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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

突出打击重点，全面履行检察职责

确保依法、准确、有力惩处黑恶势力犯罪

8 月的达拉特，沃野千里滚绿浪，桃丰李实

瓜果香。

看吧，产业振兴、文化振兴、人才振兴、生态

振兴齐头并进，产业扶贫、教育扶贫、健康扶贫、

就业扶贫成果卓著，农企利益联结、干部队伍建

设、驻村包联、社会扶贫招招见效，全旗乡村振

兴和脱贫攻坚步履坚定前景诱人。

利益联结，一手抓扶贫一手谋振兴

走进王爱召镇“三大扶贫产业基地”，不能

不为镇党委政府的理念创新、举措创新所折服。

2018 年，该镇共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35 户

65 人，致贫原因全部为因病致贫。这是脱贫攻坚

中最“难啃的骨头”，因病支出负担重，而且劳动

力受到影响，增收希望渺茫。对此，在实施健康

扶贫的基础上，镇党委政府按照“党支部 + 合作

社 + 贫困户”发展模式，建成了“三大扶贫产业

基地”，由党支部组织落实，合作社“托管”经营，

贫困户入股分红，全面带动精准脱贫。

王爱召村肉鹅扶贫养殖基地，全镇所有贫

困人口以产业发展资金向合作社入股 1000 元，

田野三兄弟合作社负责“代管代养”5000 只肉

鹅，产生利润合作社和贫困户按三七分成。一算

账，65 名贫困人口每人可分成 807 元。

王爱召村蔬菜扶贫种植基地，由村委会无

偿提供 60 亩村集体闲散土地用于种植露地蔬

菜，东达蒙古王集团为其垫付蔬菜种苗和肥料

资金，贫困人口以产业发展资金 1000 元入股，

田野三兄弟合作社负责“代管代种”，各村包联

单位和包联企业自行认领包销，产生利润合作

社与贫困户按二八分成。经测算，全镇 65 名贫

困人口每人又可分得 1107 元。

黄牛营子番茄扶贫种植基地，由六顺农牧

业种养殖合作社自筹建设，向社会承包土地 450

亩，贫困人口以产业发展资金向合作社入股

2000 元，推广“代耕代种”生产经营，与准格尔旗

坤和农牧业公司签订订单包销协议，以每吨 380

元价格回收，产生利润由六顺合作社与贫困户

按三七分成。据测算，全镇 65 名贫困人口每人

还可分得 2170 元。

通过以上“三大扶贫产业基地”的投资分

成，全镇每名贫困人口可得到 4000 多元的纯收

入，产业发展资金来年可以继续投资，从而提高

了资金使用效益，收到了“借鸡下蛋”“不劳而

获”的效果。而合作社在承担社会责任的同时也

发展壮大了自身实力，实现了双赢，保证了可持

续发展的不竭动力。

地处白泥井镇的鄂尔多斯市金泰禾农牧业

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自成立以来就采取“公司 +

订单 + 基地 + 农户”的生产合作模式，积极与农

户构建“风险共担，利益均沾”命运共同体，目前

已形成了服务协作型、价格保护型、流转聘用型

三种利益联结模式。

2011 年至 2017 年，该公司共与 2300 户农

户签订了蔬菜种植订单，其中包括 340 户贫困

户，面积达 10 万多亩。公司为流转土地的农民

提供了 300 多个就业岗位，并且在用工安排中

优先吸纳贫困户和贫困劳动力，加快了他们的

脱贫进程。与公司签订订单的种植户户均年收

入达 1.6 万元。针对订单户中的贫困户，公司先

期垫付种苗和肥料款，秋天从收购产品款项中

扣除，缓解了贫困户的资金压力。

2018 年，公司按照“公司 + 合作社 + 扶贫

互助小组 + 贫困户”模式，与镇政府合作种植水

果玉米 1200 亩，公司负责具体经营种植，政府

全程托管，秋后公司与贫困户按照一定比例分

红，实现企业与贫困户收益双赢。同时，以订单

的方式种植有机青贮玉米 3 万亩、有机饲料玉

米 3 万亩、甜玉米 0.5 万亩、蔬菜 2.3 万亩、甜菜

育苗 1500 万株，力争在增加公司经济效益的同

时稳定提高订单农户收入。

到目前，我旗共注册涉农企业 568 家，其中

培育形成国家级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2 家、自

治区级 10 家、市级 33 家，发展专业合作社 1440

家。全旗涉农龙头企业与农牧民利益联结比例

已达到 60%，产业化经营对农牧民收入的贡献

超过 60%。实施了“百企帮百村”三年行动计划，

132 个嘎查村全部与企业实现了结对共建，共落

实帮扶项目 98 项、资金 1260 万元。

今后，我旗将大力支持农牧民和合作社入

股龙头企业，扶持合作社兴办龙头企业，鼓励龙

头企业采取股份分红、利润返还等形式，将加

工、销售环节的部分收益让利给农牧民，实现龙

头企业与合作社深度融合。鼓励发展股份合作

经济，推动农牧民与嘎查村集体以土地、资源、

资产等入股龙头企业，采取保底收益加股份分

红等形式联结，提高联结机制的紧密程度，让更

多农牧民搭上产业化发展快车，脱贫致富谋幸

福，奋发有为助振兴。

乡村善治，自治法治德治缺一不可

7 月初，曾为我旗政法委干部的贾宇正式

“走马上任”，成为白泥井镇侯家营子村党支部

书记。放着条件好、离家近的安稳机关不坐，偏

要走出机关去当“村官”，这是为哪般？

今年 5 月份，为进一步夯实党在农村牧区

的执政根基，推进乡村振兴，我旗旗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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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了大批热衷农村工

作的人员报名，申请下乡参与嘎查村“两委”竞

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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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愿

意积极投身农村发展建设，无疑为乡村振兴增

添了新的活力和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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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家营

子村民对贾宇的到来满怀期待。

不仅如此，全旗嘎查村支委换届整体换出

了新气象，呈现出文化程度高、年龄结构优、性

别结构齐、新鲜血液多、用人视野宽等特点，为

加强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夯实了基础。

在党组织的有力领导下，我旗大力加强村

民自治，健全和创新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

全面修订村规民约，在充分征求群众意见的基

础上，依法依规修订完善符合本村实际、操作性

强的村规民约，明确违约责任和处罚办法，发挥

村规民约的村级小宪法作用。全面建立嘎查村

务监督委员会、村民议事会、村民理事会和道德

评议会等村民自治组织，发挥紧急管理、社会治

安、村风民俗、婚姻家庭在村规民约、自治章程

中的积极作用，让农牧民自己“说事、议事、主

事”，形成了多层次基层自治新格局。

与此同时，加强法治乡村建设，实现公共法

律服务工作全覆盖。加强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

司法调解的衔接联动，充分发挥“三调联动”作

用。推进“七五”普法，将法治文化纳入现代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以“法律六进”为载体，组织开展

嘎查村社区法治故事宣讲、文艺演出、电影展播

和法律知识竞赛等法治文化惠民活动，切实提

升基层群众懂法守法、依法办事的意识。全面推

行“一村一法律顾问”制度，开展法律进农村牧

区大调解活动。

与此同时，大力提升乡村德治水平，使得

“三治”互为补充，相得益彰。近年来，我旗广泛

开展了道德模范、身边好人、乡贤人才、文明家

庭、“干净人家”“精巴媳妇”等各类先进典型的

评选表彰活动，发现、培养、选树、推出了一批事

迹突出、群众认可的身边典型。通过各种媒体和

道德讲堂、家庭故事分享会、文明风尚宣讲等平

台，常态化开展了先进典型宣传活动，在全社会

营造了“人人做好事，户户争先进”的良好社会

价值导向。今后，要建立道德荣誉激励约束动态

管理机制，对评比表彰的先进典型进行“回头

看”，对示范引领作用发挥不强或不达标的进行

摘牌处理。通过评比表彰，切实让群众在榜样标

杆的事迹中受到启发，激发参与乡风文明建设

的激情和热情，彰显乡村治理中道德的力量。

自治增活力，法治安天下，德治润人心。党

领导下的“三治”结合，是新时代完善乡村治理

体系的可靠路径，也必将为乡村振兴、脱贫攻坚

提供坚实的社会基础。

经天纬地铺锦绣，波澜壮阔奋进潮。作为农

牧业大旗的达拉特，必将在乡村振兴和脱贫攻

坚中再展风采，勇立潮头。

经 天 纬 地 铺 锦 绣
———我旗推进乡村振兴打赢脱贫攻坚在路上

据《鄂尔多斯日报》 8 月 3 日下午，市委书

记牛俊雁深入达拉特旗调研乡村振兴工作，强

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

作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全面落实自治区党

委和市委的部署要求，立足产业，发挥优势，进

一步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为乡村振兴打实打

牢基础。

牛俊雁先后来到白泥井镇七份子村和树林

召镇林原村、东海心村等地，深入田间地头，实

地查看产业发展、乡村治理等情况，详细了解土

地流转、村集体经济收入等情况，并就进一步做

好脱贫致富、美丽乡村建设等工作与基层干部

群众、致富带头人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交流。

牛俊雁强调，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

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准

确把握新时代乡村振兴的科学内涵和实际要

求，以乡村振兴为抓手，以产业振兴为重点，着

力抓关键、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农牧业全面升

级、农村牧区全面进步、农牧民全面发展。

牛俊雁要求，要扎扎实实抓好产业振兴，坚

持以农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充分发

挥龙头企业和合作社的示范带动作用，借助“互

联网 +”不断拓宽农畜产品销售渠道，走出一条

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的新路子。要加快土地流

转，优化要素配置，推进规模经营，进一步提高

土地利用率、产出率，促进农牧业增产增效和农

牧民增收致富。要结合地方文化特色和产业特色，打造一

批乡村旅游精品工程，推动乡村文化旅游持续健康发展。

要加强农村牧区环境综合治理，加快推进农村牧区垃圾、

污水、厕所专项整治，持续改善农村牧区人居环境，建设生

态宜居美丽乡村。要深入推进“百企帮百村”行动，进一步

夯实农村牧区发展基础，补齐农牧业发展短板，不断增强

村集体自身“造血”功能和服务能力。

牛俊雁强调，要进一步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选优配

强村“两委”班子，选出一批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年轻

优秀村级干部队伍，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培养更多的致富带头人，带领群

众一起增收致富，让群众的日子越过越好。

副市长石艳杰陪同调研。（周斌）

立足产业 发挥优势 进一步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
牛俊雁在达拉特旗调研乡村振兴工作时强调 相关链接

产业振兴。我旗深化农牧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速传

统农牧业现代化升级改造，推

进农牧业高质量发展，粮经饲

比例优化为 56:21:23，牧业年

度牲畜存栏量超过 300 万头

（只）、居全区第四位；培育形

成中国驰名商标 2 个、著名知

名商标 23 个、国家农产品地

理标志 1 个，成为全区肉羊、

奶牛、玉米标准化生产示范县

和全国第一个农产品质量安

全监管四级联创示范县。全旗

乡村旅游、全域旅游遍地开

花、蓬勃发展，累计建成乡村

旅游示范点 35 个，形成林原

精品民宿、东海心乐筑怡居、

海勒素花田乡居等一批乡村

休闲度假旅游景点；在树林召

镇五股地、林原村、东海心启

动了区域田园综合体试点建

设项目。

人才振兴。推进“县域农

牧 业 产 业 人 才 培 养 示 范 工

程”，入选“国家万人计划”1

人，获评自治区“草原英才”工

程产业创新创业人才团队 2

个。实施农村牧区“领头雁”和

优秀人才回乡创业计划，新培

育农牧业产业发展带头人 487

人。

文化振兴。出台了推进乡

风文明助力乡村振兴三年行

动计划，认真开展好婆婆、好

媳妇、好人家等评选表彰活

动，健全嘎查村“一约四会”组

织（村规民约，村民议事会、道

德评议会、红白理事会、禁毒

禁赌会），培育文明乡风和良

好家风。依托嘎查村支部主题

党日活动、农牧民讲堂，累计

培训农牧民 8.6 万人次。实施

文化惠民工程，举办冬捕节、

西瓜节、文艺下乡等大型活动

120 余场次。

生态振兴。实施人居环境

整治三年行动，完成水保生态

治理 13 万亩、人工造林 10 万

亩；计划建设污水处理厂 12

座，改造厕所 5.4 万处，年内改

造厕所 2000 处；推行“四有三

配套”管理模式，基本形成了

户清、村集、镇转运的一体化

垃圾收运处理机制。

组织振兴。加强基层党组

织建设，通过“支委”换届，实

现了年龄结构、学历结构和人

员构成“三个优化”。大力发展

嘎查村集体经济，制定了“百

企帮百村”三年行动计划，共

落实帮扶项目 98 项、资金

1260 万元。创新社会治理方

式，启动“三治”融合基层社会

治理网格化试点工作，建立

“3+X”级网格管理模式，形成

问题及时发现、快速处置的长

效机制，有效解决了部门职能

分散、多头管理、监督不力、机

制不畅、形不成合力等突出问

题。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描绘农村发展新蓝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