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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7

征集50名有皮肤问题的患者免费体验
活动开始了！报名电话：0471-2539607
仲景张正堂效果好才是硬道理，治疗皮炎、湿疹、老年性皮肤瘙痒，手足脚癣、皮癣、

结节性痒疹、淀粉性样变，荨麻疹等。真金不怕火炼，好方法不怕体验，广告会说谎，但是
体验效果不会说谎，一切以效果说话，金杯银杯不如您的口啤，金奖银奖不如您的夸奖，
仲景张正堂让您的切身感受来说话。体验地址：内蒙古展览馆西50米路南仲景张正堂。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新华社武汉8月1日电

（记者 徐海波 伍 欣）

距离湖北省红安县城25公
里的鄂豫皖苏区中心烈士
陵园，周边群山起伏，青松
叠翠。陵园的烈士墓区庄
严肃穆，环境优美。曹学楷
烈士墓就安放在这里。

曹学楷烈士的外孙女
方建荣每年清明和春节都
会来到这里，到外公的墓前
扫墓。她说，共产党人的初
心就是为人民谋幸福，革命
烈士为革命抛头颅、洒热
血，无私奉献的精神值得每
一位共产党员学习。

曹学楷是黄麻起义领
导人，鄂豫边红军和苏区
创建人。1989年生，湖北黄
安（今红安）人。1918年考

入武昌中华大学附属中学
学习，1923年入武汉中学
学习，参加过爱国学生运
动。1925年冬加入中国共
产主义青年团，次年转入
中国共产党。

1926年8月，曹学楷回
到家乡，组织和发动群众，
建立中共基层组织和农民
协会，任中共七里坪区委书
记，是黄安县农民协会主要
负责人，领导农民义勇军和
自卫军，与土豪劣绅做斗
争。1927年11月，参与领导
黄麻起义，任起义胜利后成
立的黄安县农民政府主席。
他在就职演说中宣布：“现
在是劳农的世界，无产阶
级的世界了。”起义受挫
后，他随工农革命军鄂东

军余部转移到黄陂县木兰
山一带开展游击战争。

1928年初，鄂东军改
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7
军，曹学楷任军委委员。
1928年5月起，参与领导开
辟柴山保苏区。他主要负
责地方工作，动员群众实
行土地革命，支援前方作
战。他从实际情况出发，提
出了一系列符合当地情况
的政策和策略。如对敌斗
争中，除首恶者必办外，对
民愤不大的上层人物采取
中立政策，尽量缩小打击
面；对中小地主暂实行减
租减息，不急于分配土地；
充分利用当地红枪会、土
著武装和军阀部队的矛
盾，对其进行分化、瓦解和

争取工作。按照这些政策
和策略，他带领干部深入
群众，广泛开展宣传发动

工作，取得了显著效果，对
建立以柴山保为中心的鄂
豫边苏区起了重要作用。

1928年7月后，曹学楷
历任中国工农红军第11军
31师参谋长、中共鄂东（后
为鄂东北）特委委员、鄂豫
边革命委员会主席、鄂豫
边红军总预备队政治委
员、中共第1军前敌委员会
委员、第4军11师政治部主
任、第13师政治委员等职，
率部参加了鄂豫皖苏区第

一、第二次反“围剿”。
1931年10月，在“肃

反”中曹学楷被错杀于河
南省光山县白雀园。1945
年，中共七大追认他为革
命烈士。

曹学楷从不计较个人
得失，以对党和革命事业的
无限忠诚，任劳任怨，辛勤
工作，直至生命的最后一
刻，党和人民永远铭记这位
为创建鄂豫边红军和苏区
立下不朽功勋的忠诚战士。

黄麻起义领导人———曹学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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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进在素有“生命禁
区”之称的茫茫戈壁，不
时映入眼帘的双峰驼似
乎在提醒着我们：阿拉
善盟还有一个很酷的称
谓———“ 中 国 骆 驼 之
乡”。

“我们右旗可是‘驼乡
中的驼乡’！”陪我们一起
采访的阿拉善右旗旗委
宣传部的乌日娜自豪地
说。

此说缘何而来？因为，
阿拉善右旗不但以5万余
峰双峰驼的总存栏量位
居全盟3旗之首，而且其
保 有 量 占 到 了 全 国 的
20%、阿拉善盟的45%。正
是依托这一资源优势，按
照打造“全国骆驼产业研
发生产基地”的定位，阿
拉善右旗全力做好做足
双峰驼优良种质资源保
护开发这篇大文章，引进
龙头企业，加大研发力
度，政策激励农牧民养
殖，走产业化振兴发展之
路，开发功能食品、保健
品等高端消费产品，让

“沙漠之舟”载负起健康
产业的新使命，再踏新征
程，续写新传奇。

驼奶走出“深闺”变身

健康奶

坐落于阿右旗贡达来
嘎查的阿拉腾驼奶专业合
作社家庭驼奶疗养院，在
茫茫戈壁滩上格外显眼。

“疗养院采用蒙医传
统疗法，主推驼奶食疗，国
内外不少顾客慕名而来。
合作社还与盟蒙医院达成
合作，成为该院驼奶疗法
的首个奶源供应基地。”一
聊起驼奶，合作社负责人
阿拉腾乌拉显得十分兴
奋，“十几年前，我在给朋
友捎带驼奶的过程中发现
了商机，通过进一步了解，
懂得了驼奶富含胰岛素、
乳铁蛋白、溶菌酶等营养
成分，于是就萌生了加工
销售驼奶的想法。”

这里的牧民虽然几乎
家家户户养骆驼，但很少
有人真正了解驼奶的价
值。有了“经营”意识的阿
拉腾乌拉决定成立一个驼
奶合作社，让驼奶走出“深
闺”，实现它应有的价值。

2010年，贡达来嘎查
的19户牧民集资入股，阿
拉腾驼奶专业合作社挂牌

成立。
“以前，牧民们大多是

粗放式养骆驼，养了三四
年的一峰骆驼也就能卖到
六七千元。挤驼奶卖就不
一样了，一斤驼奶二三十
块钱，一峰骆驼一年光卖
驼奶就能收入1万元。”阿
拉腾乌拉说，8年来，合作
社的规模不断扩大，已经
带动周边65户养驼户和11
户贫困户加入进来，靠驼
奶产业脱贫增收。

在与阿拉腾驼奶专业
合作社40公里之隔的巴音
塔拉嘎查驼乡涌泉骆驼专
业合作社里，200多峰骆驼
正顶着烈日在近3000平方
米的驼圈中懒洋洋地啃食
草料。

“看，这3峰骆驼是我
家的，明年我就能把它们
还有驼羔领回家了。粗算
一下，每年卖驼奶我家就
能有3万元的收入，这样发
展下去，我的目标不只是
脱贫，而是要致富！”巴音
塔拉嘎查建档立卡贫困户
那仁满都拉指着驼圈中属
于自己家的几峰骆驼兴奋
地说。2016年，当地政府出
台了产业扶贫新政策，免

费为建档立卡贫困户提供
3峰基础母驼，托养到驼乡
涌泉骆驼合作社统一经营
管理，3年后返还母驼和当
年驼羔。嘎查贫困户的30
多峰骆驼都托养在合作社
里。

该合作社负责人穆春
燕告诉记者，在政府引导、
合作社和企业的带动下，
越来越多的牧民正在转变
观念，开始通过养殖母驼
销售鲜奶增收致富。“我们
合作社还与内蒙古沙漠之
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签订
了收购合同，公司每两天
来收一次驼奶，收购价格
为每斤20元。虽然收购价
比散卖价格低了一些，但
驼奶销路有保证，避免了
因驼奶积压造成的更大浪
费。”穆春燕说，镇上几个
驼奶专业合作社将周边多
个嘎查串联起来，利用骆
驼资源优势，打造出一条
独具特色的驼奶富民之
路。随着骆驼产业链的延
伸、龙头企业的引领，骆驼
产业将成为这里的农牧民
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支柱产
业。

在保护开发中做大做

强

阿拉善是全国双峰
驼的主产地，历史上骆驼

存 栏 数 量 最 高 达 到 过
25.15万峰。上世纪80年代
后期，受骆驼繁殖周期
长、养殖比较效益低等因
素影响，骆驼总量以平均
每年近万峰的数字急速
锐减。

久负盛名的阿拉善双
峰驼，难道就这样走向衰
落？

面对双峰驼濒临消亡
的严峻考验，阿拉善盟全
力实施双峰驼优良种质
资源保护、良种繁育工
程，走产业化发展的振兴
之路，在保护中开发，在
开发中保护，把骆驼资源
优势转化为健康产业优
势，让骆驼产业成为驱动
双峰驼资源保护与开发
的新引擎。

“骆驼良种繁育基地
主要研究培育以产奶为主
的乳用型和以产绒为主的
绒用型、肉用型双峰驼，并
提供骆驼家畜养殖、种畜
繁育销售、饲草料研发加
工经营、新产品开发与试
生产等配套服务。”在内蒙
古戈壁沙漠骆驼良种繁育
基地，记者见到了基地负
责人、阿拉善盟骆驼研究
所高级兽医师巴拉。他介
绍说，为了让农牧民依托
骆驼产业实现增收，阿拉
善盟骆驼研究所、内蒙古
骆驼研究院、额尔登戈壁

农牧民骆驼产业合作社和
内蒙古沙漠之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联合投资，在阿
右旗阿拉腾敖包镇贡达来
嘎查建立了内蒙古戈壁沙
漠骆驼良种繁育基地。在
良种繁育基地，研究人员
将骆驼活动的各种数据记
录下来，提供给科研机构
进行良种繁育研究。基地
产的驼奶一部分出售给内
蒙古沙漠之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经过加工成为罐
装液态奶、驼奶粉、驼奶片
等产品销往全国各地，另
一部分销售给内蒙古骆驼
研究院，进行高附加值产
品研发。

“近8年来，全盟的骆
驼数量连续稳定在10万峰
以上。在新一轮草原生态
保护补奖政策中，阿拉善
盟又增加了引导适度发展
骆驼的相关政策，为有效
解决骆驼发展空间受限及
长期禁牧草场退化等问题
提供了政策保障。”巴拉
说。

据有关统计，截至目
前，阿拉善双峰驼存栏
11.54万峰，占全国骆驼总
数的1/3，全盟有2000多户
农牧户饲养骆驼数量在
20~400峰之间。

走出困境的阿拉善双
峰驼，迎来了产业化发展
的新机遇。 （下转8版）

“沙漠之舟”载负新使命扬帆起航
———“沙漠里‘长出’新产业”系列报道之四
文/《内蒙古日报》融媒体记者 白喜辉 李文明 刘宏章 王 坤 王 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