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 月 23 日，包头市萨拉齐镇

遭遇极端天气，下午 5点突降暴

雨，短短半个小时造成全旗大面

积积水，并引发山洪。

山洪倾泻而下冲入萨拉齐收

费所出入口匝道，水深达 1.3 米，

将高速公路中间护栏杆淹没，通

往包头方向和由东向西进入萨拉

齐的道路被阻断。收费所组织人

员立即展开抢险，大家浑身湿透，

光着脚在满是泥泞的护坡上扛起

重达百斤的大泵来回更换投放

点，终于在第二天凌晨五点，水位

下降，车辆可以正常通行。闫冬梅

日前，建设银行推出“建行手

机银行交话费，送假日乘车险保平

安”营销活动。

从 2018 年 7 月 16 日至 2018

年 9 月 15 日期间，内蒙古地区个

人持建行卡用户只需下载登录最

新版手机银行客户端，进入“悦享

生活”频道一次性缴纳话费满 20

元，即可在支付成功结果页面免费

领取保额 10 万元的假日乘车险一

份。

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领取后的客户可享受保险期

间为一年，保额 10万元的假日乘

车保障。若被保险人在乘坐营运汽

车或私家车期间遭受意外伤害并

以该意外事故为直接且单独原因

导致身故、伤残的，保险人依照约

定给付保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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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赢脱贫攻坚战———奋斗在一线D

办酒席的流动“五彩大棚”消

失了，乡村小路上，婉转悠扬的马

头琴声在空中回荡……内蒙古自

治区通辽市科尔沁左翼后旗如今

正奏响乡村振兴的美丽乐章。

“五彩大棚”消失了
移风易俗育出文明乡风
佟志辉拿出自己的“随礼账

本”给记者看，小小的牛皮本上记

满了密密麻麻的“礼单”：老孙家孩

子升学 200 元，老李家乔迁 200

元，老王头儿子结婚 500元……佟

志辉是散都苏木敖包嘎查的会计，

前几天他对着账本拢了拢，吃惊地

发现，过去十年自己花出的“份子

钱”居然有 21.3 万元。

佟志辉说，过去村里升学、红

白喜事都兴大操大办，村民们互相

攀比，看谁家排场大、礼金多，有的

贫困户甚至贷款去随礼，“份子钱”

成了村民沉重的负担。

“大家心里都反对，但碍于面

子，没人捅破这层窗户纸。”散都苏

木党委副书记吉如和说，近几年科

左后旗大力开展农村移风易俗，成

立“红白理事会”，制定“红白喜事

简办、升学宴不办”等村规民约，有

效刹住了大操大办、铺张浪费之

风。今年各嘎查村更是挨家挨户做

思想工作，不少村民都签订了拒办

升学宴承诺书。

“往年这时候早就‘随’出去好

几千了，今年到现在为止，一份儿

都没有，减轻很大负担。”佟志辉

说，自己的女儿今年也考上了大

学，他没有为女儿办升学宴。老乡

们到村部坐在一起喝茶、嗑瓜子、

拉家常，以“茶话会”的形式代替升

学宴。

据当地村民介绍，过去每年一

到七八月份，办酒席的流动“五彩

大棚”就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各

嘎查村，而今年几乎没有看到一顶

“五彩大棚”。

“除了不办升学宴，旗里还通

过提倡‘零彩礼’婚礼、组织孝老爱

亲评比等举措，开展农村移风易

俗，让文明乡风在每个村民心中生

根发芽。”旗委宣传部长李凌芬说。

“民俗馆”“宣传队”搞起
来 聚住乡情留住乡愁

饸饹床子、奶食品模具、蒙古

袍……走进常胜镇地河村民俗馆，

承载着民俗文化和浓浓乡情的老

物件映入眼帘，每个展柜旁都配有

一段文字，向人们讲述老物件背后

的乡村记忆。

“这些民俗物件都是从当地村

民家收集的，把它们放到民俗馆集

中展示，传承乡村文化，留住乡愁，

记住乡情。”常胜镇党委书记蔡树

郡说，镇里定期组织中小学生参观

民俗馆，让青少年了解家乡的历史

和文化。

在科左后旗，提起茂道吐苏木

高井嘎查，人人竖起大拇指。近几

年，高井嘎查落实中央精神，大力

开展农村公共文化建设，目前已成

为全旗最具“文艺范儿”的嘎查村。

这里的百姓吹拉弹唱、“舞文弄墨”

样样精通。去年，村里请来两位书

法老师免费教村民写毛笔字，如今

高井嘎查已经有了十几名“乡土书

法家”，文化活动室的墙上挂满了

村民们写的蒙古文书法作品，村里

还为村民们举办了“故乡情”主题

书画展。

除了蒙古文书法，四胡、马头

琴、好来宝、广场舞也都是高井嘎

查村民的拿手项目，村里成立了文

艺宣传队，经常去周边文艺展演。

每年春节，村民还会自己编排节

目，上演一场充满乡土特色的“农

牧民春晚”。

高井嘎查党支部书记文光说，

村民们每天在一起排节目，相互间

的感情越来越深厚，通过开展乡村

文化建设，不仅留住了美丽乡愁，

还凝聚了浓浓乡情。

“马文化”产业兴起来
助力村民“既富口袋又富

脑袋”
茂道吐苏木巴首嘎查的马头

琴制作车间里，工人们正细致地给

马头琴打磨、雕刻、上漆，一把把精

美的手工制作马头琴跃然眼前。

科左后旗被称为“马王之乡”

和“英雄上马的地方”。近几年全旗

依托“马文化”打造民族特色文化

产业，2017 年，巴首嘎查与通辽市

一家民族乐器公司合作，成立村办

企业“阿吉奈马头琴制作有限公

司”，培训当地村民马头琴制作技

艺，为他们提供马头琴车间工人的

岗位。由于制作工艺精美，巴首生

产的马头琴在市场上一直供不应

求。

35 岁的张翠莲是巴首嘎查建

档立卡贫困户，弟弟有严重智力障

碍，公公又得了脑血栓，两个病人

都需要她照顾。去年年底，张翠莲

来到村里的马头琴制作车间做打

磨工作，每月工资 2400元。“就在

家门口打工，不耽误照顾病人，又

不耽误种地，这么称心的工作上哪

儿找去？”张翠莲说。在巴首嘎查，

和张翠莲一样在这个车间工作的

贫困户还有 3人。

工作之余，村民们经常三三两

两地凑到一起学习拉马头琴，车间

不时传出悠扬的琴声。

巴首嘎查党支部书记高兴嘎

说，为了更好地传承民族文化，巴

首嘎查在乌兰敖道中心学校设立

了马头琴特色艺术班，教学生们演

奏马头琴，还在村里建起蒙古族民

俗馆和演艺大厅，定期举办“乡村

马头琴音乐会”。“下一步我们打算

整合旅游资源，把巴首打造成‘马

头琴文化特色旅游村’，带动全体

村民致富奔小康。”

据通辽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王

奎介绍，目前通辽市已有多个嘎查

村打造马头琴等民族特色文化产

业，与旅游资源结合，创造经济效

益。“乡村振兴不能只富‘口袋’，不

富‘脑袋’。发展文化产业，一方面

能带动村民脱贫致富，更重要的是

弘扬和传承中华文化，培育百姓文

明的生活风尚，对助力乡村振兴具

有深远的意义。”

据新华社

乡风净 乡愁美 产业兴
———内蒙古科左后旗奏响乡村振兴进行曲

“这些天来灾区的很多人都

分不清干部和群众。他们说，你们

的干部比农民还像农民！”固阳县

委宣传部副部长高海霞告诉记

者，在这里，你看到的皮肤最黑的

人肯定是干部！

洪峰袭来，基层干部不顾个

人安危，救援受困群众。暴雨过

后，烈日烘烤，党员干部又坚守在

满目疮痍的田间和村落，安置受

困群众，组织生产自救。他们把群

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中最高位

置，在这块淳朴厚重的土地上不

断上演着一幕幕温情故事。

“自个家连一锹泥
都顾不上铲”

7 月 19 日上午，看到大雨如

注，怀朔镇合同沟党支部书记康

三俊立刻与驻村工作队、村委的

同志分头行动，奔赴各自然村查

看险情并组织群众转移。

西仁圪堵村中有一条 30 多

米的河槽，连接西仁圪堵东、西村

的过水路面眼看就撑不住了，康

三俊就一直守在路旁。看到几个

公路养护段的人想开车冲过去，

就喊：“这么大的水，不要命啊！”

劝阻中，河槽中的路面发生断裂，

整个过水路面全部瓦解。

厂汉此老村村民周振光的房

屋岌岌可危，2人被困房内。接到

求助电话的康三俊，急忙联系上

家有大拖拉机的村民李正江开上

大拖拉机进去，把 2人救出。就在

转移出后一会儿工夫，房屋坍塌

了。周振光感叹道：“如果不是村

委干部和李正江，我们老两口就

没命了！”

村民都安全转移后，康三俊

才回到自己家。此时他的家，院墙

被冲倒，500多平方米的圈舍被冲

垮，30 多只羊被冲走，连停在大门

口的汽车都冲到了家门口。眼前

的景象让他感到无奈，但他清楚，这

个家需要他，但这个村更需要他。

洪水退去，他马上与村委的

同志组织群众开展自救。村民们

说：“村里就数三俊家损失最重，

他一直忙别人家的事，自个家连

一锹泥都顾不上铲。”

7月 20日，强降雨暂时停止，

镇政府组织的 5 台大型机械和救

援队伍开始迅速投入救援。镇领

导想把其中 1 台机械和部分人员

调到康三俊家清淤，他不同意：

“当务之急是清理村内道路上冲

积的淤泥，在村前做一条护村坝，

全村人的安危最重要。”

“你来了
我们就有主心骨了”

“你来了，我们就有主心骨

了。”7月 20号上午，当西斗铺镇

党委副书记郭兴灏徒步 2 个多小

时到达大乌兰村时，村民们喜出

望外。

“路刚通，但昨天已得知村里

没有人员伤亡，心里就踏实了。”

村里断水断电，郭兴灏马上领着

村干部查看灾情，安置群众。而 19

号，郭兴灏在张发地村一直忙到

第二天凌晨。

张发地村是固阳受灾最重的

村，水位最高时超过 2.7 米，遇难

和失踪人员也都集中在这个村。

暴雨来临时，哪儿有险情，哪儿有

需要，干部就出现在哪儿，为营救

受困群众赢得先机。

19日上午，得到村里 20多人

被洪水围困的消息后，在固阳县

城办事的张发地村党支部副书记

许换儿立即联系镇党委副书记、

镇长王文敬，迅速驱车直奔村里。

洪水截断道路，尝试了几条

回村路线无果后，许换儿想，冲

吧，走到哪算哪。车熄火了，他弃

车涉水奔走 1 公里多赶到村里，

马上带领公安人员挨家挨户救

援，很快救出 20多名村民。此时，

紧挨着的点力素太村完全失联，

情况不明。许换儿又领着迅速赶

来的市、县领导赶往点力素太村，

逐户安抚受灾群众，了解受灾情

况，转移出 46 名群众，之后又将

其中部分群众安置在张发地村村

民家中。

与此同时，西斗铺镇新民社

区党支部书记尹向军查看雨情

时，发现通往和合盛养殖场的道

路被洪水淹没。这时，他接到养

殖场的求助电话：有 13 名群众

被困屋顶上，其中有 2 名儿童。

尹向军立刻求援。20 分钟后，

西斗铺镇干部菅秀蔚、郭兴灏、

程兵兵、赵明亮、孙枫桐、郭继林

等人赶到现场，迅速制定了营救

方案。

第一次营救时，他们用绳子

把彼此连在一起，手持木棍探路。

行走一段后，洪水已达腰部以上，

而水位还在上涨，他们决定返回

再找其它他路线。

在勘察了其他入水位置后，

他们实施了第二次救援方案，互

相扶持着到达养殖场后，使用引

导绳分批护送群众离开，把两个

孩子背过了河。救援来回折返 4

次，历时近 6个小时，被困的 13

名群众全部成功解救到安全地

带。

到 27 日，西斗铺镇副镇长李

旺已 11天没回家了。他家就在县

城，只需一小时。

“黑算啥，已经脱了一层皮了，大

家都这样！”这几天，李旺领着十几

台大型机械清淤，每天从早晨 6

点开始一直到晚上 8 点半，40 个

院落的淤泥基本挖完了。“因为怕

有死掉的家畜家禽引发疫情，所

以得抓紧弄。”停工后，李旺还要

统计灾情，经常加班到深夜。

李旺走路一瘸一拐。镇里的

宣传委员乔明明说，19 号那天，他

们开车陷在淤泥里，李旺下来推

车，脚受了伤，简单处理后就到了

村里，因为每天要站十几个小时，

又经常在雨鞋里闷着，最后整个

小腿都肿了。

李旺搭乘我们的车回家，虽

然是周末，但他第二天一早还要

赶回镇里。他说，分管扶贫，手里

还有很紧急的事要做。

“人是生命
羊也是生命啊”

27 日，在张发地村，正好碰到

驻村第一书记刘卓勇和驻村干部

刘丹给受灾群众取盒饭。由于皮

肤晒得黢黑，两人的眼白和牙齿

显得格外白。刘丹的手背肿着，是

刚刚在下小营村帮村民清理房间

时被掉下来的椽子砸的。

又黑又瘦的刘丹本是个白白

净净的帅小伙，抗洪期间正赶上

老母亲做肿瘤切除手术，只好让

媳妇带着 1 岁多的孩子守在母亲

身边。谈及此，刘丹一脸歉疚。

19日那天，在下小营子村，他

借了一辆三轮车，和工作队成员

在淤泥中前拉后推，共转移出 33

人。之后又排查房屋倒塌情况，以

免造成二次伤害。在接下来的 3

天里，他又和队员一起，带着方便

面、矿泉水、发电机和蜡烛等应急

物品，走访了15个村200多农户。

一次，刘丹看到两只羊陷入

淤泥中只剩头露在外面，他赶紧

上前一点点把淤泥挖开，泥埋住

了鞋又没到膝盖。半小时后，羊终

于被救了出来。他说：“人是生命，

羊也是生命啊。”

在抗洪抢险救灾中，全县 550

名帮扶责任人、303 名脱产驻村干

部始终坚守在一线。他们疏通受阻

路段、转移受灾群众、统计汇总灾

情、积极送衣赠物，和当地党员干

部一起，在危急时刻引领群众自

救，让群众深深感受到党和政府

的温暖和关怀。

据《内蒙古日报》

资料图片

皮肤最黑的人

肯定是干部

拿手术刀的手、画画的手、握

笔的手……一双双手白皙修长；种

菜的手、植树的手、喂猪的手……

一双双手黝黑枯瘦。几年时间，驻

村“第一书记”们的手变粗糙了，黄

土高原上的一个个村庄却富了起

来。

山西是全国扶贫开发重点省

份，超过 80%的贫困人口集中在自

然条件恶劣、生态环境脆弱的吕梁

山黄土高原残垣沟壑区和太行山

干石山区，这里的困难群众致贫原

因复杂、自我发展能力不足，成为

山西省脱贫攻坚最难啃的“硬骨

头”。

地处吕梁山深处的山西省临

汾市隰县无愚村共有 297 户 911

人。其中，建档立卡的贫困户有 62

户 175 人，65 岁以上的贫困户就

有 11户 21人。

无愚村曾有过多位驻村干部，

但因村里老年人和伤残等特殊贫

困群体多，始终难以彻底“拔穷

根”。2016 年底，临汾市人民医院

的医生贾易周刚到无愚村的时候，

村民们都爱答不理。

“刚走了个女书记，又来了个

男娃娃，肯定待不了几天。”村民们

背后悄悄议论。

驻村“第一书记”贾易周让村

民们“失望”了，他不仅没走，一待

就是近两年。看到村民家家户户都

有菜地，贾易周跟村民们商量后，

决定向临汾市区推出“定制菜园”

服务。65岁以上的贫困户在自家院

子里种植蔬菜，贾易周则包了这些

农产品的销售。

“老汉们没信心，我就带头种，

给他们做示范。”不到两年时间，贾

易周的手已经和村民们的手没什

么两样了，但无愚村的老汉们每年

多了 1000 多元的收入。

“贾书记心里装着咱，给咱们

办实事。”无愚村贫困户张计生看

着院子里的蔬菜，满心欢喜。

依靠梨果产业和蔬菜种植，

2018 年，无愚村将实现整村脱贫。

独具特色的传统手工艺品、古

色古香的街道、黄河岸边的美景

……从孝义市美术馆到村里挂职

“第一书记”的杜亮姝细心地列出

了寨则坪村的“闪光点”。

“我们的村子太美了，随处取

景都是一幅画。”一年多时间，艺术

专业出身的杜亮姝带领村民们将

临县寨则坪村打造成了当地小有

名气的旅游景点，吸引了不少画家

和摄影爱好者前来采风、创作，身

为“第一书记”的她却很难抽出时

间，用自己手中的画笔来记录寨则

坪村的变化。

寨则坪村是吕梁山上典型的

贫困村，交通不便、自然资源匮乏，

村民收入来源单一，大山深处的村

庄留不住年轻人，贫穷几乎在村民

身上代代延续。

刚到寨则坪村时，杜亮姝就决

定从乡村旅游入手带动村民增收，

修复古村房屋、开发电子导览地

图、开办传统布艺加工厂和皮影戏

表演馆……村民们做梦也没想到，

生活了半辈子的小村庄，竟然在不

到两年的时间里变成了小有名气

的旅游景点，村民们的钱袋子也渐

渐鼓了起来。

位于太行山西麓的武乡县岭

头村，古称“凤凰村”，但从山西省

长治市教育局到岭头村挂职的“第

一书记”史小兵知道，这里已经很

久没有出过“凤凰”了。

岭头村山大沟深，昼夜温差

大，土壤多为耕种性红铁土，是优

质谷类和各种小杂粮等作物生长

的理想土壤。因地处深山、交通不

便，村民们种植的小米、玉米、豆子

等农产品品质再好，也面临着“打

下粮食卖不上好价钱”的烦恼。

2016 年，武乡县成为第一批

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

县，当地开始加大培养农村电商人

才、加快农村网络建设。史小兵动

员村民们参加电商培训，在手机上

开微店，把小米、核桃、土鸡蛋等农

产品在网络上进行售卖。

可是对于这个提议，村民并不

感兴趣。村里许多人连手机和电脑

都没有，这部分开支不是一笔小数

目。

在史小兵的鼓励下，只有小学

文化的郭晋平参加了电商培训，回

村后买了智能手机、开了微店，一

个多月的时间卖了几百斤小米。郭

晋平成了村里的“名人”，村民们积

极性也被带动，都开始尝试着在手

机上开微店。

从陌生到熟悉，村民们逐渐成

长为“微商达人”。目前，岭头村开

微店人数达 100 余人，“微商”们在

自产自销的同时，还帮助村里其他

村民卖农产品。2017 年，岭头村村

民年人均纯收入达到 6500 多元。

在驻村“第一书记”们的带领

下，黄土高原上的一个个贫困村正

发生着深刻变化。“第一书记”们正

用他们的双手，带领一个个乡村富

起来。 据新华网

手变糙了 村变富了
———黄土高原上的驻村“第一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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