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业兴了 百姓富了
本报记者 李慧龙

恩格贝，是沙海绿洲的代名词，在蒙古语里，有着

平安、吉祥之意。近年来，恩格贝镇通过打造特色农牧

产业，以兴旺的产业带领老百姓告别贫困，走向富裕。

在恩格贝镇新圪旦村，村民李桂林刚吃完午饭，就

和工友们来到离家不远的贝贝南瓜生产基地工作了。

这几天，到了南瓜打顶和除草的阶段，李桂林每天都很

忙。基地在恩格贝镇占地两千多亩，由六户村民合作组

建的合作社———上禾种养殖专业合作社运营。经过四

年的种植，带动周边 62 户农户土地入股，吸纳进来的

户子，不仅能获得南瓜种植收益，还能分红。就拿李桂

林来说，她不仅用自家土地入了股，还可以到合作社打

工赚钱。

李桂林高兴地说：“保底是一亩地 1000 块钱，年底

下来还有分红，我们家的 80 多亩地全部入股了，现在

是双收入了。”

合作社负责人告诉记者，贝贝南瓜每亩比传统作

物增收 2000 余元，不仅有效合理地利用了土地，而且贝

贝南瓜全部是订单销售，供不应求。

上禾种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刘海燕说：“现在全

国各地都有市场，精品瓜都出口到了新加坡、新西兰。

在给农户推广的过程中，我们也打造了自己的品牌，注

册了自己的商标，回购率挺高的。”

位于恩格贝镇东南部的

黄母哈日村，现在也因为产

业的快速发展，村民们的生

活蒸蒸日上。过去，因为基

础设施差，村民只能靠天吃

饭，多年来一直在贫困线上

徘徊。近几年，村里打起了

机井、修好了村路、发展了

规模性种养殖产业，村里的

老百姓还能在家门口打工，

每户年均收入达十万多元，

日子过得是红红火火。

村民王烁东说：“农闲的

时候我们就来这里打工，一年大概收入两三万块钱，主

要是省下我们去外面打工，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方

便。”

王烁东务工的企业叫内蒙古漠源生态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主要以种植经济林红枣为主，并选种林下经济

作物紫花苜蓿、豆科类植物、中草药，企业预计用 5 年

时间，打造一片既有效益又环保的绿色长廊。目前，公

司一年可雇用当地村民 1000 多人次，全部建成后，可每

年为当地村民创造就业岗位 50 余个，带动当地村民利

用闲置土地种植红枣 12000 余亩。

内蒙古漠源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强说：

“通过我们自己试种，试种成功之后，准备推广给周边

广大的农牧民，带动他们致富。”

近年来，恩格贝镇在完善基础设施的同时，大力发

展种养殖产业和特色产业，多渠道、广增收。目前，全镇

15 个村实施了 30 多个村集体项目，每个村都有自己的

特色产业。

产业兴旺起来了，百姓也富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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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人大常委会关于征求对旗人民检察院
部分检察官履职情况意见建议的公告
为进一步创新人大监督方式，增强司法监督实效，提

升司法公信，根据旗人大常委会 2020 年监督工作安排，决

定对旗人民检察院部分检察官开展履职评议。本次履职评

议的内容包括检察官的政治和业务素质情况、依法履行职

责情况、廉洁自律情况、自觉接受监督情况四个方面。现将

被评议的两名检察官基本情况予以公示，向社会公开征求

意见建议。

被评议检察官：

乔媛，女，中共党员，现任达拉特旗人民检察院第一检

察部副主任，二级检察官；

王宏，女，现任达拉特旗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三级

检察官。

欢迎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广大干部群众于 8

月 15 日前来信、来电，提出对被评议检察官履职情况的意

见 建 议 。 联 系 电 话 ：0477—5212691， 电 子 邮 箱 ：

rd5212691@163.com。

特此公告

达拉特旗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2020 年 7 月 23 日

“草原在哪里，草原在哪里，草原就在我的心里……”

一首脍炙人口的草原金曲唱出了游子对草原的眷恋之

情，对于达拉特旗展旦召苏木展旦召嘎查第一书记薛文

霞来说，她的心里也装着一个草原———展旦召草原。她，

是汉族，这里不是她的故乡，可她却把这里当成自己的第

二故乡。

薛文霞，达拉特旗财政局干部，展旦召苏木展旦召嘎

查驻村第一书记，展旦召苏木是全旗 9 个苏木镇中唯一

以蒙古族人口居多的地区，展旦召嘎查则是蒙古族人口

聚居集中的村落，距离旗政府所在地树林召镇 30 余公

里。这里既有肥沃的良田，也有广阔的草原，多年来，这里

的蒙汉民族农牧民群众在嘎查党支部带领下齐心协力发

展农牧业经济。

2018 年 5 月，年近 50 岁的薛文霞被派到了展旦召嘎

查担任第一书记，全旗 132 个驻村第一书记中，女性仅有

7 位，薛文霞就是其中之一。她所在的展旦召嘎查共有五

个社，1458 人，全嘎查拥有草场、耕地、林地等共 25 万

亩。驻村第一天，她参加了村民代表大会，当时就听到后

排有几个村民议论：“怎么来一个女同志？”话语中带出失

望的情绪，面对他们的疑惑，薛文霞也曾有过顾虑：从参

加工作以来，自己一直在机关从事财务工作，农村工作还

是第一次做，而驻村后又要面对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矛

盾化解等一系列具体工作，自己能胜任这份工作吗？可是

组织既然派我来这里，就说明信任我，我一定不能辜负组

织对我的信任、群众对我的期盼。

坚持源于信念，承诺在于行动，在之后的工作中，她用

自己的行动践行着承诺。脱贫、全面小康、现代化，一个民

族也不能少，为做好农村牧区工作，她提炼出一套“四勤三

熟”农村工作法，即腿勤、嘴勤、脑勤、手勤；人熟、地熟、情

况熟。为准确掌握嘎查基本情况，她首先走访入户了解民

情，从晨曦到日暮，东家出西家进；从农家炕头到农田、羊

圈、牛棚，都曾留下她的身影，每到一户，她都会询问家庭

成员、农牧业生产发展、家庭收入情况及存在的困难和问

题等，她将这些困难和问题都作了详细记录，并及时进行

梳理汇总，整理出了诸如有两个社没有接自来水、现有机

井无法满足灌溉、三社自来水管道需改造、文化活动室少

等系列问题，她第一时间与嘎查两委召开会议研究解决问

题的对策及具体工作安排。有了解决问题的对策，薛文霞

和队员周俊鹏多方争取项目、争取资金，在包联单位—达

旗财政局的大力帮扶和嘎查两委的积极支持下，通过协调

有关部门为四社接入自来水；为嘎查完成了投资 47 万元

的打井项目，共打 100 米深井 26 眼；协调包联单位，争取

“一事一议”财政奖补项目资金 50 万元，又与队员董桂兰

向民族事务委员申请少数民族发展资金 10 万元，完成了

46 眼 120 米深的旧井改造项目，共解决 1.5 万亩耕地灌溉

问题。了解到嘎查三社部分自来水管道损坏，影响农牧民

安全饮水，她协调包联单位出资改造管道款近 5 万元，解

决了三社群众的安全饮水问题。

薛文霞是一个细心人、有心人，在走访中她将一些贫

困户、鳏寡孤独者、残疾的群众列为重点帮扶对象，定期

去家中走访，只要看到农牧民正忙碌着干活，她会主动搭

手帮忙。武福虎是展旦召嘎查三社的一位建档立卡贫困

户，10 多年来因给患有脑炎、癫痫加自闭症的儿子看病

而变得贫困。他的儿子现在虽已 20 岁了，可是只要见到

家里来了陌生人就躲在里屋不出来，烦躁的时候就在屋

里乱扔乱砸东西，武福虎夫妻已经被儿子的病折磨得心

力憔悴。帮扶人奇.达楞太积极帮他规划，合理利用产业

发展资金购买 2 头牛，现在发展到 14 头，帮助销售了 3

头。武福虎媳妇逢人就夸:“自从奇书记帮扶上，我们的日

子就向好的方向发展”。薛文霞也经常去武福虎家帮助发

展养牛产业、帮他加工草粉、收拾草棚、屋子；帮助联系购

买给孩子治疗的药物，推荐治疗方案，自闭症的孩子每次

看到薛文霞来了，也笑着走出屋来。武福虎的妻子逢人便

说，他的儿子把薛书记当作自家人了。

是的，薛文霞也一直把自己当作展旦召嘎查这个蒙

汉民族大家庭的一员，只要哪里有召唤、哪里有困难、哪

里有需要，哪里就能看到薛文霞的身影，新冠肺炎疫情期

间，树林召镇内所有小区实行封闭管理，车辆没有通行证

不允许在路上行驶，她也无法去嘎查，但心里时时惦记着

那里的农牧民群众，于是她每天或是电话联系嘎查两委，

询问疫情防控工作，或是在村民微信群里宣传疫情防控

知识。在申请到车辆通行证后，她第一时间下到嘎查主动

请缨在路口承担防控堵卡工作，并为疫情防控捐款 1000

元，捐出价值 1000 余元口罩、方便面等物资。同时她还自

己开车带上蒙古族群众杨银花看病求医，帮助残疾人申

请办理残疾证，申请到助残轮椅 1 把。联系朝聚眼科医院

和欣康医院为嘎查群众免费义诊；与嘎查农牧民群众一

起清理垃圾，整治人居环境；协助嘎查委员会进行土地确

权和户改厕工作；开展脱贫攻坚“回头看”、“大排查”、贫

困户档案的梳理核对等工作。这里的农牧民群众都看在

眼里，记在心上。

让这里的农牧民群众感到最兴奋的是：薛书记来了

后，展旦召嘎查五个社的文娱活动气氛更浓了、人与人之

间关系更和谐了。为引导乡风文明，促进民族团结，薛文霞

定期组织“双决双扶”百村千社宣讲活动，讲达拉特最美家

庭家风家教故事、组织观看传统文化影像片、发放蒙汉双

语的《民族区域自治法》《中华民族一家亲》等宣传资料。

展旦召嘎查有蒙古族聚居的优势，加之拥有浓厚的民

族文化底蕴，这里大多数农牧民能歌善舞，一些农牧民群

众结合自己民族特点各自成立了三支文艺队，为了满足嘎

查群众的文化生活需求，薛书记在展旦召嘎查精神文明建

设和文化建设方面下了大功夫，一是和队员周俊鹏经过多

方面努力，完成了投资 100 万元的“美丽乡村”财政项目，

投资 96 万元为嘎查三个社兴建文化活动室三处，投资 4

万元为嘎查做了亮化工程。二是协调包联单位为文艺团队

争取资金 11 万元购置了演出服装、乐器；三是整合三个文

艺队，招募充实了有文艺特长的队员，重新组建为“展旦召

嘎查群众乌兰牧骑”，制定了管理运行机制。联系旗文化馆

舞蹈老师进行指导、排练，聘请专业老师指导大合唱，邀请

美学教授讲课，来提高队员的表演水平，经常接送文艺团

队出去表演。付出总有回报，文艺团队多次参加旗级、苏木

镇文艺演出比赛，均获得了荣誉及奖金。良好的文化氛围

既丰富了百姓文化生活，又促进了民族团结进步。在此基

础上还推动了互帮互助机制，协调两宜生物肥有限公司捐

赠给困难户 1000 斤草墩。

作为一名女性，她也爱美，喜欢漂亮的服饰，可是两

年多来，她没给自己添一件价格高的衣服，反倒拿出

5000 余元用于捐助、慰问贫困户、文艺队，为文艺团队购

置灯具、道具、旗帜、聘请老师指导大合唱，带领嘎查两委

及村民去东胜泊尔江海子镇折家梁村和罕台镇灶火壕村

考察观摩村集体经济项目，为嘎查委员会购置办公用品

等。自己的收入并不高，而且是一个单亲家庭，儿子大学

毕业还未成家。而她不是住在嘎查，就是早出晚归，很多

时候回家还要写材料、报信息、填报表，电话上、微信上与

嘎查老百姓聊的时间，远远超过和儿子聊的时间，人们有

事就想和她谈谈，她认真对待每一位向她反映情况、倾诉

心声的嘎查百姓，及时向相关部门咨询、汇报，想方设法，

尽自己所能帮助解决，任劳任怨，认真负责，全身心地投

入驻村脱贫攻坚工作。2018 年她所在的工作队被评为全

旗优秀工作队，所在单位—达拉特旗财政局被评为全旗

优秀包联单位。

2020 年“七一”主题党日活动中，她用蒙语给所有的

党员唱了一首《平安健康多美好》歌曲，“平安健康多美

好，街坊邻居一家亲，民族团结大家庭，和谐中国无限

好”，一首歌唱出了薛文霞的心声，因为她的心里始终装

着草原、系着这里群众的冷暖与幸福。

用“ 初 心 ”谱 写 草 原 恋 曲
薛 文 霞 ：

本报通讯员 冯丽云

恩格贝镇：

广大市民朋友们：

城市因文明而美丽,文明让城市更美好。达拉特旗是自

治区文明城市，是我们共同的生活家园，当前正在全力争

创全国县级文明城市。为了共享更美家园，提升文明水平，

我们向广大市民朋友们发出倡议：

一、从自己做起，支持文明城市创建。让我们以城市主

人翁的姿态，从自己做起，践行《鄂尔多斯市文明行为促进

条例》，遵守《达拉特文明公约》，讲文明、树新风，规范言行

举止，展示文明素养，用实际行动争做文明市民。

二、从现在做起，参与文明城市创建。让我们以城市行

动者的姿态，从现在做起，积极投入到创建活动中来，为创

建工作建言献策，监督和曝光身边的不文明行为，抵制各

种不文明现象，共同维护城市文明秩序。

三、从身边做起，宣传文明城市创建。让我们以城市宣

传员的姿态，从身边做起，向家人亲友、邻里同事，广泛宣

传文明城市创建的重要意义，宣传身边好人好事，弘扬传

统美德和文明礼仪，营造文明创建浓厚的社会氛围。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创建文明城市是发展所需、形势

所趋、更是民心所向。创建文明城市没有旁观者，更没有局

外人，让我们共同携起手来，从一点一滴做起，从身边小事

做起，讲文明话、办文明事、做文明人、建文明城，用实际行

动让文明之花开遍达拉特的每一个角落。

“创建文明城市 共享美好家园”倡议书

脱贫攻坚政策解读
建档立卡贫困户唯一住房经住建部门鉴定为 C、

D 级危房户的，在自主自愿的基础上，属于未标稳的

贫困户，通过争取国家危房改造指标后按照国家政策

予以补助；属于已标稳的贫困户，由旗财政出资，苏木

镇人民政府负责改造。改造后房屋面积原则上 1 至

3 人户控制在 40-60 平米以内，且 1 人户不低于 20

平米、2 人户不低于 30 平米、3 人户不低于 40 平米；

3 人以上户人均建筑面积不超过 18 平米，不得低于

13 平米。对于危房户自愿通过其他方式解决住房安

全问题的且无改造意愿的，根据贫困户实际情况出据

自愿放弃改造承诺和由帮扶责任人、驻村工作队、嘎

查村干部共同签字确认并由苏木镇政府加盖公章的

佐证材料，分别在住建局、苏木镇和嘎查村危改档案

中留存，在履行了确认程序后不再将其危房纳入改造

范围，但苏木镇必须告知贫困户主动拆除危房或不再

使用危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