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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报记者 叶中华

近年来，内蒙古自治区阿
拉善左旗以提升基层组织能力
为抓手，精准实施“红色头雁”
工程，打造出一支支有本领、善
经营、会干事的村级领头雁队
伍，以“头雁”带领“群雁”齐飞，
为农牧区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强有
力的组织保障。

2015年4月，正值吉兰泰
镇巴彦乌拉嘎查脱贫攻坚的关
键时期，年近50岁的嘎查致富
带头人潘多云经选举担任嘎查
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上
任伊始，他便马不停蹄走访贫
困户并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
难，要求“两委”班子成员与贫

困户结对帮扶建档立卡。面对
嘎查基础设施薄弱、经济发展
缓慢等现实困境，潘多云同嘎
查“两委”班子和第一书记认真
研究后，把动员并引领嘎查牧
民特别是贫困户种植梭梭、接
种肉苁蓉作为脱贫增收的突破
口。6年后，人工梭梭林达到
1.33万公顷，肉苁蓉接种突破
1333.33公顷，天然白刺接种锁
阳333.33公顷，受益户年增收
入3000元以上，8户建档立卡
贫困户全部如期脱贫。

脱贫攻坚期间，阿左旗
114个嘎查村的588名党支部
书记、主任及“两委”班子成员
始终战斗在脱贫攻坚的最前
沿，他们与驻村工作队和第一
书记齐心协力，争项目、筹资

金、兴产业、夯基础，倾力筑牢
“两不愁”防线，落实教育、医
疗、住房、饮水、低保等“三保
障”政策，推进“党支部+专业合
作社+龙头企业+农牧民”等多
种扶贫模式，极大地改善了农
村牧区的贫困面貌。

2018年，阿左旗23个贫困
嘎查村全部退出贫困行列，现
行标准下6235名建档立卡贫
困人口脱贫，整体实现“人脱
贫、村出列、旗摘帽”预期目
标。目前，为了把巩固拓展农
村牧区扶贫成果同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起来，阿左旗重点在选
优配强“两委”班子上下功夫。

2020年嘎查村、社区“两
委”换届选举，潘多云连任巴
彦乌拉嘎查党支部书记兼主

任。潘多云告诉记者，他们正
从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过
渡，目前在筹备巴彦乌拉嘎
查集体经济股份合作社，计
划发展生态建设、养殖业、加
工业，壮大集体经济，有效保
障嘎查所有牧民都能过上更
好的生活。

2020年，阿左旗启动嘎查
村、社区“两委”换届工作，围绕

“选准一个人、带好一班人”的
工作目标，突出党建引领作用，
坚持把基层党员干部建设摆在
突出位置，建立健全嘎查村党
组织书记队伍建设长效机制。
旗委对全旗1601名嘎查村换
届选举提名候选人进行资格联
审，坚持“凡进必审”、实地指
导、消除隐患，扎实有序推进嘎

查村“两委”换届工作。
目前，全旗114个嘎查村

依照法定程序选举产生新一届
“两委”班子成员604人，其中
连任党支部书记和主任一肩挑
85人，交叉任职的“两委”委员
338人。与之前相比，在年龄、
学历、性别和党员比例等方面
有了新的变化，班子结构和整
体素质得到了进一步提升。

“下一步，阿左旗将继续加
大力度，做好新一届班子人员
培训和新老班子交接等后续工
作，引导新班子尽快适应新角
色、展现新作为，为全旗巩固
拓展脱贫成果，加快乡村振兴
步伐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
阿左旗委组织部门相关负责人
表示。

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左旗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左旗：：

““头雁头雁””带带““群雁群雁””齐心奔小康齐心奔小康

■中国城市报记者 胡安华

素有“藏乡小江南”“陇上
桃花源”的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
州舟曲县，位于青藏高原、黄土
高原、四川盆地接合部和川甘陕
三省交界处，是藏汉文化的交汇
带和长江水源涵养区、补给区。

过去，舟曲县受自然资源
短缺、生态环境恶劣、基础设施
落后等综合因素影响，发展一
直较慢，是全国“三区三州”深
度贫困地区和甘肃省23个深
度贫困县之一。

党的十八大以来，舟曲县
紧紧围绕整县脱贫目标，创新
提出“生态秀美之花、产业富民
之花、文旅精品之花、民族团结
之花”等“十朵花”的“花开舟
曲”目标。2020年2月28日经
甘肃省政府批准，舟曲县退出
贫困县序列，提前一年实现高
质量脱贫。

站在“十四五”开局的新起
点，舟曲县描绘了“培养致富带
头人、推动乡村旅游业、健全升
级产业链”三大浓重华彩，谱写
新时代乡村振兴新篇章。

先富带后富先富带后富，，守牢防返贫底线守牢防返贫底线

今年27岁的王磊是舟曲
县曲瓦乡城马村种养殖农民专
业合作社负责人。2017年，在
外学习音乐的王磊回到家乡，
创办艺术培训班的同时，经营
起一家发展林下种养殖特色产
业的专业合作社，通过“党支
部+合作社+基地+农户”以及
扶贫车间的模式，养殖中华蜂、
土鸡、土猪，种植核桃、羊肚菌
等，带动了37户贫困户在家门
口就业增收。

2020年以来，在当地政府
支持下，王磊进一步扩大规模，
拓展电商渠道，建设观光走廊、

亲子农场和休闲体验区，发展
生态观光农业，促进农旅融合。

“做一个‘新农人’，一定要
热爱农村。如今我们的农产品
销路已经打开，下一步还要提
升品质，让更多乡亲共同致
富。”王磊说。

“目前，舟曲县将加强农村
低收入人群常态化动态监测，建
立防止返贫帮扶机制，分类分层
进行精准帮扶，守牢巩固脱贫成
果，防止返贫底线。”甘南藏族自
治州副州长，舟曲县委副书记、
县长郭子文表示，“我们还在制
度建设上发力，投入奖补资金
1000万元稳岗就业，健全护林
员、保洁员等公益性岗位运行管
理机制，抓好各类入股资金分
红，稳定增加群众收入。”

农旅结合农旅结合，，实现美丽蝶变实现美丽蝶变

在许多喜爱乡村自然生活

的游客看来，舟曲县有着独特
的人文景观，以及古树、陶罐等
非物质文化遗产。

许多民宅建筑在保留传统
风格基础上，与文旅资源深度
融合。项目参与舟曲县曲瓦乡
城马村建设的一党员干部告诉
记者：“我们以农耕文化为魂、
山水村落为形、生态农业为本、
美丽乡村为基，打造了一处‘看
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
愁’的生态田园旅游胜地。”

在舟曲县杰迪村，有游客
旅游时感慨道：“这里山清水
秀、绿荫环绕、红瓦白墙、如诗
如画，乡村美、产业新、农民富，
让人真切感受到生态文明小康
村的独特魅力……”

几年来，舟曲县的乡村旅
游建设得到游客的认可和欢
迎，数据显示，“十三五”时期，
外地游客来舟曲县旅游人数和
旅游综合收入达 452.98 万人
次、21.36亿元，较“十二五”分
别增长259%、299%。

此外，舟曲县积极申报了
全国休闲农业重点县和国家森
林康养基地，加快拉尕山等景
区的升级。依托土桥子、杰迪、
各皂坝、城马等旅游专业村和
拉尕山、沙滩、庙沟、大峡沟等
景区景点，构建乡村精品旅游
环线，发展“周末旅游经济”。

当地还通过开展媒体营
销、活动营销、平台营销、网络营
销、体验营销，办好楹联文化节、
农特产品展销会等节会商贸活
动，扩大其旅游影响力、美誉度。

健全体系健全体系，，提升产品竞争力提升产品竞争力

对于舟曲县来说，2021年
作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建设
年，将推动特色种养产业高质
量发展。

近年来，作为舟曲县的精
准扶贫发展基地，舟曲绿脉农
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采取“公
司+专业合作社+农户”模式，
全面建设农村种养殖示范基
地，联合农村专业合作社带动
农村经济发展。

“在公司技术服务团队指
导下，我们建成了舟曲县食用
菌种植示范基地，为农户致富
发展谋求了一条出路。在对人
员培训的同时，大力吸纳务工
人员，将他们培养成为种养殖
技术能手，带动更多的农户脱
贫致富，形成大众创业形态。”
舟曲绿脉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负责人王永江说。

据介绍，舟曲县加快推进
从岭藏鸡、黑土猪、中华蜂蜜、羊
肚菌等特色优势产业发展，持续
提升农特产品商品化率，扩大市
场占有率和产品竞争力。

经过数年发展，舟曲绿脉
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已成为
一家集农产品研发、种植、加工、
培训、贸易、市场开发运行、农畜
产品深加工于一体的现代农业
企业，产业扶贫带动作用日益增
强，当地600多户2000余人在
家门口实现了就业增收。(图片
由舟曲县委宣传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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