
作社负责经营管理，并与农户签订脱毒马
铃薯原原种合作繁育协议，由农户种植脱
毒马铃薯原原种种苗，每户种植2个大棚，
每个大棚租金3500元，希森公司负责提
供种苗、技术指导和原原种回收。曾经在
希森公司马铃薯组培室打过工的范美玲，
觉得这是一条不错的增收致富路，于是在
2019年，她第一次大胆地承包了两个大
棚，当年收益5万多元。见到效益后，去年
范美玲又承包了两个大棚，又增加收入3
万多元。

“我每年从5月中旬开始育苗，9月初
就开始卖钱了，一年也就忙活100多天。
一个大棚育苗大约是7万株，每株苗能结
原原种 4个左右，大约收获 20万粒马铃
薯原原种。秋收的时候，原原种根据品种
和大小按个儿卖的，一粒原原种可卖到
0.3元左右，卖了1.5万多块钱。有的人有
经验，也会种，下辛苦，一个大棚就卖了2
万多块。”谈论起这两年的种植效益，范
美玲脸上挂满了笑容。并且范美玲靠着
这两年种植原原种的收入，去年给儿子娶
上了媳妇，还还清了女儿上大学时的贷
款。

“我今年又承包了两个大棚，秋天最
少每个大棚也能收入1万多元。种大棚比
在外面打工轻松，收入也稳定，也不是特
别累，两个大棚我自己就能种好。女儿大
学毕业后又顺利地考住了研究生，还找上
了对象，说是等我不忙的时候就领着对象
回来看望我们老两口呀。我们又帮着儿
子在县城里买上了楼房，小孙女也出生几
个月了，我是越活越高兴，靠着龙头企业

‘薯’钱，日子越来越有奔头。”说到今后的
生活，范美玲充满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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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军与妻子。

雷军正在喂牛。

郭凤莲（右）向记者展示她家照片。

百旺小区一隅。

图门达来看监控。

图门达来和他的杜蒙羊。

范美玲（右）与村民在大棚里插马铃薯秧苗。

快乐的劳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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