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资料图片

32018 年 5月 8日 星期二 编辑 欣然 版式罗万玲

关注

57 岁的井贵鱼每天最大的乐

趣就是到黄瓜大棚里走一走，看着

一根根渐渐长大、颜色翠绿的黄瓜

挂在藤上，有说不出的高兴。“今年

种了两棚黄瓜，基本上不施化肥，

主要用羊粪等有机肥料，虽然产量

减少，但黄瓜品质好，口感好。”他

说。

井贵鱼是内蒙古自治区巴彦

淖尔市五原县隆兴昌镇农民。去

年，经商多年的他在老家隆兴昌镇

锄禾农业生态园区承包了 3 个大

棚，种起绿色蔬菜。

走进井贵鱼的黄瓜大棚，潮湿

和泥土气息扑鼻而来，成垄的瓜秧

上结着翠绿、鲜嫩的黄瓜，三五个

工人正忙着修剪瓜秧。井贵鱼随手

拧下两根黄瓜，在水桶里面涮洗一

下，塞给记者说：“我这里的黄瓜都

没有农药，安全放心，你们尝一

尝。”记者拿起黄瓜咬了一大口，立

即感到脆嫩爽口，清香甘甜，一下

让记者想起童年时黄瓜的味道。

当记者说出感受时，井贵鱼打

开了话匣子。“小时候，黄瓜是孩子

们最喜欢吃的‘水果’，味道香甜，

嚼在嘴里，脆爽，水分大。”

在井贵鱼的记忆中，从 20 世

纪 90年代开始，不少农民为了追

求产量，通过大量施用化肥提高产

量。就拿黄瓜来说，每亩地施 50公

斤化肥，也不轮作，导致土地板结，

滋生多种病害。井贵鱼感慨地说：

“种出来的黄瓜一年不如一年，都

没有了黄瓜的味道。”

井贵鱼介绍说，他种植在大棚

里的黄瓜、西红柿、葡萄都有严格

的种植标准，严控化肥使用，不喷

化学农药，通过农作物生长周期早

做预防减少病虫害，使农产品达到

绿色标准。他说：“比起市场上的黄

瓜，棚里的黄瓜上市要晚一些，但

口感好，价格最高时卖到 1公斤 10

元，有时还供不应求。”

巴彦淖尔市位于黄河“几”字

弯一带的河套平原，素有“塞外粮

仓”美誉，是内蒙古农产品主产区。

近年来，随着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深入推进，巴彦淖尔市提出打造

河套全域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生产

加工输出基地，农民的种植观念也

由追求产量转变为追求质量。

几天前，乌拉特中旗乌加河镇

联丰奋斗村农民李永强与当地农

牧业企业签订有机小麦种植订单。

“种有机小麦，不能用一点儿

化肥和除草剂，只能用一些羊粪等

农家肥，锄草全靠人工，种地费事

多了。”李永强笑着说，不过，1公斤

小麦能卖到 7 元，而普通小麦只能

卖两三元钱，每亩纯收入超过

2000元，“辛苦点也是值得的”。

当地农业主管部门通过推广

测土配方施肥、水肥一体化技术，

鼓励秸秆还田等措施，提高农产

品品质。巴彦淖尔市农牧业局相

关负责人介绍说，今年，全市计

划推广控肥增效技术 260 万亩，增

施有机肥 370 万亩，改善土地质

量，带动农民增收。 据新华社

甘肃省天水市武山县龙台镇近万

亩梯田油菜花近日如期盛放。黄绿相间

的层层梯田，漫山遍野的油菜花海，错

落有致的田野村庄，星罗棋布的山居人

家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前来。

龙台镇镇长丁世雄介绍，因为地处

二阴山区，海拔高，春季气温回升较慢，

降水充足，龙台镇油菜花海具有层次感

强、花期长、颜色鲜艳等特点，有“最美

梯田油菜花海”的美称。

如今，种油菜已成为当地农民增收

的重要途径之一。龙台镇马年村村民杨

五月来告诉记者，油菜播种方便，收割

也方便。1亩地若种麦需要播种 20公

斤，种油菜则只需 1斤油菜籽，一个女

人就能完成收种，效益还比麦子更好。

“家里从 2013 年开始大面积种植

油菜花。之前主要种小麦、大麦和土豆，

一年种地收入七八千元。现在种油菜花

后，全年下来能有 1万多元的收入。”

杨五月来说，“花落后半个月开始收籽，

然后自己榨油。1斤油菜籽可以卖到 3

元，1斤油可以卖 8.5元。”

56 岁的马年村村民田升有说，

全村共有 1800 多亩地，其中将近

1000 亩地是种油菜花。全村 249 户，

家家都种油菜花。1 亩地种粮补贴有

30 元—40 元，从今年开始，当地政府

还给种植油菜花的农户 1亩地补贴 50

元。

龙台镇的“花海经济”带活了周边

村庄的旅游相关产业。随着基础设施完

善和村庄环境美化，越来越多农户筹划

着“农家乐”“渔家乐”。龙台镇党委书记

郭红海介绍，在油菜花海观光活动期

间，日均游客可达到 5000 人次，整个

活动期间游客可达 15万人次。

眼看快 12 点了，龙台镇董庄村村

民柏杨兵家的“农家乐”开始热闹起来，

门口的私家车和大巴车渐渐停满。柏杨

兵告诉记者，游客赏花过后就会来“农

家乐”消费，一天能接纳四五百人，“五

一”期间最高的时候一天能收入 2万多

元。为了接纳更多的游客，他们将原先

的 10个凉亭和包厢扩展到了 30 个。

另一位“农家乐”老板郭磊是哈尔

滨人，之前是办塑料厂的。“听闻龙台镇

这边的油菜花能吸引大批游客，就来这

里办‘农家乐’，‘五一’期间一天就来了

3辆大巴车的游客。”

丁世雄介绍，依托 5月初的油菜花

海旅游观光活动，龙台镇旅游产业、特

色种植养殖、基础设施建设等有了长足

发展，累计带动 4个村 50户 224 名贫

困人口实现脱贫。政府还鼓励当地群

众，特别是建档立卡贫困户先后发展起

了 10家各具特色的“农家乐”，同时鼓

励当地剩余劳动力在“农家乐”打工，一

个月收入两三千元，使他们在实现脱贫

的基础上能够持续增收。

“每年 4 月下旬到 10 月上旬也是

龙台镇纳凉避暑的好时节，油菜花海旅

游观光活动过后，游客还可以来体验天

然氧吧，品尝当地特色的冷水美鱼。”丁

世雄说，这样就有效破解了赏花“一阵

热”的问题。

如今在龙台镇，油菜花开，赏花带

动村民增收；花落结籽，也能给农户带

来不错的收益。

据新华网

乌兰察布：

攻坚鼓响撼阴山

全面小康，一个不能少；共同富裕，一个不能

掉队。脱贫攻坚是一场必须打好打赢的硬仗，关

乎全局、关乎长远、关乎根本。

春天里，记者一行深入我区脱贫攻坚的主战

场之一———乌兰察布市。在这里，脱贫攻坚战已

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期，急促的战

鼓声声响起、连绵不绝。在这里，我们深刻感受到

全市从上至下，不折不扣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指示精神，扎实推进脱贫攻坚的坚定信心和

不懈努力。

前不久，自治区党委十届六次全会、自治区脱

贫攻坚推进会胜利召开，为动员全区上下更加扎

实有效做好脱贫攻坚各项工作，进一步压实责任、

明确任务、传导压力。

而我们欣喜地看到，乌兰察布市在自治区党

委、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正凝聚扶贫工作合力，集

中攻克深度贫困堡垒，解决产业扶贫、健康扶贫、

易地扶贫搬迁等重点难点问题，全力以赴向打赢

脱贫攻坚战、实现全面小康冲刺。

窥一斑而知全豹。就如乌兰察布市一样，只要

有背水一战、抓铁有痕的决心和力度，我们就一定

能够打好打赢脱贫攻坚这场硬仗，向党和人民交

上一份满意答卷。

据《内蒙古日报》

姻记者手记

思维之变：
“授之以渔”方能彻底告别贫困

“下一步要深入贯彻全国两会精神，对我们

嘎查来说，就是要进一步转变发展方式，大力发

展草原旅游业、调整养畜模式、优化生产方式，让

大家生活一天比一天好……”

3 月 27 日下午 3点整，格日勒图雅嘎查党支

部的小会议室内座无虚席，刚从全国两会归来不

久的嘎查党支部书记朝勒孟，正在向党员和牧民

群众宣讲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

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分享他的两会经历，并和大

家一起憧憬和规划草原的未来。

台上讲得仔细，台下听得认真。一位身着崭

新蓝色蒙古袍的小伙儿不时抛出几个问题，格外

引人注目。令人想不到的是，这个很有精气神儿

的小伙儿几年前竟然是个贫困户。他叫布日格

德，今年 35 岁，几年前借外债养羊准备大干一场

时，却遇上养羊成本升高、羊价大跌的市场行情。

他不仅欠了 40 多万元外债无力偿还，家中生活

更是一落千丈，成了贫困户。“那时候，上有老，下

有小，日子真是难。后来，政府给我家盖了新房，

建了带储草棚的棚圈，还打了深井，日子逐渐缓

了过来。”布日格德说。

“你们瞧，那就是我开的旅游点。”顺着布日

格德手指的方向望去，只见远处公路边有一栋红

顶白墙的房子，旁边坐落着蒙古包群。“日子好点

儿以后，包扶单位、苏木的领导，还有嘎查的朝书

记都鼓励我再做点儿啥。他们总说，不能赔了就

啥也不干了吧？”在大家的鼓励下，布日格德渐渐

有了信心，在 2016 年办起了牧家乐，一年纯挣了

10多万元，当年就脱了贫。如今，他一心一意经营

旅游点，还购进了 20匹马，组建了供游人骑乘的

马队。

“格日勒图雅”汉语是光明的意思，距四子王

旗旗政府所在地 35 公里，以畜牧业为主导产业，

四子王旗旅游专线贯穿全嘎查。朝勒孟书记介

绍，这几年通过至上而下的多项扶贫措施，帮助

贫困户搞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畜牧业，鼓励离公路

近的牧户开办牧家乐。去年，格日勒图雅嘎查有 9

户贫困户实现了脱贫。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扎实推进脱贫攻坚，

增强了我们脱贫攻坚的决心。过去扶贫，大多以

帮扶为主，等于是给贫困户‘输血’，现在不能只

靠这些政策，还得搞产业，让他们能挣上钱，实现

自我‘造血’。”朝勒孟说。

正是基于“从输血到造血”思维方式的彻底

转变，朝勒孟准备将现有的 8 户贫困户组织起

来，让他们用草场和牲畜入股嘎查里科技含量较

高的养羊合作社，通过分红、打工等方式提高收

入。据了解，这些贫困户多为老弱病残，缺乏发展

旅游业的条件，通过这个方式，能让他们也拥有

一份属于自己的产业。

兜底之策：“强力之手”
坚决遏住贫困势头

今年，乌兰察布市下决心聚焦薄弱环节，精

准施策，坚决打好脱贫攻坚战。这其中，完善大病

兜底保障机制，解决好因病致贫问题，就是主攻

目标之一。

去年，家住四子王旗东八号乡万兴厚村的贫

困户牛鲜桃，因患多发性肌炎、股骨头坏死住院

治疗，一共花费了 5万多元。在四子王旗推出的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大病医疗保险 +商业

保险 +民政医疗救助 +民政大病慈善医疗救助

+健康扶贫基金”的精准扶贫模式保障下，她个人

只支付了 3400 多元。

“健康扶贫基金”是最终的兜底保障，由政府

投入 500 万元设立。建档立卡贫困户在经过保

险、救助等补偿后，一年自付医疗费用仍在 5000

元以上的，“健康扶贫基金”将发挥威力———将超

过 5000 元以上的部分给予全额补偿救助。此举

有如一双“强力之手”，切实遏制住了因病致贫、

因病返贫态势。

今年，乌兰察布市还将进一步提升健康扶贫

水平，将全市贫困人口大病住院和慢性病报销比

例从 90%提高到 95%以上，同时取消了贫困人口

医药费报销救助起付线。

兜底保障，让贫困户在异地搬迁、教育扶贫、

社会保障等方面也都得到了实惠：2017 年，全市

累计资助贫困家庭学生 1.4 万人；开工建设移民

集中安置点 253个，可安置贫困人口 1.4 万人；将

2.2 万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纳入低保，做到了“应

扶尽扶、应保尽保”。

走进格日勒图雅嘎查牧民宝德琪琪格的家，

一套新建的两居室砖瓦房映入眼帘。去年脱贫的

宝德琪琪格 50多岁，丈夫几年前去世后，她卖掉

牲畜、出门打工挣钱供两个孩子上了大学。“以前

我住的是危房，政府进行危房改造给盖了新房、

棚圈，还拉了电、打了深水井、配套了小草圐圙，

帮助我渡过了难关。”如今，两个孩子先后大学毕

业，她靠政府配套的基础设施养羊，年收入 1 万

多元。

乌兰察布市扶贫办提供的资料表明，危房改

造是制约乌兰察布市 2019 年整体脱贫的一大短

板。这意味着，2018 年是关键之年，乌兰察布市必

须啃下这块“硬骨头”———计划完成危房改造 4.8

万户，实现农村牧区危房改造全面“清零”。

今年的“清零”任务能完成吗？查干补力格苏

木党委书记赵文忠介绍说，全苏木现有精准扶持

的贫困户 85 户 173 人，还有 36 户没有解决安全

住房问题，年底要全部解决。

“我们准备通过多种途径解决，一是就地改

造。二是针对老弱病残，在征求本人意见后搬迁

到镇里幸福院居住。三是对于想要投亲靠友的，

我们准备给一些经济补偿。分类施策，让所有人

都实现安居。”赵文忠说。

攻坚之宝：“产业扶贫”
能让幸福扎下深根

“我们村的特色，就是在党支部的带领下，一

手抓集体经济，一手抓脱贫攻坚，进行菜单式扶

贫，政府‘配菜’、干部‘上菜’、群众‘点菜’！”丰镇

市元山子乡沙沟沿村驻村第一书记杨孝堂说。杨

书记所说的“菜”就是产业，这两年，沙沟沿村的

贫困户尝到了产业扶贫“大菜”的香甜。

第一道菜，乡村旅游产业。五棵杨民俗体验

园得名于入口处的 5棵大杨树，枝头缀满小红灯

笼，散发着独特的乡土气息。

走进体验园，左手一排是依次挂着供销社、

豆腐坊、磨坊等牌子的乡村文化体验作坊，右手

则是可提供餐饮、住宿的农家院，园外的采摘园

也已规划完毕。“党支部商量好了，体验园全部建

成后，就把 8个体验作坊、10 户农家院全部承包

给贫困户经营，每户交 1000元承包费，经营收入

归己。”杨孝堂说。

第二道菜，獭兔养殖业。从去年起，沙沟沿村

开始养殖订单獭兔，现有獭兔 400 只，其中贫困

户有 125只，其余均为集体所有。

贫困户的獭兔由村集体代为集中饲养，每年

有 2000 元稳定分红，4 年合同期满后，兔舍、基

础獭兔都归贫困户所有。“这样做的好处，一是獭

兔养殖风险大，如有损失就由集体经济进行弥

补，为贫困户规避了风险。二是基础设施集中管

理，有效防止了扶贫资产流失，还能帮贫困户积

累养殖技术和经验。”杨孝堂说，去年起步的獭兔

养殖业，今年预计收入将突破 11 万元。

第三道菜是扶持有能力的贫困户发展黄牛

散养，第四道菜是扶持贫困户依托当地企业进行

生猪托养。沙沟沿村的目标就是落实乡党委的要

求，做到“家家有产业，人人有措施”。

再过一个月，政府帮扶购买的“扶贫牛”就要

生小牛犊了，这让 68 岁且常年患病的邸明旺特

别高兴。从他家的《乌兰察布市精准扶贫贫困户

手册》可以看到，去年，除了政府给发放的化肥、

地膜等农业种植补贴外，他家还托养生猪一头、

獭兔 5 只，各种扶贫产业和补贴加起来，全年人

均纯收入达 4551.5 元，实现了稳定脱贫。

沙沟沿村现有 394户、803 人，其中建档立卡

贫困户 79户。截至 2017 年底，已有 53户实现了

稳定脱贫。“脱贫攻坚工作是丰镇市的头等大事、

是最大的民生工程。而产业扶贫是打赢脱贫攻坚

战的关键所在。”丰镇市副市长张军介绍。

2017 年，乌兰察布市有 163家龙头企业、专

业合作社和能人大户，与贫困户建立了紧密的利

益联结机制，直接帮扶贫困人口 4.2 万人。2018

年，乌兰察布市计划设立 10 亿元的扶贫产业发

展基金，下决心让没有集体经济的嘎查村“清

零”。有了产业就能保障贫困户不再返贫，脱贫就

有了可持续性，也让幸福扎下了根。

地跨阴山南北的乌兰察布市，自古就

是兵家必争之地。由于自然条件等因素的

制约，这里也是出了名的“穷地方”。经历

了多年的扶贫，截至 2017 年底，这里仍有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8.4 万人。因此，乌兰

察布市自然就成了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今

年，乌兰察布市计划减贫 4.7 万人，一场

硬仗在急促的战鼓声中打响……

阴山北麓，全国人大代表、四子王旗

查干补力格苏木格日勒图雅嘎查党支部

书记朝勒孟，从北京归来办的首件大事，

便是制定嘎查的脱贫攻坚方案，将最后 8

个贫困户纳入肉羊养殖产业，采取“贫困

户 +合作社 + 公司”的形式，“让他们都挣

上钱”。

阴山南麓，正忙着春耕备耕的丰镇市

元山子乡沙沟沿村，驻村第一书记杨孝堂

“最看好”的獭兔养殖业，去年已为贫困户

每家分红 2000 元。此刻，他正着手继续扩

大养殖规模，准备将更多的贫困户纳入其

中，使其成为脱贫攻坚的真正“利器”。

阳春三月，暖风轻柔地跨越阴山南

北，蛰伏了一个冬天的小草勇敢地冒出了

嫩芽。就像与这生机勃发的季节有过约

定，乌兰察布市两位村（嘎查）干部都将开

春以来的头等大事锁定为脱贫攻坚。用他

们的话说，这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内

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扎实推进脱贫攻

坚”的具体行动。

一根黄瓜的童年味道

甘肃武山：梯田花海兴业富民

姻脱贫攻坚进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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