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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尽管是内蒙古大兴安岭南麓

农闲时节，但兴安盟乌兰浩特市乌兰

哈达镇白音特布斯格嘎查农民蒋鹏依

旧忙着养猪，正从脱贫迈向致富之路。

据蒋鹏介绍，他家 2015 年被识别

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后，当地利用 4.5

万元产业扶贫资金帮助买来 112 头猪

仔，还帮助盖起 240平方米的猪圈。现

在，他家猪圈扩建到 500 平方米，预

计今年收入达 30万元左右。

蒋鹏所在的兴安盟位于大兴安岭

南麓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是内蒙古脱

贫攻坚的主战场之一。近年来，内蒙古

把产业扶贫作为重要任务，优先保障

政策措施、配置资源要素、安排资金投

入，助力大兴安岭南麓建档立卡贫困

户“拔穷根”。

据内蒙古自治区农牧厅副厅长刘

永志介绍，2016 年以来，内蒙古累计

向大兴安岭南麓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投

入农牧业政策项目资金和产业扶贫专

项资金 104亿元，帮助当地发展“米菜

果油糖、猪禽马牛羊”十大优势特色产

业，共覆盖贫困人口 9.5 万人。

内蒙古因户因人施策，对强劳动

能力贫困人口，实行政府出单、贫困户

点菜、财政补贴的“菜单式”扶贫政策，

支持其发展产业实现脱贫；对弱劳动

能力贫困人口，通过发展轻体力庭

院经济、集体经济带动、新型经营

主体代耕代养、公益就业等方式，

让他们共享产业发展成果；对脱贫监

测户和边缘户，通过强化产业扶持政

策项目支撑，加强产业发展技术指导，

突出产业发展风险监测，防止新发返

贫致贫。

刘永志说，内蒙古在大兴安岭南

麓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实施贫困农牧民

利益联结带动行动，累计投入扶持资

金 1亿元扶持龙头企业、合作社、社会

化服务组织等新型经营主体 238 个，

建设扶贫车间 14个，发展产业化联合

体 34 个，直接带动贫困人口 6.8 万人

次。

目前，内蒙古大兴安岭南麓 5个

国贫旗县全部摘帽，602 个贫困嘎查

村全部出列，贫困人口由 2015 年的

10.5 万人减少至 1629 人，剩余贫困

人口均达到脱贫标准；农牧民人均年

可支配收入达 11630 元，比 2015 年

增长 47%。

据新华网

扶贫产业“花”开大兴安岭南麓

走进鄂尔多斯市乌审旗嘎鲁图

镇木都柴达木村，眼前的炊烟、小桥、

农家、池塘、垂柳引人注目，村容村貌

干净整洁,文明美丽，一砖一瓦浸润

着恬淡古朴的气息。村民们有空就会

来广场凉亭里休憩，谈论最多的是木

都柴达木村驻村第一书记刘鹏飞，都

交口称赞人居环境显著改善离不开

他的包联帮扶。

木都柴达木村位于乌审旗嘎鲁

图镇东南 25.5 公里处，全村总面积

11.64 万亩，共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8

户 19人。主要收入以小规模家庭种

植业、养殖业、外出务工为主，是一个

典型的无资源、无支柱产业的贫困

村，村集体经济为“零”。刘鹏飞是研

究生，正高级工程师，曾获得自治区

劳动模范，2020 年 2 月担任木都柴

达木村驻村第一书记。上任以来，他

把 77 岁多病的母亲和上初中的孩子

全都丢给妻子照料，自己风里来雨里

去，奔走在家家户户，察民情、送政

策、献爱心、解难题、谋发展……

“必须激发他们的内生动力，发

挥每个人的长处和干劲。”“既然驻村

帮扶，就应该立足实际，从老百姓最

关心、最期盼的事情做起，把脱贫攻

坚的好事办实、办好，使所驻村的群

众生活更美好、更幸福。”他和驻村工

作队队员们暗下决心。

高障保的妻子米连翠患肺癌晚

期，无劳动能力，高障保在世时与妻

子因常年患病，四处求医，不仅花光

了家里所有积蓄，还欠了外债，致使

家庭贫困。为了让米连翠家尽快摆脱

贫困，驻村工作队积极协调旗扶贫办

启动扶贫应急周转资金 3万元，用于

米连翠的住院治疗，同时协调资金为

她家架电修路、打井、整合耕地、购买

种子、化肥、农药等农用物资；建养猪

棚圈，购买母猪、黑猪、草棚。在一系

列“扶贫和扶智”帮扶下，调动了她儿

子高清利的积极性。“今年一年的收

入比我家前 5年的收入还多，完全脱

贫奔小康了。”高清利望着场院里刚

刚收割成堆的玉米，一边加工玉米饲

料，一边乐呵呵地对前来给他家帮忙

的刘鹏飞及工作队员算了一笔账：收

入 20多万元没问题……

2020 年 12 月初一场大雪过后，

木都柴达木村委举行“庆五谷丰登

传中华文明”有机红枣采收活动，高

音喇叭响传出刘鹏飞高亢的声音：

“同志们、来宾们，我向大家宣布，从

今年起，我们的沙地有机枣园种植有

收益了……”在市住建局帮助下的

100 亩有机红枣种植项目，由乌审旗

顺发种植专业合作社投资成立，名

为红泥场有机红枣种植专业合作

社，采取“企业 + 党支部 + 合作社

+ 农牧户”的发展模式。新项目的

落地，彻底改写了村集体经济为

“零”的历史。木都柴达木村委会

在一条平坦的柏油马路旁边，这

条路通向旗政府嘎鲁图镇，3 年前

还是一条黄土漫地的土路，去镇

里要走 3 个小时，现在却只要十几

分钟就可以到达。新建的村委会干净

整洁，占地面积 3500 平方米，建筑面

积 620平方米，内设便民服务大厅、

卫生室、文化活动室、新时代文明实

践站等多个不同功能室。村党支部被

评为一类 9 星级基层组织，且荣获

“市级文明村”等多项荣誉称号。正在

带领大家一起扫雪的村主任李树兵

不无感慨地说：“这都是驻村工作队

帮扶做出来的啊！”

刘鹏飞酝酿多时，选择了创新发

展生态致富项目，建设了优质牧草基

地……他根据村立地条件，与驻村工

作队积极与有关部门协调，争取到京

津风沙二期草场改良 3 万亩生态项

目 1个，今年已开工种植柠条 2000

亩，全部建成后实现全村生态效益和

经济效益双丰收，以实际行动践行总

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

理念。

“通组入户路修得很快。”“京津

风沙二期草原生态保护项目 95 户

133 个（草棚 85 个、羊棚 23 个、青储

窖 25个）全部完成。”“种植养殖基地

建到村里，我们在家门口就可以务

工。”“土地流转给合作社种植经果

林，我们现在有租金、工资、分红三种

收入。”木都柴达木村村民朴实的话

语，深深地表达了他们对精准脱贫政

策的认可和感恩。

村民经济有了保障，生活环境也

要有所改善，为美化环境、防风固沙，

驻村工作队还对村委周围道路和水

冲厕所的枯树进行补植、浇水，确保

成活率。启用生活垃圾无害化裂解处

理厂，每日可处理 3—10 吨生活垃

圾，热解后的粉尘不断聚集成为灰

渣，毒害物质再经多次热解，达到彻

底分解，以最快的速度实现减量化、

无害化、无污染目的。在 2020 年全市

人居环境排名中，木都柴达木村位居

第一梯队，并通过了嘎鲁图镇城建办

的户改厕验收。

环境优美、政策宽松、生活和谐

吸引了养猪大户郑海元返乡创业，他

于 2020年 4月正式注册成立乌审旗

海元种养殖有限责任公司。一期总投

资 115 万元，建成 1万平方米的大型

专业养猪场，集产业化、标准化、专业

化、规模化生产于一体，成为当地的

养殖大户。驻村工作队队员白杨指着

偌大的养殖场，不无感慨地说：“能把

养猪状元吸引回来，刘书记对木都柴

达木村的扶贫工作确实是费尽那心

血！”

在市住建局和驻村工作队的帮

扶下，木都柴达木村进一步大力发展

村集体经济———成立了乌审旗久多

种猪繁育专业合作社，主营松辽黑

猪、北京黑猪育肥和纯繁。采取“党支

部 + 合作社 + 农牧户 + 贫困户”的

发展模式，将 8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全

部按股份纳入合作社，建立利益联结

机制，2020 年为建档立卡贫困户每

户分红猪仔 2头（按照当时市场价最

低折合人民币 3200 元），确保贫困户

实现稳定增收致富。

为使村里的绿色农畜产品与消

费者直接对接，驻村工作队与村“两

委”研究同意，在嘎鲁图镇嘎鲁图中

学附近开了家“木都餐饮馆”，食材全

部用木都柴达木村的猪羊鸡肉和鸡

蛋，形成了生猪从出生到养殖，再到

餐桌的产业链。

木都柴达木村肉羊养殖专业合

作社是正在注册的第三个村集体经

济，已建成 200 平米草棚，1000亩网

围栏，种植优质牧草 300 亩，按照以

草定畜原则，养羊规模控制在存栏

500—1000只之间。

齐美萍 高晓梅

地处海拔 2000 多米的大

后山，年均气温 4℃，温差大，降

雨量少，农作物生长期长，广种

薄收。这成为固阳县农业增产增

收无法突破的瓶颈，也曾是这里

致贫的重要因素之一。

如今，这一劣势正成为农民

脱贫致富的资源优势，变成当地

农民脱贫增收的优势。利用独特

的气候条件，固阳县选择把种植

莜麦、菜籽、红皮小麦等作为特

色，还积极为这些产自当地的特

有农副产品申报中国地理标志

商标，让地标产品成为促进企业

发展、助力贫困群众增收的金钥

匙。2020 年 12 月 21 日，《包头

日报》02版对此进行了报道。

卢润兵的弟弟一家生活特

别困难，两口子都得了重病，是

典型的因病致贫，为了减轻他们

的负担，卢润兵承包了弟弟家种

地的活计。对他来说，种地不

怕，就怕秋收时粮食的收割、

储存及销售。得知卢润兵一家

的情况后，内蒙古永盛祥农牧业

发展公司联系到了卢润兵，并且

提供了一条龙服务。“人家公司

直接给我打电话收粮，粮食价格

要比别人收得还高点，运费的话

全免。今年光种地就有两万多元

的收入，以后如果跟他们长期合

作，生活就不用愁啦！”说起今年

的收成，卢润兵一改脸上的愁

容。

卢润兵口中的“永盛祥”是

固阳县一家生产销售农副产品

的企业，2019年，企业通过申请，

挂上了中国地理标志商标，利用

这块响亮的招牌，不仅产品从固

阳县走了出去，远销到北京、江

苏、浙江等地，而且销量比以前

也翻了两番。企业获利的同时，

最直接的受益者就是当地的贫

困户。

内蒙古永盛祥农牧业发展

公司总经理王永胜告诉记者，

“过去我们收购老百姓的粮食一

斤小麦 1.2 元，现在老百姓卖到

1.4 元。覆盖的贫困户也从过去

的 10家到现在 130多家。

固阳县的农作物多为旱地

种植，生长期长、日照充足，品质

优良，为了让“好酒”走出“深

巷”，从 2015 年起，固阳县先后

出台《商标品牌发展战略实施意

见》《地理标志证明商标、集体商

标、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奖励办

法》《关于做好地理标志商标区

域公用品牌促进产业脱贫工作

的通知》等政策文件，大力推进

地理标志商标的注册保护。此

外，固阳县还组建了“包头市固

阳县土特产行业协会”，带动农

户、企业重视并使用商标品牌，

力争做到“创一个地标、兴一批

企业、活一片经济、富一方百

姓”，不断扩大国家地理标志产

品在贫困地区的认知度和影响

力，带动农业增收，农民脱贫致

富。

2018年 9 月，随着固阳胡麻

油被评为中国地理标志商标品

牌，俗称“固阳八宝”的莜面、莜

麦、荞面、荞麦、红皮小麦面、菜

籽油、胡麻油、黄芪 8 个品牌被

国家核准注册为中国地理标志

商标，基本涵盖了当地的主要农

产品。目前，固阳县全县共有 25

家企业在使用这些商标，900 多

户贫困群众从中受益。

据包头市固阳县土特产行

业协会副会长张才介绍，“根据

条件的成熟程度，我们将继续申

报固阳其他土特产为地标产品，

使广大农牧民凭借地标产品这

块亮丽的身份证，让我们的农副

产品走出去，卖个好价钱。”

2019年，固阳县摘掉了自治

区级贫困县的帽子。2020

年，固阳县最后未脱贫人口 6 户

13 人全部脱贫摘帽。今后固阳县

将利用区域公用品牌，打造特色

产业链，发展现代农牧业。

来源：包头市农牧业信息中心

2020 年 12 月 19-22日，赤峰市

农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站组织旗、乡

两级监管站站长和“赤峰小米”授权企

业负责人共 140余人参加培训。

在培训会开班仪式上，市农牧局

杨薇副局长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农畜

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科王金环科长、监

管站王军站长参加会议，会议由监管

站辛冬斌副站长主持。

杨薇副局长就疫情常态化形势下

各监管部门奋战在监管一线开展工作

给予了肯定，同时，明确了召开此次大

型培训会的目的，并讲了三点意见:一

是执行“赤峰小米”标准体系，进行标

准化生产，通过“高标准、严认证、强监

管、优服务”的方式，为赤峰小米“蒙”

字标打基础。同时，也保护好“赤峰小

米”这个品牌，各监管部门和企业任重

道远，义不容辞，使“赤峰小米”这张名

片响得更亮，走得更远。二是针对食用

农产品合格证制度试行工作，杨薇副

局长对我市工作开展情况作了总结，

提出各旗县、乡镇监管站要进一步完

善更新生产主体名录，摸清实际情况，

加大宣传力度，按《实施方案》有计划，

有步骤、有落实地推进食用农产品合

格证制度试行工作。三是强调年终岁

尾“两节”期间加强农畜产品质量安全

监管，要求对辖区内的重点区域、重点

批发市场加强监管检查力度，加大抽

检检测力度，加强宣传培训，突出联合

执法，遏制违法行为发生，为全市营造

一个安全、良好的节日氛围。

围绕《农业农村部 关于印发〈全

国试行食用农产品合格证制度实施方

案〉的通知》（农质发〔2019〕6 号）文件

精神，监管站王军站长对食用农产品

合格证制度作了进一步地解读并安排

部署到各旗县、乡镇站，要求各监管站

各司其职，按照方案实施好此项工作。

培训会上，同时与今年使用“赤峰

小米、“赤峰荞麦”“赤峰绿豆”农产品

地理标志的 18 家企业进行了授权签

约仪式。

培训会结束，王金环科长作了总

结性发言并进行了下一步工作的安排

部署。

来源：内蒙古农牧厅

“这里以前都是沙窝子，家里有

30 只羊也就在坡下面能吃上点草。

因为是禁牧区，还得偷偷地放。”家

住内蒙古阿拉善左旗巴彦诺日公苏

木浩坦淖尔嘎查的牧民图布音吉勒

格说，“现在你再看，望不到头的都

是白刺和花棒了。”

“以前只要刮风，那就睁不开眼

了。”图布音吉勒格说，“我今年 64

岁，左眼已经看不见了，右眼还有青

光眼，多少年为了治病把家里的钱

都花光了。”因为丧失劳动能力，使

本就拮据的家庭陷入贫困，2016

年，图布音吉勒格家被识别为建档

立卡贫困户。

“以前养羊也就是偷着多养点，

偷着放出去，要不一年到头还不够

买草料的钱。”图布音吉勒格说。正

是因为过度放牧，让原本就生态脆

弱的戈壁地区不堪重负，荒漠化程

度日益加重，当地牧民的日子也越

过越穷。“现在好多了，我跟老伴每

月领取六七百元的社保金，每年还

能从林草部门领取 1 万元草场补

助，光这些收入就有 3万元。”

不仅如此，当地林草局还将图

布音吉勒格选聘为飞播造林项目区

护林员，每年有 2万元工资收入；再

加上自己每年在飞播区收集花棒、

沙拐枣、籽蒿等沙生植物的种子，也

能卖 2万到 3万元。“这样算下来全

家一年的收入超过 6万元，就基本

不用养羊了，养上几只够家里吃就

行了。”图布音吉勒格乐呵呵地说。

正值午后，屋外的风不比从前

小，却不见飞沙走石。图布音吉勒格

穿上护林员制服，挎着水壶和望远

镜，戴上眼镜，骑着他的摩托车驶向

戈壁深处。蜿蜒的车辙印两旁，一个

个矮沙包上长满了白刺、籽蒿、花棒

等植物，偶尔还有一人多高的梭梭。

图布音吉勒格行驶到一处铁丝网围

栏，取下铁锹，挖土将网围栏重新固

定好。“这围栏两边，都是飞播造林。

这片大约有 3000 亩，要是夏天，全

是绿色。”图布音吉勒格一边挥动铁

锹一边说，“现在这个政策好，虽然

我年纪大了，但是这点活我挺想干，

咱也能干好，再说家门口环境好了，

我们心里也舒坦。”

据了解，阿拉善盟林业部门对

享受公益林补偿政策的建档立卡贫

困户优先发放补偿资金，保障他们

的基本生活不受影响，并优先聘

用符合条件的贫困劳动力当护

林员。整个阿拉善盟森林生态效

益补偿已涉及全盟 30 个苏木镇，

108 个嘎查，惠及 6491 户牧民，公

益林区牧民人均直接受益 1.8 万元

以上；聘用公益林管护人员 3083

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 121 人；依

托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政策脱贫 635

户、1718 人。

据新华网

鸿雁飞志远 富民村巨变
———记鄂尔多斯市乌审旗嘎鲁图镇木都柴达木村驻村第一书记刘鹏飞

昔日偷偷放牧，今天主动护林

“赤峰小米”标准体系及食用农产品合格证制度培训成功召开

包头市固阳地标产品：

“群星闪耀”富农家

CHANYE产业

晚饭过后，干了一天农活儿

的鞠帮军坐在明亮的瓦房里，打

开电视机收看新闻联播。他说：

“我们一家人能住进新瓦房，要

感谢党的扶贫政策，感谢各级干

部的帮扶。”

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

2014 年 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12637 户、31820 人，贫困村 56

个，综合贫困发生率 13%。2019

年底，莫旗通过脱贫摘帽自治区

第三方评估验收，56 个贫困村全

部退出，综合贫困发生率下降到

0.19％，包括鞠帮军在内的贫困

户全部脱贫。

2019 年底，莫旗巴彦鄂温克

民族乡良田村被抽中代表莫旗

接受第三方脱贫验收，听到这个

消息，很多人心里都捏了一把

汗。但自治区驻莫旗脱贫攻坚工

作总队的同志们心里有底，这信

心源于总队与当地党委、政府真

抓实干、合力攻坚的决心和信

心，源于总队的“解剖麻雀式”督

导。

2019 年 9 月 21 日，一场严

肃的督导情况问题反馈会在良

田村召开，总队针对督导中发现

的 5类 24 条问题，与良田村“两

委班子”成员，驻村工作队员进

行了集体谈话。随后，总队围绕

抓党建促脱贫攻坚组织召开了

与旗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的联席

会议和全旗脱贫攻坚工作推进

会，对总队“解剖麻雀式”督导情

况进行了通报，并约谈了旗乡村

有关负责人，同时要求全旗举一

反三对基层党组织建设薄弱村

进行全面排查。

一系列严实举措的强力推

动，让全旗基层组织、特别是村

委班子成员的思想认识有了很

大转变，大家更加积极地投入到

脱贫攻坚工作中。在之后进行的

“回头看”中，总队欣喜地看到了

良田村在脱贫攻坚工作中的落

后面貌得到了彻底改变，11 月

底，莫旗以“0”问题顺利通过第

三方评估验收，为全旗脱贫攻坚

工作交上了一份优异成绩单。

坚强了支部堡垒，更要选优

配强班子。2016 年以来，莫旗共

提拔脱贫攻坚一线干部 77 名，

其中驻村干部 39名，实现了“用

好一个人，激励一大片”的效果。

2020 年，总队配合旗委、政

府对因身体健康、工作调转、退

休等原因不能继续驻村的干部

进行了调整，并及时补充了帮扶

力量。注重建立抓党建促决战决

胜脱贫攻坚帮扶工作四级网格

化管理体系，制定了乡镇村抓党

建促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网格化

管理作战图，对脱贫攻坚帮扶工

作进行挂图作战。

在开展督导工作的同时，总

队还积极发挥自身优势，协调各

方资金，建幸福大院、全民健身

场馆等，开展体育助力健康扶贫

活动、捐资助学活动、布病筛查

义诊活动，支持发展扶贫产业项

目、联通连心桥项目、曲棍球

运动项目……住进幸福院的

杜索勇、自己打工赚钱的黄文

翠，得到资助圆梦大学的敖心蕊

等都是自治区脱贫攻坚总队帮

扶的受益人。这一件件、一桩桩

实事，换来了贫困户们开心的笑

容。

据《内蒙古日报》

“跑”出脱贫攻坚加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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