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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和你在一起

农村有句俗语：五十不盖房，六十
不栽树。已经65岁的盲人王存偏偏不
信这个邪，不但盖起了新房，房子盖得
还很气派。

王存是克什克腾旗土城子镇瓦房
村下瓦房组的村民，双眼先天性失明，
64岁的妻子张传云也是一个视力残疾
人，并且患有高血压，他的家庭是双残
户贫困家庭，老两口有一个健康的儿
子，32岁，叫王建臣，由于受家庭拖累，
至今单身。就是这样一个特殊家庭，
2018 年被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户，自脱
贫攻坚以来，他家每天的生活都发生
着喜人的变化。

王存的老屋 2005、2006 年享受过
两次危房改造政策，由于老屋房龄长，
加之受雨水的浸泡，地基下沉，房体开
裂，四年的时间，房子又成了危房，按
着政策，不能再享受新危改补助，但住
房安全是脱贫硬件保障。瓦房村“两
委”在村集体经济紧张的情况下，压缩
开支，经村“两委”联席会议表决、村民
代表大会通过、公示等严格程序，从村
集体经济收入中列支1万元资助王存
建新房；瓦房村第一书记还多次到村
里的帮扶单位——赤峰市歌舞剧院协
商“化缘”，也为他又争取到1万元建房
赞助款；他的女儿也拿出2万元帮助父
亲建房，其余房款由王村多方筹措完
成。

2020 年 7 月 26 日，王存喜迁新

居。砖墙、彩钢瓦盖、塑钢门窗，宽敞
明亮，面积80多平米，是下瓦房组最漂
亮的农家院落。

“老王，你这房建起来花了多少钱
啊？”有人问。

“接近13万呢！”王存平静地回答。
“老王，你都这把年纪了，花这么

多钱还举债盖房子有意义吗？”
“我盖起新房子这得感谢党，感谢

各级政府的关怀，感谢亲朋好的支持
和帮助。说良心话，我们老两口这种
情况住啥房都无所谓，可不能苦了孩
子，有个好住处，孩子总得成个家吧！”
王存动情地说。

王存举债盖新房一是为儿子的将
来做打算，二是心里是有底气的，事情
是这样的：原来为了帮助王存一家早
日脱贫，瓦房村党支部书记钟明贵经
过多方努力，把他的儿子安排到土城
子镇药材初选厂上班，干一些药材回
收、烘干的活计，每月有近4000元的收
入，厂子离家近，方便照顾家庭。这对

王存来说是件大好事，增加收入不说，
日子过好了，不愁媳妇不进门。土城
子中草药育苗基地还先期为贫困户家
庭提供2亩的苍术种苗，三年后以0.25
元/株回收种苗款，每年保底增收2000
元/亩，王存一家也乐享这样的优惠政
策。

王存的儿子王建臣是个勤劳、善
良，心里有想法的农村汉子，说起生活
的打算，头头是道。“我们家比较特殊，
我要打工养家，还不能弃农，好歹现在
实现了农业机械化，实在忙不过来可
临时雇人帮助干些。我今年种了20亩
谷子，8亩玉米，现在是丰收在即，今年
粮价向好，种地收入估计有小3万吧。
我现在的想法是办理一些小额扶贫贷
款，这种贷款是扶持发展脱贫产业的
无息贷款，三年后归本，我想用它买两
头高品质的乳牛，搞点家庭养殖，玉
米、谷子秸秆可用来粉碎作饲料喂牛，
一年落一个牛犊就有 10000 多元的收
入。”

看到王建臣信心满满的样子，镇
扶贫办主任杨锐锋和支部书记钟明贵
当场拍板帮忙办理贷款。

女主人张传云接过话茬，“我在外
面干不行，在家里慢点干还行的，你看
我养的黑猪，种的青菜，栽的果树，都
好着呢！养牛也可以的，我们圈养，家
里还有现成的牛舍。”

顺着女主人的手指看过去，4头黑
猪胖嘟嘟的，像孪生的一样，每头 200
斤偏上，即便现在出栏，市值也该在
20000 元左右，如果喂到年底，还会有
增值。

院内青菜透绿，树上沙果通红，除
了自用，张传云还把多余的果蔬带到
附近的集市上卖掉来贴补家用。

勤劳本分的一家人，个个有自己
的致富想法，王存眼睛虽然看不到，但
他心里明白着呢！金秋季节，他家将
挥手告别贫困，他认识到：负重前行很
重要，抬头看路不可缺。

王存是个有思想的人，他对脱贫
攻坚的形象比喻值得回味和深思。他
说：“脱贫攻坚就是一套驶向理想目的
地的马车，车夫就是党的脱贫好政策
及其具体实施者，羸弱的辕马就是我
们贫困户，帮忙拉车的就是帮扶单位、
帮扶责任人等，只有各方齐用力，朝一
个方向使劲，脱贫大业才能顺利完
成。”

我身边的脱贫故事

多方齐用劲 合力促脱贫
——盲人家庭脱贫记

■于国栋

位于克什克腾旗世界地质公园青山园区山脚下的青山林场，是个管辖国有
林地面积大，责任重的一个单位。它的对门就是万合永镇关东车村村委会。大
家都说，“关东车村真牛，村里有个国有事业单位，一定会跟着沾光！”。确实。
青山林场给关东车村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带来了好多就业岗位和机遇，更为关
东车美丽乡村建设增添了浓浓的“绿色”担任这个青山林场党支部书记、场长的
人就是共产党员张武亮。

他虽然已经年过五旬，工龄近四十年，但是他依旧精神矍铄，工作勤奋刻
苦、兢兢业业，严谨求实。特别是在精准扶贫攻坚战打响以来，他更是甘于奉
献，不求索取，发挥着光亮和余热，带领全场职工为赢取脱贫战役胜利做出了优
异成绩。

从2016年全体林场职工被旗委组织部列为“5321”脱贫攻坚帮扶责任人以
来，张武亮带领全场干部职工积极投身到万合永镇关东车村、浩来村两个帮扶
村的25户贫困户精准扶贫工作中，经常入户走访调研，开展“一对一”精准帮
扶。尤其是他自己负责联系帮扶的3户贫困户，从最初的节假日看望慰问帮扶
到政策宣传，再到嘘寒问暖贴心交流帮助解决问题谋划脱贫发展计划，他不但
摸清掌握了每户的家庭人口、致贫原因、有无劳力等，还摸清了子女亲属等基本
情况。摸清了每户的劳动技能特长和短板后结合每个贫困户的实际，制定了切
实可行的帮扶措施。他通过在思想上、物质上、资金上的帮扶，不仅让扶贫政策
在群众中入脑入心，还激发了贫困户脱贫的内生动力，提高了群众发家致富的
积极性，实现了群众有干头，有盼头，有甜头的脱贫致富目标。

几年来，他牵头带领全场干部职工为包扶村捐款捐物，折合人民币60000余
元，其中，他本人捐款捐物折合人民币7000余元，他负责帮扶的3户贫困户中，
实现1户稳定脱贫，2户正常脱贫。2019年，他带领全体干部职工为关东车村爱
心超市捐款3700元，在扶贫干部牵线搭桥下，贫困户可以直接在家兑换到商品，
方便了群众，也拉近了帮扶干部与贫困户之间的感情。

在帮扶贫困户的同时，他始终秉持“既然生活在这里，工作在这里，就应该
有建设和保护这里生态环境的责任”这一理念，发挥林场驻地优势和职能优势，
积极为关东车村美丽乡村建设增添“绿色”。在建设美化绿化关东车村初心广
场，河道两岸，小游园，农家院，及整体环境工作中，他亲力亲为，亲自设计，在选
苗用苗，色彩搭配，乔灌布局，土壤改良上，都精心安排，亲自带领施工搞绿化、
搞庭院经济，

施工之初，在取土换填上老百姓还不理解，阻挠施工，为转变当地老百姓陈
旧落后的思想观念，提高施工进度，他亲自入户与老百姓交谈解释，才终于使工
程得以顺利进行。谁知，树苗载上了，管护又成了难题。第一年，部分苗木就遭
到了居民牲畜的严重啃食破坏，他通过与村党委磋商协调，联合出台了管护制
度，使树木得到了有效保护。几年来，共栽植花灌木彩阔叶树种、景观花卉等22
个品种三万余株树苗。通过几年的美化绿化，林场周边的生态环境变好了，不
仅提高了村民的幸福指数，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也有了明显增强，旅
游产业发展也得到进一步的提升。老百姓纷纷表示，环境变好了，家庭收入增
加了，大家的精气神
上来了，奔向好日子
的劲儿头也足了!

张武亮 我为青山添绿色
■王凤莲

敬爱的老师、家长，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下午好！我是六年三班班长王艺颖，在这里我很感谢各位家长能

够百忙之中抽空来参加这次家长会，作为班长的我很荣幸能够作为主持人
第一个发言。

各位家长，自家孩子在学校学习、表现不好，你们内心的感受虽然我不
能确切的体会，但是至少应该会有着急、担心和自责。其实有些孩子顽皮，
并不是真的淘，他们可能是因为一些事情而导致了他们的行为特异。我虽
是一班之长，但也是一个年仅13岁的小女孩，孩子的淘气可能只有我们做
小孩儿的才能感同身受。他们的淘气只不过是想要一点开心、一点关注、
一点陪伴吧，还有一些是天性自带。就比如我们班“天才眼镜组”组长张佳
琪同学，她就是一个没有烦恼、没有忧愁、每天脸上都挂着开心的笑、极具
吃货本质的学生。

家长们，作为班长的我，其实也有过犯错的时候，谁能保证自己不会犯
错呢？对吧？但是犯错，要有反省，要懂得适可而止，要及时改正。家长也
有过犯错的时候吧。我说这些，并不是要指责家长，并不是让家长以此为
借口和孩子一样“淘气”，只是想告诉你们要从孩子的角度去思考，也许对
我们犯的一些错误就能有一些理解。

有些家长可能会质疑“这个班长学习并不是最好呀，作为班长就教训
起我们了？”好，我现在就解释一下，我为什么有资格来当这个班长：

一、我有当班长的经验，从一年级开始被班主任发现了我的管理才能
并得以培养，知道怎样去管理一个班集体。

二、我的成绩虽然说不上名列前茅，但是每次考试年级组二三十名里
也有我的位置。可能比您的孩子差点儿，但是我有一种不服输的劲头，并
且一直在努力！

三、我是老师们的小助手，我懂得如何为老师与同学们架起一座友谊
的彩虹桥，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

四、班长要做好表率，我承认我现在并非非常完美，但是我会努力在各
个方面锻炼完善自己，持之以恒，厚积薄发。现在你们觉得我有资格胜任
班长这个职务了吧。

家长们，你们知道自己的孩子为什么总对你们说“妈妈，你领我出去玩
儿会儿呗！”或者“爸爸我好不容易放一次假，你还不让我出去玩”这类的话
吗？其实问题就出在你们家长身上，而不是孩子。接下来请家长听我向你
们解释原因。

家长们每天都在忙着赚钱，为了给家人孩子创造更好的生活，我们能
够理解你们。但是这个过程中你们忽略了一个问题：孩子终归是孩子，我
们也需要陪伴，需要家长的呵护与关爱。我们不求你们辞掉工作，天天陪
在身边，那不现实；只希望你们能够挤出打牌、喝酒、打游戏、看手机的时间
来陪孩子说说话，多交流沟通。否则你们的孩子会因家人的陪伴太少，成
为心理上受到创伤的小孩儿，并且会变得越来越孤独自闭，沉默寡言，长大
后可能就会变成一个“哑巴”，不会交流不会交际的“哑巴”！

各位家长，我不是借助家长会来批判你们，毕竟有些孩子自身也有毛
病，那么我希望全班同学包括我自己，包括在座的所有家长们能够做到以
下几点：

一、希望同学们能形成自觉，不要违反校规校纪；
二、希望同学们团结和睦友爱，尊敬感激老师，毕竟小学共处的时间已

经不多；
三、希望同学们好好学习，在六年级毕业时交给自己也交给家长一份

满意的答卷；
四、希望家长们能够挤出更多时间和精力，陪伴自己的孩子学习与成

长，因为错过了这段宝贵的亲子时光，想找机会弥补是不可能的。
还想说一点，我们家长里有些人做过一件很蠢的事：每次考试成绩下

来，有些家长特别想知道自己家孩子如何，于是就发微信打电话向班主任
问。到头来有些家长就问，为啥我们家孩子考这么差。班主任也是一个女
生，她一个人带起了六年三班真的很不容易，我们都来不及感谢呢，你们竟
然责怪她教的不好，你们怎么不问问自己的孩子表现如何，就去责怪班主
任呢。班主任在我们身上花费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她也有孩子要带呀，
但是她却把大好的时间给了我们，她也不容易呀，所以请各位家长换位思
考一下，体谅班主任的不易。

今天我就说到这儿，希望家长与孩子共同反省自身。以上就是作为班
长的我想要对家长说的话，谢谢各位家长能够倾听。接下来有一个亲子倾
诉环节，这个环节一定能让家长更真实了解自己孩子的心声，自己孩子的
愿望。接下来我把讲台留给他们，请家长们认真体会吧。

在陪伴中成长
——班级家长会发言稿

■萃英学校 王艺颖

五六十年代，人们虽然没有电视、
电脑、手机，更没有建个群或“朋友圈”
的说法，但生活在同一个小镇，或同一
个村子里，相互串门儿那是最平常不过
的事，这就是那个年代的“朋友圈”。面
对面的交流着彼此的家庭或工作单位
情况，特别是闲暇时光，不到亲朋好友
家坐坐，扯扯闲篇儿，说点掏心窝子话，
似乎浑身不自在。

在我老家经棚镇，很多住户形成了
天然的“朋友圈”，那个年代赶牛车的很
多，牛车户大多要集体行动，到锡盟去
拉煤，到东乌旗去拉盐，所以彼此间经
常的串门儿，相互告知出门的日期，准
备的用具及携带的物品等，顺便东拉西
扯一番，往往一坐就是大半天。

同一个大院的，相互串门儿更是家
常便饭，谁家做饭、吃饭、做活，一切都
在众目睽睽之下，啥也瞒不住，真是谁
家的灶火门儿朝哪个方向开，几乎是半
个镇子都知道。

我们在老家时，也有几位好友相互
串门儿，几乎是每天必须相互看望，诗
人马达家和我住对门，两家的大人孩子

彼此每天串门儿，有十几个文友相互走
动着，经常到武装部郭忠善家，郭忠善
酒量大，马达比他还能喝酒，说是交流
创作体会，其实就是每周一次的酒友相
会，喝起来无话不谈，因此，张玉良及驻
军的宣传干事钱兴林、胡爱民，张国辉
等也成了这个“朋友圈”里的人，串门儿
多是到郭忠善家里去。

因为我和蔡忱同志关系好，老蔡有
时星期天到我家串门儿，彼此交流着对
一些社会问题的看法，探讨新闻写作的
心得，有时互相借本书看看。许多相互
串门儿的朋友，相互交流，可知天下大
事，可明是是非曲直，可互相解疑释
惑。在我们几位文友中，相互串门儿
时，给我的感受是，谁也不用自己的尺
子，轻易去评判他人的生活，更不拿别
人的尺子，作为伤害他人的借口，这种
友谊传承至今。

那年月，同班同学之间的串门儿更
是家常便饭，经常有几位同学约好时间
到同一位同学家中去，我们小学到初中
时，有于振基，武贵斌和我，经常到郝广
德家中，他家在老戏园子家属院住，顺

便又认识了那个院儿的几位小朋友，这
种友谊纯真又深厚，如今我们都年近八
十岁，仍保持着联系，虽然振基兄前两
年因病去世，但他的孩子于贵东仍延续
着父辈的友谊，每到呼市或赤峰都热情
的招待我们，令我们十分感动。

那年月，农村的乡亲们来往串门儿
更是频繁，串门儿时不忘了拿上自家地
里的新鲜蔬菜或在山上采摘的野果，还
相互帮着干个活，一村人就这样在来往
中串门儿，相互帮忙走过了几十年，说
着家长里短，看着孩子们逐渐长大，娶
妻生子，红白喜事更是各家互助的头等
大事，现在看去有些村落非常冷寂，有
些房门紧锁，偶见一些上了年纪的人晒
晒太阳。

时下，住在城里的人，更少见串门
儿了，住在一个小区互不相识，楼上楼
下都不打招呼，真是人情冷漠了，当年
那些左邻右舍人来人往，相互串
门儿的老哥们儿，老姐们儿，说说
话，斗斗嘴，也算有个乐子，时不
时互相吃顿饭，喝点小酒，捎个话
儿，续邻里相亲之缘，真是挺好

的。
时下，手机的功能替代了串门儿，

有的老朋友、老同学、老乡里时不时聊
聊天，也算是个安慰，相互报个平安，彼
此祝福着。现在的各种“群”很多，因而
友谊和伤害并存着，林子大了，什么鸟
都有，天南地北的几百人或几十人一个
群，又不是实名制，什么德性的人都有，
做人，本应以人品为本，以善良为准，应
有底线，不求万事如意，但求无愧于
心。但是这个“群”那个“群”里偏偏就
有极少数人让你不舒服，老年人在“群”
里“潜水”比“冒泡”更可贵，免得受非法
集资、电信诈骗及精神伤害。

回想当年的串门儿，幸福满满的，
多想沏好茶，备好烟，等着或招呼当年
的邻里，朋友来串门儿，再续那亲情友
情之缘，可惜，今日是少之又少了......

那时的“朋友圈”串门儿
■马守喜

自从看了有关营养学的讲座，就萌生出吃粗粮的计划。怎么吃？将多种粗
粮掺在一起煮粥，对于习惯了以白米稀饭为早餐的一家人来说，兀地改变饮食
习惯，是否能适应？我这个家庭主妇还得三思。有了，何不用多功能豆浆机将
粗粮制作成米糊，另加道早餐？

于是，从杂粮店购得多种粗粮，有高梁、薏仁、小米、黑香米、燕麦、麦麸等。
将每种粗粮各取出一些，掺合在一起，形状各异、五颜六色的粗粮静静地躺在淘
米篮內，薏仁似珍珠，颗粒饱满，灰白的外衣裹不住他健状的体魄，瞧！他们笑
得多开心！是因为经过多日的风吹雨打，最终成为百姓口中的美食而开心吗？
黑香米，可谓是粗粮中的黑美人！长长的体形显出婀娜姿态，有的呈黑色，有的
呈黑棕色，这是她们的生长环境造成的：阳光充足的呈黑色，阳光相对较少的呈
黑棕色。可以想象，为了争取更多的阳光，她们努力向上伸展，终于结成累累硕
果！小米，物如其名，身材娇小，让人顿生爱怜之心，放在掌心，便有多粒羞涩地
藏到指缝中，似顽皮的孩童，和你捉起了迷藏……

将这些粗粮浸在水中，用手轻轻地抚弄，滤去水，放置豆浆机中，兑上适量
的水，选好八宝糊按扭，轻轻按下开始键，便听见“呜”的一声，豆浆机将他们带
上生命的新旅程。透过豆浆机透明的外壳静静地观看，大约加热五分钟，又听
见“呜”的一声，这一次比刚才那声果断，便看见各种粗粮随着豆浆机的转轮旋
转，和着豆浆机的轰鸣声，上下翻腾，五颜六色，或沉浮，或打旋，似一片欢乐的
海洋。经过第一轮打磨，粗粮们赢得片刻的小憩，颗粒大的精力充沛，滑到底部
待命，颗粒小的飘浮在上面就地休息。片刻之后，第二轮打磨开始了，经过数轮
的打磨后已经完全分辨不出本来的颜色和形状，随着“嘟嘟”两声，豆浆机完成
了工作使命。

我倒出米糊，一阵米香扑面而来，浸润心肺，轻轻吮吸一口，滑膩、粘稠、齿
颊留香，再配上榨菜和泡菜，用我们当地的话讲是“打嘴巴都舍不得丢”！连忙
唤来丈夫和女儿，尝尝这不同寻常的人间美味，丈夫禁不住啧啧称赞：“古代皇
上也未必有此口福啊！”女儿提议将白米稀饭暂时下岗，由米糊顶上。

看到一家人对米糊钟爱有加，我制作米糊的劲头更足了，每晚到网上查看
米糊食谱。哪几种粗粮搭配营养最佳，哪几种颜色的粗粮搭配对五脏六腑有好
处，把握红色补心、绿色补肝、白色补肺、黄色补脾、黑色补肾的营养学，变换着
粗粮的种类制作米糊成了我的最爱。

近段时间，婆婆因拔牙无法吃饭，英雄便有了用武之地。每天早晨六点准
时制作米糊，用保温桶盛好后，踏着朝露，迎着朝阳，列入“暴走族”的行列，将米
糊送至离家三里外的婆婆家中，既解决了婆婆吃饭的问题，又锻炼了身体，更增
进了婆媳之间的感情。这不，刚下楼梯，婆婆与邻居王老太的对话就飘入耳中：

“早晨刚起床，媳妇就将早餐送来了！”从话语中我感悟到了婆婆发自内心的得
意和幸福！

原来，做晚辈的一个小小的举动，就会给老人带来无尽的欣慰与满足！米
糊，叫我如何不爱你？

爱 上 做 米 糊
■王阿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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