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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ZONG HE XIN WEN

本报讯（记者 张芳 白乐）法律知

识宣传、免费法律咨询服务、免费法律

援助、行政复议案件咨询受理……7 月

15 日，由司法局公共法律服务中心主办

的“7·15”公共法律服务惠民日正式启

动。

为进一步提高群众学习法律的积

极性，此次宣传活动中，除了悬挂横幅、

现场发放宣传资料等方式外，还专门设

置了《民法典》法律知识有奖问答环节，

让群众在问与答的过程中学习法律知

识。

公共法律服务宣传活动热闹非凡，

法律咨询、免费法律援助、公证业务咨询

与办理、行业性专业性纠纷调解等服务，

让群众切身感受到了活动的周到贴心。

祁女士从朋友圈得知“7·15”公共法

律服务惠民日活动后，就早早来找律师

询问征地拆迁和民间借贷方面的法律知

识，律师不仅现场解答了她提出的法律

问题，还进一步提供了法律支持与帮助。

“这个服务特别好，律师帮我分析了相关

的法律内容，还引导我如何运用法律来

维护自己的权益，心中的疑问没有了，破

解难题的方法也找到了，这趟真的没白

来。”走出公共法律服务中心的祁女士激

动不已。

据了解，为确保公共法律服务民生

工程落到实处，实现覆盖全业务、全时空

的法律服务网络，司法局公共法律服务

中心将每月 15 日设为“公共法律服务惠

民日”，通过旗公共法律援助中心实体平

台和网络平台以及电话平台为群众提供

法律服务咨询、矛盾纠纷化解、困难群众

维权等“一站式”法律服务，让群众充分

享受公益性、均等性、普惠性、便利性的

公共法律服务，不断增强广大群众的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今后我们将进一步强化公共法律

服务保障，推进公共法律服务实体平台、

网络平台与电话平台的融合发展，不断

推进基本公共法律服务均等化，全面提

升多元化、专业化法律服务水平，不断满

足群众的法律需求。”司法局副局长问刚

介绍。

我旗举办“7·15”公共法律服务惠民日活动

（上接一版）“美丽乡村建设带来的不仅是

村庄环境的变化、经济收入的提高,更是村民素

质的提升、民风乡风的净化。”田茂欣慰地说。

为了让“美丽乡村”既要“美于形”，又要

“丽于内”，白泥井镇以文惠民、以文富民，让文

明在潜移默化中浸润乡土、滋养乡情，“阳光

365”为主题的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在白泥井社

区投入运营、道劳窑子村老油坊被列入旗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位于白泥井新村的山海民俗馆

对大众免费开放……8 个行政村和 10 个自然

村都建成了党群服务中心，在乡村田野搭起了

孕育农村好风尚的新舞台。

村貌之变、文化传承、理念更新，这些交错

纷呈的密集转变，以最直观的方式重新界定出

截然不同的乡村生活，见证着美丽乡村建设拔

节生长的缤纷过程。在白泥井镇，这已经不仅

是某一个村的样子，而是普遍的面貌，一个个

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熠熠生辉，让美丽乡村不

但有了颜值，更有了气质。

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高收入人群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乡村振兴，蕴藏

在每个乡村和每位乡亲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之中。

盛夏的阳光,洒落在侯家营子村的一座农

家院落里。不服输的魏飞用左手抓住铁栏杆，

吃力地从轮椅上站了起来，开始了一天的康复

锻炼。

妻子马俊丽在自家的院里院外忙个不停，

打理着长势喜人的瓜果蔬菜、饲喂家禽和牲畜

……虽然累得满头大汗，但脸上始终洋溢着灿

烂的笑容。

走入魏飞家中，屋里窗明几净、整洁有序，

一切都被打理得井井有条，村支书石根小从外

抱回来一颗大西瓜和几个小香瓜，笑着说道：

“这是我们的特产，大家尝个鲜。”

马俊丽顺手接了过去，在厨房手起刀落、

三下五除二，两盘黑籽红瓤的西瓜和散发着浓

郁芳香的香瓜便呈现在大家眼前，她热情地招

呼着访客们品尝。

从眉角向下到嘴角上扬，她家墙上的建档

立卡贫困户明白卡，记录着生活的变化。

魏飞，家庭人口 3 人，他因脑干出血，导致

半身瘫痪，2017 年底被识别为贫困户，家中经

济来源较少，地里劳作和日常生活全凭妻子维

系。2019 年，在政府产业扶持资金的支持和驻

村工作队精准帮扶下，他家在年底脱了贫。

“针对人均收入不高的贫困户和处于贫困

边缘的农村低收入户等重点人群，我镇构建起

‘防贫、减贫、济贫’三道防线，积极探索实施

‘五抓一带’扶贫产业发展模式和‘家族互助、

邻里互帮、网格抱团’三种帮扶模式，把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与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有效衔接

起来，全力做好从‘打赢’向‘打好’转变这篇文

章。”赵瑞东说。

“在党的好政策扶持下，现在养羊 15 只、

猪 3 口、鸡 50 多只。今年，又有了石书记他们

的‘八帮一’照顾，我不用在土地上操劳了，可

以专心搞养殖和帮助丈夫康复身体。另外，镇

里为了增加我家的收入，还给我安排了一个公

益性岗位，每月有 880 元的固定收入。”马俊丽

给我们一项一项算收入账，年底纯收入在 4 万

元应该没有问题。

马俊丽所说的“八帮一”，其实就是“邻里

互帮”模式。石根小等 8 户富裕户 + 魏飞，石根

小负责统筹协调和对接合作企业，形成了一个

小型“产业联合体”。

“邻里有困难了，大家伸手帮一把，不能让

他家掉了队，这也是大家共同的心愿。”石根小

说，今年与甘肃省马铃薯研究所和新天绿公司

合作，保底订单种植马铃薯，他家以 10 亩土地

入股，不需要投入一分钱，所有的种植费用全

部由其他 8 家种植户平均承担，收获后按照比

例进行分红，每亩纯利润保守预算在 1000 元

以上。

党的精准扶贫政策、企业的龙头带动和邻

里的结对帮扶，让魏飞一家人看到了新的希

望。“现在，我暂时还靠轮椅走路，但我一定会

重新站起来，以实际行动回报党和政府以及大

家对我的关怀与帮助。”45 岁的魏飞信心满满。

“规模经营降成本，农业科技增收入，‘一

增一减’体现出现代农业的提质增效。”赵瑞东

说，现代农业,不仅是数量农业,更是质量农业；

不仅要提供“大路货”,更要生产农业精品，全力

推进特色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是助力脱贫攻

坚，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

“按正常年景估算，今年年底下来，纯收入

破百万元是有把握的。”看着地里长势喜人的

番茄，七份子村村民刘文其说。

谁能想到，眼前这个满脸汗水但充满干

劲，敢言纯收入上百万的汉子几年前是村里的

一位贫困户。2001 年，一场意外车祸让在外跑

运输的刘文其躺在了病榻之上，这一躺就是十

几年，一家人失去了主要生活来源，逐渐陷入

贫困之境。

2016 年，刘文其被识别为贫困户，重新站

起来的他，彻底打消了跑外的念头，安心在家

种地。

短短的几年内，头脑灵活,善于在实践中

摸索的他，很快成为了一名有文化、懂技术、会

经营、善管理的新型“绿领”农民，完成了“能种

地”到“会种地”的转变。去年，通过承包土地与

鄂尔多斯磊满农牧业有限公司合作种植番茄，

收益十几万元。

“今年，又与企业合作种了 640 亩番茄，企

业负责提供生产资料，我负责田间管理，他要

产品，我要保底订单收益。”58 岁的刘文其笑着

说，另外，我个人还种了 40 亩有机青储玉米、

30 亩小麦、24 亩西瓜，因地制宜，以实现土地

收益的最大化”。

好日子都是奋斗出来的。党的十九大以

来，一系列强农惠农富农的政策如阳光般洒满

希望的田野，乡间田野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

性齐头迸发，从农村职业经理人到土地入股的

“农股东”、从“网红”推销员到操作农业无人机

的“飞手”……随着现代农业发展水平不断提

高，一些新职业、新“农人”在白泥井地区遍地开

花，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轮廓在四野八乡

初显，城市和农村也在互动中走向同频共生。

“乡村振兴，我们必须动起来、干起来、跑

起来，奋力争先。”赵瑞东说，白泥井要以闻鸡起

舞、日夜兼程、风雨无阻的精神状态，坚决打赢

必胜的精准脱贫攻坚战，打好乡村振兴持久战，

在希望的田野上奏响新时代乡村振兴之歌！

（转自《鄂尔多斯日报》）

乡 村 振 兴 的“ 白 泥 井 探 索 ”

武波，2018 年 10 月经旗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推

荐，组织选派，到展旦召苏木哈达图村担任工作队队

长兼第一书记。

从武书记到“小武子”

哈达图村地处展旦召苏木南部，人们俗称“梁

外”地区，无城乡公交车，全村常住人口 240 余人，主

要以 60 岁以上老人为主，群众出门难、办事难。

工作之初，武波勤入户，与村民拉家常，深入了

解村民生产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并将自己的手机号通

过各社社长留给了每一位社员，群众的需求他有求必

应，成了群众的“勤务兵”。不知不觉中，武波也由村民

口中的“武书记”变成了“小武子”，与村里的叔叔大爷

婶婶大娘打成一片，村民常会笑着说：“你替我们跑腿

办事，我们可是省下不少钱，大爷给你杀羊吃肉。”凭

着为民的初心和踏实的工作，武波很快便融入到了这

里，这里的群众也接受了他。

来到村里后，武波发现全村无一条硬化道路，雨

季来临时，严重影响村民出行，修路也就成了他的心

头大事。经过向苏木政府、旗内各相关部门不懈争

取，与施工队现场实测、勘查，与村民协调占地事宜，

2020 年 6 月，哈达图村 3.5 公里通村硬化水泥路项

目动工实施。从此，哈达图村将告别泥泞坑洼路，迎

来第一条通村硬化路。哈达图村地处梁外，部分村社

用电紧张，武波通过向当地电业部门争取，2020 年 7

月，先期为哈达图村霍家沟社更换了大功率变压器

一台。

一件件、一桩桩事情，让“小武子”在村民心中渐

渐地有了一块小位置，遇到事情也会第一时间想到

驻村的“小武子”。

挖掘优势 培育特色产业

村民日子要好，产业必先行。刚到村里，武波在

走访时发现哈达图村天然适合山羊、肉牛、生猪养

殖，而且紧靠东胜，销路又好，但大都是以家庭化养

殖为主，缺乏规模与规划。针对这个问题，他一遍遍

鼓励引导村民，解读政策、对比优劣，功夫不负有心

人，村民们最终转变了观念，听取了他的建议。目前，

全村注册成立了 4 家种养殖专业合作社，而且其中 1

家合作社已纳入到旗内“领头雁”扶持计划，这更加

激励了村民依托合作社发展的积极性。

值得一提的是，他帮助贫困户张文明注册成立

了肉牛养殖专业合作社，主要发展西门特尔等品种

的肉牛养殖。2019 年，张文明年纯收入 5 万元以上，

成了村里的养殖明星户，不仅自己的经济实现了彻

底好转，对其他农户也起到了正向引导作用，间接带

动了其他农户从以单纯的山羊养殖到以山羊与肉牛

养殖的结合。

自驻村以来，武波一户户实地了解情况、分户

施策，时常鼓励贫困户树立过好日子的信念，引导

他们通过产业发展，实现收入提升，保持稳定收

入。

政策宣讲员 纠纷调解员

国家的好政策宣传到位与否，关键在基层。在驻

村期间，武波通过走家串户，利用村民放羊、在田间地

头劳动等时间，面对面地将产业支持、农村信贷、扫黑

除恶、禁毒扫毒等各类政策及时传达给村民，使村民

听得懂、用得到。在宣讲政策的同时，解决邻里矛盾、

处理问题纠纷也是他的日常工作，矛盾调解、修路施

工、扑灭山火现场，都有武波的身影。从最初的不懂、

不敢讲，到现在及时出面调解，他俨然有了“村干部”

的模样，与群众的距离越来越近。

参加工作以来，武波先后被评为全旗优秀共产

党员、全市公共资源交易系统优秀共产党员、单位先

进工作者等。武波驻村宿舍内，悬挂着两面村民及贫

困户所赠锦旗，“为村民办实事，做群众贴心人”“一

心一意为民着想，尽心尽力为民办事”，道出了村民

对他的高度评价。

武波常说：“共产党员就是组织的一把锄，哪里

需要就去哪里耕耘。”

梁外亲亲的“勤务兵”

（上接一版）之后，他又连续承包了几年土地，于 2018

年底还完了所有饥荒。当年他还被天义昌村支部委员

会、村民委员会授予“致富带头人”称号。2014 年—

2019 年包地期间，赵培小前前后后雇佣工人累计大约

四五百人，其中也包含部分贫困户，工资累计发放了

50 万元左右，切切实实让周边村民实现了打工创收。

2019 年，他又扩大土地承包规模至 350 多亩，通

过种植多种经济作物，纯收入达到了 20 多万元。7 年

间，从负债 30 多万元到净赚 20 多万元，赵培小实现

了从贫困户到致富能手的美丽蜕变。

“党和政府帮我从困难中走了出来，致富就要回

报社会。今后我要继续好好干，把合作社进一步做大

做强，让更多的农牧民加入合作社，一起致富奔小

康。”今年，赵培小利用去年收入的 20 多万元买了好

几台大型机械，以他为法人代表成立的鄂尔多斯市培

胜种养殖专业合作社也开始运营，共承包了 1000 亩

土地，搞起了规模化经营，他还另外承包了 200 多亩

土地，打算带领当地群众继续在土地里“挖金子”。

赵培小：从贫困户到致富能手的美丽蜕变
本报讯（记者 白剑萍） 7 月 15

日，达拉特经济开发区组织开展“实

施清洁生产，推进绿色发展”专题培

训会。园区企业负责人、节能和环保

工作负责人，经济开发区环保局、经

发局全体干部参加培训。

培训会特邀自治区冶金研究院

专家陈润元、工业节能与绿色发展协

会专家宁志平、张达，就清洁生产、绿

色工厂和绿色设计产品及节能减排政

策进行讲解。

培训会要求，园区涉及实施强制

性清洁生产审核的企业要根据自治区

文件要求，按时间节点，加快进度提前

完成审核。要高度重视绿色制造系列

项目的申报和创建，提升园区的绿色

发展水平。相对工艺落后、污染排放大

的项目要及时转型，加强绿色技术，生

产绿色产品。各企业要把绿色发展的

理念渗透到生产经营各个环节，落实

在各项具体任务中，齐心协力，取得经

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赢，成为沿黄

河流域环境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典

范。

实施清洁生产 推进绿色发展
———达 拉 特 经 济 开 发 区 组 织 开 展 专 题 培 训 会

武 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