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在渤海湾

西南方向的山东省无棣县，有一座碣

石山。山不高却陡峭，方圆二百里孑然

而立，数十万年前火山喷发烧结而成

的火山石铺满山坡。

山坡下卧着一个小吴家码头村，

自改革开放至今，村中财务记录得一

清二楚，40年账目分文不乱。

改革开放以来，这个位于鲁北的

普通乡村始终坚持不折不扣地落实党

在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做到问题不

上交、矛盾不出村、账目清晰、干部清

白、村风清朗，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

“密码”。

小村账里有“大政治”

记者日前见到小吴家码头村党支

部书记吴文奎时，他刚刚和村会计吴

元山整理完 2017 年度光伏发电项目

收益分配方案。

“最后一户贫困户去年也脱贫

了。”吴文奎说，在全面打响脱贫攻坚

战之际，村里安装了 3 套光伏发电设

备，14个脱贫户都有了长期稳定的收

入。

小吴家码头村位于渤海革命老

区，有 176 户、586 人，曾有吴姓子弟

与邻村大吴家码头村组成“吴家连”参

加解放战争，2人牺牲在淮海战役中。

村里有一个传统，每一笔村集体

开支都记在账上。这些账目装满了两

个大木柜，有些纸张早已泛黄，字迹开

始模糊。

小吴家码头村也曾遇到艰难时

期，因为遭受自然灾害，几乎难以

完成上缴任务。1998 年，因天旱缺

水，小吴家码头村小麦减产 40%，

但当年人均提留从 170 元增至 280

元，村民还人均分摊了 45 元清淤工程

资金。

那一年，吴文奎家的小麦全部交

了公粮还不够，他又找人借了粮食上

交。即便是在这种困难下，他依然带领

全村完成了公粮征缴任务，同时紧急

采取补救措施，号召村民种上生长周

期短、产量高的玉米品种，避免出现饥

荒。

在吴文奎最新的笔记本上，他仔

细地记录了学习乡村振兴战略的心

得，并结合本村情况写下工作打算：

“土地流转 200 亩，村西公路垫土，搞

好绿化工程……”

吴文奎说：“咱是一名普通的村支

书，看不到多么远，但是坚定不移地执

行党和国家的决策都是正确的。所以，

只要坚定下来，大伙儿的生活就会更

加美好。”

小村账里有“大和谐”
行走在小吴家码头村，三横三纵

的街道干净利索，房屋整齐划一，村民

间笑脸相迎和睦相处。始终依靠群众、

团结群众、相信群众，加上班子团结、

齐心办事，40 年来，小吴家码头村没

有向上级上交过一个问题，村民朴实，

村风清朗。

近年来，小吴家码头村和其他村

庄一样，外出务工人员增多，村里留守

老人和儿童较多。村党支部为低收入

群众办理低保，帮危房村民盖起新房，

不定期慰问军烈属，牵线搭桥流转土

地增加村民收入，利用村集体收入完

成了村庄新的规划建设。

今年 53 岁的村民吴宝卫长期义

务为村民维修水电，在村民中具有较

好的人缘，被村两委任命为红白理事

会主任和水电小组及调解委员会的成

员。他说，村里很多人都在群团组织任

职，有事冲在前面，有矛盾自我化解，

在村党支部的领导下，没啥解决不了

的问题。

小吴家码头村曾有一条“挑水回

不过扁担”的窄巷，群众出行十分不

便。拓宽这条街道，从动议到完工———

用了 9年时间，有的群众不愿拆掉房

子异地建房，导致工程一缓再缓，村两

委坚持不懈地做好群众思想工作，直

到做通为止，并帮助拆迁居民选址建

房，最终 1米窄巷变成 8米宽街，村民

们对此交口称赞。

小村账里有“大自信”
小吴家码头村的发展历程，充分

展现了党领导下的我国农村建设和治

理成就。其发展路径是“政治意识、大

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的充分

体现，为破解我国农村治理难题带来

重要启示。

在担任村支书的 41 年间，吴文奎

一心扑在村里大小事务上，无论条件

多么艰苦，在两委班子中带头干，承担

责任最多却不拿最高工资，他甚至将

个人奖金分给其他班子成员，赢得其

他班子成员的尊重和支持。

除了务农和做点小生意外，小吴

家码头村两委班子成员没有一人外出

打工或兼职，确保了将主要精力用于

村级事务，得到了广大村民的认可。

碣石山镇党委书记董斌说，小吴

家码头村能在不同历史时期完成党中

央部署的各项中心工作，并结合本村

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关键在于村

党支部始终加强党的理论制度学习，

思想上与党保持一致，行动上才保持

一致。小吴家码头村的村账故事仍在

继续。 据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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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赢脱贫攻坚战———奋斗在一线D

“鸭鸭鸭鸭……鸭鸭鸭鸭……”

走进鸭舍，一阵清脆的喊鸭声传了过来。正值晌午，张艳春

在给雏鸭喂食，刚接雏 6天的小雏鸭跌跌撞撞地向食槽蜂拥过

来，场面很是热闹。

家住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汐子镇郭家营子村的张艳春，是

一位地地道道的农民，祖辈都以务农为生。如今，种地却成了她

家的副业，她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养鸭子上面。而且，收入越来

越高，日子也越过越好了。

“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起来，除了要感谢家门口的好企业，更

要感谢农业银行扶贫贷款好政策啊！”说起发家致富的经历，张

艳春对农业银行的扶贫贷款赞不绝口。

“回想 10 年前，我家唯一的收入来源就是种地，赶上收成

不好的年头，一分钱都攒不下。看着别人家养鸭子都赚钱了，当

时我真是眼热，于是就把家里所有的钱都拿出来，开始和塞飞

亚合作养鸭子，倒也不赔钱，但是本钱少，购买的鸭子数量有

限，每年赚的钱仅够贴补家用，几年下来还是没攒下钱。”

2008年，借助内蒙古塞飞亚农业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 +农户 + 基地”的经营模式，张艳春开始搞商品鸭养殖。

从塞飞亚买回雏鸭，经过一个周期的培育，符合标准后再卖给

塞飞亚。雏鸭供应及时，出栏后的商品鸭也不愁销路，塞飞亚全

程上门服务，这么省心的买卖她是越干越起劲儿。只是受资金

限制，无法扩大养殖规模，养了几年下来，家里的生活条件并没

有得到明显改善。

“与村里那些外出打工的人们比起来，我既不用扔下地里

的庄稼，还能照顾两个孩子，在家门口就能把钱赚到手，我是打

心眼儿里喜欢上了这个活儿。一直想扩大养殖规模，就是缺钱，这

个愿望也就没能实现。两个孩子都陆续上学后，家里的开支也

越来越大。”正在张艳春为扩大养殖的资金发愁时，农业银行的

贷款解了她的燃眉之急。

为支持脱贫产业发展，增强脱贫内生动力，让脱贫产业和

项目带动精准扶贫，带动贫困百姓脱贫致富，农业银行宁城县

支行与塞飞亚合作，以“公司 +农户”的方式，由塞飞亚为农户

提供担保，农业银行为养鸭户发放贷款，既解决了养殖户购买

雏鸭和饲料的资金难题，又减少了塞飞亚公司对养殖户的饲料

赊销，从而大大减少了公司流动资金占用，可谓一举多得。

“从农业银行申请了 5万元贷款，我便着手扩建鸭舍，开始

一点点扩大养殖规模。现在，我的鸭舍一批次可以培育 12000

只雏鸭，一年六批次共能培育 72000只。每只鸭子至少能赚 2

块钱，这样一年下来光靠养鸭子就能纯收入 10多万呢！”

“人要勤快，赶上扶贫的好政策，自然会过上好日子。”说话

间，张艳春将笔者带到了她的家中。走进宽敞的院子，五间新房

子修建的非常气派。红砖墙围起来的院落足足有 500多平米，

水泥铺的地面很是平坦，白色瓷砖铺贴的墙面看上去干净整

洁，东边的车棚里并排停放着面包车、六轮货车和拖拉机。可以

看出来，她家已经算是村里的富裕户了。

“我俩刚结婚时家里困难，一件像样的家电都没有，还是村

里的贫困户。多亏了农业银行和塞飞亚的扶贫好政策，让我们

有了赚钱的路子。现在新房也盖上了，家具家电也都添置全了，

种地的车、拉货的车、代步的车也都有了，这在以前我想都不敢

想。我对现在的生活非常满足，就期待着两个孩子能好好学习，

多给我捧回来几张大奖状！”看着墙上挂着的全家福和孩子的

奖状，张艳春笑得合不拢嘴。

走出张艳春的家，外面就是一片庄稼地。眼下正是初夏五

月，地里的小苗还没有长成，排列的非常整齐，贪婪地吮吸着阳

光雨露肆意生长，一派生机勃勃。

张鸿鹏

本报讯（记者 卉平）苏尼特

羊国家畜禽遗传资源保护核心区

全产业链创新项目推介会暨全国

物流企业招商洽谈会（简称招商

会）于 2018 年 6 月 29 日上午在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新城宾馆隆重

举行。

苏尼特羊国家畜禽遗传资源

保护核心区全产业链创新项目是

内蒙古自治区农业综合开发的唯

一牧业综合开发创新试点项目，

得到了国家、自治区有关部门以

及锡林郭勒盟行署的大力支持。

建设苏尼特羊国家畜禽遗传资源

保护核心区全产业链创新项目，

其目的就是要以国家和自治区提

出的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战

略为契机，充分发挥国家农业综

合开发的优势作用，以市场为导

向、以新型经营主体为主导、以利

益联结为纽带，通过构建全产业

链提质增效，将资本、技术和资源

要素进行集约化配置，使苏尼特

左旗畜牧业生产、畜牧产品加工

和销售与其他业态有机结合，推

动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营方式，

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不断

提高苏尼特左旗特色产业的发展

水平和效益。项目符合苏尼特左

旗纯牧业旗县特点，在产业联动、

要素集聚、技术渗透、体制创新等

方面，突出以县域为范围进行产

业融合和草原畜牧业综合开发的

整盘思考，紧紧围绕资源禀赋与

区位优势，以求逐步形成全旗牧

业综合开发与产业融合发展的良

好态势，获取畜牧业产业化水平

整体提升和地区经济效益、社会

效益的全面提高。

招商会的重要性表现在：一

是聚焦民生、精准扶贫，按照区域

公用品牌形成要素，通过携手牧

民保护、利用和提升优质资源价

值，聚焦资源产权科学开发资源

附加值，在强调保护牧民合法权

益、实施精准扶贫的同时，充分体

现优秀企业的社会责任感。二是

具有公益性与盈利性相结合的特

点，表现在发挥地区生态资源、优

质农牧产品主产区及“标准化 +”

示范区等优势，与优秀物流企业

发展主线、业态拓展、赢利模式形

成合力，在生态保护建设、兴牧致

富长效机制建设以及提升畜牧产

品附加值的同时，增强企业的核

心竞争力。三是具有特色产品、区

域公用品牌与企业文化共建的特

点，政府顶层规划、特色产品定

位、企业供应链能力与标准制定

等，可使企业基于所选择的特色

产品价值与地缘文化的传播，按

照其“一县一品”的产品库建设，

从深入核心产区、定制个性化产

品以及区域公用品牌运营等方

面，增加企业文化底蕴，且通过强

有力的商业推广，将优质畜牧产

品与其民族文化系统传播，共创

文化价值品牌。

养好小鸭子 摘掉穷帽子

乡村振兴 荣誉与效益

苏尼特羊需要精准
从牧场走向市场

这里曾风沙肆虐，寸草不生；

这里曾因干旱缺水，许多土地无

法耕种撂荒；这里的村民曾饱受

风沙之苦，迁往他处谋生……而

如今，这里却成了绿色输出地，村

民们靠曾经与黄沙争夺生存空间

而种植的沙柳致了富。

达拉特旗中和西镇官井村，

是一个地处库布齐沙漠南缘的小

村庄。小村四周一片片绿色的沙

柳、柠条林与远处库布其黄沙，给

人以视觉上的冲击，这道绿色屏

障，严严实实地“锁住”了库布齐

沙漠。

“我们村总面积 33 万亩，林

地总面积 19.2 万亩，其中沙柳

12.3 万亩。这几年随着周边地区

的沙漠绿化不断推进，我们村的

沙柳苗年年俏销，成为一项来钱

快的产业。远的卖到阿拉善盟，在

腾格里沙漠栽种。今年春季，我们

全村卖了 100多万元的沙柳条。”

官井村支部书记周玉小介绍说。

沙柳耐旱、耐贫瘠、固沙效果

好，3年一平茬，平茬后会越长越

旺，不平茬反倒会枯死。“过去平

茬下来的沙柳都做了烧柴，如今

作种苗，村民人均收入过万元。沙

柳是我们村的‘摇钱树’，可以说

我们村靠‘砍树’致了富。”周玉小

笑着说。

二十年前，这绿色，这收入，

官井村的村民们想都不敢想。由

于地处库布其沙漠边缘，以前一

刮风，天地昏黄一片，家家户户连

院墙都没有，只为减少流沙堆积。

可没有了院墙，流沙就直接封门。

沙进人退，全村走的不到一百户

人家。留下没走的村民中，有一名

叫高林树的村民。“他是我们村的

种树第一人，刚一包产到户，他就

把家安在沙窝子里种草种树。现

在都快八十岁了，老人还是不停

地种沙柳。”周玉小介绍说。30年

前，高林树先是种草为主，在沙漠

里扬上了蒿籽，再赶着牛车到 25

公里远的湿地掏上芦根，拉回来

切成节子用犁掩进沙里。果然，当

年收效，蒿籽活了，芦草活了，原

来的漫漫黄沙上出现了一片片绿

草。一年后，他又在离村庄 4.5 里

远的沙圪梁上栽沙柳 500 亩、杨

树 120 亩。一连 9年，高林树带领

全家人奋战在沙里，每年植树造

林 500多亩，树木成活后，再逐步

往沙漠深处推进。现在，他造林近

5000 亩，不仅起到了防沙治沙的

作用，也取得了丰厚的经济效益。

沙柳平茬后，除了自己用苗外，每

年还可以向外出售沙柳苗条，最

多时一年沙柳收入达 18万元。

在他的带动下，官井全村村

民们看到了希望，纷纷开始种沙

柳植树造林。2000 年以后，随着

国家退耕还林、京津风沙源治理

等生态治理工程项目的实施与推

进，官井村村民植树造林积极性

更加高涨。2013 年，官井村成立了

内蒙古自治区第一家林业合作

社———“绿森源林业专业合作

社”，把全村 65 户造林大户全部

纳入合作社。对外联络市场，拓展

沙柳苗销路；对内组织货源，管控

树苗质量和种植。并将 8户贫困

户与合作社捆绑，充分发挥合作

社的凝聚力，带领全村人快速致

富奔小康。

每到植树售苗季节，官井村

村民都忙着收割、切段、打捆、运

送、装车，用工量非常大。这段时

间也就成了村民们“大赚一笔”的

好日子。韩三小、王二娥夫妻是该

村有名的种苗打理好手，“今年春

季，我们夫妻俩干了 40 天，挣了

48000 元。”韩三小满怀喜悦地

说。

“现在村子环境好了，地好种

了。今年帮扶单位和干部帮扶我

家打了一眼机井，把撂荒了十几

年的 70亩地都种上了玉米。环境

好、政策好，我这个贫困户来年就

能脱贫。”贫困户霍玉喜充满信

心。

生态的恢复，改变了官井村

村民们的生产、生活环境。同时，

也吸引了种养殖企业纷至沓来。

“这里周边绿化得非常好，气候清

凉干爽，没噪音、通风好。而且，还

能提供大量的青贮玉米、紫花苜

蓿等优质饲草料，非常适合养殖

奶牛。所以，我们在这里已投入近

2亿元，搞奶牛养殖。目前，已达到

5000 头规模，明年年底将达到

10000 头。”达拉特旗赛优牧业有

限公司奶牛养殖场场长助理杨月

介绍说。

“1万头奶牛，一年需要饲草

料就有四五万吨，我们村种的青

贮玉米等就不愁销售了。”周玉小

接着说道。截至目前，该村已经引

进种养殖企业 5家。

生态环境的改善，不但富了

村民，招来了企业，还聚回了发展

人气。“去年以来，就有 20多户外

出的村民回村发展。回来早的户

子现在可有发展好的了。”周玉小

满是自豪地介绍：“我们村的裴

飞，以前由于环境不好，日子过不

下去。2009 年，领着家人外出打

工谋生。后来知道村子环境变好

了，2013 年，全家都搬了回来，种

树，搞养殖。短短几年，现在种了

5000 多亩林地，养了 500 多羊，

年收入 20多万元。”

昔日黄沙变绿地，昔日愁容

变笑脸。绿色生态效应，让官井村

旧貌换“新景”。

据新华网

官井村里“观新景”

乡村“账本”里的小康“密码”

张艳春家的鸭舍 张鸿鹏 摄

张艳春在给鸭子喂食 张鸿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