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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赢脱贫攻坚战———奋斗在一线D

目前全县以“三到村三到户”扶

贫资金入股蒙禾源 6735.19 万元，

截至 2017 年底，涉及建档立卡贫

困户 7538 人，3706户，按返利比例

6.5%合计，总分红 447.8875 万元。

蒙禾源投产的五大基地每年出菇高

峰期（6个月）带动当地农民 500人

就业，每月人均收入 2000 元—

4000 元，在制种、养种期间，稳定

就业 200余人。5月 29日，武川县

县长靳春亮，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

徐银苟，副县长张海涛深入蒙禾源

菌业公司圪顶盖基地、耗赖山基地、

不浪梁基地、振兴元基地，深度调研

生产、市场、企业管理和扶贫资金使

用等方面情况，再一次激发了企业

在扶贫攻坚中的示范带动信念。

后山三件宝，莜面山药大皮袄。

作为武川的特色种植产业，莜麦和

土豆种植也责无旁贷成为当地的行

业标杆。内蒙古燕谷坊全谷物产业

发展有限公司以“一手农民一手市

民”为核心经营理念，与当地农户合

作，通过“企业 + 科研 + 基地 + 农

户”的发展模式将种植收购和市场

动态对接。燕谷坊自 2015 开始实

行燕麦订单种植，每年的订单收购

价高于市场价 30%以上，燕麦订单

户户均增收 2000 多元。订单种植

农户发展到 3500 多户，2018 年燕

麦订单基地面积扩大到 4 万多亩，

分布在全县 9个乡镇。对 533 户建

档立卡贫困户实行帮扶“三到户”

（种植订单到户、收割帮助到户、销

售拉运到户）。订单农业有效解决

市场化形势下农民卖粮难问题，促

进农民持续增收和粮食质量安全。

武川县塞丰马铃薯种业有限责任公

司采取公司 +基地 +农户的方式，

在马铃薯主产区布置 5 个马铃薯

种薯繁育示范推广点（每个点 500

亩)，可覆盖贫困户 210 户，既便于

周边农户观摩学习新技术，又方便

种植户购种。由公司牵头大力发展

订单农业，通过北京对口扶贫工作

队协调，目前已与北京凯达公司、山

西旭美公司签定 4000 吨加工薯，

可覆盖贫困户 150 户。公司每年可

安排就业贫困户 43 户，保证贫困

户工资性收入人均 30000 元。公司

筹组技术人员，对贫困户进行全程

跟踪，解决产前、产中、产后服务。

针对 2018 年是武川县脱贫摘帽的

攻坚年，筹措资金 30 万元，用于助

推贫困户脱贫。对目前未脱贫困户，

每户无偿提供 1 亩原种和 1 分地

微型薯，减少贫困户的种植投入，满

足贫困户 3年的大田用种需求。对

于全县已脱贫但仍需巩固提高的贫

困农户提供原种，每公斤优惠 1.0

元。

在武川县延绵起伏的大青山

里，哈乐镇得胜营子村的晟源山茶

厂名声在外。该厂是自治区唯一一

个获得国家QS 认证的中药材茶叶

厂，年山茶销售量 10000 公斤以

上，带动了武川县哈乐镇、得胜沟

乡、大青山乡、二份子乡、上秃亥乡

5 个乡镇的 2000 多亩黄芩种植。

山茶厂由 2012 年创办的内蒙古武

川县晟源山茶专业合作社建设运

营。据合作社的理事长王玲玲介绍，

合作社社员由 6 户发展为现在的

19 户，注册资金从 6 万元发展为

300 万元，每年采茶旺季可解决农

村剩余劳动力 200 余人次，带动部

分老区贫困家庭拔了穷根、摘了穷

帽。山茶厂所在的德胜营村有 10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涉及 19 人，合

作社全部给予帮扶。10户中，有劳

动能力的，合作社发给黄芩种苗，并

上门提供技术指导，并保证回收，收

购价是市场的 2倍。对于没有劳动

能力的贫困户，合作社每年拿出

30000 万元，分给他们用于生活。

合作社不仅将武川的本土山茶带上

了品牌化道路，也为武川农村的产

业扶贫开创了一种自主发展的新模

式。80后的王玲玲于 2015年 7月

成为一名基层党员，在德胜营村委

会妇联主席的位置上工作了 12

年。这位以带动革命老区父老乡亲

共同致富为目的大山的女儿，说起

家乡数度哽咽。情牵家乡，心系乡

亲，这成为她立志通过实业，带领村

民为乡村创建一片新天地的强大动

力。

一张“健康扶贫基金
一站式救助结算单”

在武川县医院院长宋弘的带领

下，我们来到“健康扶贫一站式服务

窗口”。宋院长用一张“武川县健康

扶贫基金一站式救助结算单”给我

们解读健康扶贫对建档立卡户贫困

户的最实惠的政策。这张结算单上

显示，已经结算出院的村民住院费

共计 2168.89 元，农合、保险报销了

83%，因为没有达到 90%标准，健康

扶贫基金兜底报销 148.09 元 ，患

者自付金额是 216.89 元。

由政府主导、部门联动的健康

扶贫机制，主要目标就是让贫困人

口看得起病、看得好病、看得上病、

少生病。针对全县 8924 名（2018 年

识别）建档立卡贫困户，武川县出台

《武川县健康扶贫医疗救助兜底保

障实施方案》，多方筹集资金 500

万元，建立了健康扶贫救助基金，在

原有基本医疗保险、商业保险、民政

大病救助等保障的基础上，再通过

健康扶贫救助基金兜底，使建档立

卡贫人口住院治疗报销比例提高到

90%，个人只需支付总费用的

10%。对于特殊重特大疾病，贫困人

口无力支付住院自费费用的，经武

川县健康扶贫领导小组确认，可进

行再次救助。与此同时，对贫困人口

患者实行“分类救治”政策。对确定

的可一次性治愈的患者，在县医院

进行集中治疗；对需长期治疗和健

康管理的患者，由乡镇卫生院在上

级医院的指导下实施救治、上门送

药和签约服务慢病管理；对患有重

特大疾病需长期治疗或转诊的患

者，在上级医院住院治疗，病情稳定

后转回县医院治疗，医序费用由健

康扶贫救助基金进行兜底保障。对

贫困人口实行“先诊疗，后付费“一

站式”结算政策。贫困人口在县医院

住院治疗的，免交挂号费，免交住院

押金，只需提供相关证明村料，出院

时实行基本医疗保险、商业保险、民

政大病救助等“一站式”结算。通过

这个呼和浩特市第一家上线运行的

“健康扶贫基金报销管理平台”服务

软件，2017年共为 313 名贫困人口

报销 124 万元。2017 年，通用集团

为 11076 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在

人寿保险公司每人投保 120 元、保

额 7.5 万元，总额 132.9 万元，通过

医疗保险助推扶贫。加强民政兜底

保障，对于失去劳动能力的贫困人

口，符合农村低保对象的，纳入农村

“低保”进行兜底，对突发事件引起

的贫困家庭给予大额资金的临时救

助。截至目前，贫困人口纳入农村低

保的有 1502 户 2614 人。

此外，武川县建立了老区贫困

儿童和贫困残疾学生救助金，共将

598 户贫困家庭的 638名学生纳入

教育扶贫范畴，共发放扶贫资助资

金 206.43 万元；并在执行国家“两

免两补”的基础上，该县增加补贴优

惠项目，对县内公办学校住校就读

的幼儿及中小学生免伙食费、补往

返路费和日常学习用品支出，补助

金额在 3000-4050 元之间，并对

考入高校的所有贫困家庭学生每人

每年给予 1万元的资助。

为了“生态大县”的目
标，一场艰苦的探索

二份子乡是近几年精准扶贫和

美丽乡村建设中生态移民动作最大

的乡镇。一路走过，奶母沟、西高湾、

母花以力更、火烧羊圈旧村、南卜

村、庙营等，都基本完成生态移民。

这些小村落，会永远地留在历史里，

留在老一辈人的记忆里，留在乡愁

里。

二份子乡党委副书记郭志忠告

诉记者，二份子乡农民收入的主要

来源是传统养殖业，牲畜游牧散放，

养殖量越大，对原本脆弱的生态破

坏就越大，多年来形成恶性循环，特

别是西南部山区，是全县甚至全呼

和浩特市有名的蝗虫灾害多发地，

农民收入及其微薄，土地十年平均

收入不足 100 元。“十二五”期间，

二份子乡在武川县整体功能区划分

时，全乡整体被列为限制发展区。在

全县编制“十三五”规划时，进一步

完善为“生态修复区”。

二份子乡是生态搬迁工作中，

“收缩转移、集中发展”最有代表性

的乡镇。拆除率达到 80%以上的

村，原则上不再进行覆盖或改造，如

果能达到 95%以上，每人享受安置

补贴 1.5 万元。许多居住人口不足

20%的小村子，都要整体移民。

二份子乡党委政府结合移民搬

迁和土地集中流转试点工程成功的

基础上，走“易地搬迁、土地流转、草

业立乡、恢复生态”的精准脱贫路

子，摸索出一条“政府引导、群众自

愿、政策支持、自主搬迁、一次规划、

分年实施、重点突破、整体推进”的

“二份子乡易地扶贫搬迁新模式”。

实施易地整村搬迁后，在农户

自愿的基础上，将所有搬迁农户的

耕地由政府集中统一流转，视土地

质量每亩每年予以 100—160 元的

补助，流转期为 10 年，种植多年生

牧草，牧草收入全部归原承包农户

所有。2014 年以每亩 160 元的价

格集中流转农民耕地 3.48 万亩，

2016 年以每亩 100 元的价格集中

流转农民耕地 11.4 万亩，2 年共流

转耕地 14.88 万亩。另外，积极争取

上级退耕还林、退耕还草项目指标，

3年共实施退耕还林7.36 万亩。其

中：2015 年实施退耕还林 3 万亩，

2016 年实施退耕还林 0.81 万亩，

2017 年实施退耕还林 3.55 万亩。

2017 年实施退耕还草 10.6 万亩。

全乡总耕地面积 45.2 万亩地，土地

集中流转面积 14.88 万亩，占全乡

总耕地面积的 32.92%；退牧还草

10.6 万亩，占全乡总耕地面积的

23.45%；历年退耕还林面积 14.26

万 亩，占全乡总耕地面积的

31.55%。

“移得出、稳得住、能致富、不返

迁”。二份子乡交出一份“精准”的答

卷。

郭志忠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搬迁村的农民保持原有惠农补

贴（人均 500 元左右）不变，仍享受

农村合作医疗和养老保险，将村内

承包的耕地按每亩 100 元政府统

一流转种植优质牧草、恢复生态，人

均耕地 19.1 亩，人均年收入 1910

元。以花西村委会西号村李兰在家

为例，一家 3 口人，在享受移民补

贴 4.5 万元基础上，家庭年收入

32040 元，其中：1. 流转土地 72

亩×100 元 / 亩＝7200 元；2.退耕

地 7.5 亩×90 元 / 亩＝675 元；3.

相关惠农补贴 615 元 / 人×3 人＝

1845 元；4. 李兰在在企业打工

3000 元 / 月×6＝18000 元；5.种

草 72 亩×产草 300 斤 / 亩×0.2

元 / 斤＝4320 元。人均纯收入

10680元，脱贫不成问题。

二份子乡姚家村通过生态移民

实施中，7 个自然村，358 户，856 人

全部实施生态移民，在火烧羊圈新

村建了 64 户幸福院。土地流转

15600多亩，全部种植有机优质牧

草紫花苜蓿。2015 年，利用“三到

村、三到户”资金，每户补贴 6400

元，购买基础母牛 39头，3 头种公

牛。2016年，又投资 90万元为贫困

户建成 30 套养殖小区，养牛 180

多头。母花以力更自然村 60 岁的

蔺兰柱，由 2014 年的一头母牛，到

现在已经有 6 头牛，别人劝他卖几

头，他就是舍不得，他说：“要往前爬

挣”。现在除了 6头牛的“资产”，他

家的 48 亩土地流转出去，每年都

有 4800 元的收入，此外，粮食综合

补贴有 1500 元，蔺兰柱的媳妇会

季节性去召河务工，生活妥妥的。

在去姚家村采访的路上，不时

会看到一两只鸿雁在草地上或一个

小水洼边伫立，甚至一些土黄鼠不

慌不忙从路上穿过。姚家村党支部

书记郝志文笑着说：“不仅有鸿雁，

还有狐狸。”我们无限好奇，但郝志

文说：“不知从哪里来的，可能生态

好转把它们引来了。”

“草业强基、牧业富民、生态兴

乡”，二份子乡是武川县“草业大县”

的重要目标乡。草业兴乡，这是武川

县最西北的一个乡的艰苦探索，也

是实事求是的一个思路。按照“风蚀

沙化生态恢复型、特色种养结合型、

草种采籽型”，以蒙草抗旱等企业为

龙头，集中连片流转土地，形成规模

稳定的优质牧草种植区，到 2018

年优质牧草种植面积达到 100 万

亩。届时，武川县西部 30公里生态

恢复区将为“生态大县”添上美丽的

一笔。

历史上，植被贫瘠，风沙大，就

是武川的代名词，再加上背靠大青

山北麓，自然条件非常差，森林覆盖

率仅为 16.49%。缺绿，一直是武川

的痛。

首府的后花园怎么能是这样？

“知耻而后勇”，知不足而进。近

年来，武川紧紧围绕建设首府北部

绿色生态屏障的总体目标，实施退

耕还林、天保工程，京津风沙源治理

等国家林业工程、“双百万”绿化工

程以及通道绿化，西部风沙化区绿

化。城镇园林绿化、美丽乡村绿化等

重点区域绿化工程，通过林业生态

工程的建设，全县沙化耕地得到全

面改良，草场退化得到有效遏制。特

别是“六乡连体生态工程”的推进，

使得武川的绿意渐浓。“六乡连体生

态工程”西起哈拉合少乡的杨树坝，

由西至东涉及原西乌兰不浪、纳

令沟、中后河、东土城，上秃亥、

可镇、厂汗木台，至耗赖山乡的

二号地村，全长 110 公里。自

2000 年退耕还林工程实施以

来，到目前为止，共完成工程造

林面积 35 万亩，占全县退耕还

林工程的 39.7%。总体情况看，

“六乡连体工程”通过造林、禁

牧、封育多措并举，林草覆盖度

达到 80%以上，植被类型丰富

多样，水土流失得到有效治理，

生态环境趋向良性发展。

此外，“一镇两带三线”生态

建设工程，也是武川全力打造首

府北部绿色生态屏障的一项重

要举措。其中“一镇”指可镇园林

绿化，努力打造精品样板工程；

“两带”指沿大青山北坡建设水

源涵养、水土保持绿化带，沿哈

乐镇———上秃亥乡建设中部农

田防护林带；“三线”指沿呼武公

路、省道 101 和武召线两侧建

设区域景观绿化带。

这次采访，我们有缘见识“大青

山北坡生态治理工程项目区”的成

果，虽然不似大兴安岭的莽莽苍苍，

但在自然生态原本非常恶劣的国家

级扶贫开发重点县，生发出连绵而

勃然的规模植被，让人在望绿兴叹

之余，是对这片土地和土地上的人

民油然而生的无限敬意。

采访获悉，大青山北坡生态治

理工程自 2013 年开始实施，已完

成山体绿化 30.2 万亩。山川披绿，

家园温馨，习近平总书记的“打造北

部边疆亮丽风景线”的指示和期望，

在全县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在革命

老区人民的坚韧和坚持中，在北魏

古镇渐成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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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旱”! 我们的采访从端

午节后开始，每到一处，不管

是旱地区还是有喷灌设施的

地方，都在喊旱。我们心疼那

些正在等一场雨抽苔的大

蒜，惋惜生态移民后种植的

紫花苜蓿因干旱而枯萎，期

盼一路走过的泛黄的草地快

快返青……6 月 23 日，一场

久违的急雨降临武川，这个

时间，我们的采访车刚刚行

驶出村庄。久旱逢甘霖。看着

干裂的土地上溅起的大朵的

水花，我们给采访过的地方

发去询问。在武川县耗赖山

乡大沙岱驻村帮扶的干部曹

慧发来微信：“下开雨了，村

里不错。没雨就没有收入，有

雨更有信心脱贫。这场雨对

麦子是不大顶事了，对山药

和莜麦真是一场及时雨。”

这场端午前就预报要来

的雨，虽然比祈盼的来得晚

点，但依然让那些播种在田

野的种子，有可能完成其春

华秋实的使命之旅。收获的

希望，在日月腾挪，在大自然

雨露滋润，在一系列“三农三

牧”政策、一系列扶贫攻坚的

惠民政策中，春风化雨，瓜熟

蒂落。

这次连续几天的采访，

曾设想联系采访呼和浩特市

委常委、县委书记云海和县

长靳春亮，但他们表示，武川

县真正值得采访的地方在一

线，那里的人，那里的鏖战，

才有最真、最动人的扶贫故

事。

截稿时获悉，连续几天

的雨，已经让武川县郁郁葱

葱，绿披青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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