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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我家贫困时，党的扶贫政策
让我家脱了贫。现在家里发生了意外，政
府、驻村干部、村民等又纷纷帮助我家，
想方设法防止我家返贫，我们一定会用
勤劳的双手尽快致富，以此报答大家的
深情厚爱！”看着即将建成的油糕作坊，
达拉特旗吉格斯太镇大红奎村苏文莲老
人感激地说。

2020 年 4 月，已经脱贫的苏文莲家
突遭一场火灾，支柱产业油糕作坊的厂
房设备和生产资料被无情的大火吞噬，
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近 4 万元。火灾发生
后，镇村两级迅速启动救助程序，对苏文
莲家及时进行帮扶救助，防止她家因灾
返贫。一时间，镇政府送来防贫减贫资金
10000 元；驻村工作队提供帮扶资金
3000 元；村民王玉小、王飞、刘永军捐赠
重建生产用房希望金 10000 元；包联企
业正时草业帮扶 2000 元，东海新能源有
限公司赠送 5 吨水泥和 1 车沙子……在
一系列的帮扶救助下，苏文莲家的油糕
作坊很快就开工重建，现在即将建成投
用，老两口十分高兴。

经过几年合力攻坚，达拉特旗 2452
户 5947 名建档立卡贫困户均已脱贫。但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像苏文莲
家一样，如果发生灾害、意外、疾病等，就
会出现再次返贫的风险。脱贫攻坚收官
在即，全面小康近在眼前，如何采取有力
措施防返贫、控新贫，如期高质量打赢脱
贫攻坚战，向党和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的
答卷？达拉特旗通过构建“三道防线”，着
力破解这一难题。

今年以来，达拉特旗把防止返贫致
贫摆在重要位置，突出“精准、可持续、激
发群众内生动力和提升自我发展能力”
关键要素，聚焦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

出问题，创新工作举
措，研究制定出台了

《达拉特旗巩固脱贫
成果防贫济贫实施
细则》，全面整合资
源力量，全力构建
旗、苏木镇、嘎查村

“三道防线”，建立健
全稳定脱贫长效机
制，最大限度减少贫
困人口增量，坚决防
止因病因灾导致农
牧民返贫致贫，确保
全面小康路上不落
一人。

构建嘎查村防
线，准确评定并救
助。建立家庭内部帮
助、邻里互助、集体
捐助、社会赞助的互
帮互助体系，大力发
扬互帮互助的传统
美德，通过八方支援
来渡难关。首先由家
庭内部进行救助，通
过帮种帮养、代种代养、生产资料帮助、
资金救济等多种方式进行家庭内部救
助；其次由嘎查村党支部组织邻里邻居、
驻村企业、合作组织、致富带头人等，通
过提供种养殖技术指导、消费扶贫等多
种方式进行救助，帮助贫困群众发展生
产、走出困境。建立嘎查村互助基金，有
效整合村集体经济、社会捐助等资金，合
理设置村集体公益岗位、小型公益事业，
提前预警、及时落实帮扶救助措施，筑牢
防贫济贫的第一道防线，开展精准帮扶。
抓好村集体经济产业项目发展，不断增

强村集体经济带动能力，将贫困群众紧
紧吸附在“集体产业链条”上；努力发展
壮大村集体经济，坚持集体经济增利与
带动农牧户增收相统一，使贫困农牧户

（居民）能够参与到集体经济利润分红
中，不断提升带贫成果。

构建苏木镇防线，进行第二次救
助。对于嘎查村初次救助后，仍存在返贫
致贫风险的农牧户，所在苏木镇及时进
行救助。充分发挥苏木镇商会平台的带
动引领作用，通过慈善援助、公益创投、
项目合作等方式筹集善款，注入到达拉

特旗扶贫基金会中，作为苏木镇专项救
助基金，用于长期救助本苏木镇内防贫
济贫对象。推行“五抓一带”扶贫模式，多
渠道扶持救助防贫济贫对象，即通过抓
基层党组织、主导产业、村集体经济、龙
头企业、合作组织来带动贫困群众增收。
其以党建引领为根本、以产业发展为核
心，将贫困群众纳入合作组织、龙头企业
中，多措并举帮助贫困群众发展产业，不
断增强贫困群众自身“造血”功能，最终
战胜困难、稳定增收。

构建旗级防线，守好最后关口。针

对苏木镇、嘎查村无
法帮扶救助的防贫
济贫对象，按照困难
类别和救助需求，科
学研判、分类管理、
精准施策。通过民政
临时救助、红十字会
救助、残疾人救助、
社会扶贫基金救助、
社会众筹等多种救
助渠道进行帮扶救
助，确保及时有效预
防贫困农牧户返贫
或致贫。坚持问题导
向，精准施策发力，
切实解决贫困群众
住房、教育、医疗、饮
水方面存在的困难
和问题，保证实现

“四个保障”到位。通
过民政兜底进行保
障，对符合低保、特
困供养等条件的防
贫济贫对象，及时纳
入低保保障、救助供

养等范围；对因突发事件、意外伤害、突
患重病等情况导致家庭收入骤减或支出
骤增且基本生活出现暂时困难的防贫济
贫对象，及时纳入临时救助范围，坚决不
让一户一人返贫致贫。

达拉特旗对防贫济贫对象群体范
围进行了科学设定，确保“三道防线”发
挥最大作用，让真正困难的群众享受
到帮扶和救助。防贫济贫对象群体分
为四类：非持续稳定脱贫户，即脱贫成
果不稳定、持续稳定增收能力不强的
脱贫户，重点为人均年纯收入低于

6000 元的对象；全旗范围内低收入户，
人均年纯收入 6000 元以下，且有致贫风
险的农牧户（居民）；收入结构不合理、补
贴性收入过高，且补贴政策到 2020 年底
结束的农牧户（居民）；因病、因学、因灾、
因意外事故、因产业发展失败等原因，造
成刚性支出较大、收入有可能下降到脱
贫标准以下的农牧户（居民）。

顶层设计引方向，基层实践结硕
果。《达拉特旗巩固脱贫成果防贫济贫实
施细则》印发以来，达拉特旗各级、各相
关部门迅速行动，特别是处于“三道防
线”中前端的各苏木镇、嘎查村，大胆创
新模式机制，探索推行了“多帮一”“一带
一”“亲帮亲”“邻帮邻”“户帮户”“八帮
一”等多种形式多样、科学管用的帮扶模
式，织密织牢了一张张防贫减贫济贫网，
取得了丰硕成果。

如今，互帮互助已在达拉特大地上
蔚然成风。4 月 24 日，中和西镇蓿亥图
牧业村 38 位村民，为同村脱贫户刘二女
捐赠 41 只基础母羊，帮助她家发展壮大
养殖业；5 月 26 日，吉格斯太镇大红奎
村的高质量脱贫户萨仁图娜拉，为邻村
脱贫户阿苦尔尼的大女儿捐赠助学金
2000 元，并为其他 5 户脱贫户分别提供
受孕母羊 1 只、捐赠蛋鸡 6 只；6 月 12
日，树林召镇树林召村的 29 户村民，为
村里捐款 8.27 万元，用于全村脱贫攻坚
事业……一次次爱心帮扶救助，让一个
个面临返贫致贫的家庭看到了希望、走
出了困境。

筑牢三道硬核防线 不让一人返贫致贫
本报记者 郭建军

5 月 30 日，小学老师李俊英挑战答题全部通关，
答对 1069 道题目；5 月 31 日，政协干部范志军挑战答
题全部通关，答对 1069 道题目；6 月 17 日，纪委干部
郝磊挑战答题全部通关，答对 1063 道题目；6 月 20
日，街道干部王瑞挑战答题全部通关，答对 1066 道题
目……最近一段时间，达拉特旗连续出现多名“学习
强国”挑战答题全部通关的“学习达人”，被全旗广大
领导干部点赞。

精准施策促学习

2019 年 1 月“学习强国”学习平台上线以来，达
拉特旗高度重视、迅速行动、精心部署，多措并举、多
点发力引导督促全旗党员干部使用“学习强国”APP
进行学习，努力营造比学赶超的良好学习氛围，着力
提升党员干部理论素养水平，让其真正成为广大党员
干部“学知识、强本领”的“加油站”“充电宝”。

突出示范带动，扩大覆盖面。充分发挥党员干部
带头示范学习的积极作用，构建起以党员干部为主
体、干部群众为重要参与者的学员结构。现达拉特旗
共组建二级学习管理组 88 个、三级学习管理组 400 个，
组织架构内注册学员达 16000 人。截至 6 月 15 日，全旗
各学习管理组积分总数达 20000 分以上的党员学员有
2100 人，占比达到 13%，是各级学习管理组中的“学习达
人”，真正发挥了带头学习的示范作用。

突出分类指导，提高针对性。达拉特旗“学习强国”学
员构成中农牧区基层党员占比 30%、企业界学员占比
10%，其余主要为在职在岗的党员干部。因此，在推广使用

“学习强国”APP 中，根据全旗各苏木镇、街道、部门、群团
组织、国有企业、非公企业等各自的特点和优势，坚持精
准发力、分类指导，力求突出重点、提高针对性。苏木镇重
点向基层的合作社、种养殖大户、职业农民、致富带头人
等群众推广使用，街道重点向辖区内的居民群众推广使
用，部门重点向服务对象推广使用，群团组织重点向主管
和服务的民间社团组织、特定服务人群推广使用，企业重
点向员工、合作方推广使用。

突出宣传引导，提高知晓率。采取“线上线下”双驱动
的方式进行宣传引导，在全旗各主要官方微信平台上显
耀位置长期悬挂“学习强国”标识和二维码；在城区重点
路段设置 5 处户外宣传点；在各苏木镇、街道办事大厅和
政务服务中心大厅、行政办公场所、长途汽车站、火车站、
大型酒店、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张贴悬挂 30 块宣传展
板，不断提高“学习强国”学习平台知晓率，引导更多的干
部群众下载“学习强国”APP 进行学习。

突出表彰奖励，激发积极性。2019 年 6 月，开展了“学
习强国”知识竞赛活动，对获奖团体和个人进行了表彰奖
励。2019 年底，开展了“达拉特旗学习达人”评选活动，对
全旗 200 名“学习达人”、2019 年度“学习强国”宣传推广
工作成绩突出的 12 家先进集体进行了表彰奖励……达
拉特旗通过组织开展一系列形式多样的表彰奖励性活
动，不断激发了广大党员干部的学习积极性，确保了学习
往实里走、往深里走。

学思践悟助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学习的目的全在于运用，领导干
部加强学习，根本目的是增强工作本领、提高解决实际问
题的水平。达拉特旗在引导督促全旗党员干部使用“学习
强国”APP 提升理论素养水平的同时，十分注重学以致
用，让大家努力在学习中认清形势、把握政策、提高本领，
真正做到学有所获、学有所成、学有所用，把理论知识转
化为推动全旗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力量，使其成为地方“聚
力量、促发展”的“好工具”“好帮手”。

“通过不断地学习，让我对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
话精神理解得更深刻、把握得更精准，也让我对脱贫攻
坚、乡村振兴等各项重点工作有了全新的认识，特别是在

‘学习强国’上看到全国各地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工作
的好经验和好方法后，总能给我带来很好的启发，使我推

动工作的理念更新了、思路更广了、办法更多了，对推进
全镇工作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我将坚持不懈地学习
下去。”吉格斯太镇党委书记刘飞说。回望 2019 年，吉格
斯太镇坚持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统筹推进三大
攻坚战、乡村振兴、社会治理等各项工作，经济社会各项
事业迈出了新步伐，实现了新突破。当下，吉格斯太镇正
奋进在小康社会的康庄大道上。

刘睿昕是中和西镇的一名宣传干事，平日里主要负
责全镇宣传工作。“要时刻怀有一颗谦虚善问、求知上进
的学习心，只有不断学习，才会增长知识、提升本领。”对
于为何学习、如何学习，刘睿昕这样认为。正是有着这样
的信念和坚守，“学习强国”学习平台上线以来，她第一时
间注册，此后天天坚持学习，如今已有一年多时间，让她
收获颇丰。

“自媒体时代，宣传工作在手段上、内容上、形式上都
比较新颖，要求我们必须要不断地学习新技术、新手段、
新思想。我通过在‘学习强国’上不断学习，各方面能力都
有了提升，一些看起来一筹莫展、无从下手的难题，也都
迎刃而解了。最近采写的一些脱贫致富故事较过去有了
很大进步，有的还在上级媒体刊发了，这就是学习带来的
好处，知识确实是力量！”刘睿昕感触颇深地说。

梦想从学习开始，事业从实践起步。如今，上强国、学
知识、晒积分、比能力，已成为达拉特旗广大党员干部的
自觉行动，引领着时代风尚，助推着地方发展。

用 好“ 学 习 强 国 ” 凝 聚 发 展 能 量
本报记者 郭建军

“村民在黄河边养鱼 40 年，
想不到养出一个‘第八批全国一
村一品的示范村镇’荣誉称号。”
高瑞平讲起这些的时候，哈哈大
笑。

他说：“自从 2018 年 7 月有
了这个荣誉后，东海心村的知名
度提高不少，外界称我们这里为

‘致富之村’。”
高瑞平所在的村庄是鄂尔

多斯达拉特旗东海心村，这里是
黄河几字弯环抱的地方。他所在
的村庄“距离黄河最远不到 4 公
里，最近只有几百米。”

“东海心村全村共有 1720
户，这里的村民借助黄河水的滋
养，除了发展水稻种植外，一批头
脑灵活的村民纷纷发展养鱼业，
很多人还在黄河岸边开餐馆，发
展旅游业。”高瑞平认为，这也是
东海心村被称为“致富之村”的原
因。

作为该村的村委会主任，高
瑞平说：“这里的村民因养鱼而
富，通过养鱼村民平均收入都在
10 万元左右，早已经过上小康生
活了。”“之前的土房早已换成砖
房了。”

“40 年前，这里土地很贫瘠，
一些村民决定利用黄河水试着养
鱼，谁想到逐渐发展壮大，最后变
成了一个渔村。”东海心村养鱼协
会会长武二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如是表示。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过
去 40 年间，这里的诸多村民逐渐
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渔民。李永强
即是其中之一。

“1980 年前后，父亲李七就
在黄河岸边开始养鱼。”李永强
说，“当时没有经验，缺乏设备，但
父亲靠着摸索，从最初只敢养 2
亩，到后来的 38 亩，父亲养鱼的
规模逐步扩大。”

子承父业的李永强，
如今在当地经营着一家鱼
餐馆，他说，“依靠养鱼，现
在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我
们村的知名度也越来越高

了，去年一些从北京、
上海来的游客觉得这
里的鱼很有特点。”

当地村民张福宽
正在拓展自己的养鱼
事业，他的另一个身
份是东海心新农专业
合作社负责人。

2019 年，张福宽
从村民手 中承 包了
1200 多亩闲 置盐碱
地，用其中 100 亩土
地养殖了 8 万余只螃
蟹。“没想到国庆节就
销售一空。”

张福宽透露，养
鱼之外，他还养地蹼、
稻田虾、稻田 蟹 等
500 余只水禽。他打
算以生态种养殖改造
当地更多的盐碱地，
调整水产养殖结构，
带动老百 姓增 收致
富。

记者从达拉特旗
政府获悉，从 1998 年
开始，东海心村被评
为内蒙古自治区水产
养殖先进地区，2005
年，东海心村养鱼协
会与其他 139 家协会
共同被评为全国优秀
协会。2018 年 7 月，
东海心村 (“大树湾”
黄河鱼) 入选第八批
全国一村一品的示范
村镇。

目前当地打造的
“海心岛非遗小镇”已
开门迎客，该小镇共
包含剪纸等 13 种非
遗传承工艺技术，得
到外界认可。
（作者：李爱平 来源：中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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