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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塬七户留守老人的幸福光阴
本报记者 苏 峰 文/图

杨登明老人饮用经过净化的水。

→留守村民布置新屋。

同心县田老庄乡套塘村黄家水社，年均降水量259毫米左右，蒸发量高
达2325毫米以上，干旱缺水是其最大的自然特征。近年来，当地大部分村民
陆续迁往交通便利、经济发达的产业重镇。村里7户失去劳动能力的老人，
依然留守在当地。他们过着怎样的光阴？

2022年重阳节前一天，同心县迎来
了一场难得的秋雨。雨后初霁，云雾缥
缈，一丝一缕缠绕在塬间。

天很快放晴了。清风掠过，清新的松
柏香气令人舒爽。山梁周遭格外寂静，芨
芨草、柠条、刺蓬和蒿草等随风摇曳，不时
沙沙作响。

沿着蜿蜒曲折的山路迂回穿行，越
过纵横交错的梁、峁、沟、谷，寂静的田老
庄乡套塘村黄家水社映入眼帘。

记者走进套塘村黄家水社，只见过去
的荒山秃岭已经“穿靴戴帽”，黄土塬上被
各色植被覆盖，野兔、呱呱鸡等不时从眼
前闪过，使得寂静的原野灵动起来。

往昔，住在黄家水社山梁与山脚的村
民，穿越沟壑，往往需要大半晌才能碰面。

“黄家水村留守常住户 7 户。为解
决他们的生产生活问题，在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中帮他
们寻找到了一条安享晚年的路子。”田老
庄乡原党委书记杨明介绍，面对老人居
住土坯房、水窖饮水困难以及靠天吃饭
产业单一的窘境，县乡两级政府决定帮
助他们改善居住条件，争取国家项目和
企业捐助，集中建成连排砖瓦房，带动他
们全部搬离土坯房。

2019 年 5 月，同心县实施黄家水社
幸福院项目。按照每户 42 平方米的标
准建设房屋，完成装修，房顶上安装着农
村“阳光沐浴”工程配备的热水器。每间
屋里都建有火炕，同时洗漱间、自来水、
动力电、炉子等生活基础设施一应俱全，
达到拎包入住的条件。

推开幸福院东侧第一间正房房门，
窗明几净，电视机屏幕上央视新闻频道
播放的画面很清晰。“能看的电视频道还
不少。”杨登明拿出遥控器，随手调换着
电视机的 10 多个频道。手机信号也是
满格，老两口还能通过微信视频与搬迁
至外地的儿女们时常“见面”。

虽然这里绝大部分群众都已搬离，但
同心县依然为留守老人们保留了通讯、电
视信号，努力丰富他们的暮年生活。

在幸福院门口，建设了功能齐全的
公共厕所。“过去两扇门板直立起来就是
一家的厕所，男女混用，夏天臭气熏天引
来苍蝇蚊子，冬天也遭罪。现在出门就是
公厕，干净卫生，咱们的厕所比乡里的公
厕还先进不少哩。”杨风礼老人感慨道。

老人们心怀感恩地说：“感谢党和政
府，让我们在晚年住进了暖和洋气的大
瓦房，快赶上了城里的生活。”

连排起脊瓦房守护温暖晚年

打开水龙头，清洌洌的自来水
顺着水龙头流下，看到地上盛满自
来水的水桶，杨登明老人的嘴角露
着幸福的笑容。

“过去困扰咱塬上百姓的最大
难题就是水不够，饮用水不干净，外
地女子都不愿意嫁到我们这里。搬
到幸福院前，俺们喝的是水窖里蓄
积的雨水和雪水，两周才能洗一次
澡，每次洗澡水只有一吊罐。现在
吃水用水管够，啥时候打开水龙头
都有水，想啥时候洗澡就啥时候
洗。”杨登明告诉记者，乡村干部每
隔一段时间就拉水蓄满水窖，水泵
抽取水窖内的自来水，经过净化处
理，吃喝洗澡能管够，养的羊和鸡也
可以随时喝上清水。

杨登明习惯性地保留着过去
“吃水难”时期储存水的习惯，每天

午饭后，他将洗菜淘米洗锅后的水
积攒下来，用水桶提到距离幸福院
不到 60 米的旧院羊圈里饮羊。在
老人的记忆里，过去最幸福的事就
是在下雨天拿出锅碗瓢盆在院子里
收集雨水。如今这种幸福感天天有
时时生，5 米深水窖储存的水，7 户
人家用了 3个月还没有用完。“热水
器和净水器都是政府安装的，俺们
享清福了。”

套塘村村支书杨辉告诉记者，
政府在幸福院留守老人屋内建有独
立的厨房和洗澡间，连通下水管网，
水泵自动抽水循环注水，配备的太
阳能热水器确保24小时有热水。

留守深山，同心县给予 7 户留
守老人“全额”普惠政策一项也没有
落下，安装太阳能热水器和净水器，
喝上了纯净的饮用水。

水窖+净水器解了饮水难题

阳光透过玻璃窗照到 72 岁的留守老
人杨风礼脸颊上，那一刻他全身都暖暖的。

揭开幸福院的入户门帘，杨风礼老人
的屋内架放的新式灶炉上，罐罐茶咕噜咕
噜冒着热气，炉角码放着油香馓子，香气四
溢。杨风礼是幸福院里留守老人中年龄最
大的，老伴金秀英言语二级残疾。20只肉
羊、10 亩红葱、10 亩小麦地撬动着一家人
的经济“杠杆”。

“最近出售 10只羊羔，收入 7000元。”
杨风礼告诉记者，家里每年享受产业政策
帮扶 5000元，他和老伴每人每月享受 280
元的低保救助，每人每月还领取 200 余元
的养老金，老伴享受残疾补贴每月 100元，
1年下来纯收入1.5万元。

“咱们7户进入集中养老时代了。”砖瓦
房内的炕上，71岁的杨登明和杨风礼盘坐
聊天，“抱团”养老的方式让老人们不再孤单
寂寞，加上乡、村干部经常过来嘘寒问暖，

“这日子享福着呢。”杨登明笑得很满足。
杨登明去年种植 8亩红葱、10亩小麦

和 18亩高粱，饲养 21只肉羊，人的口粮和
羊的饲草基本够用，另有政府配套发放的
养老金、低保金，他还将住了 30 多年的老
院子和土坯房改造成了羊圈和草料棚，每
天喂羊步行2分钟就到了。

“大部分村民移民搬迁后，塬上人的活
动少了，生态环境也不断好转，越来越多的
稀罕野物在山里频繁出现。有七彩山鸡、
狐狸、野猪、獾、黄鼠……”在巡山过程中，

杨登明曾与多种野生动物“不期而遇”，很
多都是多年未在当地露面的。

曾几何时，64 岁的留守老人李吉花，
在寒冬腊月里推着架子车前往 30 公里外
的下马关镇买煤炭，一路上爬梁下坡 20多
个坎，早晨出发黄昏返回，路上连口干粮馍
都顾不上吃，待推着煤炭返家进屋时，全身
都是冰碴，鼻孔里落满煤灰。那些苦日子
令李吉花记忆犹新。

如今，老人们不再为冬日取暖担忧。
每年冬天还没到，乡政府就将优质的煤炭
统一配送到幸福院。“儿子迁居县城，女儿
外嫁他乡，我守在老庄子，政府包揽吃住。
每年小麦荞麦吃不完有富余，15亩红葱还
能卖不少钱，养了 30 只滩羊，过上了舒坦
的生活。”李吉花说。

在产业培育上，田老庄乡引导 7 户留
守老人种植抗旱性强、有历史传统的红葱
和小杂粮，伴以肉羊肉鸡养殖。同时，积极
引导他们参与生态恢复。

“对于这 7户留守老人，乡里配套扶持
政策，种植红葱每亩补贴 165元，每户滩羊
养殖补贴 6000元，圈棚建设补贴 6000元，
饲草料补贴 600元，扶上马再送一程，让老
人们安享晚年。”杨明说。

幸福院里，不时传出朗朗笑声。
幸福院外，红梅杏、桃树、云杉等迎风

摇曳。
黄家水社，铺就旱塬深处和谐幸福的

底色。

“集中养老”铺就幸福底色

幸福院里，岁月静好
本报记者 苏 峰

田老庄乡套塘村农村幸福院，基于解决原黄家水社常住户
的安全住房问题而修建。

幸福院建设前夕，政府在充分征求老人意见、了解群众意愿
后，按照“功能实用、方便老人、够用就好”的原则，采取“政府主导、
企业援建”的方式，按照每户 42 平方米的标准建设，“打包”配齐了生
活基础设施。

政府让 7 户单老户、双老户拥有了颐养天年的温馨家园，实现老
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病有所医、老有所乐的目标，解决了让
“老人忧心、子女揪心、政府担心”的养老难题，达到了节约财力资源

的目的。目前，农村幸福院里7户老人的日子越过越有滋味，越过
越红火。

搬离土坯房，住上砖瓦房；喝上纯净水，享受政策红
利……幸福院里的幸福“记事本”，记录了同心县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
点滴成效和创新经验。

幸福院里，岁月静好。

↑杨风礼老人给羊添饲料。

记者手记

自治区民政厅关于公布全区社会
救助服务热线电话的公告

为进一步畅通为民服务渠道，确保困难群众“求助有
门，受理及时”，接受群众关于社会救助领域群众身边腐败
和作风问题综合治理举报和投诉，听取社会各界对社会救
助工作的意见和建议，现将区、市、县三级民政部门社会救
助服务热线电话予以公布。

宁夏回族自治区民政厅
2022年10月24日

全区各级民政部门社会救助服务热线电话
地市
自治区民政厅

银川市

石嘴山市

吴忠市

固原市

中卫市

宁东管委会

县市区

市本级
兴庆区
金凤区
西夏区
灵武市
贺兰县
永宁县
市本级

大武口区
惠农区
平罗县
市本级
利通区

红寺堡区
青铜峡市
盐池县
同心县
市本级
原州区
西吉县
彭阳县
隆德县
泾源县
市本级

沙坡头区
中宁县
海原县

电话
0951-5915530 0951-5915531
0951-6888380 0951-6888757

0951-6719032
0951-5191310

0951-2078125 0951-6851202
0951-4021566 0951-4022596
0951-8061319 0951-8087925
0951-8014203 0951-8638332

0952-2021728
0952-2668002

0952-3012278 0952-3616876
0952-6095279 0952-6095270

0953-2032686
0953-2666707 0953-2666506

0953-5089921
0953-3050211 0953-3052991

0953-6020926
0953-8022116
0954－2688628
0954-2031275
0954-3012532
0954-7012379
0954-6011229
0954-5619078

0955-7037171 0955-7031800
0955-7630144 0955-7630146
0955-5021321 0955-5030019
0955-4011637 0955-4015158
0951-5918310 0951-3093661

打造千亿级奶产业集群
宁夏是全国奶业十大主产省区之一，牛奶产业是宁夏“六特”产业之一。
近年来，宁夏以提升牛奶全产业链竞争力为核心，持续优化产业布局，加快推动产业扩规提质增效，牛奶产业保持强劲发展势头，生鲜乳

产量和质量不断提升，市场占有率稳步提高，全国奶业优势产区和优质高端乳制品生产原料主要基地、国内“高端奶之乡”的地位加速形成，正
奋力打造千亿级奶产业集群。

近日，平罗县庙庙湖小学举办掰玉米活动，让学生在劳动实
践中体验丰收的喜悦。 本报记者 李良 见习记者 张适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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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公众号2012 年 10 月 14 日，宁夏农垦从澳大利亚进口的第一批 3600 头荷斯坦奶牛落户宁夏农垦

茂盛草业有限公司奶牛场。（资料图片） 本报记者 王鼎 摄
2022年 8月 15日，宁夏农垦乳业股份有限公司平吉堡第六奶牛场，从最初的拴系式养牛、

手工挤奶，转变为如今的智慧牧场、全程机械化养殖。 本报记者 党硕 摄

隆德县奠安乡景林村养牛农户张淑珍是
一个有梦想有故事的人。

“以前家里有 8 亩地，老伴儿没文化，出
去打工一个月也挣不上几个钱。有一次一
家五口在漏雨的土坯房里分吃 4 个苹果，那
时我第一次产生不想再过这种苦日子的念
头。”近日，忆起往事，张淑珍眼里不禁泛起
泪花。

“还是党的政策好，村里鼓励我们养牛，
不但有补贴，如果养不好，还有保险兜底。我
跟着摸索了一年，逐渐掌握了养牛基本技巧，
牛越养越多。”说着眼前的幸福，张淑珍泛着
泪花的眼里又多了几分笑意。

如今，张淑珍脱贫致富的梦想实现了。
种了 30亩玉米，养了 20多头肉牛，每年收入
十几万元。供 3 个孩子上完大学，把一院子

土坯房翻修成砖瓦房。
奋斗出来的幸福，很甜。如同黄昏后餐

桌上张淑珍做的那一碗碗的细长面，香喷喷、
暖洋洋。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景林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一人一

故事·一人一梦想”群众宣讲活动，让身边人
讲身边事，激励村民转变观念，树立追求美好
生活的信心。

张淑珍带着她的梦想与故事登上了讲
台，用自己的故事告诉村里人，只要有梦想，

只要下苦实干，好日子就会来到。
“我们村的陈亚飞两口子之前在外打工，

前年回家过年，听了张淑珍的致富故事，就回
来种草搞养殖，如今养了七八十只羊和十几
头牛。这几天正在盖新牛棚，准备扩大养殖
规模。”景林村村委会主任陈瑞说。

张淑珍是景林村肉牛养殖的致富带头
人。在她的带领下，村里几户养牛户搭伙抱
团搞养殖，产业链上开出团结友爱之花。

“谁提起张淑珍两口子都竖大拇指。谁
家玉米种不到地里，他们就去帮忙种，收青贮

人手不够，他们搭伙干，谁家有事不在家，他
们就帮着喂牛。特别是我刚回来建牛棚，什
么都不懂，是张淑珍一家子前前后后盯着建
起来的。”陈亚飞指着他的第一个大棚说。

近年来，隆德县以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
为抓手，通过建强阵地、强化政策宣传、选树
典型、移风易俗、推进文明积分激励机制等措
施，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活动，补足群众“精
神之钙”，激发群众致富内生动力，形成人人
参与发展的浓厚氛围。乡村出现产业成风
景、人人争先进、发展日日新的图景。

奋斗出来的幸福，很甜
本报见习记者 李昊斌

11月 1日一大早，打开宁夏环境空气质
量预报预警平台，顾驭程仔细查看屏幕上
五颜六色的环境空气质量图像曲线，认真
研判数值模式、污染源排放等大量信息，经
过分析，他将一份环境空气质量预报信息
上传至平台。

“对于我们每一位从事环境空气质量预
报分析的工作人员来说，工作全年无休、时刻
待命是常态。”顾驭程是宁夏生态环境监测中
心环境空气质量预报员，他和同事们承担着
环境空气质量监测、分析、预报等职责，“我们
春秋季重点关注沙尘、大风扬尘等，夏季关注
极端天气、臭氧污染，冬季关注雾霾污染，每

逢节假日、重大活动、冬防期间及重污染天
气，恰恰也是我们最为忙碌的时期。”

“做好环境空气质量预报需要团队协同
作战。”每天，顾驭程和同事都要面对密密
麻麻的数据和图例，经常忙得焦头烂额，但
大家却乐在其中。“我们分析出每一次不同
的污染过程和影响因素，把每一个过程说明

白，最后看到它被验证，非常有成就感。”顾驭
程说，今年 6 月，历经一年多研发的宁夏环
境空气质量预监测平台上线，全面提升了
宁夏环境空气质量预报水平。平台的创建
让宁夏的环境空气质量预报从原有的3 天预
报时效延长至 7 天，实现 5 个城市 12 小时
污染临近预报、未来 10 天精细化预报、10天

至 15 天气象要素和污染要素的逐小时预
报和月度、季度预报，预测污染物分布、传输
特征。

“近年来，宁夏的环境空气质量持续向
好，蓝天白云的好天气越来越多。”作为宁夏
环境空气质量预报事业发展的亲历者、见证
者，顾驭程倍感自豪。

环境空气质量预报员顾驭程：

做宁夏蓝天白云的守护者
本报记者 李 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