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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鑫

他正值事业蒸蒸日上的年纪，却

选择暂别令人艳羡的工作岗位，主动

申请接过脱贫攻坚的重担，作为永和

村的驻村第一书记，把村民们的期盼

装在心里，用实干托起他们朴实的致

富梦;

他尽心竭力的为贫困村谋发展，

因地制宜发展集体经济，为永和村铺

就幸福路;

他认真履行第一书记职责，带领

村“两委”一班人，勤奋努力、扎实工

作，零问题通过了自治区贫困旗县脱

贫摘帽第三方评估和自治区扶贫项目

资金第三方绩效考核，向党和人民交

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他就是乌兰察布市察右中旗科布

尔镇永和村第一书记王衡。

贫困不除誓不归家
这，既是表态，也是承诺

在距离乌兰察布市察右中旗东南

七八公里的地方，有个永和村，绵延不

平的浅山丘陵上，散落分布着 6 个自

然村，300多户人家。这里常年干旱少

雨，是典型的看天吃饭的地方。年轻人

大多外出打工，只留下年纪偏大的村

民在这片土地上辛勤劳作。但是由于

气候条件的原因，大都是广种薄收，村

民们的收入仍然停留在温饱线上。

2016 年，乌兰察布市委办定点包扶永

和村，王衡受委派，来到永和村担任第

一书记。这支由 5人组成的工作队开

始了他们的驻村扶贫工作。

生态环境之恶劣、自然资源之匮

乏、生产生活条件之艰难，一切都出乎

王衡的预料。刚到永和村，为第一时间

熟悉掌握村上情况，王衡带上干粮，用

了近一个月的时间，马不停蹄的对全

村常住人口 293 户 664 人进行了逐

一走访，并对建档立卡贫困户 103 户

190人进行了重点研究。

村上组织建设滞后，村委班子整

体老化，产业经济几乎为零，面对这些

情况，王衡傻眼了。2016年 3月 16日

晚，他彻夜未眠，村上干部都以为他被

当前的困难吓倒了，要打退堂鼓了。这

时候，他拿着十多张写满字的信笺和

《焦裕禄传》出来了，当着村干部和村

民代表说道“古人云，匈奴未灭何以家

为?今天，我在这里向大家郑重承诺：

贫困不除誓不归家”。

一诺千金。这意味着责任，更意味

着担当。永和村的恶劣环境和深度贫

困的现实情况激发了王衡内心的激情

与斗志。正是从这时起，他默默的下定

决心誓要改变这里的贫困面貌，带领

全村干部群众走上一条脱贫致富的道

路。

“炕头组织”成“阵地组织”
撸起袖子，就是一个字“干”

审时而度势，谋定而后动。火车跑

得快，全靠车头带;农村富不富，关键

看支部。如何发挥基层党组织在脱贫

攻坚中的战斗堡垒作用成为第一书记

的首要任务。“帮钱帮物，不如帮个好

支部”，党委系统深耕多年的王衡，深

知这一点。

在他写下的十多页的信笺中第一

句写的就是，“完善的基层组织是高效

有序开展基层工作的重要保障，建立

健全基层组织，选强配优班子队伍，是

第一步，也是最为重要的一步。”随后，

王衡对全村现有的 30 名党员进行了

逐一走访，在充分吸纳各方建议的前

提下，形成了村党支部组织建设规划，

制定了《党务政务公开制度》。他特别

注重加强村级后备干部培养，慎重培

养入党积极分子 2名，培养产业发展

带头人 1名。结合“两委”换届的有利

契机，着力选优配强村“两委”班子，换

届后，村级班子成员平均年龄降到了

47 岁左右，文化程度全部达到了高中

以上，实现了“提素质、降年龄”的预期

目标。

每周一嘹亮的入党宣誓声，都会

在永和村村委会回响，明亮宽敞的办

公室，让人们很难想象到王衡刚到这

里时村委会的模样。

采访中王衡告诉记者：“当时的村

委会跟我目前下乡看到的别的村委会

是不一样的，有很大的区别，支委总

体年龄偏大，而且当时基层组织比较

松散，下定决心一定要把基层党组织

建好，通过去年一年组织建设，现在

我们班子非常有凝聚力，发挥基层组

织战斗堡垒作用已经很明显了。”

脚下沾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沉淀

多少真情。扶贫路上不好走，扶贫路上

很艰辛，但王衡坚持以真心换民心、以

真情暖民心，把扶贫开发同基层党组

织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带领村“两委”

班子每月学习中央、自治区、市、旗四

级相关会议和文件精神，严格落实“三

会一课”制度。特别是，他多方争取筹

措资金，完善硬件设施，将原本的“炕

头组织”彻底地转变成了“阵地组织”，

实现了村党支部由“三类支部”向“二

类支部”的转化提升。通过一系列的举

措，村“两委”班子提高了认识，拓宽了

眼界，拧成了一股绳，为接下来脱贫攻

坚以及其他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

真情帮扶，分类施策
摆脱贫困一路奔小康

脱贫攻坚，方向已明，目标已定。
然而，贫有百样，困有千种。怎么扶?突
出分类施策、精准发力，开对“药方”，
才能拔掉“穷根”!

在完成了对全村常住户的全覆盖

走访后，王衡第一时间逐户建立了详

细的户档。通过召开座谈会、党员和村

民代表公开计票选举推选，准确把握

精准识别要求，精准识别动态调整建

档立卡贫困户 103 户，并根据所掌握

的贫困户致贫原因，针对性的进行分

类施策。

从到永和村的那天起，王衡和他

带领的驻村工作队就成了村子里最忙

的人，一条条泥泞的道路承载着村民

们的期盼，一双双无助的眼睛里流露

出的是脱贫的渴望，他们为着这期盼

和渴望，为争取帮扶政策，落实扶贫措

施不停的奔波忙碌，借助国家十三五

时期异地扶贫搬迁工作方案的东风，

将几个生存条件差的村子进行搬迁整

合，进行危房改造，集中解决饮水问

题，协调扶贫救助物资，联系医疗部门

来永和村开展义诊，为村民送医上门。

这一件件好事实事像春风一样吹进了

闭塞落后的村庄。

整村搬迁、新建机电灌溉井、铺设

灌溉地埋管道、旱地变为水浇地、为

120 户村民供上自来水、为 103 户

190 名贫困人口购买了每人 200 元

的医疗补充与意外伤害保险，为 93

户 150 名 50 周岁以上的贫困人口购

买了每人 90 元的重大疾病商业保

险，切实解决了贫困群众能够“看得起

病”，不至于因病返贫的问题。他还大

力实施就业扶贫、全力保障教育扶贫、

社会兜底应纳尽纳、基础设施全面提

升等等。

正是由于坚持将“精准”二字贯穿

脱贫攻坚始终，永和村高标准完成了

“两不愁三保障”任务，102 户 186 名

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全村常驻人口人

均纯收入由原来的 3500 元增加到了

7000 元左右。

永和村村民陈明义说：“从王书记

来到永和大队，这个变化上确实是真

不赖，我们永和大队的党支部书记，

能把十九大宣传到底，土路能给变成

水泥路，土房都能给变成砖房，旱地都

给变成水地，这个领导真是不错。”

变“输血”为“造血”
找准路子集体搞产业

脱贫攻坚，重在精准。因地制宜集

体搞产业，仅仅是这里精准发力脱贫

攻坚的一个侧影。王衡一直认为，贫困

户只有有了可持续性收入，才能实现

真脱贫、脱真贫，而拓展贫困户收入渠

道的最佳良方，就是要有产业，只有大

力发展村集体经济，变“输血”为“造

血”，才能提供源源不断地内生动力。

在王衡的牵头带领下，驻村工作

队和村“两委”一班人，经过反复研究

论证、实地调研走访、广泛征求意见，

最终决定利用南壕堑与厂汉不浪两个

自然村结合地的优质草地资源，开发

优势产业，带动脱贫增收的发展原则，

发展蒙古马养殖产业。王衡多方协调

筹措资金，争取到产业扶持资金 130

万元，用于发展蒙古马养殖项目。又协

调派出单位为永和村购买价值 3万元

自卸三轮车一辆，用于运输草料，助力

村集体经济的运行。经过一年多的发

展，马场马匹养殖数量已突破 200

匹，养殖效益非常明显，带动村民实现

户均增收 500 余元，“两委”干部和村

民们的发展信心大增。于是，他决定再

次扩大养殖规模和种类。在旗委、政府

的大力支持下，2019 年 12 月，察哈尔

右翼中旗永和农牧业发展中心正式建

设完成并投入运营。农牧业发展中心

成立以后，王衡就更忙了。对于他来

说，集体经济就如同自己的眼睛一样

宝贵。2019 年 1 月的一个大雪天，发

展中心的 36 匹马在风雪中走丢了，

王衡不顾极端的天气，带领工作队队

员在雪地里寻找了整整三天……

察右中旗永和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刘智华介绍，驻村以来，为了发展集

体经济王衡做了很多的努力，2019

年年初永和村集体经济养马场的马匹

由于工人操作不慎丢失了，当时正值

冰雪天气，道路很难走，泥泞不堪，然

后有的地方甚至结冰，车辆行驶不便，

冰雪打到脸上，而且看不到前路，他当

时心里感觉倒是有点失望，但是王衡

激励我们再坚持向前行一段，在他这

种鼓舞下，行进了有半个小时左右，终

于在冰雪中看到了最后三匹灰色的马。

现在提倡蒙古马精神，他这种执

着与坚持对于蒙古马精神是一种很好

的诠释。

现如今，蓝天白云下，依偎在辉腾

锡勒草原深处的永和村，正渐渐被春

风唤醒。山坡上草木开始泛绿，满坡的

骆驼、马、驴悠然自得，放眼望去，好一

幅如画美景。

驻村扶贫意味着要离开城里的家

和家人，扎根条件艰苦的穷乡僻壤，和

贫困户共同劳动和生活。面对这些困

难，王衡没有退缩, 而是带着一份使

命、一份责任和一份担当，扎根脱贫攻

坚第一线。“不脱贫，不收兵”，王衡依

旧没日没夜地坚守在永和村脱贫攻坚

的路上，随着一幅幅脱贫攻坚的生动

画卷在永和村徐徐展开，宏伟小康

梦，必将照进现实……

记者手记：
王衡从令人羡慕的岗位走到贫瘠的

山村，他将一个丈夫和父亲的责任放下，

却扛起了永和村的600多村民的衣食冷

暖，沉下身子为落后的永和村办实事谋

发展、谋幸福。5 年的风霜雨雪，他用

爱心和坚守浇筑脱贫致富的漫漫长

路。蒙古马耐旱，他能吃苦，蒙古马不

畏寒暑，他坚韧不拔; 蒙古马忠于职

守，他能沉得下心。王衡就是永和村的

“马书记”，为了带领村民脱贫致富，百

折不挠，为了理想奋力奔跑的精神，正

如同驰骋在草原的蒙古马，为了自己

心中的理想扬鞭提绩，他们追寻的是

希望。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

不成。5年的驻村工作，村民们记住的是

王衡为了搞好基础设施建设的拳拳之

心，为了发展集体经济产业的良苦用

心，让我们为这样的书记点赞。

第一书记王衡：用真情温暖民心用实干践行初心

本报记者 张丽清

通讯员 李东海 关朕

坐标内蒙古最西端———阿拉善

盟额济纳旗黑鹰山镇。广袤的戈壁滩

远远望去，天连着地，地连着天。汽车

在坑坑洼洼的砂石路上蜿蜒前行，像

蠕动的蚯蚓。天阴沉，与灰黯的地理

环境浑然一体。没有任何植物，也没

有任何动物，偶尔刮过一阵风，卷起

的沙砾打的汽车“乒乓”作响。这场景

像极了黄渤主演的电影《无人区》。

5月初，带着崇敬，记者一行专程

走进胡杨林的“故乡”———内蒙古阿

拉善盟额济纳旗，走近被誉为“生命

禁区的光明卫士黑鹰山供电所”，实

地领略这些“光明卫士”甘于奉献、爱

岗敬业的点滴。5天的时间里，与黑鹰

山供电所的 8 位基层员工忆往昔、谈

价值、话伤悲、共欢笑。

黑鹰山供电所，是蒙西电网最西

端的基层组织，体量虽小，意义非凡。

成立 12 年间，黑鹰山电力人，夏不畏

酷暑，冬不惧严寒，毅然扛起蒙西电

网最西端 1座 110KV 变电站和 2 座

35KV 变电站的变电运行维护工作，

以及黑鹰山镇 13 家大工业用户以及

周边的军、警、民约 900 多人的供电

服务，以无悔的青春与豪迈铸造出独

特的“黑鹰山”精神，把“守望”“忠诚”

“奉献”写进了荒茫戈壁滩。

胡杨
黑鹰山电力人追求的意志

2009 年 12 月 31 日，恰是黑鹰

山变电站(时称)值班员的换班时段。

早上 8 点，3 位值班员高兴地上车准

备回家过新年，没想到途中汽车的两

条轮胎先后爆胎。他们跑到离边防公

路 5 公里外的山上打手机还是没信

号。寒冬腊月，3人只得蜷缩在车里等

待援救。下午 5 时，边防连巡逻车用

望远镜观察发现了这一险情，立即通

报连队打电话请额济纳供电分局派

车救援。不料救援车也迷了路，直到

2010 年 1 月 1 日早上 7 时才找到他

们。摆脱险境后，大家悲喜交加地说：

“在十几公里的路上来回奔袭，一来

一往走了两年！”这段经历，第一任站

长严新春终生难忘。

黑鹰山供电所“费”车，阿拉善电

力人众所周知。据额济纳供电分局党

总支书记张勇介绍，仅 2008 年建站

到 2015 年 7 年间，往返于黑鹰山的

通勤车就报废了 5 台，这些车外表大

都看起来很新，但是打开引擎盖到处

是修补的痕迹，再看底盘大梁多处出

现裂隙。

内蒙古自治区第六届全区道德

模范提名的苏依勒图在黑鹰山供电

所“三进三出”，是该所的元老级人

物，土生土长的黑鹰山人。父亲布和

楚鲁曾担任该地区算井子派出所的

第一任指导员，子承父业，毅然选择

在黑鹰山的坚守。

他向记者讲了一个故事：2013 年

7 月，黑鹰山连降暴雨，山洪冲毁路面

形成了宽 10 余米、最深近 2 米的河

沟。车辆无法通行，从山上湍急而下

的洪水使边防连队的 4 级杆塔倒杆

断线，造成线路跳闸。连队失电，水泵

无法运转，边防战士饮水成了头等急

难。此时，供电所的抢修车辆被截在

了离连队不到 10 公里的河沟处。司

机沿着河道来回奔波了十几公里，水

太深，车辆无法通过。当年的所长李

吉存和他当即决定，“抬”车过河。就

这样，4个值班员加 1个司机，推着车

过了一条又一条河沟。脚掌被河底的

石子、梭梭扎破了，他们硬是咬紧牙

关，将装满抢修物资的车辆连推带抬

移到了河沟对面。没顾上吃口干粮，

他们便马上奔赴故障现场。经过两天

的抢修，最终恢复了对边防连队的送

电。连队有电了、战士有水喝了，供电

所的值班员们却在寒雨中激成了重

感冒。

就这段往事，苏依勒图“骄傲”地

对记者说，此后，上级部门曾派出心

理疏导师为他们做心理疏导，谁曾想

他讲故事竟让疏导师几次落泪，疏导

工作差点就没有完成……

净水
黑鹰山电力人梦里的渴望

黑鹰山，地处戈壁和沙漠交融之

地，环境极为恶劣，曾被联合国人类

生存环境调查组认定为不适合人类

居住的“生命禁区”。地区年降水量只

有 60 毫米，蒸发量却是 3000 毫米 ，

一年有 260 多天是 5 级以上的大风

天，冬季气温最低达零下 40 多摄氏

度，夏季室外温度最高达 50 多摄氏

度。

当地百姓用这样的顺口溜形容

黑鹰山，“天上无飞鸟，地下不长草，

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喝的是矿

泉水（矿物质严重超标），住的是月球

村”。

谈及当年的黑鹰山工作场景，50

多岁的王爱军师傅趁记者不注意悄

悄的抹了一下眼角的泪水。“地理环

境的艰苦我们能忍受，工作环境的单

调我们也能捱过，唯有生活中的用水

问题是我们最大的困难。在这条 G7

公路开通前，我们的变电站值班员每

十天换一次班，车辆在时有时无的

‘搓板路’上一直颠簸六个多小时才

能到达。还记得，2011 年 1月，冬季大

雪封山最长达 7 天之久，当接班人员

靠人力挖出一条路来到变电站时，眼

前是几颗发芽的土豆、半桶浑浊不堪

的水以及头发蓬乱的交班人员……”

由于当地的水里含氟和有害矿

物质，长期饮用会脱发，引起口腔溃

疡和各种怪病。1974 年出生的前所长

李吉存，第一次见他，竟有些“老态龙

钟”。对于记者对他年龄的质疑，他笑

着说：“嗨，好几次接孩子放学时我都

被孩子同学认为是爷爷……”现任所

长苏日嘎拉图，80 后小伙。在黑鹰山

工作两年后，他的亲朋这样对他评

论：想当年，意气风发，羽扇纶巾；现

如今，面容粗糙、油腻大叔。

纯净的淡水是黑鹰山最宝贵的

资源，在这里水比黄金更重要！

憧憬
电力人要让戈壁更亮丽

本世纪初，阿拉善就有一句叫得

响亮的格言：“顾全大局、无私奉献、

坚韧不拔、艰苦奋斗！”这是近 20 年

来阿拉善人奉献精神的集中概括，也

是黑鹰山电力人建站 12 年的箴言。

在 2019 年内蒙古电力公司全系统的

年度晚会上，阿拉善电业局报送的情

景剧《黑鹰山下的誓言》中几句台词

真实还原了黑鹰山供电人的坚忍不

拔、乐观进取精神，当几位演员把“顾

全大局、无私奉献、坚韧不拔、艰苦奋

斗”台词深情喊出后，在场观众无不

落泪。

也许，平实艰苦的环境，人与人

关系才更真实、纯洁。2013 年春节前

夕，黑鹰山矿区企业都已放假，山里

留守的只有供电所 3 名值班员和北

疆第一哨――清河口边防连队的战

士。大年三十那天飘起了雪花，连队

派员拿着罐头、还有自己宰杀的猪

肉，从 40公里外赶到供电所。大家包

饺子、点篝火，一起守岁过节。孤寂的

远山，寒冷的冬夜、纷飞的大雪，肩负

卫国戌边使命和守护大漠光明重任

的两家人，心紧紧地贴在了一起。

2014 年 12 月 8 日晚，寒风裹挟

着沙尘呼啸而至，盛源矿业 1 号真空

断路器电缆接头松动拉弧、打火，造

成断路器跳开，厂内失电。供电所主

值班员于忠庆接到救援请求后，连夜

出动抢修。零下 30度的气温，冻得手

都伸不开，人站在杆基上直打哆嗦。

无奈，只能用木柴在杆旁点起篝火，

烤会儿火再上去作业。连续十几次作

业后，终于在第二天清晨恢复了送

电。企业的生产设备正常运转了，供

暖也恢复了，值班员们却冻得眼泪都

凝结在脸上，手上全是冻疮。

俗语讲，英雄“无欲无求”，可是

谁知道英雄的光辉背后是青春、热

血，甚至是生命。

2014 年 3 月 27 日，站内一向开

朗健康的值班员李保忠，突然出现了

头晕、恶心、胸闷等症状。就在值班员

将他扶到休息室转身的一瞬间，李保

忠重重倒地，面色苍白、呼吸困难。值

班人员即刻对他进行人工呼吸和心

肺复苏。看着他呼吸越来越微弱，值

班员大声地呼喊并向额济纳供电分

局调度台报急。时间，一分一秒的过

去；救护车，在荒无人烟的戈壁奔驰；

生命，在那一刻变得如此脆弱。

在漫长的 7 个小时的焦急等待

中，值班员们的双手因为做心肺复苏

不间断的按压变得红肿、僵硬。直到

晚上 21 时，救护车终于赶抵供电所。

但此时的李保忠师傅早已没有了生

命迹象。

那一天，李保忠离开了黑鹰山，

牺牲在了他钟爱的岗位上，可他的精

神却在黑鹰山幻化成了一座坚实的

丰碑！

一直参与李保忠抢救工作的于

忠庆在一篇日记中写道：生命无价，

但价值常在，我的生命价值就是守护

蒙西电网安全，为祖国的繁荣昌盛贡

献自己的绵薄之力。李保忠不仅是我

们学习的榜样，也是我们实现人生价

值的航标！

星光不负赶路人，岁月不负有心

人。自 2008 年起，该所先后荣获自治

区团委“内蒙古青年创新创业创优标

兵集体”、自治区文明办“文明服务窗

口单位”、内蒙古电力集团“最美敬业

奉献模范”、全国用户满意服务明星

班组、中国最美供电所、第 23 届中国

青年五四奖章集体推荐单位、2019 年

度内蒙古自治区五一劳动奖奖章、工

人先锋号等等荣誉称号。12年间，黑

鹰山供电所坚持标准化管理、品牌化

建设，为蒙西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当

尖兵、保优质，全天候值守，没有发生

一起安全责任事故。

“光明使者心系边防第一线，真

心服务情暖人民子弟兵”“寒风刺骨

不辞苦，排忧解难为矿山”。这是算井

子边防派出所和额济纳盛源矿业的

锦旗感语！饱尝黑鹰山电力人送电送

水送温情的吉日嘎拉、革命两位蒙古

族老牧人，深情地他们说：黑鹰山电

力人是光明的神，他们人人有颗金子

般的心！

作为第四代黑鹰山电力人的“头

驼”苏日嘎拉图，新冠肺炎疫情发生

以来，决然退掉回老家兴安盟的火车

票，主动放弃休假，回到黑鹰山供电

所进行值守，长达 28 日。在额济纳供

电分局申请通行证送物资上山之前，

他带领值班人员用原本 10 天的物

资，克服没有饮用水、缺乏新鲜蔬菜

的困难，靠土豆、白菜和冷冻肉在黑

鹰山坚守……

“守望、忠诚、奉献”……黑鹰山

电力人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着历史，

同时又改写着历史。

又是一天的繁忙工作后，天色渐

黯。黑鹰山镇矿区的灯光渐次亮起，

80 后职工夏爱军盘坐在黑鹰山供电

所门前，望着天空的星星点点，笑着

对记者说：“我的生命价值，要像李保

忠师傅一样，让黑鹰山记着他，让阿

拉善广袤的戈壁滩记着他。”

蒙西电网最西端“光明卫士”的庄严承诺：坚守 12 年只为点亮黑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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