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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1日，通榆脱贫“摘帽”的消息传来，
许多通榆人热泪盈眶。

经过四年多艰苦卓绝的精准扶贫、精准
脱贫，2019年底，全县35项退出指标全部达
标，90 个贫困村全部出列，贫困发生率由
21.8%下降到0.075%，全县仅剩92户188人暂
未脱贫，为全面小康的顺利实现迈出了坚实
的一步。

这样的数字让人欣喜，背后的付出令人
钦佩。

“挪”穷窝住新房
瀚海春意浓。4月初，记者在几年后再

次来到通榆县边昭镇五井子村，走进改造后
的村屯，崭新的住房整齐划一，笔直的道路伸
向远方，一幅美丽新农村的景象呈现眼前。

住房安全，事关群众饥寒冷暖，关乎脱
贫攻坚成败。2016年以来，通榆县牢牢抓住
农村危房改造政策机遇，累计实施危房改造
22554 户，占全省总量的 13.3%，仅 2019 年就
完成改造7223户，实现了应改尽改。

2019年5月，通榆县在精准识别贫困户
的基础上，瞄准经济最困难、住房最危险的贫
困户，全面调查走访，登记造册，将住房困难
的贫困户全部纳入危房改造范围，不漏一户。

国家给盖新房了，这是宫彪做梦也没有
想到的事情。盖了新房，老妈再也不遭罪了，
40多岁的男人乐得几宿睡不着觉。

2019年7月中旬，宫彪将老妈从老房子
里抱了出来，暂时搬进旁边的厢房里。危房
改造施工队走进他家，半个月后，一栋崭新的
砖瓦房替代了老旧土房。

“妈，咱们搬进新房子里喽。”10月4日，
宫彪将瘫痪在床的老妈小心翼翼地用被包裹
起来，迎着金色的阳光，大踏步走进了崭新的
房子里。

通榆县还对 2595 户历年除险加固房屋
进行了多轮排查，问题逐户整改销号，群众满
意度持续提升。在2019年9月份召
开的全省住房安全保障工作推进会
议上，通榆作为仅有的两个先进县
之一，作了典型经验介绍，工作成效
得到了省政府和住建厅的一致认
同。

水清了 心甜了
在全县最偏远的向海蒙古族乡

红旗村幸福屯，由于位置偏远，水资
源匮乏，井水含氟量超标，幸福屯57
户群众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喝上一
口纯净的自来水。

2019年5月，村里传来了消息，
要打水源井，以后家家都能喝上自
来水了，村民代红半信半疑，几乎天
天到施工现场转转。

“就寻思我们这儿这么偏僻，人
也少，哪能喝上自来水呢，没想到这
么快呀，5月初打井车开进来的，打
水源井、管网入户、盖井房，安装净

水设备只用了1个月全部完工。”代
红竖起了大拇指。

6 月 10 日，通闸接电，井水顺
着新修的管道流到了家家户户。
当第一股清凉的井水从水管中哗
哗流出来的时候，代红迫不及待地
接了一大瓢，大口喝下，从这一刻
起，代红才真正感受到，今后的日
子就像这水一样甜了。

民以食为天，食以水为先。农
村饮水安全在脱贫攻坚战中肩负
着重大责任和使命。

长期以来，通榆县农村饮用水
中铁、猛、氟等有害物质严重超标，
是 致 病 致 贫 的 主 要 原 因 之 一 。
2019 年 5 月，县委、县政府把饮水
安全作为解决民生问题的“生命
线”工程，推出了“建、改、防、清、
治、管”六项综合性举措，开展了为
期60天的农村饮水安全“大会战”，
一举实现了供水保障率和水质合
格率“双百”的目标。2019年8月，
在全省农村饮水安全视频会上，通
榆作了典型经验介绍；国家水利部
在暗访时，对通榆农村饮水安全工
程建设，特别是在运维管护的机制体制方面，
给予了充分肯定。

“袋”鼓了民富了
发展产业是实现稳定脱贫、减少返贫的

治本之策。通榆紧紧围绕资源禀赋谋划实施
项目，重点在庭院经济、合作经营、光伏扶贫
3 个项目上叠加覆盖。2019 年，扶贫产业总
产值达到 6300 万元，实现贫困户户均增收
2378元。

作为白城地区发展庭院经济的先导县，
通榆“以奖代补”，鼓励农民利用庭院种植辣
椒、花生、蔬菜等高产经济作物，政府每平方
米补助1元。同时，请省农科院专家上门服
务指导，联系企业订单收购，全县4.65万亩庭
院作物，帮助农户实现户均增收2000元。目
前，庭院经济逐渐成为全县脱贫致富的一个
永久性、可持续的产业项目。

通榆县苏公坨乡天利泰村李洪有夫妇告
诉记者：“别看这 900 多平方米的庭院不起

眼，今年种上蒲公英，再加上补助，足足可以
出5000多元呢！”

挖掘资源优势、利用产业优势，通榆县引
进和培育了吉运牛、牧原猪、天意辣椒、天成
蔬菜等产业项目，采用“龙头企业+贫困户”
的模式，带动贫困户稳定增收。

借助电商优势，持续引导贫困群众参与
电商创业就业，有力推动农业产业向标准化、
品牌化、市场化、电商化转型升级。

抓住日照优势，全县共建设35个光伏扶
贫电站，累积获得收益资金5617.3万元，可保
障贫困户持续稳定增收20年。

“气”足了 路宽了
物质扶贫可解一时之困，精神扶贫才能

长远受益。为从思想上拔除穷根，通榆县将
善、孝、富、美“四道”建设与脱贫攻坚有机结
合，涌现出乡村级模范家庭 2000 多个，经验
在全省推广。

在31个易地扶贫搬迁村、21个安置小区

创建了“爱心超市”，鼓励群众用勤劳、善行和
美德“赚”积分，兑换生活必需品，被省委认定
为“可复制、可推广”的工作经验，成效得到了
中宣部的充分肯定。

“爱心超市”运行一年多时间,其所产生
的效应和效果却是显而易见的。不仅使社会
救助与群众需求对接更加精准，更重要的是
群众主动脱贫意识增强了，有了那股积极奔
向幸福生活的劲头。

“爱心超市”每周三开放,村民在爱心超
市换取不到自己想要的物品时,可把需求写
到“爱心回音墙”上,注明联系方式,企业和爱
心人土及“爱心超市”根据留言可及时、准确
地采购爱心物品实现需求的精准对接。

随着“爱心超市”积分兑现与新时代文明
实践（站）所各类活动的深入融合，村民发生
着从过去为了积分做公益到现在给不给都愿
意干的巨大转变，让“爱心超市”兑换的不仅
仅是物质商品,还兑换出了文明公益新风

尚。同时也收获了群众对党员干部
的信任,实实在在地提高了村民干事
创业的积极性。

边昭镇五井子村张大娘笑着说:
“现在自己主动赚积分，能换自己想
要的东西，还能经常参加村里组织
的集体活动，可高兴了。”

经过四年探索实践，通榆县已
形成政策、产业、光伏等多项产业叠
加的“13+”帮扶模式，一张张扶贫保
障网越织越密、越织越牢。

截至目前，全县脱贫户年人均
稳定收入 3740 元以上；农村低保对
象 17644 户 24625 人,其中包含建档
立卡贫困人口19021人，做到了应保
尽保。45461 人参加城乡居民养老
保险，贫困人口参保率达到100%。

四月的通榆，春寒依然料峭，
但鲜花已然开放，沐浴着温暖的
阳光！

庭院经济 危房改造脱贫攻坚干部大会县委书记李德明开展万家饭活动 村民在“爱心超市”兑换物品

通榆：拔穷根 奔小康
□ 赵玉花 本报记者 徐文君

通榆
县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

重点县、大兴安岭南麓集中连
片特困地区县和全省两个深度贫困

县之一。截至2015年末，全县有贫困村
90个，共识别建档立卡贫困人口28746户
54598人，是全省贫困人口最多，扶贫任务
最重，脱贫压力最大的县份。

面对如此艰巨繁重的脱贫攻坚任
务，通榆县立足县情，用一双勤劳灵

巧的双手，破译出解贫“密码”。
走出了一条特色脱贫之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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