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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倒地垅” 开启统种新篇
穷则思变、差则思勤、富则思远。官

牛犋南社曾经是一个人均收入不足五千
元的贫困村社，村民们守着零散的土地，
艰难度日，而且还经常因土地界限问题引
发纠纷。高勇原本是社里外出打工的年
轻人，看着家乡发展的困局及乡亲们为了
争夺土地的乱象，他再也坐不住了。2012
年，37岁的高勇怀着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
的坚定信念，毅然返乡。

回到家乡后，高勇对当时官牛犋南社
的现状进行了细致分析，认为靠单家独户
的种植模式很难改变现状，必须走规模
化、现代化的农业道路。于是，高勇率先
承包了500亩土地种植苜蓿，并运用科技
种田的方法，实现了亩产效益翻番。但他
没有满足于个人的成功，心中始终牵挂着
乡亲们。2018年冬天，在村部老槐树下召
开的社员大会上，他提出了“统种共富”构
想，即把土地合起来统一经营，收益大家
共享。

这一大胆的构想遭到了村民们的质
疑和反对。“地合了还能要回来吗？”“赔了
钱谁担责？”面对这些疑虑，高勇没有退
缩。他带着党员挨家挨户走访，耐心解释

“统种共富”的好处。为了让村民们打消
顾虑，他自掏腰包垫付30万元农资款，并
带着乡亲们多次赴外地考察学习，借鉴成
功经验。

2019年春分那天，在高勇的不懈努力
下，全社281人郑重按下红手印，3161.6亩

零散土地连成一片。随后，高勇创新推出
“六统一”管理模式，即统一规划、统一品
种、统一耕种、统一管理、统一销售、统一
分红，从选种到销售全程把控。这一举措
不仅推倒地垅，实现了土地的规模化经
营，也为农业现代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打开心结” 凝聚共治力量
在推进“统种共富”的过程中，高勇深

知，要实现乡村的长治久安，不仅要让村
民们富起来，还要凝聚起大家的合力，共
同参与基层治理。为此，他借助乡镇综治
中心规范化建设和实战化运行，积极为村
民办实事、解纠纷。

在土地整合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些
矛盾和纠纷。比如，有的村民担心土地合
并不公平，有的村民对收益分配方案不满
意。高勇带领党员干部和综治中心工作
人员，深入了解村民们的诉求，耐心做好
解释工作。通过召开村民大会、小组会议
等形式，广泛征求村民们的意见和建议，
不断完善“统种共富”方案。

同时，高勇还注重发挥村民自治的作
用，推行各类评比活动，如“勤劳星”“孝老
星”等评选。每月公示栏前，村民们争相
查看自家的得分，形成了良好的社会风
气。“现在打牌的没了，帮邻里的多了；吵
架的少了，读书的多了。”村民们由衷感慨
道。

在高勇的努力下，村民们的心结逐渐
打开，大家对“统种共富共治”模式的认可

度越来越高，参与基层治理的积极性也越
来越强。

“共富共享” 奏响和谐乐章
通过“统种共富共治”模式的实施，官

牛犋南社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秋收时节，
当 11300 元分红递到每户村民手中时，不
少老人抹着眼泪说：“这钱比过去三年挣
得都多！”村民们的生活水平大幅提升，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如今的官牛犋南社，智能水肥系统在
田间织就银网，贝贝南瓜在阳光下泛着翡
翠般的光泽。高勇不断探索农业发展的
新路径，2020 年扩种有机青储玉米，2021
年试水黑小米深加工，2022年“井耕细作”
电商平台上线。这个曾经的“泥腿子”社
长，如今已蜕变成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
农民，他把“土疙瘩”变成了“金元宝”。

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高勇用规模
化、现代化的农业发展思维，兑现自己返
乡时的承诺，也在群众中间树立起了威
信。借助“统种共富”平均分配的经验，高
勇在基层治理中牢牢牵住“公平”这个牛
鼻子，并再次大胆尝试，将宅基地按每户
1.8亩的标准进行重新配置，超出部分需向
社集体缴纳承包费。“现在的年轻人有想
法、有胆魄，返乡后不仅能够带领村民们
致富，还能够让大家和睦相处，最主要的
是做到了公平公正，大家再也不用因为利
益争吵了。”年过八旬的官牛犋南社社员
刘二兵在赞赏高勇时，脸上露出了幸福的

笑容。
群众的腰包鼓了，社集体经济也壮大

了，高勇开始在邻里间和睦相处上做文
章，他将精神文化生活融入到基层治理
中，通过开展各类活动，在提升村民们精
神文化素养的同时，也拉近了邻里间的关
系。农闲时节的“四讲研学基地”里，高勇
化身文化教员，用带着泥土味的话语讲解
农技知识；道德讲堂上，他讲述“好儿媳”
照料瘫痪婆婆12载的故事；春节非遗剪纸
展，他陪着老艺人创作“共同富裕图”，一
刀一剪饱含着对美好生活的期许。

如今，“统种共富”的春风已吹遍白泥
井镇，周边 6 个村社加入了“共富联盟”。
高勇又在谋划新蓝图：投资建设科技小院
职能配肥站，打造研学旅游综合体，推动

“官牛犋”品牌走向全国。
官牛犋南社用实践证明，“统种共富

共治”模式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有效途径。
通过推倒地垅、打开心结、共享治理成果，
官牛犋南社不仅实现了经济的发展，也促
进了社会的和谐稳定。当前，在乡镇综治
中心规范化建设和实战化运行的保障下，
基层治理能力显著提升，村民们的生活更
加美好。我们相信，在高勇的带领下，官
牛犋南社将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奋勇前
行，书写更加精彩的篇章。

“统种共富共治”：托起稳稳的幸福
本报记者●李亮

前不久，内蒙古电力集团呼和浩特供
电公司张春梅同志获第九届全国道德模
范提名奖。

张春梅是内蒙古电力集团呼和浩特
供电公司变电运行二处察素齐110千伏副
值班员，她先后获得“内蒙古自治区道德
模范”“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

“内蒙古好人”“呼和浩特市道德模范”“青
城好人”“最美蒙电人”等荣誉。她以一己
之力托起五个家庭、8位父母及一双儿女
的幸福生活。她把孝心献给父母，把爱心

献给孩子，把美德献给家庭，把正能量传
递给社会，谱写了一曲女人撑起“半边天”
的感人佳曲。

张春梅和丈夫都出生在兄弟姐妹众多
的多子女家庭，二人除了需赡养自己的四
位亲生父母，还要照顾养育他们长大的养
父母。丈夫是蒙古族，她是汉族，她们的结
合是蒙汉一家亲、民族团结一家亲的真实
写照。2005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夺走
了她的丈夫德力格尔的生命，从此她便独
自扛起家庭重任，尽心竭力地把8位父母和

一双儿女照顾好，她赡养老人的故事已成
了当地佳话。为了兼顾家庭和工作，她一
边照顾孩子的成长、老人的健康，一边忙于
单位的工作任务，这一扛就是十几年。

面对家庭的变故和压力，张春梅从未
耽误工作，作为一名供电单位的运行人员，
30多年的工作与学习的沉淀使她坚守工作
岗位，操作精准细心。凭借着坚强的毅力、
持之以恒的精神和严谨认真的态度，张春
梅将工作做到万无一失，她的工作成绩也
得到了领导和同事们的一致认可。

在张春梅看来，她只是做了自己应该
做的事情，但这5个家庭的故事感染了身
边许多的人，她将小爱化作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的大爱，她被评为内蒙古自治
区民族团结先进个人。为了弘扬中华民
族的传统美德，让更多的人树立向上向善
的品德，她主动加入内蒙古电力集团呼和
浩特供电公司新时代讲习团，积极宣讲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努力把“注重家庭、注
重家教、注重家风”的社会风尚传递给更
多人。 （石晓天 李顺鹏）

柔肩担重任 撑起“半边天”
内蒙古电力集团呼和浩特供电公司张春梅荣获第九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

乡村是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土地纠纷则是

乡村治理中尤为突出的难题，甚至成为阻碍乡村

振兴的“绊脚石”。在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白泥井

镇侯家营村官牛犋南社，有这样一位共同富裕的

领路人、基层治理的带头人，他凭借不服输的干劲

和敢为人先的勇气，推倒地垅、整合资源，打开群

众间因土地界限产生的“心结”，从“单打独斗”到

“统种共富”，再到“共富共治”，他用善治思维，打

造出“共富共治新样板”，让群众在共同富裕的道

路上共享基层治理新成果，用平安之笔，绘就了邻

里和睦、乡村和美、社会和谐的乡村振兴新画卷。

他就是，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白泥井镇侯家营村

官牛犋南社社长高勇。

了
解
民
情

了
解
民
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