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跑好改革“接力赛”
□李文明

一位名叫赵丑女的普通村民，当初只是为了
能节省来回往生产队里跑的时间，而请求生产队允
许她单独耕种离家最近的一片土地，竟无意中触及
了当时最急需解决的农村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问
题，她的成功又无疑给后来的农村包产到户开了先
河。赵丑女在耳字壕公社激起第一朵农村改革浪
花，在达拉特旗，乃至鄂尔多斯市逐步改变过去的

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发展方式，迅速掀起一轮
又一轮新的改革浪潮。

40 年来，改革如同黄河的波浪，一浪接一浪。
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无数农
民也大踏步跟上了时代。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吃不
饱、穿不暖到现在年纯收入破十万，赵丑女一家切
切实实分享到了改革成果，让农民活得更有尊严，

也让农民越来越有话语权。
40 年前，“大包干”精神成就了“小岗梦”。如

今，实现农牧业的现代化、农村牧区的繁荣发展、农
牧民的全面小康依旧是农民的期待。现在，“塞外小
岗”乃至整个内蒙古都在以这样的精神，持续推进
农村改革，跑好改革这场马拉松的接力赛，努力绘
就亮丽的祖国北疆风景线。（转自《内蒙古日报》）

走出机关 去当“村官”
本报记者高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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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力建设一支讲政

治、顾大局，守纪律、有情
怀，能担当、善作为的高素
质专业化干部队伍。

达 拉 滩 农 村 改 革 第 一 人
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最南端起伏的丘陵沟壑间，

一座掩映在绿树旁的小院格外引人注意。6 间楼板房，
墙面被白色瓷砖罩得严严实实，宽大的院子里铺设了
大理石地板，收拾得干干净净。

这座院落的主人是陈绿师。他的母亲就是 40 多年
前在全国率先进行包产到户的赵丑女。这个村子是达
拉特旗树林召镇城塔村，也是原来的耳字壕人民公社
康家湾村。

见到陈绿师时，他和妻子刚从玉米田里除草归来。
安顿记者一行人到家中坐下，陈绿师便讲述起 40 多年
前发生在这里的那场重大变革。

“那时我只有十几岁，还在学校读书，放假回来还
要帮母亲种地。”陈绿师说，赵丑女所在的康家湾村位
于达拉特旗最南端，依靠着黄河的灌溉，从清朝晚期走
西口以来，就是内蒙古重要的粮食产区。40 多年前，康
家湾与其他地区一样，也是实行“大呼隆”生产方式：农
民们每天听生产队干部的哨子上工、下工，集体劳作。
除了大年三十和年初一两天不用下地干活，所有人所
有的时间都被束缚在土地上。

虽然赵丑女家附近就有一片生产大队的耕地，但

她每天仍然要来回走 40 多分钟的路，先集合，再出工。
当时 50 多岁的赵丑女看不下去这种“光跑路，干不出
活儿”的生产方式，便向队委会提出把离她家近的那片
地让她种，她“每天走路的工夫就可以把那点儿地给拾
掇了”。

“队里当初主要是为了照顾她的年纪比较大，就答
应了她的请求，把离她家最近的 14 亩地以及两台水
车、一头骡子交给了她。”时任生产大队队长的韩子义
回忆说，当时包给赵丑女地是出于对她出工不方便的
考虑。“这里十年九旱，地广人稀，许多地方形不成村
落。赵丑女家住在后山的梁上，去集体的地头来回出工
得花一个多小时时间，队里就允许她包 14 亩地，后来
发生的事情是谁也没有想到的。”虽然已经年逾 80 岁，
韩子义对当时的情况记忆犹新。

康家湾村当初的决定还不能叫做“承包”，因为生
产队只是将那块地的耕种任务单独交给了赵丑女。收
成还是全部归集体所有，仍然按照工分计算，只是她的
工分不是按出工时间计算，而是参照集体劳动耕种一
亩地需要多少工时给她打分。但赵丑女却对这块“由自
己种”的土地倾注了极大的热情。“我母亲种地可下了

辛苦，起早贪黑侍弄庄稼。”陈绿师回忆说。
1973 年的秋天，康家湾村集体劳动的地每亩只收

了五百来斤，而赵丑女耕种的地粮食亩产却上了 1000
斤，收成翻了一倍，她一个人共向队里上交了 1 万多斤
粮食，大白菜、大蒜的收成满足了整个生产队的需要。

“秋收后，赵丑女家的人均收入比整个生产队高出了几
倍。但是，在分配劳动所得时，却发生了很大的争议。赵
丑女能够多打下粮食，但是仍然参照集体劳动给她记
工分，她就明显吃亏了。队里很快就商量出了一个‘以
产量定工分’的办法，即以一定的产量给赵丑女定工
分，如果赵丑女第二年还能超产，就把多余的产量折成
工分奖励她。”韩子义说，后来，此种方式被总结为“以
产定酬”。由产量而不是“出不出工”作为考核方式，进
一步激发了赵丑女的生产热情。

很快，从第二年开始，赵丑女的辛勤劳动有了回
报，她种的 14 亩地收成多，为她折算的工分多，她最后
得到的粮食自
然 就 多 了 起
来。
（下转二版）

内蒙古日报记者 李文明

6 月 25 日，嘎查村
社区“两委”换届选举
全部结束，新时代、新
使命，“两委”换届呈现
出新变化。我旗 20 名大学学历的机关干部放着条件好、离家
近的机关不坐，主动走出机关，申请下乡参与嘎查村“两委”
竞选，为基层党组织注入新鲜活力。

近日，原政法委干部贾宇正式“走马上任”，成为白泥井
镇侯家营子村党支部书记。上午刚选举完，贾宇就马不停蹄
地参与到村里事务中，与村委委员座谈，走访社长、村民代
表，安排支委委员分工，了解土地确权开展情况，开展村庄环
境卫生整治。

今年 5 月份，为进一步夯实党在农村牧区的执政根基，
旗委、政府决定在全旗实施“鼓励吸引优秀人才回嘎查村任
职和回乡创业计划”，农村的广阔天地向有志青年发出了热
情的邀请。公告发布后，在社会引起了强烈反响，吸引了 62
名热衷农村工作的人员报名。他们中有的来自党政机关、事
业单位、国有企业，有的是民营企业经营管理人员，有的是农
牧业大户、致富带头人、农牧民经纪人。

贾宇是 80 后，来到白泥井之前他是政法委干部，本科专
业是机械制造与设计，与农村工作更是八竿子打不着。“锻炼
自己，真正做点事情，检验一下自己的含金量”是贾宇下乡任
职的初衷。看到公告后，贾宇认真填写了申请表，组织部按照
公告的条件，进行了审核把关，把符合条件的人员反馈给苏
木镇党委，苏木镇进行审核后，报名人员与村民见面，合格人
选按照正常的程序参与选举。

贾宇是土生土长的农村人，白泥井是他的家乡。他谈吐
风趣幽默，看上去踏实稳重，笑容憨厚，很接地气。虽刚到任，
但没有怯意，和村民们相处起来亲切自如，处理起工作来有
板有眼。在政法委工作期间，贾宇曾借调到农工部工作，参与
了美丽乡村建设，每天奔走在乡村，对农村工作的复杂性和
困难有了一定的了解。农村工作是艰苦的，但他深知这点了
解并不全面。“很多问题肯定是我没有料想到的，碰到就平心

静气地解决，向基层干部
多请教。”他已经做好了
迎接各种工作的心理准
备。

侯家营子村有 2800 多名村民，产业基础很好。贾宇说，
下一步将抓好党建、扶贫、环境整治等重点工作，在盘活村集
体经济上下功夫，“经济是基础，把集体经济发展起来，乡风
文明和其他方面的工作才好开展。”

新当选的白泥井镇七份子村的田茂是年龄最小的村支
部书记，白白净净的脸上还带着书卷气。在旗委办工作之前，
他在昭君镇有过 2 年的工作经验，但现在直接面对群众，和
以前的工作截然不同。他同样做好了吃苦的准备。来之前，旗
委办的领导找他谈过话，对他说：“为农民做点事情，好好锻
炼，体现价值。”他铭记于心。

对大学生到嘎查村任职，镇、村干部都满怀信任和期待。
侯家营子村委委员段长胜说：“年轻人有文化、有头脑、有闯
劲、有奋斗精神，能到我们村子任职我们非常欢迎，希望能带
领侯家营子村在致富路上走得更快些。”

据了解，白泥井新当选的 36 名支委委员文化程度高，大
专及以上学历 9 人，占比 25%，较上届提高 6%，有 4 名大学
生到村任党支部书记；年龄结构优，本届支委平均年龄 49
岁，较上届降低 6 岁；性别结构齐，全镇 8 个村有 7 个村产生
了女性委员，女性委员占委员总数的 22%；新鲜血液多，这次
支委换届支部书记连选连任 2 人，6 名支部书记为新当选；用
人视野宽，委员中致富带头人 7 人，服务性岗位人员 3 人，包
村干部 1 人，乡村医务人员 4 人，外出务工经商人员 3 人。

白泥井镇党委书记赵瑞东说：“这是十九大召开之后的
首届基层选举，意义重大。今后的五年，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的关键时期，做好人才储备、组织储备至关重要，此次白泥井
镇有 4 名大学生当选村支部书记，年轻力量的加入，为基层
组织注入了新鲜的血
液，为今后五年农村工
作更好地开展奠定了良
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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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林召讯 日前，旗
人民医院成为中国研究型
学 会 精 准 医 学 与 肿 瘤
MDT 专业委员会授予的
MDT 推广基地，这是全国
唯一一所拟挂牌的县级三
级医院。

中国研究型学会精准
医学与肿瘤 MDT 专业委
员会是现代精准医学模式
与多学科合作理念下建立
的中国第一个肿瘤多学科
专业委员会，为了推广精
准医学理念，规范多学科
合作的实施，特在全国部
分医 院挂牌建 立 推 广 基
地。

旗人民医院肿瘤科自
成立以来，通过以微创为
先导的综合治疗，极大地
提高了晚期癌症患者的生
存期及生活质量，截至目
前，已实施介入手术 1000
余例，包括各系统肿瘤的
动脉灌注化疗栓塞术、粒
子植入术、支架植入术、导
管植入术，同时十分重视
晚期 癌症患者的 姑 息 治
疗，倡建的癌痛规范化治
疗示范病房极大地规范了
癌痛治疗，使众多癌痛患
者免受了病痛的折磨。

（王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