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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顶黄墙的砖瓦房，五色斑斓的

手绘墙，宽敞整洁的文化广场，古色古

香的休闲凉亭……走进深秋的四子王

旗富贵村，宛若置身一幅大写意的水

墨画中。在这幅铺向未来的画卷里，记

录下了草原铁路定点帮扶贫困嘎查村

脱贫的点点滴滴。

6年多来，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

集团有限公司始终高度重视扶贫工

作，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

略，持续发力推进定点扶贫工作。草原

铁路与贫困嘎查村帮扶和脱贫的故事

在不断展现，在定点帮扶的 3 个贫困

嘎查村，户籍人口共 2903 人，其中建

档立卡贫困户 550 人。目前，二号村

村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明显增强；南

白音套海嘎查摘掉了多年的贫困帽，

过上了幸福生活。据悉，富贵村也将于

今年底实现 100％脱贫。

“幸福感”，冷冰冰的 GDP 无法

代表，唯有让老百姓感受到暖呼呼的

变化方可体现。今年迎来了第六个国

家扶贫日，草原铁路定点帮扶贫困嘎

查村也迎来了新的历史性跨越。

“扶志+扶智”
精准扶贫解难题

“贫困农牧民再小的事，也是铁

路人天大的事。”开展定点帮扶以来，

中铁呼和浩特局集团强化责任担当，

助力发展产业扶贫和壮大集体经济，

推动“志智双扶”上下功夫，筑牢精准

脱贫的产业根基。

抓好党建促脱贫。脱贫攻坚到了

关键阶段，为了不让群众返贫，铁路驻

村扶贫工作队始终把“抓党建、带队

伍、促脱贫”放在重中之重。帮助三个

贫困嘎查村强化党建工作，就组织建

设、党支部和党员作用发挥、种植、养

殖、集体经济经营管理等方面知识，对

村干部进行培训；几年来，共筹措 11

万元党建扶贫资金，帮助村委会解决

部分办公设备和农牧业科技资料费用

困难问题。目前，兴和县二号村成功摘

掉“基层组织软弱涣散”和贫困村的帽

子，实现扶贫工作与基层组织建设工

作双促双赢。

“通过‘扶志 + 扶智’模式，老百

姓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明显增强

……”中铁呼和浩特局集团公司直属

机关党委书记兼扶贫办主任王莉说。

“产业+技术”
对症下药拔穷根

“没想到喝了这么多年地表水，今

天竟喝上了这么甘甜的井水。”村长秦

二白激动地说。2014 年 8月 19 日，在

李克忠的带领下富贵村打出了第一眼

甜水井。由于长期坚守在扶贫一线，原

呼铁局扶贫队队长李克忠倒在了脱贫

攻坚第一线，“克忠井”确成了百姓心

中永远的地标。时至今日，这口井始终

甜在百姓的心坎里。

“我要十斤土豆”“给我来二十斤”……

在中铁呼和浩特局集团各单位、各部

门广大职工中，掀起了一场消费扶贫

的热潮，让定点扶贫工作臻至白热化。

治标更要治本。为了帮助定点扶贫嘎

查村形成集“产供销”为一体的产业

链，铁路扶贫队一方面走向市场寻找

销售渠道，另一方面积极动员职工购

买农产品，充分激活农产品生产链这

池春水。

在富贵村，投资 87.3 万元为富贵

村建设饲料加工厂、养殖场，购进育肥

羔羊 140 只，修建除尘隔离墙、加装

草料输送带，饲料加工生产效率达到

每小时 1吨；培养致富带头人，施行合

作经营模式，增加贫困村民收入……

富贵村的脱贫实践，正是合力脱贫攻

坚的生动体现。在南白音套海嘎查，投

资 56.8 万元建设养殖场，购买基础母

牛 37 头、繁殖小牛 28 头；购买

ZL940 装载机、五星牌三轮运输翻斗

车、饲料搅拌机等，主要用于发展产业

扶贫、壮大村集体经济，提高基础母牛

饲养效益……因地因村因户精准施

策，铁路扶贫队找到了脱贫攻坚的“金

钥匙”。

“这好日子，是铁路人倾心倾力干出来

的。”南白音套海嘎查的牧民密琪琪格

脸上挂满灿烂的笑容。从“漫灌”到“滴

灌”、由“输血”到“造血”，通过一系列

帮扶措施，草原铁路对症下药，精准施

策，贫困牧民拔去了穷根，心里乐开了

花。

“文艺+服务”
文化自信增活力

“百姓看的热血沸腾，我们演出

更有干劲……”呼铁乌兰牧骑演职人

员巴楠说。连续 5 年来，呼铁乌兰牧

骑始终坚持深入嘎查村开展脱贫攻

坚文艺慰问演出，为贫困嘎查村送文

化大餐。

吹唢呐、扭秧歌……在呼铁乌兰

牧骑的感染下，嘎查村的文化活动广

场，经常能看到三五成群或唱歌，或

跳舞，或唱戏，或学习，大家乐此不

疲，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悄然改变

着这里村民的生产生活方式。

为了让帮扶工作深入人心，铁路

扶贫工作队在嘎查村建立村民文化

广场、百米文化长廊，并配齐了健身

器材，通过增强和提升文化自信，让

百姓自觉自愿、有尊严地脱贫。如今，

富贵村村民自发建立“新村新貌”摄

影展览室，将扶贫建设前后对比的照

片展示出来；在民间剪纸艺人张焕平

的工作室，一幅幅脱贫致富的生动剪

纸映入眼帘……

李克忠、雷继宁、李枫……一任又

一任扶贫队长扎根贫困嘎查村，深入

调研、查找症结，并积极与集团公司、

政府以及相关部门沟通协调，对症下

药解难题。草原铁路扶贫队先后共计

8人行走在脱贫攻坚一线，把百姓的

热切当成自己行动的落脚点，积极搭

台清障强底气。

实现脱贫致富任重道远。在脱贫

攻坚的关键时刻，中铁呼和浩特局集

团坚定脱贫信心不动摇、咬定脱贫目

标不松劲，一鼓作气、尽锐出战，定能

如期打赢这场脱贫攻坚战，让草原百

姓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同圆小康梦。

笤帚苗、桦皮画、灯笼……这些大

众不太熟悉、很少关注的东西，是一些

偏远地区贫困户祖祖辈辈种植的特色

产品、经常摆弄的小手工艺，多年来靠

它们只能维持基本生活。如今，这些物

件在脱贫攻坚中真正变成了“摇钱

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产业是

实现脱贫的根本之策。

在中央、地方和社会各界的大力

支持下，许多特色产业在乡村“大显神

通”，不仅成为贫困户稳定的收入来

源，更扭转了地区的传统观念，为乡村

振兴打下了坚实基础。

发展“特色”
小笤帚扫走“穷神”

即将进入农闲期，内蒙古巴林左

旗十三敖包镇五号村的贫困户张苓，

每天都到村里的笤帚苗加工厂绑笤

帚，每天计件发钱，一天能挣四五十

元。

张苓左脚患有强直症，不能干重

活，丈夫靠三亩地、几头牛和驴供两个

孩子上学，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去年村

里建了笤帚苗加工厂，她家租地种了

5亩笤帚苗，工厂回收价格高，可以收

入四五千元。

“绑笤帚的加工机，我用双手和一

只脚就能操作，农闲就来，忙了就走。

有这个厂子，我也能给家挣钱了。”她

说。

巴林左旗是国家级贫困县（旗），

也是赤峰市唯一的自治区级深度贫困

旗（县），当地盛产品质优良的笤帚苗，

但多年来农民仅仅把它作为副业。

实施精准脱贫以来，地方党委政

府大力推进笤帚苗产业长足发展，全

产业链参与人数由 5 万人增加到 8

万人左右，新建 40家加工厂。

目前，全旗笤帚苗种植面积稳定

在 30 万亩，全产业链实现产值 10 亿

元，已累计带动 9138 名贫困人口稳

定脱贫，到 2020 年末产值有望提高

到 12亿元。

小笤帚能扫走“穷神”，食用菌也

会长成“金银包”。内蒙古鄂伦春自治

旗阿里河镇齐奇岭村有“食用菌之乡”

称号，昔日的贫困户刘景双就是村中

一位“菌把式”。在旗里“菜单式扶贫”

的帮助下，他选择种植滑子菇，每个菌

包可以得到 0.8 元的补贴，最高补贴

5000元。连续多年种植后，他终于甩

掉穷帽子。2018 年他扩大种植规模，3

万包滑子菇纯收入 3万元。

近年来，各地普遍将特色产业作

为扶贫项目，村村有特色产业，户户有

增收项目，人人有脱贫门路。农业农村

部最新数据显示，92%的贫困户已经

参与到带动作用明显的特色优势产业

发展之中，已脱贫人口中主要通过产

业帮扶实现脱贫的占到总数的 67%。

引领“特色”
党建带动产业在脱贫路上
“手牵手”

在河北省隆尧县，莲子镇镇任村

63 岁的贫困户杨小英没事的时候总

要去自家田头转一转，哪怕步履艰难。

这的确是他家的 6亩地，但却不是他

种的。他因患有尿毒症，每三天就得到

医院换一次血，家里极为困难。

2018 年，莲子镇镇创新打造“支

部手牵手”党建新模式，来自全镇 23

个村的党支部成员经常一起开会，共

同探讨致富路。

当“党支部手牵手”会议在任村召

开时，大家知道了杨小英家的情况，两

位老党员主动提出帮助种地。现在，杨

小英家里分别种上了 2 亩红薯和 4

亩玉米，能收入约 8000元。

莲子镇镇党委书记王振锋说，“支

部手牵手”实现了支部与支部、企业与

农户之间的互通。先进带动后进，互通

致富经验和项目。

2019年以来，莲子镇镇建起 7 个

特色红薯种植示范园，600 多名贫困

人员加入特色红薯种植初加工致富项

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越是进行脱贫

攻坚战，越是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巴林左旗笤帚苗在发展中一度面

临良种繁育滞后、产品研发能力弱、缺

少旗级产品综合交易平台等问题，为

此旗里研究成立了由 11 个苏木乡镇

和多家职能部门主要负责人组成的笤

帚苗产业联合党委，推进品种改良、原

料贮存、技术培训、产品研发、市场营

销等 5大工作，其中仅品种改良一项，

与种植杂粮杂豆相比，让从事种植的

4154 户贫困户亩均增收60到100元。

贵州省遵义市正安县桴焉镇林业

站站长桂儒江是一名镇级导师，主要

教授当地特色的方竹产业。镇里学员

有什么不懂的问题，都会在微信上向

他咨询，如果问题复杂，桂儒江会去学

员家中指导。

截至 2019 年 9 月，正安县共聘

用县、乡（镇）、村三级导师 1387 名，

培养农民学员2.7万余人，推动20个乡

（镇）213 个党建扶贫产业基地建设，

带动 1277户 5026 名贫困群众脱贫。

在基层党组织和脱贫带头人的引

领下，越来越多的贫困乡村挣脱出基

础薄弱、观念落后的束缚，走出了脱贫

新道路。

嫁接“特色”

东西协作让富产业“嫁接”

进穷乡
“总书记的关心，让大山里的村民

倍感温暖，我们会把白茶种好！”贵州

省普安县地瓜镇屯上村村委会主任蒋

成勇说，种好扶贫茶苗，是全村最重要

的事业，是种下去的希望。

去年 4 月，浙江安吉黄杜村 20

名农民党员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

报种植白茶致富的情况，提出愿意捐

赠 1500 万株茶苗帮助贫困地区群众

脱贫。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肯

定他们的做法，强调增强饮水思源、不

忘党恩的意识，弘扬为党分忧、先富帮

后富的精神，对于打赢脱贫攻坚战很

有意义。

经过一年的努力，从浙江安吉县

“远嫁”到普安县的“白叶一号”扶贫茶

苗，已经在当地形成 2000 亩的“感恩

茶园”，其中地瓜镇屯上村 1500 亩、

白沙乡卡塘村 500 亩，共覆盖贫困户

862 户 2577 人，茶苗成活率达 95%以

上。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东西部

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必须长期坚持下

去。

甘肃省定西市安定区鲁家沟镇地

处黄土高原半干旱区，当地农民主要

靠种植马铃薯、玉米等耐旱作物为生，

贫困面大，贫困发生率高。

2017 年开始，依托东西部扶贫协

作，来自福建省福州市的帮扶资金、企

业、技术人才等如活水般注入定西市，

为当地带来了新的作物和产业。

张掖市海阔种业有限责任公司吸

纳东西部协作专项资金，成立了定西

海阔种子农民专业合作社，建起 205

座大棚，通过折股量化鼓励附近 15

个村的农户承包，进行蔬菜花卉的良

种繁育。

鲁家沟镇贫困农民寇广明一家承

包一亩大棚，从种马铃薯改种甜椒，农

活变轻了，收入提高了。今年，在公司

的全程技术指导下，他承包的甜椒种

子经过晾晒、筛选后，可为他带来近 2

万元的年收入，几乎是他以前务农两

年收入的总和。

除福州市外，还有东部的天津市、

厦门市和青岛市对口帮扶甘肃省，3
年来四市累计向甘肃省投入财政帮扶

资金 54.33 亿元。甘肃省贫困人口已

从 2016 年底的 256 万人减少到

2018年底的 111 万人。 据新华网

近日，一大早，五岔沟镇建

档立卡居民王国才就忙着为家

里饲养的鸡群喂食。经过几个月

的精心喂养，如今 300多只大公

鸡已全部出笼，以每只 100 元的

价格售卖，一算下来能收入 3 万

多元！有了养鸡产业的经验，王

国才盘算着明天尝试再养些鸭

子和大鹅，让自己在致富路上再

跑快一些。

特殊的地区承载特殊的使

命。2011 年 7 月，阿尔山市被纳

入大兴安岭南麓山区集中连片

特殊困难地区，同年 10 月，经自

治区人民政府批准纳入国家级

重点贫困县。作为兴安盟乃至全

区贫困人口总量最小的国贫旗

县，贫困面相对较小。但是作为

全国老国有林区的重要发源地，

资源条件、产业基础和体制机制

均具有特殊性。为此，阿尔山市

聚焦“两不愁、三保障”，因地制

宜实施“五个一批”工程，狠抓住

房安全、产业扶贫、教育扶贫、健

康扶贫等重点任务、重点工作，

确保各项政策落实到位。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在政府

的帮助下，建档立卡户周新开起

了馒头店，通过自己的双手和用

心的经营，让五岔沟人爱上了她

做的馒头。

“因为开了馒头店，一年

365 天我每天都是凌晨起床忙

活，这里的超市还有饭店都买我

的货，一天的收入很可观，我相

信我们一家人的努力不会白费，

日子肯定会越来越好！”当记者

采访周新时，她自豪地说道。

脱贫攻坚离不开产业的支

持，为了帮助贫困群众打开致富

大门的“金钥匙”，阿尔山市委政

府紧紧扭住旅游产业这一关键，

探索形成“全域旅游 + 五小经

济”模式，因户施策推广小种植、

小养殖、小商业、小劳务和小合

作五种经济发展模式，实现产业

扶贫到户全覆盖。支持广大贫困

群众积极发展产业，激发“我要

脱贫”的内生动力，通过产业发

展获得持续稳定收益。

“以前我学修理，在外打工

干了 20 多年，一直就想开个修

理铺，成为建档立卡户以后，帮

扶干部帮我开起来了修理铺，实

现了我心里的愿望，我有信心将

来的生活肯定会越来越美好！”

梦想成真的建档立卡户谢雷激

动地说。

奋斗成就幸福的时刻。2018

年 12 月，阿尔山市顺利通过自

治区第三方评估验收，综合贫困

发生率为 0.57%，群众认可度为

99.79%。今年阿尔山退出国贫旗

县序列。截至目前，阿尔山市已

累计脱贫 545 户 1338 人，剩余

贫困人口 38户 90人。

“五岔沟镇去年就完成脱贫

任务，这只是完成了脱贫攻坚的

一个阶段性目标任务，我们还需

要持续发力，久久为功，全面巩

固提升脱贫成效，为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奠定坚实基础。”五岔沟

镇党委书记杨桂瑛表示。

帮扶群众永远在路上。阿尔

山市深刻把握脱贫户的脆弱

性、特殊性和复杂性，全面巩

固当前脱贫攻坚工作成果，

促进贫困户稳定脱贫持续增收，

切实做好扶贫工作“后半篇文

章”，确保 2020 年实现全面同步

奔小康。

据内蒙古新闻网

本报记者 张鑫

10 月 22 日，内蒙古自治区

人民政府召开《内蒙古自治区铁

路安全管理规定》（下称《规定》）

政策例行吹风会。自治区司法厅

副厅长贾莉介绍了《规定》的有

关情况，自治区铁路护路联防办

公室主任，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

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斌出

席吹风会并回答了记者提问。

内蒙古自治区司法厅副厅

长贾莉介绍，《内蒙古自治区铁

路安全管理规定》将于 2019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规定》不分

章节，共计三十二条，对铁路安

全管理进行了全面规范。明确铁

路安全管理原则;明确苏木乡镇

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的铁路安

全管理责任;明确高速铁路建立

“双段长”责任制; 明确了违反

《规定》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对

违反《规定》的各种行为按照国

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

处罚。同时，对于负责铁路安全

管理的单位及其工作人员滥用

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依

法追究责任。

内蒙古自治区铁路护路联

防办公室主任，中国铁路呼和浩

特局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

斌介绍，截至 2018 年底，我区铁

路运营总里程超 1.4 万公里，居

全国首位。2015年 1月，京包客

专线呼和浩特至包头首开时速

200 公里的动车组列车。2017

年 8 月，京包客专线呼和浩特 -

乌兰察布段开通时速 250 公里

的动车组列车。2018 年 12 月，

通辽至新民北开通运营时速

250 公里的动车组列车。2019

年底，京包客专线将全线开通，

北京至呼和浩特旅行时间将由

现在的十小时左右压缩至三小

时左右。随着自治区高铁时代的

来临，确保高铁和旅客运输安全

既是政治责任，又是不可逾越的

红线。与之不相适应的是，自治

区铁路安全管理方面的法规，特

别是针对高铁安全运行的立法

尚属空白。颁布施行《内蒙古自

治区铁路安全管理规定》，是自

治区首次以政府规章形式，对铁

路安全管理作出规定，有利于形

成铁路沿线各级政府、单位、个

人共同维护铁路公共安全，特别

是依法保障高速铁路安全的强

大合力，为确保自治区铁路运输

安全提供法治保障。

《内蒙古自治区铁路安全管

理规定》对危及铁路运输安全的

铁路沿线外部安全环境矛盾和

问题，作出了明确的管控要求。

主要是针对铁路线路安全保护

区挖砂取土、两侧彩钢建筑、防

尘网等轻型材料被大风刮上线

路，铁路两侧烧荒挡停列车，向

铁路排污或者倾倒垃圾，铁路沿

线两侧杆塔烟囱等倒伏后侵入

铁路，油气、电气等管线、渡槽非

法穿越、跨越铁路线路，高速铁

路两侧各 200 米范围内抽取地

下水，随意破坏铁路防护设施，

上跨铁路的公路安全设施缺乏

维护，侵占铁路用地、阻碍铁路

建设施工、侵占铁路电力保护区

等行为，作出了明确的管控规

定。通过目标管理、过程管控和

结果追责，从制度上保障安全风

险可控，消除管理矛盾，解决实

际问题，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草原铁路六载扶贫路开满“幸福花”
定点帮扶用真情助力脱贫暖人心

从前有“特”没“产”，如今“特别能产”：

特色产业给贫困户种出“摇钱树”

阿尔山市：
深山“小产业”带来市场“大奔头”

内蒙古铁路
安全管理规定 11 月 1日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