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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蒙文英，乡亲们都说我是我
们那达达的“羊连长”。

我的籍贯是宁夏泾源县，地处六盘
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干旱缺水”“靠
天吃饭”是我小时候深刻的记忆。

2005年12月，我有幸成为一名光
荣的解放军战士。退伍后，不甘心回乡
种田的我毅然背上行囊去外地打拼。
2015年，我们村要生态移民搬迁至灵
武市白土岗乡，和其他搬迁的村子合并
建起了泾兴村。看那里环境好，很适宜
搞养殖，思前想后，我决定回家养羊。

养羊并没有想象中容易，刚起步
那年，时常是夏天打草料，草屑扎得我
满身疙瘩。冬天母羊下崽，我在羊圈
守夜，冻得瑟瑟发抖。凭着在部队培
养的不服输的劲头，一年后，我终于建
起了养羊场。说是养羊场，可由于场
地和资金不足，只能算是个家庭小作
坊，扩大规模成了当务之急。

2017年，灵武市人武部政委邓锋
来村里开展定点帮扶，了解我的养羊
场发展情况后，带着我一起去土地、畜
牧等部门咨询帮扶政策，去银行跑贴
息贷款，手把手帮我解决了不少困难。

其实，我的创业之路并非一帆风
顺。有一年跟风养鸡，由于不懂专业
知识，鸡群患上瘟疫死了一大半。痛
定思痛，我明白要想建现代化的养殖
场，不懂方法、不讲科学肯定不成。人
武部得知我的难处，带兽医站的技术
人员为我指导技术，我也在技术人员
推荐下去专业的网站系统学习养殖技
术。在人武部帮带指导下，羊羔肉质
显著提升，羊未出栏就被预订一空。

我脱贫了，但我不能只考虑自己，
乡亲们都富起来才行。

2017年 4月，我成立了农牧专业
合作社，带领十几户建档立卡贫困户
一起搞养殖。2018年1月，又注册农
牧有限公司，并开发养殖商城微信小
程序，线上线下同时销售。灵武市人
武部还帮忙协调灵武电商公共服务中
心对我们进行电商培训指导，我们成
了电商销售“一网通”。如今，我们合
作社的羊在网上小有名气，销往北京、
上海、广东等16个省市。

这两年，找我取致富经，学习养殖
技术的乡亲越来越多，我一定要当好
这个领头人，让乡亲们和我一道赶着
羊群奔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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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身定制精准扶
贫之策

驱车驶入宁夏中卫市海原县郑旗
乡吴湾村，只见道路宽阔，一排排绿树
成荫环绕，一座座蔬菜大棚整齐排列，
路旁的一所所小洋房干净整洁。完全
想象不到，4年前，这里曾是一片破败
陈旧的模样。

得知宁夏军区脱贫攻坚工作检查
考评组要来，村党支部书记罗忠诚早早
在村头等候。他告诉记者，2016年，村
里 718户中有 316户是建档立卡贫困
户，是海原县的脱贫“老大难”。同年年
初，宁夏军区与吴湾村签订挂钩帮扶协
议，村里情况一天天好了起来。

据罗忠诚介绍，2016年，宁夏军区
驻村干部杨勇来到吴湾村，专门用了一
个月时间与老乡逐一谈心了解情况。
宁夏军区依据国家精准扶贫政策，对吴
湾村 316户贫困家庭制订“一户一策”
帮扶表，找准精准扶贫的路子。

记者翻开一份“一户一策”帮扶
表，上面详细记录了村民杨兴财家自
2016年以来的收支情况，并区分医疗、
产业帮扶方式分别详细制订精准帮扶
措施。

“前几年，父母年龄大并且有慢性
病，妻子又患上糖尿病，感觉前路一片
灰暗，幸亏当时军区协调帮家人缴纳了
医保，又帮扶我搞起了养殖产业。”说到
这儿，杨兴财带我们参观了他的新居。
只见客厅宽敞明亮，装修简约环保，卫
生间里做了干湿分离，厨房内抽油烟机
等各种家电一应俱全。

一行人来到军区帮建的牛棚时，他
兴奋地给记者算起了账，“家里有10余
头基础母牛，每年至少产 6个牛犊，纯
收入在6万元以上，再加上我跑运输的
工资，家里一年能有10万元的收入。”

记者随扶贫工作组穿行吴湾村，了

解该军区精准帮扶的成效。村民李秀
莲4个孩子都在上学，该军区对她家进
行教育帮扶，去年李秀莲的2个孩子大
学毕业，家庭情况有了很大改善。村民
李成连常年患病，他们协调为其办理了
大病医保，按年发放医疗补贴，同时进
行产业帮扶，从根儿上帮助解决问题。

记者了解到，宁夏军区帮扶的吴湾
村 316户贫困户家家都有种植养殖产
业，309户已经脱贫摘帽。村民人均年
收入从2016年的2000多元提升到2019
年底的1万元以上。近年来，军区还依
据地方危房改造政策，帮扶 39户群众
建了新房。

更让人欣喜的是，吴湾村的“一户
一策”精准帮扶模式，如今已经在宁
夏军区系统帮扶的 28个村全面推开，
近 4年来先后帮扶 6961户贫困户脱贫
摘帽。

牵手帮带培育致
富排头兵

最近，灵武市白土岗乡泾兴村退役
军人蒙文英成了村里的大忙人，村里不
少乡亲向他请教如何发展网络电商，他
也正筹划着升级自己的微信商城。

“人武部是我脱贫致富路上的领路
人。”蒙文英告诉记者，自2016年灵武市
人武部定点帮扶泾兴村以来，自己在人
武部的帮助下成为村里率先脱贫的一

批人，如今还被培养成致富带头人，带
领村子里的17户乡亲共同发展电商。

宁夏军区领导介绍，他们在帮扶吴
湾村的过程中发现，军区近两年帮扶的
致富带头人中有不少人既有眼界，又踏
实肯干，但苦于缺乏资金、技术等限制，
无法扩大规模。

该军区在“一户一策”精准帮扶的
基础上，重点挖掘一些有技术、有想法
的贫困户进行重点帮扶，培养致富带头
人，让有想法、有干劲的人先富起来，带
动更多的乡亲致富。蒙文英就是其中
的代表。

在平罗县红瑞村，马炳万等 5户村
民经过石嘴山军分区近 4年的持续帮
扶，3户搞牛羊养殖、2户搞蔬菜大棚，
全部脱了贫。在石嘴山军分区的帮扶
下，今年他们将共同建立一个养殖产业
合作社，带领村子里的 10余户村民共
同致富。

记者在石嘴山市大武口区看到，军
地共同建立了占地近 600亩的退役军
人创业产业孵化基地，请来宁夏农林科
技学院的教授给60名退役军人进行枸
杞种植技术培训。石嘴山军分区领导
介绍，枸杞种植基地已经申请注册商
标，产品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销量喜
人。更可喜的是，依托这个基地，已为
石嘴山市培养上百名枸杞种植骨干，他
们当中不少人已开始在各自村子牵头
搞枸杞种植，争当致富带头人。

在宁夏采访期间，这样的事例随处
可见。宁夏军区各级挖掘

培 养 的 致 富 带
头 人 中

不少是村干部和退役军人，成为引领乡
村振兴的致富排头兵。

多方“活水”注入
产业“洼地”

“加班加点，终于把防疫期间耽误
的活儿都补上了。”5月初，中卫军分区
政治工作处干事白亮正在海原县后塘
村新建的养殖场组织首批牛犊进棚，他
告诉记者，经过近 2个月的赶工，后塘
村占地近 50亩、计划养殖上千头牛的
养殖合作社如期完工，预计5月底将完
成所有牛犊进棚。

记者了解到，合作社采取的是“企
业+带头人+村集体+农户”的模式，前
期投资主要由致富带头人入股资金、银
行贷款、军分区帮扶资金、农户入股资
金4部分组成。其中中卫军分区出资获
得的收益，75%归村集体，25%定向帮扶
村里的10余户贫困户。此外，他们还与
国内2家知名国企签订长期供销协议，
明确以市场价全部回收该合作社产出
的牛犊，形成产销一体生态产业链。

“既要合并同类项，主动做减法，也
要引入社会资源，大胆做加法。”宁夏军
区政治工作局领导介绍，为做大做强村
集体，该军区各级一方面积极帮助确定
产业发展规划，另一方面协调政府项目
和社会力量，帮助村集体牵头建立乡村
扶贫合作社。在形成完整生态产业链、
解决农户后顾之忧的同时，接受多方监
督管理。

同心县三山井村周边有数十亩戈
壁滩，大面积生长野生芨芨草。同心县

人武部顺势而为，帮扶三山井村建起
了一座扫帚加工厂，变废为宝，

用野生的芨芨草加工扫帚，
在人武部协调下，同

心县环卫局和村
子 签 订 协 议 ，

定向采购村
子生产的

扫帚。

在宁夏军区机关帮扶的吴湾村，
目前已形成完善的产业链。军区帮扶
村子挖了 2眼灌溉井，建起了冷库、冰
库，村集体科学种植 2200余亩西芹，进
行机械化灌溉，冷冻保鲜储存，并冷链
配送至 20多个省区，日产值达到 10余
万元。

如今，宁夏军区帮扶的28个定点扶
贫村发展集体经济产业50余个，年产值
上千万元，产业规模正在不断壮大。

村集体龙头带动
建设美丽乡村

在海原县关庄乡窑儿村，海原县人
武部和地方有关单位共同帮扶村子建
起杂粮加工厂、军民油坊和荞麦皮枕芯
加工坊，注册了商标，并就近招聘因患
病无法外出打工、年迈无子女等情况的
贫困村民，每人每年工资超过 3万元，
生活有了奔头和希望。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坚持农业农村
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
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
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
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乡
村振兴，重点是产业要兴旺，产业兴旺
落脚点在大力发展村集体经济，集体经
济发展了，才能推动生态、文化、乡风等
齐头并进。”抓扶贫工作多年的宁夏军
区领导感叹道。

如今，宁夏军区各级定点帮扶的
28个村子已全部脱贫，乡亲们不用为
吃饱穿暖发愁，生活过得有滋有味。

篮球运动如今成为吴湾村的名片，
闲暇时，村民们就自发组建球队，向附
近村子发起挑战，还获得县里农民运动
会篮球项目的冠军。窑儿村的乡亲原
本喜欢听秦腔，如今日子好了，他们自
己买来了戏服，每逢节日就在村里的军
民大舞台唱起来。

“感谢军地一直以来的支持帮助，
我们的日子也越过越有滋味！”在盐池
县花马池镇沙边子村，每逢古尔邦节、
开斋节，乡亲们都会在清真寺里升国
旗，还手提着回族特有的馓子、油香到
当地军分区、人武部看望官兵。

在固原市原州区中河村，村子里
青壮年大都外出打工，为了避免老年
人生活寂寞，固原军分区指导帮扶村
党支部建起了“老年饭桌”，不仅为老
人们免费提供丰盛的一日三餐，还为
他们购置了按摩椅、棋牌桌等文体用
品，老人们一有空就聚在一起，谈天说
地、休闲娱乐。

银川市兴庆区月牙湖乡滨河二村
是“十二五”生态移民村，经过银川警备
区和兴庆区人武部的共同帮扶，一幅美
丽的乡村画卷徐徐展开。只见主街上
各种门店齐全，村子周围绿色的农田、
白色的大棚整齐有序排列，通到田间地
头的自来水管里，水流汩汩而出，滋养
千亩农田……

本版照片由路波波、赵俊杰、杨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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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南部山区地处六盘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曾经“贫瘠甲天下”，深深牵动着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心。
2016年7月，习主席在宁夏调研考察时指出：“发展产业是实现脱贫的根本之策。要因地制宜，把培育

产业作为推动脱贫攻坚的根本出路。”贯彻习主席指示精神，宁夏军区以机关定点帮扶的海原县吴湾村为
试点，一步一个台阶，持续4年不断完善推广产业扶贫精准模式，推动28个定点扶贫村向着产业兴旺、生态
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目标奋进。

4月下旬，记者跟随宁夏军区脱贫攻坚工作检查考评组，感悟28个扶贫村发生的山乡巨变，品读官兵
和乡亲们的心路历程。

2016年 7月，习主席在宁夏考察时指出：
“全国还有 5000万贫困人口，到 2020年一定
要实现全部脱贫目标。这是我当前最关心的
事情。”

习主席关心的事，对军队而言既是感召，
也是命令。多年来，宁夏军区作为塞上大地
脱贫攻坚战场上的一支生力军，以舐犊反哺
之情怀、时不我待之精神、舍我其谁之胆魄投
身脱贫攻坚战役，勇打头阵、拔点夺要，定点
帮扶的 28个贫困村全部如期脱贫，为如期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贡献力量。

与百姓心连心，帮扶才有精准度，这是我
们聚力脱贫攻坚战最切身的感受，与贫困百姓
走得更近、贴得更紧的单位，帮扶项目就更科
学，帮扶措施就更精细，脱贫成效就更明显。
今年是我国脱贫攻坚的决战决胜之年。截至
2019年年底，全国还有 551万贫困人口未脱
贫。虽然同过去相比总量不大，但都是贫中之
贫、困中之困，是最难啃的“硬骨头”。要帮扶

他们脱贫，需要真情托举，陪他们一起爬坡迈
坎，在知心贴心中不断提升帮扶精度。

贴近方能贴心，深入才有深度。人民解
放军来自人民，情系人民。只有对贫困群众
的生活感同身受，才能有情感的认同与共
鸣。我们要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既
要人入乡村，更要心贴百姓，把贫困百姓当成
家里人，把自己当成村里人，常走乡村街道、
常睡农家土炕、常吃粗粮馒头、常穿粗衣布
鞋，真正和贫困百姓打成一片、融为一体，从
推心置腹的交流中捕捉民心所向，在察言观
色中全面察民情、知民心、晓民意，成为贫困
群众的知心朋友。

干部将心比心，群众才会领悟真心。“意
莫高于爱民，行莫厚于乐民。”我们所做的所
有扶贫工作都只是把贫困群众扶上马、送一
程，脱贫致富终究要靠他们自己的辛勤劳动
来实现。我们应善于换位思考，帮扶工作中
多问自己“假如我是贫困群众怎么办”，设身

处地为贫困百姓思、为贫困百姓谋、为贫困百
姓干，少栽盆景，多干实事，与他们心连心、心
贴心，凝聚军民携手脱贫攻坚的合力。

既要找准路子，更要开好方子。治贫如
治病，有的贫困群众因病、丧失劳动力等原因
致贫，还有一些贫困群众因过度依赖帮扶政
策等原因缺乏脱贫的主观能动性，要实现精
准脱贫、长久富裕，必须内外兼治，于诸多表
象中抽丝剥茧找准病根，并坚持对症下药，因
地制宜、因户而变、因人而异，开好治穷药方
子。要充分激发脱贫内生动力，形成外部多
元扶贫与内部自我脱贫的良性互动，确保脱
贫举措卓有成效。

脱贫攻坚战，要下绣花功夫，还要有“一
锤接着一锤敲”的执着。必须树牢打持久战
的理念，开展脱贫人口“回头看”，避免政策性
返贫、因病返贫等情况出现，稳定后续帮扶政
策措施，不可丝毫松劲。

（作者系宁夏军区副政委）

有了知心度，才有精准度
■丁学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