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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洁干净的街道，宽敞明亮的房

屋，热情洋溢的笑脸……东胜区泊尔

江海子镇柴登村此时一派欣欣向荣的

景象。自去年进驻柴登村以来，鄂尔多

斯市委办公室包联驻村工作队坚持以

脱贫攻坚为主题，以推进乡村振兴为

主线，以美丽乡村建设为主攻方向，在

推动柴登村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

富方面下足“硬功夫”，为村里带去了

勃勃生机。

凝魂聚力
让村民的日子好起来

“来来来，快到屋里坐，尝尝自家

种的水果。”村民高树梅热情地招呼着

记者。2017 年 9 月，高树梅的老伴祁

增保突发脑血栓，为看病花光了家中

积蓄，高树梅又做了心脏搭桥手术，俩

人都失去了基本劳动能力。2018 年入

户识别发现这一情况后，驻村工作队

立即开展有针对性的帮扶工作，保障

他们在劳动能力范围内稳定增收，使

这个家庭重新恢复正常生活。“如果不

是党和政府的帮助，我们真不知道怎

么渡过难关。今年预计能收入万元左

右，相信我们的日子会越来越好。”高

树梅感激地说。

一年多来，驻村工作队始终把打

赢打好脱贫攻坚战作为包联帮扶的重

中之重，坚持问题导向，精准识别、精

准施策、精准发力，帮助柴登村 2户建

档立卡贫困户实现稳定脱贫，帮助 1

户脱贫巩固户实现稳定增收。

为让村民都过上好日子，驻村工

作队结合柴登村实际，着重从 3 个方

面着手。一是凝聚攻坚合力，按照“党

建引领、区域联动、多方参与、兴业富

民”的工作思路，牵头联手多家单位成

立“柴登—城梁美丽乡村建设区域联

合党委”，壮大扶贫力量，形成抓党建

促脱贫、多元扶贫、齐抓共管新格局。

二是精准施策发力，聚焦“两不愁、三

保障”，实行“一户一策”的帮扶措施，

通过帮助流转土地、扶贫资金入股、个

人捐资出力等方式帮助贫困户实现稳

定脱贫，帮助脱贫巩固户实现稳定增

收。三是激发内生动力，通过入户宣讲

脱贫政策、发放宣传材料、开展专业技

能培训等，有效提升贫困户脱贫致富

本领，激发主体责任意识。

“市委的牛俊雁书记十分关心我

的生活状况，经常过来看一看，帮我解

决困难。”说起现在的生活，67岁的独

居老人武莲凤很知足，“现在政策好

了，让我们过上了好日子，我们也不能

只等着政府来帮，自己也要上进、要努

力。”驻村工作队在注重解决“思想贫

困”上下功夫，在“帮”的同时，让贫困

户树立“人穷志不穷、脱贫靠自身”的

信心。“目前，我们已经安装了户户通

广播系统，下一步将以此为依托建立

移动讲习所，对村民开展惠农政策、农

业技术、民生保障、环境整治和乡风文

明等方方面面的宣讲宣传。”鄂尔多斯

市委办公室驻柴登村工作队第一书

记、队长宋乃春对此充满信心。

多方协作
让农业农村发展强起来

众人拾柴火焰高，在柴登村，这已

经成为大家的共识。

村里从推进抓党建促脱贫合力

化、推进集体经济发展壮大化、推进农

业农村发展品牌化、推进基础设施改

善有序化、推进“百企帮百村”效益最

大化等方面寻求突破，加强多方协作，

聚力乡村振兴。

“下好蛋、养好牛、放好驴、产好

肉、过上好日子不用愁。”在柴登村的

一家种养殖专业合作社，墙上的标语

通俗醒目。据了解，该合作社已养牛

134 头、驴 20 头、鸡 3500 只，并已吸

收多户村民入股，今年村民预计可创

收 50 万余元，村集体可创收 10 万余

元。

这只是柴登村发展的一个缩影。

在积极探索产业扶贫新模式的道路

上，该村坚持把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作

为推动产业兴旺的着力点，不断实现

新发展。注册成立合作社，实施了

2000亩沙棘试种项目，每年拿出 200

亩收益用于发展村集体经济，20 亩收

益用于扶持贫困户和脱贫巩固户；完

成柴登村七社 1500 亩村集体土地流

转工作，已种植 700 余亩经济作物，

村集体经济预计可增收 20 万元；促

成与鄂尔多斯野生动物园肉牛代养项

目签约实施，帮助引进 132 头肉牛代

养项目；引进光伏发电产业扶贫项目，

村集体经济预计每年可创收 20 万元

……一项项惠民政策、一件件惠民实

事，让柴登村实现了从无到有、从有到

强的跨越。

释放活力让农村美起来

离开种养殖专业合作社，记者一

行来到了内蒙古柴登亚高原训练基

地。整齐排列的校舍和开阔精致的绿

茵场映入眼帘，这是利用柴登村闲置

的旧农畜交易市场和原柴登村八中及

柴登小学旧校舍，通过新建加提升改

造的方式建设的标准化足球场地、运

动员公寓、大型运动员餐厅。

“这个项目是我们重点打造的柴

登体育旅游小镇项目的一期工程，接

下来还会有二期和三期工程。未来，这

里将是集休闲度假、赛事承办、轮训教

学、会务承办、户外运动于一体的，体

育与旅游元素深度融合、独具特色的

北方体育旅游小镇。”说起柴登体育旅

游小镇项目，鄂尔多斯市文化旅游投

资集团的赵睿充满期待。

据介绍，目前柴登亚高原训练基

地已正式试运营，配套建设有 11 人

制足球场 2个、5人制足球场 2个，餐

厅 1处，宿舍 120 余间 (可容纳 340

人同时住宿)，可完全满足不同年龄段

运动员驻训。“在亚高原训练基地踩场

训练，可让运动员在保持平原训练基

础上得到一定程度缺氧刺激，使运动

员在足够的训练强度下，稳步提升比

赛成绩。”赵睿说。

乡村振兴过程中，唤醒沉睡资源、

释放发展活力至关重要。体育旅游小

镇的落地实施，可以说是鄂尔多斯市、

东胜区在抓党建促脱贫攻坚、助力乡

村振兴工作中的一次全新尝试，体育

旅游小镇的全面建成，将逐步形成体

育产业经济生态圈、体育创新扶贫模

式，对地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极大的

推动作用。不仅能有效盘活柴登村运

动休闲资源、拓展乡村消费空间、促进

乡村产业结构升级，还能改善柴登村

村容村貌、促进乡风文明、推动乡村绿

色经济发展，进而提升区域综合实力。

更能通过承办体育赛事、发展体育产

业、开展大众健身等多项业务，刺激柴

登村人流、物流、信息流的涌入，帮助

柴登村聚人气、增财气、揽旺气。最后

通过创造就业岗位、搭建销售平台，全

面促进柴登村基建工程、种养殖业等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助力柴登村增

收致富。

【记者手记】

事业的成败，关键在党，关键在

人。乡村振兴亦是如此。在柴登村的

“蝶变”过程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充分

发挥了基层党组织的引领作用，坚持

以党建促振兴，通过系列措施引导“两

委”班子在村庄建设、产业发展等方面

不断提高工作的计划性、主动性，成为

村民增收致富的“主心骨”。

乡村振兴不仅要让村民“富口

袋”，更要“富脑袋”。这就需要以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推动农村精

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同频共

振、协调发展。正如柴登村所做的，在

让村民日子好起来、让农业农村强起

来的同时，强化思想教育、转变陈旧观

念，助推形成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

朴民风，以农牧民精神新风貌、乡村文

明新气象，为乡村振兴提供源源不断

的精神力量。

归根结底，农牧民既是乡村振兴

的主体，也是乡村振兴的受益者。我们

要坚持以人为本，把农牧民的积极性、

主动性、创造性充分调动起来，不断提

升其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奏好“产

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乡村振兴协

奏曲。 据内蒙古新闻网

低矮的茎叶相互交错，舒展

成一片绿意，这片葱茏在金色的

田野上显得尤为醒目。

“浇完这茬水就可以收了！”

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树林召镇

林原村村民李国庆侍弄着眼前

形似蔬菜的陌生植物介绍道，

“这是药材，名叫紫苑，它的根是

紫色的，能入药，专治感冒咳

嗽。”

打开话匣后，李国庆坐在地

垄边上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按目

前长势看，一亩地能收 1500 公

斤，湿的一公斤能卖 2 块多，如

果晒成干的，一公斤能卖到 16

块多。一亩地的收成能上 6000

块！而且，紫苑耐寒，浇好水就

行，肥也不用太大，比种青椒省

事多了。

林原村发展蔬菜产业已有

20 年之久，2018 年全村蔬菜种

植面积达 1.2 万亩，总产值 5000

多万元，是远近闻名的富裕村。

虽然蔬菜产业发展强劲，但品种

还是以青椒、黄瓜、柿子等传统

蔬菜为主。

“一旦遇到大量蔬菜集中上

市，菜价就会低迷。我今年就琢

磨着要种点特色品种，刚巧朋友

看对了这款药材，我们今年就合

伙试种了 100 亩。”试种成功后

的李国庆信心更足了，“村支书

前几天就来看了，打算推广给大

家伙儿一起种，苗子就从我这儿

拿。”

要想让农民在土地上获得

更多收益，仅靠推动农业规模

化、标准化、精细化发展是远远

不够的，还必须在“种什么”和

“怎么种”上下功夫。在林原村，

主张种植业“特”字当家的还有

一位年轻的小伙子，他是内蒙古

世轩现代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

王世荣。

去年 3月，王世荣试种的 20

栋羊肚菌全部成功，每亩纯收入

3万多元，这一下子在村里“炸了

锅”。“菌种、肥料和技术都由世

轩公司提供，种出来还保价回

收，我觉得这事可以做！合同都

签好了，这几天就开始种，先种 3

栋。”村民胡清是个精明人，在公

司的带动下，

去年种了 10 栋草莓和柿

子，还育了 100 亩西蓝花苗，挣

了 20 多万元。

“不能再用老方法种地了！

你看今年的圆菜都卖不到 3 毛

钱一斤，青椒行情也不如去年。

这段时间，倒是西蓝花很畅销，今

天就要发走 6000多斤。”王世荣

告诉记者，公司自成立以来，以免

费提供技术服务、保价回收产品

的“公司 + 合作社 + 基地 + 农

户”模式，带动农户 920 多户，预

计未来 3 年带动农户 1500 户。

除了羊肚菌、西蓝花，他还把眼光

瞄向了雪菊、五彩柿子、蓝莓等。

不仅林原村，精心培育特色

种植产业在达拉特旗已成共识。

“今年全旗农作物种植面积

是 220.2 万亩，其中地理优势作

物玉米 135.3 万亩，这个数量比

往年要低，而且玉米品种结构也

更合理，青贮玉米、鲜食玉米的种

植规模都在扩大。梁外以谷子、

糜子等有机杂粮为主，梁内各种

特色瓜果蔬菜也是风生水起。”

达拉特旗农牧局党组成员王勇如

数家珍。

“特”字当家，在这个丰收季

节里，达拉特旗风光别样。

据内蒙古新闻网

东胜区柴登村：谱写乡村振兴协奏曲

D打赢脱贫攻坚战———决战在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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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兴和县：扶出精气神脱贫有劲头
金秋时节，走进内蒙古乌兰察

布市兴和县鄂尔栋镇头号村，田地

间处处可见村民忙碌的身影，大家

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传递出脱

贫致富的激情与干劲。

鄂尔栋，蒙古语意为：富贵吉祥

的宝地。这里距兴和县城 25 公里，

北靠 110 国道，南依京藏高速公路，

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村民土地

虽少，但也并非养活不了人。

在头号村，这里的贫困户致贫

原因多为疾病和自身发展动力不

足，一年又一年，光景一天又一天

过，贫困群众一直不思谋走出贫困

的循环，日子越过越没指望。2015

年，全村 193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有

48户。

“村里能出去的都出去了，就剩

下我们这些没本事的。”回忆过去那

段清苦的时光，贫困户田青利说，

“当了贫困户，上头给钱给物，过时

过节还送慰问品，这挺好，自己瞎折

腾啥？”

“要让贫困群众脱贫致富，关键

是让他们动起来、干起来，富起来，

让他们看到希望、尝到甜头，这样才

能‘不抹油自转’，激发起贫困户的

内生动力，这是做好精准扶贫工作

尤其是防止返贫的重要抓手。”鄂尔

栋镇头号村村支书王小东介绍说，

针对先前单纯发钱发物，部分贫困

户滋生了“等靠要”心理。

村里王兰锁，是土生土长的头

号村人，在外打拼多年，2011 年回

村办起了养猪场，现已小有规模。

村两委班子、驻村工作队与贫

困户一起谋划脱贫的路子。他们想

到了王兰锁。

2016 年 4 月，由村委会和王兰

锁牵头成立了头号村长顺农牧民合

作社，专搞生猪养殖。合作社定期将

毛重达到 30 公斤的猪仔发放给有

养殖意愿的贫困户，并免费为村民

提供养殖、防疫技术。为降低贫困户

养殖风险，生猪出栏时，市场行情

好，农村猪肉价比普通猪肉价高，不

愁销路。如果市场行情不好，合作社

按毛重 7.5 元 / 斤回收，还可提供

给头号村的帮扶单位乌兰察布医学

高等专科学校食堂兜底采购，这彻

底消除了贫困群众的后顾之忧。

当下，就有 28 户贫困户“认领”

了猪仔，全村 48 户搞起了生猪养

殖。今年猪肉市场行情好，这无疑给

生猪养殖户增添了新动力，眼下，家

家摩拳擦掌，准备建猪舍扩大养殖

规模。

农村猪肉口感好、营养价值高，

很受欢迎，22 元 / 斤，很快就被一

抢而空。中秋节前，田青利夫妇卖出

一头猪，攥着卖猪肉的 4000 多元

钱，夫妻俩走路带风，嗓门也比平时

高了八度，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有村集体做后盾，贫困户养猪

的积极性高涨。这几天，王兰锁家每

天都挤满了人，来预定猪仔的、询问

养殖技术的贫困户络绎不绝。“党的

政策好，只要肯干，就不会受穷，我

打算再养两头猪。”田青利说。

头号村村民崔福义，是“光棍”

一条，家里经常冷锅冷灶，没有家的

样子。精准扶贫以来，兴和县兴隆小

学驻村工作队第一书记李爱军和扶

贫工作队员多次上门做思想工作，

和他谈心交心，带他到养猪场、养殖

户家现身说法，慢慢帮他理思路、定

规划、绘发家致富的蓝图，驱散了他

心头的雾霾，让他看到生活的曙光。

2017 年，2 头基础母牛被他领进了

自家的牛圈，人努力、天帮忙，当年

就产下两头牛犊，纯收入 16000

元，从没见过这么多钱的老崔从养

牛上看到了希望，他像变了个人一

样，不仅戒了酒，还整天研究养殖技

术。技术人员一来村，他就追着问这

问那，现在他已经成为 11 头牛的

“牛司令”。2018 年，他成功甩掉了

贫困户的帽子，还成为了村里的致

富能人。现在，他牵着牛，昂首挺胸

走在村里，在众人羡慕和敬佩的目

光中，他找回了尊严和自信。

秋收时节，在鄂尔栋镇店子村

田间地头，农民们正忙着将地里的

菠菜分捆、装箱、过秤和装运上车，

载满一筐筐菠菜的农运车穿梭其

间，成为田野上一道亮丽风景。

店子村依托生态资源优势，着

力实施产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蔬

菜种植。目前，全村蔬菜种植面积达

1923 亩，土地流转 3323 亩，为当地

群众带来了可观收入，加快了贫困

群众脱贫致富步伐。

贫困户王六换手脚麻利地把一

捆捆新鲜菠菜装筐，因为是计件算

工费，她总是早来晚回。“不出村，家

门口就能打工挣钱”，这让她非常满

意，打工挣钱、搞养殖、还能照顾上

学的孩子，一样都落不下。她说，“现

在虽然从早忙到晚，但心里很踏实。

一想到能多挣些钱，干起来总有使

不完的劲儿！”农忙季节，和王六换

一样，全村每天近 70 人在地里打

工，一天能挣工费 200多元，可以干

上 4个半月，能挣将近 2万元。

从“产业富民”到“人心思富”，

村民收入节节攀升，在鄂尔栋这片

吉祥的土地，人们正怀着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铆足了劲奔向富裕文明

的新生活。

9月 28 日清晨，头号村保洁员

娄丽云准时扛上扫帚去打扫卫生。

柴草棍、牛粪、羊粪都不放过，天还

没亮，整条街就打扫得干干净净。

“人说农村人邋遢，生活好了，我们

也爱干净整洁！”娄丽云笑意盈盈。

跟随娄丽云的脚步，站在村庄

高处俯瞰：随着东方晨曦初露，伴

随着鸡鸣犬吠声，村庄升起袅袅

炊烟,拖拉机、收割机等农用机

械陆续驶出了庭院，打谷场上，人声

鼎沸，小山村开始了一天的喧闹，一

幅美丽乡村风景画正在徐徐铺展开

来……

据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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