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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格化管理与民情精准对接
格此老村蒙古语意思是“石头上

的房子”，村子始建于清朝嘉庆年间，

历史悠久，底蕴深厚。布赫同志在内蒙

古工作期间，曾经多次来到这里考察

民族工作。

走进村委会办公室走廊，首先映

入眼帘的是墙壁上张贴的“网格化服

务管理制度”和呈金字塔状一级一级

排列的工作人员照片，面对记者的疑

问，黄合少镇组织委员刘军向记者介

绍：“这是我们镇独一无二的一种管理

模式，它借鉴市区开展的‘网格化服务

管理’工作模式，在 2018 年 8 月底前

试行。到目前为止，该项工作运行良

好、制度日趋完善。具体来说就是将全

村按照村民代表数量划分成横向到

边、纵向到底的网格状模式，村民以户

为单位统一到村民代表处，每 10—15

户村民民主推选 1名村民代表，每位

村民代表担任网格员，负责推选他的

村民的服务管理工作，按照两委干部

每人配 1名协理员（党员）服务管理 5

名村民代表的模式开展工作。像去年

10 月初开展的 2018 年动态管理新识

别贫困户工作中，按照网格化服务管

理工作模式，全体‘两委’干部和村民

代表召开会议，共同学习内扶办文件，

按照文件要求，‘两委’会迅速布置村

民代表召开村民小组会议，传达文件

精神，先由各村民小组展开评议工作，

最后汇总到‘两委’委员处，召开由‘两

委’干部、全体村民代表大会参加的评

议识别新贫困户专题会议，进行民主

评议新识别贫困户。通过采用‘网格化

管理’新模式，不仅缩减了工作时间，

更提高了工作效率和村民对政策的知

晓度和满意度，避免出现某些地区有

人争当贫困户的现象。”“这种管理的

好处就是把责任落实到每位网格员的

头上，村两委干部能腾出更多的时间

谋划村里的发展，而老百姓也比较认

可自己的网格员，在传达落实党和政

府的各项方针政策时，速度明显加快、

群众知晓率明显提高、干部工作阻力

明显减小。而且‘两委’干部较之前工

作压力明显减小，工作热情明显提高，

工作效率也有较大提升。”格此老村党

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赵妙婵对此深

有体会地作了补充。

沿着走廊一直向里走，三间办公

室的门楣上分别张贴着“道德讲堂”

（学雷锋志愿服务站）、“北疆先锋大讲

堂”（赛罕区黄合少镇代表之家分站）、

“农家书屋”（党员活动室、党员学习

室、文化活动室）等字样的牌匾。在这

里引导村民读书学习，村人大代表之

家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作用，利用代表

接访日间歇，为广大村民讲解党和国

家各项方针政策。妇女之家购置了民

俗乐器，辟出了书画室，丰富了村民文

化生活。党支部还依托村广场舞队伍，

利用清晨、傍晚等闲暇时间引领全体

村民锻炼身体。现在老乡们安居乐业、

邻里和睦，通过党支部的引领，按照个

人喜好在不同功能的活动场所度过闲

暇时间已是他们的常态。格此老村党

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赵妙婵告诉记

者，为进一步丰富村民的精神生活，格

此老村准备 8 月 20 日举办庆丰收

“农民运动会”。运动会的比赛项目既

有竞赛性又有娱乐性，让岁数大的和

岁数小的农民都参与进来。“第一次举

办这样的活动，没有经验也没有参考，

但我们会求助于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文

化局，请他们为我们策划一些老百姓

喜闻乐见的内容，能参与又有趣，使运

动会办得接地气又有特色，我们有信

心把这届农民运动会办好。同时我们

还在筹建村史馆，所有工作都在紧锣

密鼓地进行，到时候来宾走进村史馆

一定会有耳目一新的感觉，格此老村

历史内涵丰富，我们有责任有义务挖

掘整理并展现，让人们更全面深刻地

了解格此老村。”

特色种植业超前领军
格此老村地广人稀、土壤环境好、

水利设施便利，近年来村党支部积极

探索、内引外联，以生产的农产品“绿

色、无公害、品质好、受欢迎”为目标，

大力调整产业结构，在发展大田作物

种植的同时，积极发展露天蔬菜和特

色种植业，依托“合作社 +农户”模

式，带动了村民的增产增收。“连威南

瓜”“花冠园粗粮”“吉丰养殖”“要强葡

萄”“源凤采摘”等一大批特色产业已

初具规模。

明地蔬菜种植发展势头良好，今

年全村共种植茄子、青尖椒、西红柿、

豆角等明地蔬菜 270 多亩，按照每亩

平均收入 4500 元计算，全村明地蔬

菜种植收入约 12.5 万元。

记者走进一栋栋蔬菜大棚，只见

秧蔓绕架，黄花朵朵，覆盖着的细密小

刺使每根黄瓜都溢出鲜嫩和水灵。还

有豆角、茄子、西红柿、尖椒等，在七月

炎阳的照射下，青、紫、红、绿的累累硕

果点缀在田间，无不招人喜爱。其中

“连威南瓜”已获得国家地理标志认

证，今年全村共种植“赛罕连威小南

瓜”620多亩，预计收入达 140万元左

右。除此而外，格此老村特定的水质、

土壤非常适合种植荞麦，这里的荞面

也负盛名，“同样是荞面，一出了我们

村味道就大不一样。”格此老村党支部

书记兼村委会主任赵妙婵说：“荞面的

吃法很多，比如荞面碗饦、荞面条条、

荞面大饺饺、荞面歘饼、荞面拿糕等，

用荞面做出来的荞面歘饼比白面的还

好吃，很多市里的朋友来总要点名吃

荞面拿糕。下一次开农民运动会时你

们来我家，我亲自给你们搅荞面拿糕，

尝尝我们格此老村的荞面究竟怎么与

众不同，吃了你们保证说好。”特色美

食的诱惑让我们对 8 月 20 日的“农

民运动会”充满了期待。

乘兴前行，呼和浩特市赛罕区黄

合少镇组织委员刘军又带我们了解了

赛音不浪村的网纹瓜种植基地———黄

合少镇的另一种特色种植。100亩网

纹瓜联栋大棚里热浪蒸腾，行行瓜架

笔直，棵棵瓜藤绕翠，乒乓球大小的网

纹瓜点缀其间，令人口舌生津。“堤灌

浇水，四面通风，日照充足，早晚温差

大，是这种网纹瓜种植的硬性条件。”

呼和浩特市果路种植养殖农民专业合

作社的纪喜平告诉记者。在他的指点

下记者看到，与普通的种植大棚不同，

网纹瓜种植的上半部分覆盖着塑料薄

膜，下半部分则是纱网，采用膜下滴灌

技术，垄沟干燥，横竖穿行非常方便，

不似走进普通农田里。“这种网纹瓜是

从日本引进的一种优质甜瓜品种，从

2011 年 2 月起在海南试验种植，通过

几批专家的努力，终于获得成功。因为

育种选育复杂、栽培种植困难、要求条

件高（全部在温室大棚中种植）而天生

娇贵。它外观独特，艺术感强，外皮上

的网纹犹如艺术珍品，给人一种高级

的视觉享受，重量一般在 1.5 公斤左

右。网纹瓜成熟后口感绵蜜、香味优

雅、糖度适中、营养丰富，水分达 88%

左右，果肉像翡翠般晶莹剔透。富含多

种人体健康所需要的营养成分，有‘健

康果王’之美称，其中多种维生素的含

量比西瓜高 4倍，比苹果高 6倍。是目

前国际市场上畅销的高级甜瓜。为保

证网纹瓜的时令性当季上市，每年 12

月至第二年五月从海南基地采摘，其

它时间从河北、内蒙古、新疆等基地采

摘。各个基地轮番种植，保证网纹瓜一

年四季都是应季上市。”

纪喜平说，温室大棚在当年交通

不发达时的确产生了高效益，但现在

物流这么便捷，呼市本土的温室蔬菜

上市时，其他地区的蔬菜早已购进，这

就使蔬菜种植不具备竞争优势。而且

反季果蔬在口感和营养成分上总比时

令果蔬差一些，大量使用化肥、农药也

使反季果蔬品质下降。基于市场需求，

他们早在几年前就已尝试种植网纹

瓜。先开始与村民签约种植了若干亩，

但由于农民的质量意识薄弱，把追求

产量放在首位，不按技术要求管理，致

使种出来的网纹瓜个头大甜度反而不

够，无法按原价收购。今年在赛音不浪

村自己建立了网纹瓜种植基地，就是

要给村民起到示范引领的作用，通过

自己的示范，让老百姓真正明白“品质

好才是真的好”这个道理，只有按技术

要求种植出合格的产品才能赚到大

钱。“当初选基地的时候，经过有关部

门检测，赛音不浪村的气候、土壤都符

合种植条件，但最主要还是黄合少镇

领导的大力支持。是他们慧眼独具，看

到了这一特色产业的潜力，才使我最

终下了建基地的决心。在镇政府的支

持下，今年试种了 100 亩，明年我准

备把基地的规模扩大到 300 亩，再过

一两年，我准备把赛音不浪村发展成

网纹瓜村。”纪喜平虽然不紧不慢地说

着他的规划，但我们从他坚毅的目光

中看到了希望和未来。“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黄合少镇政府始终把引领带

动村民致富列为第一要务，深耕特色

种植业的务实作风可见一斑。

精准脱贫靠拢文明村
集贤村村如其名，乡贤人才代代

相传，有很多村民家里尚有祖传的家

训。集贤村全村总面积 5.7 平方公里，

人口 800 多，其中蒙古族、满族就有

200多人，多民族聚居相融，乡风和

谐。

“集贤村两委班子团结，村集体发

展一天比一天好，有肉牛产业基础，少

数民族占比较大，乡贤人才较多，目前

正在审报内蒙古自治区文明村。”呼和

浩特市赛罕区黄合少镇组织委员刘军

在路上向记者介绍说。

集贤村驻村第一书记孟和作为扶

贫攻坚主要负责人，对扶贫情况了如

指掌。他告诉记者：“集贤村属于平原

地带，水资源丰富，电力、交通等相对

方便，发展养殖业具有区位优越、运输

成本低等优势。内蒙古富东农牧业有

限公司主要以肉牛养殖为主导产业，

是赛罕区精准扶贫的重点项目之一。

该公司肉牛养殖基地占地 40 余亩，

是利用之前村委会奶站改建而成的，

符合国土、环保、畜牧等相关规定。该

项目已投入运营三年多，牛场现存栏

肉牛 259 头（成牛 199 头、犊牛 60

头），主要品种为西门塔尔牛。西门塔

尔牛的特点是体格大、生长快、肌肉

多、脂肪少；公牛体高可达 150—160

厘米，母牛可达 135—142 厘米。饲养

技术相对简单，管理相对粗放，风险

小，收益高。肉牛养殖项目成立初期，

公司与集贤村的贫困户签订了三年帮

扶合同。2016年该公司为贫困户每户

分红 400元，2017 年为贫困户每户分

红 1000 元，2018 年为贫困户每户分

红 1200元。三年共惠及贫困户 33户

68人，每户贫困户分红 2600元。同时

公司还向集贤村贫困户提供就业岗

位，只要愿意来公司打工的，无条件聘

用，根据本人自身条件合理安排岗位，

贫困户孙振海在该公司打工，每月按

时领取 1000 元工资，为其稳定脱贫

每年增收了 12000 元。”

随着肉牛养殖的发展壮大，村党

支部与内蒙古富东农牧业有限公司共

同筹建一个以肉类运输为主的物流

站，以实现养殖（种植）—肉类分割—

储藏—运输为一体的“一条龙”经营模

式，现在正在建冷库和肉类分割车间。

这个物流站建成以后，一是可以按照

肉牛身上的不同部位进行分割包装，

以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增加养殖

效益；二是能延长牛肉的保存期，便于

运输，降低成本；三是村企合作，增加

村集体收入；四是可以解决村民的蔬

菜瓜果保存难问题，避免蔬菜瓜果集

中上市村民买不上好价钱的问题；五

是集贤村现有温室大棚 200 座，冷库

运转开以后，村委会可组织村民进行

蔬菜配送，增加村民收入；六是可以为

村民提供就业岗位，让农民收入不再

单一。

除了以委托模式养殖肉牛进行扶

贫整村推进工作以外，呼和浩特市职

业学院、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公安局和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黄合少镇三级包联

单位也经常入户调研，采取措施帮扶

贫困户脱贫。村党支部还为贫困户专

门设置了公益岗位，让他们力所能及

的为村里服务增加收入，像担任公厕

的保洁、打扫村委会的卫生等。温文清

是 2018 年精准识别的 4 户贫困户之

一，自己有病没有收入，母亲也有病，

他的女儿在内蒙古医学院上大学，学

的是护理专业。针对他的情况，镇领导

和村党支部多次与他女儿所在大学的

系领导沟通，让学校有合适的政策优

先照顾温文清的女儿。孟和告诉我们，

就在我们去采访的当天，温文清一大

早来到村委会高兴地告诉孟和，他女

儿暑假期间准备去内蒙古肿瘤医院实

习，每天工资 180 元。这既能使所学

的护理专业发挥所长，为患者服务，又

能帮家庭增加收入，缓解生活压力。

集贤村能打好脱贫硬仗，得益于

党建基础工作扎实。在党员管理方面，

集贤村驻村第一书记孟和表现出其年

龄少见的稳重和成熟。每一项新政策

都及时组织学习，也经常请有关部门

和领导督促指导，并于前段时间在召

开村支部党员大会的时候，与党员签

订了承诺书，从制度上加强了对党员

的管理。

“农村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土地，我

们要做好以地生财的文章。今年我们

准备把几个村作为试点，一是尝试把

集体分散的土地调整连片，实现‘边角

土地’经济最大化。二是把村内闲置、

空壳老房利用起来，通过发展农家乐、

周末农家体验店、托管菜园、劳动实

践、共享农具等形式，让市民们闲暇时

间来农村转转，夏天采摘蔬菜、体验农

活儿，冬天还可以来吃吃杀猪菜，我们

要想尽一切办法引领村民致富增收，

让老百姓真正获得生活的幸福感。”呼

和浩特市赛罕区黄合少镇党委书记乌

兰腾格勒不光是对我们，更是对着这

片热土深情地说。

黄合少镇：在创新务实的底色上
勃发盎然生机

本报记者 赵慧萍 齐美萍 张鑫 通讯员 刘军

七月中旬，记者一行走进呼和

浩特市赛罕区黄合少镇。这片安静温

馨的土地迎接着我们的兴奋和好奇。

下车后，一片郁郁葱葱的玉米地首先

震撼到了我们。绿波涌动、一望无际，

七月，正是庄稼抽穗拔节的要劲之

际，每一株植物都像农村的壮小伙一

样挺拔，阵风吹来，勃勃生机跳跃在

每一片绿叶上。

初看镇貌，这个下辖 24 个行政

村、2 个居委会，以农业为主、畜牧养

殖业为辅的农业大镇与盛夏时节的

其他村镇毫无二致。可深入到一个个

村子里实地走访，察看，聆听，不知不

觉就被镇村干部那种积极向上、时不

我待的精神所感染，了解到他们各具

特色的发展思路、分享到他们一步一

个脚印取得的成果时，不由自主想为

这些最接地气的人们点赞!

我们采访的村子，有的调整种植

结构发展特色农业，有的采用“公

司＋农户”的形式发展订单产业，有

的依托现有资源，不断加大配套设施

的建设，有的村子大常住人口多，有

的村子小常住人口少，但不管走到田

间地头还是街巷庭院，无不呈现出一

派和谐安康、欣欣向荣的蓬勃发展之

势。特别是让老乡的言谈举止感染的

不由自主地蹦出了想留下来和他们

做邻居的冲动，他们这份过上幸福生

活的喜悦，把我们内心撑得满满的，

又像涟漪一样扩散到了身上的每一

个细胞，让我们情不自禁地喜欢上了

这里的河流、树木和每一寸土地。更

让我们深深感受到的是一种心怀百

姓、敢为人先、创新务实、着眼发展的

底色，已浸润在了首府东南部这片土

地上；襟怀和境界、担当和作为，正成

为黄合少镇建设文明、整洁、舒适、宜

居美丽蓝图的初心和期望。

走近，才知道真实，才知

道土地是怎么回事，才知道

村庄是怎么回事，才知道“三

农”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发展

和践行是怎么回事。黄合少

镇，给了我们一个喜悦却又

沉甸甸的答案。在各级党委、

政府的领导和关怀下，他们

懂得基层党组织的重要使

命，懂得土地的珍贵，懂得创

新务实，并能在生生不息的

土地上结出新时代的累累硕

果，让我们在采访中一再感

动，一再感慨。

乡村留住了人，留住了

文化，留住了根脉，也就留住

了幸福。

采访手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