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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赢脱贫攻坚战———奋斗在一线D

扶心扶绿扶产业 精准发力摘帽脱贫
———武川县打赢脱贫攻坚战推进纪实

心在一起，幸福就能
奋斗出来

“您年龄这么大，腿又不方便，

怎么还下地做营生呢？”“别人这么

帮我，我自己也圪挪得往前刨闹了

哇！”

这是我们冒着午后的酷热在

地头见到杨兰栓的对话。

大青山乡庙底村 77 岁的杨兰

栓看见井尔沟村党支部书记刘志

保就踏实，刘志宝看见贫困户地里

齐刷刷的紫皮蒜苗就欣慰。

大青山乡井尔沟村党支部书

记、第一书记、驻村帮扶工作队副

队长刘志保本来带着我们直奔杨

兰栓的家，但家里没人。刘志宝边

打电话便和我们说：“我有村子里

一半人的电话。”确定杨兰栓在地

里，去田里找他的路上，一位叫张

满才的老人也一路随着我们来到

杨兰栓的地边。

见到杨兰栓时，他正蹒跚在自

家的蒜地里，说蹒跚，不仅因为他

已经年近耄耋，更是因为他的双腿

的痼疾。两个膝盖绑缠着厚厚的塑

料布。紫皮蒜种植需要锄 5 次草，

因为前两次雇人不太放心，这次老

人亲自动手侍弄。刘志宝介绍，

2014年，杨兰栓因为年龄和身体原

因进入低保户，2017 年被动态调整

识别为贫困户的杨兰栓，是因房没

有达标，而成为贫困户，现在 20 米

的危房正在改造。见我们疑惑老人

年龄大、身体有点不利索，为什么

还要种植大蒜，刘志宝说，2014 年

大蒜产业作为扶贫项目后，村委会

征求了老人的想法，老人很有心

劲。村委会综合考虑后，多次和老

人沟通，商量了专门的帮扶措施，

在大蒜种子、浇水安排上，为老人

跑前跑后。杨兰栓今年种了七八分

的大蒜，能收入 5000多元。他指了

指身边的张满才说：“他比我还大 2

岁，快 80 呀，看人家多硬实。”大家

接着他的话：“所以您也要像人家

一样，健健康康活着。”张满才老人

在 2016年已经脱贫，他种了 1.5 亩

大蒜，1亩葱，如果灌溉和销路没有

问题，老人依托产业脱贫就能持

续。

这一次地头相见，刘志宝再一

次把健康扶贫政策告诉杨兰栓，腿

疼了，可以去县医院看，零挂号费、

零住院押金。杨兰栓开始还问：“上

一次就听说过啦，真的哇？”后来看

到众人恳切的回答，又看看自己的

腿，咧开嘴笑了：“我就知道政府和

帮扶干部们想着我。”

扶贫，聚焦再聚焦，精准再精

准，就是要坚持一个问题一个问题

解决，一件事情一件事情盯办。井

尔沟缺乏水源和配套灌溉设施，大

大限制了大蒜种植面积和产量。

2017 年刘志保联系呼市经信委下

拨资金 7 万元，进行设施农业建

设，今年继续为扶贫项目再投资 6

万元。在驻村之前，刘志保担任武

川县经贸局书记一职。大青山乡是

他曾经工作、生活了 25 年的革命

老区，因为熟悉、热爱这块地方，

2015年他主动放弃县城的工作、生

活，下到农村。2018 年 5 月 8 日，

在上级领导调研井尔沟时，刘志保

汇报了当地情况，并针对阿路板村

水地面积小的实际申请到了该自

然村修建蓄水池和新安装节水灌

溉设施，工程完工后新增水浇地

150亩，所有的新增水浇地将全部

用于大蒜种植。经测算每亩年产出

大蒜为 400 辫左右（每辫大蒜 30

头约 1.25 公斤），每辫按内蒙古巧

妈妈酿造有限公司保底价格 20 元

计算，亩均毛收入为 8000 元，每亩

纯收入可达 6000 多元。刘志宝盘

算，按这个计算，村里像杨兰栓这

样的低保户，稳定脱贫不成问题。

武川县重点贫困村有 53 个

（自治区级贫困村 33 个，市级贫困

村 20 个）。2014 年全县精准识别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6064 户 13050

人，经过三年努力减贫 5454 户

11738 人，2017 年初还有 610 户

1312 人，武川县贫困发生率也从

2014 年的 8.9%下降到了 2017 年

的 2.15%。2017 年底动态调整后，

全县系统在册建档立卡贫困户为

6712 户 13775 人，其中：2017 年底

新识别贫困户 1262 户 2440 人、返

贫 235 户 471 人、年初脱贫目标剩

余贫困户 120 户 226 人，合计共有

未脱贫人口为 1617 户 3137 人；

2014-2017 年标注稳定脱贫 2233

户 4878 人。

“守住民生底线，最紧要最迫

切的是要集中力量坚决打赢脱贫

攻坚战，决不让一个困难群众在全

面小康路上掉队。”内蒙古自治区

党委书记李纪恒在武川慰问、调研

时指出，武川县是国家级贫困县、

革命老区，做好脱贫攻坚、加快老

区发展，是各级党委政府的政治责

任、历史使命。县委县政府要把脱

贫攻坚作为发展头等大事和第一

民生工程抓紧抓好。

对于这场脱贫攻坚战，没有旁

观者。武川县成立了全县精准脱贫

领导小组，县委书记、政府县长任

组长，为在 2018 年成功打赢脱贫

攻坚战，成立了脱贫“百日攻坚”办

公室，由县精准脱贫领导小组直接

领导，成员由相关部门抽调骨干力

量组成。各乡镇全部设立了“由 3

人以上组成的精准脱贫工作办公

室”。1名自治区级领导、9名市级

领导、36 名县级领导联系乡镇；69

个市级包扶单位帮扶全县 79 个贫

困村；93 名“第一书记”到村帮扶履

职履责、牵线搭桥、引资引智、参与

建设。全县成立驻村工作队 91支，

确定队长 91 名（其中市级 71 人、

县级 20 人），共委派队员 284 名，

实现了驻村工作全覆盖；市级确定

“一对一”包扶干部 1777 名，县级

确定下派“一对一”包扶干部 1924

名，对 4493 户 8924 名建档立卡贫

困人口进行包扶。按照《武川县脱

贫“百日攻坚”行动实施方案》，市、

县两级帮扶干部、驻村干部尽锐出

战，决胜脱贫攻坚最后一公里。

职责、使命当头，民生、民情在

心，县文体广电局驻可镇福如东工

作队队员李永宏把文化旅游的思

路带到村里，结合福如东的实际，

他着手茶丝驼道旅游项目打造计

划、蒙元文化项目建设工作，他还

和村里的一些低保户成了忘年交；

县教育局驻哈乐镇根根渠行政村

工作队队员李路，在当地组织群

众开展文化文艺活动，激发贫困

群众脱贫内生动力，完善当地饮

水等基础设施建设；县水务局驻

哈拉合少乡后营子行政村工作

队，解决干旱山区灌溉基础设

施，为当地农户致富增收创造条

件；县档案局从局长赵雪莲到包扶

干部，对包扶户的情况了如指掌，

包扶成了朋友。

不一而足。

正如呼和浩特市城发公司金

桥热网分公司派振兴元驻村工作

队吴星成在微信里和记者说到的：

“在其位，谋其政。如果真正能为这

里的老百姓办了实事、做了好事、

解了难事，能帮他们找到一条适合

自身发展的致富路，我们的坚守也

算是有了回报，无愧于心。”

2018年 6月 4日，内蒙古自治

区党委常委、呼和浩特市市委书记

云光中再一次赴武川县调研指导

脱贫攻坚工作。武川是呼和浩特市

唯一的一个国家级扶贫开发重点

县，这已是他第 13 次到武川县调

研，深入 9 个乡镇，到过 28 个村。

这是一份对老区的责任，更是一份

惦念。这一次，他把全市脱贫攻坚

工作推进会暨全市扶贫领导小组

第 5次会议开到了武川。在武川县

二份子乡南书计行政村小南沟自

然村，云光中看望了贫困群众，实

地调研了二份子乡十万亩柠条草

业种植项目，对武川县在破解脱贫

攻坚推进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再次

进行了深入研究。从自治区到呼和

浩特市的领导和各部门，大家的每

一次行程始终和武川完成“人脱

贫、县摘帽”的奋斗脉搏跳动在一

起。

在这场没有退路、只能打好打

赢的硬仗中，从上到下，心始终跳

在一起，劲始终拧在一起。

“你好，我是大沙岱村驻村干

部，有好品质的旱地费瑞特，送货

上门，需要吗？”带着村民的嘱托，

宣传部驻耗赖山乡大沙岱村干部

曹慧利用休息日一天跑了 47 家饭

馆酒店。

大沙岱村是区级贫困村，村子

没有自己的集体经济组织。驻村工

作队协助村委会成功注册了合作

社，并命名为“武川县裕农祥种植

专业合作社”。合作社成立后没有

资金作用无法发挥。驻村工作队干

部常常在深夜思考合作社的出路。

有一天晚上曹慧想起了曾采访过

的某企业负责人，希望得到帮助。

经过多次沟通联系，企业为合作社

设计制作土豆箱 8000 个。从去年

底到现在，大沙岱前后以较高的价

格销售村民箱装土豆约 15 吨，袋

装土豆约 10吨，在市场低迷的情

况下，通过“合作社 + 农户 + 市

场”，使每公斤土豆售价在 1.4 元

-4.4 元不等，极大保障了种植户的

利益。在大沙岱村，新派第一书记

那木尔告诉记者，他是 3 月 28 日

来的，29 日就投入工作。通过入户

了解情况，他最大的感悟是要让农

户接受新事物，要在感情上帮助他

们。带着激情和感情，从呼和浩特

市赛罕区道路运输管理局来到大

沙岱驻村的那木尔和他的伙伴们，

把一份开发村里鱼塘发展生态旅

游和筹划建一个粉条厂的报告交

了上去。采访中，曹慧告诉记者，去

年刚驻村时，一村民对他毫不客气

地说“你们这些干部就闹虚的了，

一点儿实事不办。”年底，还是这户

村民说：“这些年轻人不错，给村民

办了不少实事。”

甚至在曹慧的驻村扶贫工作

记忆里，有这样的暖色：幸福院的

赵补套老人找到他说隔壁 89 岁的

贾花女老人想买一枚银戒指戴，他

得知后即抽时间到县城正规金店

精心选购了一枚戒指，交给赵补

套。

这样的暖色，在全县各级包扶

派驻的 5000 多名干部中该有多

少？

一头蒜、一颗土豆、一
粒莜麦、一朵蘑菇、一叶山
茶……是脱贫的产业资
源，更是未来

因为武川县是国家级扶贫开

发重点县，扶贫攻坚工作更是硬仗

中的硬仗。呼和浩特市常委、县委

书记云海在脱贫攻坚工作整改会

上特别指出：“要在帮扶举措上更

加精准，按照‘缺什么补什么’原

则，坚持以户为单元，紧扣基本情

况、致贫原因、脱贫措施、帮扶举措

等方面，进一步完善‘一户一策’精

准脱贫计划，确保做到因村因户因

人施策。特别要把产业扶贫作为脱

贫攻坚的主要途径和长久之策，全

面推进‘四条产业发展链’，构建有

效的利益联结机制，实现户有增收

项目、村有致富产业的目标。不仅

要解决农民当下的生活，让这些产

业成为精准脱贫的产业，成为防止

农民返贫的兜底性产业，也要考虑

为农村打开一个通往现代文明的

窗口，还要谋划为农民未来发展积

蓄坚实后劲。这就需要考虑每一个

村的未来发展，把产业主导的理念

树立起来，为振兴乡村战略夯实根

基。”

大青山乡井尔沟村位于武川

境内的抢盘河下游，平均海拔 1400

多米，属于典型的小盆地气候，种

植紫皮大蒜有独特的地理、气候条

件。已经有 50 多年的种植历史。井

尔沟紫皮蒜品质独特，耐储存，辛

辣度高，含大蒜素干物质多。别的

蒜用醋泡 6 个月就有异味，但井尔

沟紫皮蒜泡 10 个月也没有异味。

村支部书记刘志宝告诉我们，井尔

沟紫皮蒜种植基本上都是羊粪施

肥，这也是井尔沟紫皮蒜产业化形

成和逐渐扩大规模的基础保证之

一。

2014 年，井尔沟开始申报“大

蒜种植”扶贫项目，并与内蒙古巧

妈妈食品公司签订收购合同。巧妈

妈的收购，解决了农户“敢种”的问

题。也助推了大蒜产业的顺利实施

和可持续。虽然其他地方的大蒜有

时低至 3.6 元 / 公斤，井尔沟大蒜

是一公斤达二十几元，但巧妈妈还

是二话不说签了合同。企业的社会

责任和企业家的担当在整个精准

扶贫工程的实施中，彰显并光大。

井尔沟从 2014 年种植大蒜

13.5 亩发展到 2017 年种植 73 亩，

纯收入 29 万多元。2018 年 5 月 5

日村委会又与内蒙古巧妈妈食品

酿造公司签订 3 年保底收购贫困

户大蒜和扶贫项目资金链接贫困

户返红利合同，每年返红利 7.5 万

元，资金主要用于贫困户、大病和

特别人群补贴。刘志保说“我们利

用“三到村、三到户”扶贫资金每年

为每户建档立卡贫困户资助 1000

元用来发展大蒜种植，激活他们内

生动力积极性，加快脱贫致富步

伐。”今年，在井尔沟村党支部的带

领下，在刘志保的推动下，该地大

蒜种植面积共计 122.1 亩，同比增

长 67.3％。其中 9 户贫困户种植

4.5亩。正常脱贫户 30户种植 24.1

亩。现在，以回村创业大蒜种植专

业户王瑞瑞为牵头人，“井尔沟大

蒜”商标已经审批通过。井尔沟为

王瑞瑞注资 40 万元，帮助发展种

植和电商平台建设。一路而来，途

中就有“井尔沟紫皮大蒜种植基

地”标识的牌子，提醒我们目的地

就在前面。

耗赖山乡振兴元村呼和浩特

蒙禾源菌业公司 39 号蘑菇大棚

里，李栓林正忙着摘蘑菇。今年 59

岁的她是耗赖山振兴元五福号自

然村的，她和丈夫王全明都在蒙禾

源务工。丈夫是合同制，她是季节

性务工，两人的收入都有保证。武

川县宣传部派驻振兴元干部周作
升介绍：“耗赖山乡在蒙禾源菌业
公司务工的农户主要集中在圪顶

盖、耗赖山、振兴元和大豆铺几个

村委会，这几个村因为土地流转面

积、‘三到村、三到户’效益入股分

红项目、就近打工还能捎带照顾自

家庭院经济等因素，务工综合效益

也比较明显。振兴元村委会在蒙禾

源食用菌务工人员现在有 42 人，

其中有 1对父子，6对夫妻，4 户稳

定脱贫户，包括 1户低保户，1户五

保户，另外是 33 户普通农户。”问

到收入，周作升说：“以 4 月份为

例，人均收入 2727 元。”

走进武川县可镇福如东上

鱼得水村张美云家，她的老伴

崔茂出去放羊了，她正在和面

准备晚饭。一盘顺山过火炕透

出农家特有的气息。隔断一边，

厨房灶台上放着盘碗和舀水

瓢。里屋的地上有两盆花，开得

正艳。

71岁的张美云身体不是

很好，心脏有些问题，说话轻言

慢语的。在驻村干部的介绍中，

她举起沾着湿面的手让我们

看，指关节还有些变形。张美云

家是2014年识别的贫困户，在

实现“两不愁、三保障”，且纯收

入高于4000元后，于2016年

脱贫。脱贫不脱政策，精准扶贫

工作中，因户制宜，一方面帮助

他们增加水浇地，发展生产，另

一方面，县财政负责缴纳商业

保险，看病可以报销一部分，而

且老两口已经被纳入社保。在

大家一致的关心询问中，张美

云说：“好好的，谁想当贫困户？

我宁可激激活活做营生挣钱过

好日子，也不想因为生病当贫

困户。”在张美云家，《精准扶贫

家庭收入情况检测表》和《可镇

建档立卡贫困户年度人均纯收

入测算登记表》让人对她家的

情况一目了然。我们离开出院

门时，几只羊涌进来。崔茂老人

回来了。老人以前是医生，一脸

喜颜悦色。聊天中，老人说了这

么一句话：“都说养儿防老，赶上

这样的好社会，干部们又这么

贴心，有儿女没儿女都一样。”

汗水洒在大地上，成果留

在农户家。

是一场要下决心打赢的脱

贫攻坚硬仗带给了张美云现在

的生活。

“精准脱贫、精准扶贫”，一

声吹响的以脱贫增收、亲民惠

民为目标的攻坚号角，一个确

保到 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

农村贫困人口全部实现脱贫，

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

整体贫困，做到脱真贫、真脱贫

的庄严使命，让崔茂、张美云们

从“建档立卡”被精准聚焦，实现

了“两不愁、三保障”，进而享受

到“老有所养，安居乐活”实实在

在的持续扶贫政策、扶贫措施、

脱贫保障。这些政策、保障就像

老人家里的那盘过火炕，温暖

而踏实。

事实上，在武川县可镇福

如东村，因为昆都仑河和抢盘

河合抱福如东于两侧，地下水

资源丰富，在全村21357亩田

地中，水浇地占到95.5%，这对

于武川县全境缺水的情况而

言，可谓得天独厚。在贫困户正

常脱贫之余，发展乡村旅游和

绿色原生态种植，已经成为新

时代福如东村委会的新实践、

新作为。

有产业、有人气，日暮时

分，牛羊归圈，饭菜飘香，这就是

乡村振兴的景致。

武川县大青山乡井尔沟村村民在大蒜地里劳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