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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报记者 宋 浩

1月中旬的一天，内蒙古
自治区锡林郭勒大草原天气寒
冷。天刚蒙蒙亮，家住锡林郭
勒盟锡林浩特市区的退休检察
官察日苏便匆匆起床了。这两
天正是乌冉克羊母羊保育的关
键时期，隔上几天不去瞅瞅，察
日苏就会放心不下。

今年62岁的察日苏退休
前是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
检察分院（以下简称锡盟分院）
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2012
年底，他主动请战，来到位于中
蒙边界的阿巴嘎旗吉日嘎郎图
苏木巴彦敖包嘎查开展驻村帮
扶工作。在察日苏及当地牧民
的共同努力下，昔日的穷嘎查
变成了今天远近闻名的富裕嘎
查，有着几百年放养历史的古
老畜牧品种乌冉克羊焕发出新
的活力。

乡村振兴路上的多面手

巴彦敖包嘎查冬季气温经
常在摄氏零下30度左右，非常
寒冷。察日苏刚到这里时，暖
棚圈舍缺乏的情况普遍存在，
再加上机井中取出的水都是冰
层水，使得牛羊上膘难，繁殖率
低。在此背景下，牧民收入自
然上不去。

察日苏了解到这些情况
后，多方争取专项资金，帮助
一批贫困户建起了暖棚。同
时，锡盟分院党委领导号召分
院全体人员进行捐款，为牧民
定制了 40多个爱心储水罐。
之后，察日苏又请锡林郭勒职
业学院畜牧专家在巴彦敖包嘎
查举办了畜牧兽医班和强化经
营理念培训班，帮助牧民提升
养殖技术和市场经营理念。

“有了爱心储水罐后，牛羊
喝上了温水，平均每只羊出栏
重量增加了4公斤左右。”巴彦
敖包嘎查牧民苏日格告诉中国
城市报记者，以前畜牧条件差，
牛羊的接羔保育成活率不高。
而如今他家的 400 只基础母
羊，每年产羔数都能达到390
只左右。

“人家户均草场面积只有
几百亩。我们这边一户牧民的
草场面积其实比人家的大，但
日子过得没有人家好，这不
行。”在实地考察完太仆寺旗贡
宝拉格苏木牧民的生产情况
后，巴彦敖包嘎查20余户牧民
及“两委”班子成员的心里很不
是滋味，都在心里暗暗地鼓起
了干劲。而这样走出去考察学
习，是察日苏特意安排的。

巴彦敖包嘎查里有两名新
考入大学的贫困生因生活费犯
难，察日苏便动员各方力量筹

款捐助；当地煤矿企业长期拖
欠嘎查资金，察日苏多次去企
业谈判，最终帮助嘎查成功追
回了40余万元欠款；针对近年
来日益严重的草原生态环境遭
受破坏的情况，察日苏协调锡
盟分院率先指导阿巴嘎旗检察
院成立了内蒙古自治区首个草
原生态检察局，建起了一道保
护草原生态的法治屏障……

察日苏在工作中了解到，
牧区民间借贷、高利贷等比比
皆是，很多牧民更是因此深陷
贫穷。为此，他协调锡盟分院
在吉日嘎郎图苏木成立民间借
贷调解中心，协调相关部门专
门对民间借贷及高利贷进行全

方位治理整顿，对非法的高利
贷视情节轻重依法予以处置，
将大部分的民间借贷逐渐转入
信用社贷款，将其合法化并成
立互助基金组织，让牧民彻底
远离非法金融。

“牧民们都夸察日苏书记
办法多，是个多面手。我们也
看到他是真心扑在工作上、努
力踏实干事的。他是我们学习
的好榜样。”驻巴彦敖包嘎查工
作队队员张涛说。

牧民们眼中的知心大哥

巴彦敖包嘎查牧民扎拉嘎
在一次意外交通事故中大脑受
伤，丧失了劳动能力。他的家
庭也因此完全失去了经济来
源，一度陷入困境。察日苏入
户走访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立
即与嘎查“两委”对接，帮助扎
拉嘎接手了草场和牲畜，并帮
助他还清了8万元的贷款；动
员嘎查队长那仁巴图以高出市
场价的价格租赁了扎拉嘎的草
场，并代管了所有的牲畜。如
今，扎拉嘎每年都有近20万元
的收入，且已在北京接受了手
术并逐步康复。

一次转场途中遭遇了罕见
雪灾，让巴彦敖包嘎查牧民马
福生损失了大部分牲畜。无法

继续放牧的他只好选择
进城务工，却因缺乏技术
难立足，情绪十分低落。
在察日苏的劝说下，马福
生回到了牧场。察日苏
利用扶贫项目帮助其建
设了280平方米的棚圈、
购买了 100 多只基础母
羊。如今，马福生年纯收
入能达到 30万元左右，
生活条件有了很大变化。

“过去家里只有几十
只羊，生活挺艰难的。现
在情况越来越好了，我们
家对美好生活也有了盼
头，这全得益于你们的帮
扶！”在成功脱贫后，巴彦

敖包嘎查牧民阿拉坦其其格
动情地对察日苏说。如今，走
在致富路上的阿拉坦其其格
已经成为当地乡村振兴的义
务宣传员，无论走到哪里，都
会把党和国家的好政策讲给
牧民们听。

“多年来，我们亲眼见证着
驻嘎查工作队是怎样帮扶我们
牧民。我们十分感动，也想尽
自己的一份力量来帮助有困难
的人。”巴彦敖包嘎查牧民徐英
杰夫妇为了帮助缺乏资金发展
的邻居陶格敦巴特尔，将两家
的牲畜合在一起放牧——徐英
杰负责出资金，陶格敦巴特尔
负责放牧。如今，两家的日子
都过得越来越好。

2017年，巴彦敖包嘎查累
计识别建档立卡的18户55人
全部实现了脱贫。为了表达对
察日苏的感激之情，18户牧民
先后两次身穿节日盛装到锡盟
分院赠送锦旗和感谢信。“在我
这些年的扶贫路上，没有什么
比老百姓的认可更珍贵。”察日
苏动情地说。

让古老畜牧品种焕发新活力

“我们去年每只乌冉克羊
羔子要比别的品种多卖170元
钱，今年多卖200多元钱，乌冉

克羊的品牌效应开始出现
了。”在乌冉克羊标准化智慧
牧业实验基地，吉日嘎郎图苏
木党委副书记李巴特尔告诉
中国城市报记者，良好的市场
效益，为乌冉克羊品牌未来的
推广奠定了基础。

然而在几年前，这个有着
800年放养历史、曾被农业农
村部列为国家家畜遗传资源名
录的乌冉克羊面临着品种消失
的危险。

在与一位老牧民交谈的过
程中，察日苏看到了老人对乌
冉克羊处境的担心，于是便下
定决心启动乌冉克羊的品种保
护行动。察日苏带领驻嘎查工
作队队员花了几个月时间，请
老牧民从几十万只本地羊中挑
选出几百只品相良好的乌冉克
羊，利用嘎查集体草场进行品
种繁育。而后，他又向相关部
门申请“兴边富民”项目资金
132万元，在巴彦敖包嘎查建
成了锡林郭勒盟第一个乌冉克
羊标准化智慧牧业实验基地。

“这个基地的思路是建立
繁育核心畜群，以智慧牧业的
方式，扩大种群覆盖面，在带动
牧民增收致富的基础上，保护
发展乌冉克羊品牌，推动传统
畜牧业向现代化畜牧业转型。”
察日苏告诉中国城市报记者，
该基地里GPS定位、智能饮水、
草场监控、种公羊溯源管理等
新一代信息技术和现代生物技
术配置齐全。

“只要打开手机小程序，
每只羊每天走多少步、每天长
多少肉、什么时候要产羔等情
况都有精准的数据监测；棚圈
的氨气多了会自动监测预警，
对圈舍的饮水槽开关、棚圈自
动门都可进行手机遥控；每只
羊脖子上都装有定位项圈，显
示羊的位置信息和生长信息，
从接羔到出栏，都可进行溯源
查询。”察日苏介绍说，2019年
9月，乌冉克羊标准化智慧牧

业实验基地入选中国民族贸
易促进会一乡一品产业发展
中心“中国一乡一品产业促进
计划”。

为了更好地将“乌冉克
羊”品牌宣传出去，察日苏通
过锡盟分院筹集资金建设了
乌冉克羊展厅，并联合当地的
业余乌兰木骑编写了一首《乌
冉克羊之歌》。渐渐地，越来
越多的人接触和了解到了乌
冉克羊，智慧牧业实验基地的
效益越来越好，周边的牧民纷
纷加入进来。

在巴彦敖包嘎查，有一个
小小的手工艺品展厅，虽不足
30平方米，却陈列着几十种手
工艺品：精美的车垫、骨雕、毡
画、毡包、奇石……每一件作
品都散发着浓厚的民族文化
气息，韵味十足，让人爱不释
手。察日苏告诉中国城市报记
者，这些手工艺品均出自当地
牧民之手。作品附近有牧民的
微信二维码，参观者若看到喜
欢的作品，扫码支付后，便可将
其带回家。这样做不仅传承了
优秀的传统草原文化，同时也
给牧民们提供了一个巧手致富
的平台。

值得一提的是，驻村期间，
察日苏利用自己熟悉党务的优
势，帮助巴彦敖包嘎查完善党
建工作。同时，他也没落下锡
盟分院的党务工作。2016年，
他负责的机关党委在自治区检
察机关党建工作评比中获得第
一名；2018年，锡盟分院机关党
委被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授予

“集体二等功”荣誉称号。
2020年8月，察日苏退休，

但锡盟分院的领导始终惦念着
这位情系牧区的好干部，决定
将其返聘回来继续开展乡村振
兴工作。“我爱牧区，这辈子离
不开它了。只要能干得动，我
还要为牧区振兴贡献力量。”察
日苏深情地说。（图片由受访者
提供）

草原检察官察日苏草原检察官察日苏：：

情系牧区不言退情系牧区不言退 精准帮扶助振兴精准帮扶助振兴

察日苏（右一）带领驻嘎查工作队队员慰问困难牧民。

察日苏（左二）查看羔羊保育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