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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早，内蒙古自治区赤
峰市翁牛特旗乌丹镇赛沁塔拉
嘎查（“嘎查”蒙语意味“村”）村
民李桂华来到文化广场一侧的
文明积分超市准备兑换奖品。
面对货架上琳琅满目的生活用
品，李桂华迟迟未作出选择。

“似乎不缺啥。”她喃喃自语。
这一幕情景，驻村第一书

记宋占国看在眼里颇为感慨，
他清晰记得，2017年自己作为
扶贫干部来到赛沁塔拉嘎查
时，物资紧缺的现象导致村民
三天两头到村委会求助。为了
更好地帮助群众解决问题，宋
占国经常忙到顾不上休息。

“当时，还有村民晚上敲门
求助。”宋占国回忆说，“但如
今，赛沁塔拉嘎查的经济基础
有了很大改善，群众的精神文
化和物资生活越来越富有、越
来越丰裕，缺钱少物的状况再
难看到。”

三产融合
铸就文旅发展新品牌

在赛沁塔拉嘎查，中国城
市报记者走访看到，整座村庄
环境优美、规划有序。街道边
具有民族特色的餐厅夺人眼
目、田野旁老房改造的民宿颇
具风情、广场上随音乐跳舞的
村民热情洋溢、产业区搭建的
农牧基地设施齐备。

“赛沁塔拉嘎查的乡村振
兴要走文旅产业融合发展之
路。”谈到具体部署时，宋占国
掷地有声，“在上级党委、政府
的带领下，我们将打造集‘生态
观光、特色餐饮民宿、特种养
殖、设施农业’为一体的具有示
范作用的美丽宜居村庄。”

宋占国的豪言壮语并非没
有根据，赛沁塔拉嘎查东临4A
级景区玉龙沙湖，西临蒙古王
城，区位优势明显。这里不仅

是中华第一龙——碧玉龙玉器
的出土地，还有世界成林面积
最大的文冠果基地。

良好的文旅背景和产业基
础让这座农牧小村庄孕育出经
济大体量，村里现有中华第一
龙展室 1间，特色农家乐、民
宿、采摘园、林下烧烤等各类旅
游经营主体30余家。靠着多
业态融合发展，380余名农牧
民家乡创业就业，实现年人均
收入不断提升。

有别于翁牛特旗其他村镇
集中力量开展牛羊养殖，赛沁
塔拉嘎查把畜牧业的重点放在
梅花鹿养殖项目上。

“我们现已整合了550万
元乡村振兴涉农涉牧资金，建
设了棚舍、饲草库等配套设施，
购买了基础母鹿180头。”宋占
国介绍说，“梅花鹿养殖场建成
投产后，将每年为村集体经济
增加收入65万元左右。”

项目策划之初，也出现了
一些质疑的声音：“梅花鹿养殖
能行吗？”“消费市场上有需求
吗？”对此，宋占国耐心细致地
向村民作出解释：“梅花鹿食性
广泛，耐粗饲、抗病能力强，因
此饲养成本相对较低。此外，梅
花鹿肉可食用，器官可入药，血
液可酿酒，并且易于驯化，驯化
后可以任人抚摸、牵领。作为实
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物种，
梅花鹿养殖项目再适合不过。”

值得注意的是，梅花鹿养
殖还是赛沁塔拉嘎查以基层党
建为抓手，党支部领办股份经
济合作社后的一个主要项目。

“我们把梅花鹿养殖场经
营所获收益，作为村集体经济
收入，由村集体统筹用于村内
公共事业及公共基础设施建
设。”宋占国说，“党建全面融入
产业发展后，可以依靠经济纽
带把群众紧紧凝聚在一起。这
样不仅可以发展集体经济，更

能保障群众利益，实现多赢。”

强化治理
引领文明风气长相传

除独特的产业IP外，让赛
沁塔拉嘎查人自豪的还有几张
牌匾，其中包括“全国文明村”

“国家级美丽宜居村庄”“全国
乡村治理示范村”“基层服务型
党组织”“网格化治理示范村”
等荣誉称号。

“周边不少嘎查的干部都
过来学习，了解我们是怎么做
的。”村委会网格员于秀芬指着
牌匾笑呵呵地说。

据于秀芬介绍，为了持续
加强社会化治理，村委会通过

“网格化治理+ ”的方式坚持抓
好村庄环境整治和全年全境禁
牧等工作，实现了乡村治理精
细化、为民服务贴心化。

采访当天，恰逢新一轮文
明建设积分制管理工作启动，
于秀芬要去村民家里打分。披
上标有“我帮你”的红马甲后，
于秀芬径直来到村民沈玉华住
宅院门口，两人边往里屋走边
拉家常。

“打分工作并不复杂，一
方面与村民面对面沟通，了解
他们在文明建设中做了哪些
事；另一方面是根据标准对

‘农村道德、家庭文明、志愿服
务、移风易俗’等环节进行考
核与测评。”

于秀芬告诉中国城市报记
者，考评分数越高，就能获得越
多积分，这些积分在村委会设
置的积分超市中可以换取各种
生活用品。“刚刚过来换东西的
村民李桂华上一季度分数排在
前列。”于秀芬说，“他们老两口
平时在家就很爱干净，路边见
到杂草、垃圾也会主动清理，对

‘门前三包’制度的落实更是尽
职尽责。”据悉，这种良好家风

也被李桂华的子女们继承下来
并融进平时的工作与生活中。

查询赛沁塔拉嘎查村史
时，记者注意到，该村的文明风
气有较长的历史渊源，早在
1971年，该村村民张凤祥就将
自己在种树时挖掘到的碧玉龙
玉器无偿捐献给国家。

资料显示，碧玉龙属于红
山文化时期物件，是目前国内
时代最早、体积最大的龙形玉
器。碧玉龙的出土直接把中华
文明向前追溯了整整1000年。

接受采访时，如今已年近
七旬的张凤祥坦然说道：“当得
知挖到的是珍贵历史文物碧玉
龙后，自己也没多想，直接就送
到了文化馆。”这件事一直被不
少人津津乐道，张凤祥的文明举
动也受到人们的尊敬。“我希望
年轻后备能把这种文明精神继
续传承下去。”他说。

长远规划
促进精神物资“双丰收”

与赛沁塔拉嘎查干部、群
众交流期间，记者看到最多的
是汗水、听到最多的是谢谢。

“产业发展要埋头实干、文明建
设靠心心相融，两者结合才能
由内而外推动乡村振兴持续前
行。”这句经常挂在干群嘴边，
朴实的话语印证了赛沁塔拉嘎
查的文明村风。

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
量。对于赛沁塔拉嘎查未来发
展，当地人不仅满怀憧憬，更是
干劲十足。

“赛沁塔拉嘎查乡村振兴
战略五年规划已经发布，现阶
段我们就是努力做，争取有个
好开端，以此迎接党的二十大
召开。”宋占国说。

据悉，从2021年开始，赛
沁塔拉嘎查计划在5年内推动
乡村富民产业、基础设施、人居
环境、公共服务加速发展，加快
城乡融合、缩小城乡差距，使农
村区域人民能够享受更多更公

平的改革成果。
谈到文明创建与经济增收

方面的具体工作时，宋占国表
示，村委会将结合特色载体在
村里开展精品道德讲堂活动、
道德模范和身边好人推荐评选
活动以及形式多样的志愿服务
活动，巩固全国文明村成果；全
面推进开展“星级文明户”创评
活动，实现群众参与率达100%
的目标。

“由于历史综合因素及部
分年轻人外出务工等现状，我
们特别开展了党员干部‘关爱
特殊群体老人结对帮扶’活动，
持续帮扶‘空巢’‘失独’‘三无’
老人。”宋占国说。

“村镇居民收入增加，生活
质量持续提高”是赛沁塔拉嘎
查乡村振兴的重要体现。因
此，村委会提出了引导村干部
把发展村集体经济当成事业
干，做活、做优、做实农村集体
经济。“产业牵头人思路要清、
方法要对。除了制定出台发展
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实施方案，
建立考评机制，压实支委责任
外，我们还要开展形式多样的
就业援助，加大就业技能培训
力度，不断培育现代农业产业
人才。”宋占国说。

此前，翁牛特旗对辖区乡
镇就业创业推出了一系列政
策，不仅开发了公益性岗位助
力乡村振兴，还探索出“互联
网+职业技能培训”等方式，培
养了一批致富带动能力强的农
村实用人才。这些来自上级党
委、政府的政策、要求和举措，
都被赛沁塔拉嘎查较好地融合
到了经济增收相关工作中去。

将分散的农牧民组织起
来，重新构建村集体与农民群
众新的利益联结纽带，这就是
赛沁塔拉嘎查谱写乡村振兴新
篇章的秘籍。“我们要把产业振
兴落到促进农民增收上来。预
计到2025年，赛沁塔拉嘎查年
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3万元。”
宋占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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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格员于秀芬（右）为村民沈玉华送上“环境卫生示范户”的荣

誉证书。

赛沁塔拉嘎查是国宝级文物——碧玉龙发现地，村委会门前的广场也因此被命名为“玉龙广场”。

■中国城市报记者 王 楠文 全亚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