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再过半个月，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
传部外宣处处长温都苏巴图在兴安盟科
右中旗的扶贫之路，就走过整整十年了。

虽然挂职旗委常委、副旗长，但他驻
村时间最长，每年在扶贫点蹲点 200 天
左右。10 年里，他忘了妻子的生日，忘了
孩子的高考，也忘了自身的病痛，走遍两
个苏木（镇）、两个嘎查（村）424 户牧民人
家。10 年里，他增了白发、多了皱纹，扶
贫点却少了愁容、减了贫困。

扶贫点上的乡亲称呼他为都兰达日
嘎——“温暖的干部”。

作风实，感情真

2006 年，科右中旗穷，科右中旗的巴
彦淖尔苏木更穷，巴彦淖尔苏木的贵力
斯台嘎查最穷。温都苏巴图一竿子插到
底，住进了贵力斯台。

为不耽误群众干活，温都苏巴图白
天翻山越岭，踏查农牧业生产现状和生
态建设，晚上待农牧民收工回家后，再挨
家挨户了解产业发展、农民增收、民生低
保、社会维稳、新农村建设等情况，并为
他们建档立卡。为了倾听民声，他有时
还会拎着酒上山和牧羊人聊天。70 多岁
的张宝山是当地出了名的贫困户，温都
苏巴图到他家走访时，发现老人吃了上
顿没下顿，当即拿出 300元钱塞进老人手
中。老人掉着眼泪说：“我们家条件不
好，没什么可以招待你的，我用口琴给你
吹一曲《嘎达梅林》吧！”就这样，越来越
多的田野牧人和这个“大机关的处长”成
了知音。温都苏巴图也很快弄清了当地
贫困人口数量、贫困程度和致贫原因。

西日嘎嘎查的 71 岁村民张振国住在
已有 50 年房龄的破土房里，随时面临着
房倒屋塌的危险。温都苏巴图看在眼
里、急在心上，建议他们老两口在旗福利
院 安 度 晚 年 ，可 老 人 不 肯 离 开 家 乡 。
2013年 7月 20日晚上，大雨倾盆，温都苏
巴图冒雨跑到他家查险。后经多次协调
危房改造事宜，温都苏巴图终于帮助老

人搬进 40 平方米的新砖房。张振国 68
岁的老伴乌仁其木格逢人便说：“我们住
进新家，全靠温都苏巴图啊！”

真扶贫，扶真贫

这是一片贫瘠的土地。贵力斯台嘎
查 1 万多亩耕地绝大部分是沙坨，一遇干
旱，牧民连种子、化肥的钱都得搭进去。
在苏日塔拉图牧点，70 多户人家的房屋
全部被流沙包围。只有孩童不识愁滋
味，玩耍时沿着流沙就上了房顶。

一个月下来，温都苏巴图一双新鞋
磨穿了底，一个帮扶规划也基本成型：从
农田水利建设入手，彻底改变立村基础。

2006 年 4 月 12 日，温都苏巴图四处
奔波找来打井队，为嘎查 3 个牧点新打
26 眼 40 米的深水井。同时，他还为嘎查
原有的 42 眼井配齐井房和电灌等设备，
让这里的 8000 亩耕地全部变成旱涝保
收的水浇地，人均耕地达到 8 亩。贵力斯
台嘎查农牧民吃饭问题有保障了，生产、
生态、生活在更高层次上达到统一。牧
民敖其日美图感触最深：“当时第一眼帮
扶井就打在了我家的地头。没井时，我
家平均粮食亩产才 100 多公斤；如今，一

亩地至少也能打 350 多公斤。有粮人吃
饱，有料羊吃饱，有钱能盖房，禁牧草原
好，日子马上不一样了。”

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把帮扶点转移到巴
彦呼舒镇西日嘎嘎查后，已有 5 年扶贫经
验的温都苏巴图，对产业扶贫思路有了更
深的体会。2013年9月，自治区党委宣传
部协调帮扶资金购买了 1014只基础母羊
和优良种羊，分配时却遇到了麻烦——有
人对贫困户多分羊有意见。温都苏巴图做
了两个月的工作，把贫困户评选权交给群
众，并将贫困户名单张榜公示。最多的一
天，他组织召开了9次村民代表会，从天刚
蒙蒙亮一直开到满天星斗，耐心细致地讲
解党的精准扶贫政策，终于把大家的意见
统一起来。第二年，组织上又给贫困户发
948只羊，最后达到贫困户人均每人10只
——畜牧业一举成为贫困牧民的主要收入
来源。

既扶志，又治愚

12 本厚厚的民情日记，记录了温都
苏巴图关于扶贫的深入思考。除了自然
条件艰苦，一些群众文化水平低，更是当
地贫困落后的症结所在。“要做好扶贫工

作，既要扶志，更要治愚。”温都苏巴图坚
定了信心。

占领农村牧区文化阵地，改变贫困
农牧民的精神面貌，正是宣传部干部大
显身手的舞台。下乡不久，温都苏巴图
促成了“西日嘎嘎查格格日乐蒙语讲
堂”的开讲，既进行党的农村政策教
育，又对农牧民进行实用技术培训，培
训人员达 1500 人次。在自治区党委宣
传部的对口帮扶下，温都苏巴图给西日
嘎嘎查带来了电脑、音响、民族服装、
扬琴等器材，成立了由嘎查农牧民群众
组成的“玛拉沁艺术团”，并新建了面
积为 300 平方米的活动场所和 1 万平方
米的休闲广场。

2013 年 9 月 1 日，西日嘎嘎查男女老
少聚集在西日嘎山脚下，满心喜悦地参
加捐资助学仪式。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
领导和扶贫干部温都苏巴图的不懈努
力，“北京小鸟爱心基金”爱心企业家代
表来到西日嘎，将 87.34 万元的爱心捐款
送到 112 名贫困学生手中。“我家有两个
孩子上大学,几年来，借贷 10 多万元，还
把家里值钱的牛羊全部变卖了。”嘎查村
民白斯日古楞把 4 万元善款紧紧抱在胸
前，激动得老泪纵横,“扶贫干部拉我一
把，真是雪中送炭”。

十年辛苦不寻常。温都苏巴图刚下
去扶贫时，两个联系点贵力斯台嘎查和西
日嘎嘎查人均收入不到 1000 元，如今都
超过了 6000 元。十年间，温都苏巴图先
后被评为“感动兴安盟人物”“自治区直
属机关优秀共产党员”和“全国社会扶贫
先进个人”。温都苏巴图的蒙语意为“坚
硬的扎根”。他说，“我在扶贫点上十年

‘扎根’，源自组织的重托，源自工作的连
续，更源于贫困群众的期待”。

十年扶贫“ 暖”名扬
——记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外宣处处长温都苏巴图

本报记者 陈 力

有人跟“不安分”的完玛才让开玩笑：
不想做电子商务的英语老师不是好创客，
就像马云一样。

这个藏族小伙曾是一名优秀的英语
老师，辞职创业后，他当过导演拍微电影；
后来，又做起电子商务，建了一个电商平
台——藏宝网。

可以说，完玛才让的大部分时间，不
是在创业，就是在思考如何创业。

从文艺青年到草根导演

1981 年出生于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
夏河县的完玛才让，考入甘南藏族综合专
业学校后才开始学汉语。在这所学校里，
完玛才让成为一名文艺青年，理想是“当
导演”。

“第一次接触到电脑，一下子被吸引
住了。”大学期间，完玛才让对电脑很痴
迷，“一次，偶尔看到有位同学用电脑软件
做了段音频，感觉很神奇”。

此后，他一放假就往几百公里外的兰
州跑，用积攒下的钱买了二手电脑、家用
数码摄像机和影视制作教材，真就当起了
导演——把自己创作的藏语小说改成剧
本，找同学来演。

毕业后，完玛才让回到夏河藏中当起
英语老师，却没有放弃理想。“有一次，几
个爱唱歌的藏族小伙子找我拍 MV，之后，
找我拍短片的人越来越多。”这让他兴奋
不已，逐渐萌生了辞职创业的想法。

2010 年，他不顾家人反对，带着 3 万
元积蓄来到甘南州府合作市，成立了多罗
影视文化传媒公司，这是甘南州第一家影
视公司。

此后的几年时间里，完玛才让一边为
当地企事业单位拍宣传片，一边继续搞创
作，先后拍摄了一系列具有民族特色的作
品。其中，《青稞熟了》获第十九届北京大
学生电影节民族题材特别奖。

草根导演玩起电子商务

2012 年，完玛才让无意中发现公司
新来的员工在通过网络买东西，感到新奇
不已。

“我专门向这位员工请教怎样上网

买卖东西。”对电子商务有了初步了解
后 ，完 玛 才 让 认 为 这 个 领 域 有 文 章 可
做 。 于 是 ，他 注 册 了 一 家 卖 藏 药 的 网
店。尽管一连几个月一笔订单都没有，
但通过自学，他对电子商务的了解越来
越深。

几个月后，完玛才让决定自己搞一个
电商平台“藏宝网”，专门销售藏地特产。
敢想敢干的他拿定主意后，便前往青海、西
藏等地，走访了 100 多家生产民族产品的
企业，寻找货源。

“在去拉萨的火车上，我不断跟人聊
天，了解他们对藏地产品的喜好。”游客们
对网购藏地特色产品的浓厚兴趣，坚定了
完玛才让做藏宝网的信心。不过一趟藏
区走下来，他发现，藏区很多企业都依靠
传统的经营模式和销售渠道，对互联网销
售了解甚少。经过反复调研，完玛才让认
为，虽然在淘宝等网站也有藏产品网店，
但是不够专业，搞藏地特产网络销售前景

广阔。
回到甘南，完玛才让又注册了公司。

经过一年多的技术准备，藏宝网在 2014
年 8 月正式上线运营。起初，只有 78 家商
户入驻，直到当年年底，藏宝网才有了第
一笔交易。“一个吉林的客户买了甘南的
糌粑，78 块钱的交易额里，网站挣了 7 块
钱。”这笔订单让完玛才让和团队兴奋不
已。

2015 年，甘南州开始大力扶持电子
商务，藏宝网的入驻企业也大幅增加。“入
驻商家已达 439 家，网站现在已有 5700
多种商品。”渐入佳境的藏宝网让完玛才
让信心十足，“注册用户有 2 万个，今年的
交易额也有 300万元了”。

CEO 的期望与迷茫

虽然初战告捷，但完玛才让和他的
小伙伴们知道，从“78 元”到“300 万
元”有多难。

“动员商家们上网做生意是件很不容
易的事，甚至有人怀疑我是骗子。”完玛才
让喜欢用笨办法解决难题，“很多藏地产
品生产企业没人懂电商，一年多来，我一
家家教给他们，实在学不会的，就给他们
免费设计网页”。

但完玛才让知道这不是长久之计。
他在母校甘肃民族师范学院计算机科学
系开设了一个“藏宝网学院”免费培训
班。“培训班的学员可以到藏宝网的合作
企业实习，学生们得到了实践锻炼，我腾
出了人手，企业有了技术人员，三方受
益。今年，第一期 45 名学生已经培训完，
明年增加到两个班，将培训 90名学生。”

在完玛才让的大脑里，有层出不穷的
创业想法。解决完电商人才的问题，他又
着手打造“藏宝网 2.0 版”，“这个版本新增
了互动体验功能，比如家庭牧场项目，可
以让买家通过网络在甘南的牧民家里养
些牛羊，既改变了传统养殖模式，也增加
了都市人口的乡村体验需求”。

同时，完玛才让还上线了另一个以旅
游服务为主要功能的电商平台——“搜搜
藏地”，将逐渐接入藏区所有酒店、特色餐
饮、景区等旅游资源，实现在线订购和交
易。按照完玛才让的设想，他利用甘南在
藏区的区位优势，未来将打造覆盖国内所
有藏区的“藏地产品互联网数据中心和运
营中心”。

但是与大部分创客遭遇的尴尬一样，
完玛才让遇到了创业初期面临的最大困
难：资金短缺。

完玛才让的名片上印着两个头衔：藏
宝网 CEO 和多罗影视公司董事长。“多罗
公司今年挣的 70 多万元，再加上一些政
府扶持资金，都投入到藏宝网了。网站目
前还在发展初期，需要加大推广力度。”令
完玛才让感到迷茫的是，今年已有 40 多
个投资者跟他洽谈对藏宝网注资的事，而
他却不知道该怎么使用这些投资，“有的
愿意提供几千万元的资金，但是我觉得自
己驾驭不了，怕投资者的钱打了水漂”。

缺钱，但又不懂怎么花大笔的钱。这
是完玛才让的烦恼，也是很多创客的烦
恼，谁来帮帮他们？

草原创客与藏宝网
本报记者 李琛奇 陈发明

本版编辑 闫 静 郎 冰

美 编 高 妍

邮 箱 jjrbzggs@163.com

更 多 中 国 故 事

系 列 报 道 请 扫

二 维 码

中 国 故 事2015年12月28日 星期一12

“哟，高师傅买菜去啊！”
“ 高 师 傅 又 去 交 水 电 费 啊 ！”
“ 高 师 傅 又 在 帮 忙 打 扫 卫 生
呀。”⋯⋯在江西省南昌市东
湖区董家窑街道新华社区居民
口中，流行着一句话：有事，
咱找“闲人高师傅”准没错。
他们口中的“闲人高师傅”，
说的是社区居民高作梅老人。
不知情的人，可能以为高师傅
是一位做事风风火火的中年男
性，其实，高作梅是一位 74
岁高龄的女性。她两鬓花白，
但身体健康、腿脚利索。

“住进社区 9 年来，高奶
奶一直坚持‘老帮老’，每天
只要有空闲，几乎都在为邻居
帮忙。”新华社区主任江韶琴
告诉记者，虽然大家都叫高作
梅为“闲人”，可是她一点都
不闲，从吃完早饭开始到晚饭
前，不是在帮东家买菜，就是
在帮西家交水电费，再不就是
在社区老年活动中心端茶倒
水、打扫卫生。

“大姐，今天我们出去晒
晒 太 阳 吧 ？” 12 月 16 日 上
午，太阳露出了久违的笑容，高作梅吃过早饭，便来
到同社区的徐淑珍老人家中。她说：“徐大姐 90 多岁
了，没有子女，有点耳聋，我每天都来问问她有没有
什么需要帮忙的。”“我没有子女，一个人很孤单，作
梅来陪我唠嗑、解闷也有两三年了，真是很难得，也
很感谢她。”徐淑珍说。

其实，不只是徐淑珍，只要见到社区里有行动不
便的老人，无论难事易事，高作梅都会力所能及地提
供帮助。社区里很多老人目不识丁、行动不便，平时
一到交水电费的时候就开始犯愁，高作梅便帮他们代
交水电费，一帮就是好几年。社区居民闻丽华老人前
几年一直和子女在深圳生活，前不久刚回南昌，对南
昌已有些不熟悉，高作梅得知情况后，主动提出帮她
办理老年证以及老年乘车卡。

2011 年 3 月，新华社区搬迁，空出了一间房。
作为社区居民代表，高作梅与社区工作人员一起努
力，将这间房留下来，办起“社区退休老年人活动
室”。活动室有了，但谁来当义务管理员？高作梅主
动站了出来，每天一大早就准时打开活动室的大门，
摆整齐桌子和椅子，打扫好卫生，烧好一壶开水放在
活动室里，方便前来活动的老年居民饮用。傍晚，居
民都回家做饭了，她就负责关好门窗。

“在自己还能动、还能走的时候多帮助别人，发
挥下余热，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让大家减少些烦
恼，生活得更愉快，何乐而不为呢？”谈及以后的打
算，高作梅露出了笑容。

“高作梅老人真是社区干部的好助手。她义务帮
助别人，从来不求回报，很让人佩服。”江韶琴由
衷赞叹说，“‘高师傅’不仅帮老助残，还义务宣
传法律法规等，已经成为营造社区和谐氛围的重要
力量”。

﹃
闲人

﹄
高师傅

本报记者

刘

兴

高作梅（右）陪社区孤寡老人聊天。

本报记者 刘 兴摄

冬日里，国网河南安阳县供电公司“小红帽”志愿

者为双目失明的空巢老人翁凤只送温暖，献爱心。

图为志愿者为老人送上新棉衣。 毕兴世摄

送温暖的“小红帽”

2013年 5月，温都苏巴图（左一）在西日嘎入户调研。 （资料图片）

▼ 完玛才让（左一）与管理

团队商讨藏宝网建设。

▶ 完玛才让在拍摄《卓玛的

轮回》。 拉毛当知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