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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7

要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生态环境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徐永升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放眼茫茫戈壁，一棵棵
梭梭、白刺簇拥着随风摇曳，
一片片绿洲抵挡着风沙，护
佑着家园……

沙化土地面积相当于
两个浙江省的内蒙古自治
区阿拉善盟，近年来，将特色
沙生植物产业与生态建设
相结合，极大调动了全民参
与生态建设的积极性。今日
阿拉善，绿色接天，美丽绵
延。

地上保生态 地下见

效益

早春时节，记者来到阿
拉善盟巴彦浩特镇西部的
肉苁蓉科研示范区沙生植
物园，只见一片片梭梭林迎
风而立。工作人员说，这些梭
梭很不一般，根部嫁接了肉
苁蓉种子。肉苁蓉为依附植
物，其最好的“伴侣”就是梭
梭。

据了解，这些梭梭从栽

植到成长3年后，在离梭梭
0.5米至1米的地方打一个直
径30厘米、深约1米的坑，放
进土肥和肉苁蓉种子，诱导
肉苁蓉寄生在梭梭发达的
根系上，汲取营养和水分。一
些地方用同样的方法，让中
药锁阳寄生在固沙植物白
刺根部。

阿拉善盟科技局局长
王柱芳说，种植梭梭等固沙
灌木后，再嫁接肉苁蓉和锁
阳，既能“添绿”又可“添金”，
地上获得生态效益，地下实
现经济效益。

阿拉善盟生态环境恶
劣，境内分布巴丹吉林、腾格
里和乌兰布和三大沙漠，沙
化土地面积近20万平方公
里，占全盟国土面积的70%
以上，是我国沙尘暴西北路
径的主要通道和策源地。

为改善生态环境，近年
来，当地把发展特色沙生植
物产业作为一项重要的生
态建设措施，调动了企业、社

会团体、农牧民参与生态建
设的积极性。目前，非公主体
人工造林面积已占全盟人
工造林面积的90%以上，成
为生态建设主力军。

如今，阿拉善盟荒漠
化、沙漠化面积分别比2009
年减少3880平方公里和
5620平方公里；沙尘暴天气
已由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年
平均14天，减少为近5年的年
平均3.5天。

沙窝生“金蛋” 牧民

乐开颜

眼下正是播绿时节。60
岁的郭新军在上万亩的梭
梭林旁种植梭梭苗，他笑着
对记者说：“这片林子是我家
的‘金蛋蛋’，能挡风沙，还能
挣钱。”

郭新军是阿拉善左旗
吉兰泰镇哈图呼都格嘎查
的牧民。20世纪90年代之前，
他家附近满是沙丘，牧草和

天然梭梭林退化厉害。
这些年，在政府的鼓励

下，为改善环境，郭新军将学
来的肉苁蓉嫁接技术付诸实
践，很快尝到了甜头。他还积
极响应退牧政策，把家里300
多只羊、70多峰骆驼处理掉，
专心种梭梭，嫁接肉苁蓉。

去年，郭新军一家收获
3000多公斤肉苁蓉，纯收入
超过15万元，是过去放牧收
入的5倍。他还成立了专业合
作社，吸引40多户牧民加入。

目前，全盟梭梭种植面
积达577万亩，嫁接肉苁蓉
70.85万亩，年采集肉苁蓉
1300吨左右；白刺种植面积
305万亩，嫁接锁阳23.5万
亩，年产干锁阳2000吨左右。

如今，总人口24万的阿
拉善盟，从事沙产业的农牧

民超过2万人，农牧民沙产业
经营性收入占纯收入的40%
左右。近5年来，阿拉善盟成
长起60多家沙产业企业，开
辟出农牧民增收新路子。

科技作支撑 健全产

业链

科技支撑力度不足曾
是阻碍沙生植物资源产业
化的最大瓶颈。近年来，阿拉
善盟联合国内21家科研院
所、10所高校、30家企业，聘
请多位国内外院士，攻关特
色沙生动植物产业关键技
术、产品研发、科技成果转化
等课题，已研发新产品60余
种，申请发明专利37项，制定
技术、产品标准35项。

阿拉善盟科技局介绍，

近几年，当地多家企业与多
所科研院校合作成功分离提
取了肉苁蓉、锁阳所含有效
成分，研制出多款保健产品。
阿拉善金沙苑生态集团等3
家龙头企业已产出苁蓉酒、
苁蓉养生液等20多种产品，
形成集种植、加工、生产、销售
于一体的沙生植物产业链。

阿拉善尚荣源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负责人王磊说，
公司推出的肉苁蓉和锁阳切
片、苁蓉普洱茶、苁蓉咖啡等
产品已销往北京、上海、广
东、香港等地，逐步改变了当
地肉苁蓉市场以原材料输出
为主导的局面。

阿拉善，为我国西部
生态脆弱区探索出一条特
色沙产业与生态建设相结
合的绿色发展之路。

在云南腾冲国殇墓园
里，松柏挺立，抗日英烈、陆军
中将寸性奇将军之墓坐落于

“英烈祠”后面的小团坡上，墓
碑由当地特有的火山石镶砌
而成，刻有圆形橄榄枝花环，
古朴简约，肃穆庄重。

寸性奇，字念洁。1895
年出生，云南腾冲人。1909年
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1910
年加入同盟会。曾参加辛亥
革命、护法战争等。1923年
后，任孙中山建立的大元帅
大本营少将录事参军、中央

直辖宪兵司令等职。1926年
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
军第31军参谋处长。1927年
任第34旅副旅长。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
面爆发后，寸性奇任第12师
34旅旅长，率部参加太原会
战。因战功显著，升任第3军
12师师长，并奉令调守中条
山，担任西面阵地防守任务。

1941年5月，日军对中条
山地区发动突然袭击，张店
镇阵地遭日军突破，12师退
守第二线阵地。5月12日，日军

攻陷左翼水谷朵高地。寸性
奇奉命率部突围，右腿被日
军炮火炸断。5月13日晚，日军
再次以猛烈炮火攻击中国守
军阵地，寸性奇率余部突围
至毛家湾，遭遇日军拦截。交
战中左腿也被炸断。为了免
受被俘之辱，寸性奇拔剑自
戕，壮烈殉国，时年46岁。

1942年，寸性奇被当时
的国民政府追晋为陆军中
将。1986年5月被民政部追认
为烈士。

1989年，寸性奇遗骨被

迁到腾冲国殇墓园安葬。在
腾冲国殇墓园，寸性奇的墓
碑正面刻有“抗日烈士、陆军
中将寸性奇将军之墓”几个
大字，左右两侧刻有寸性奇
的生平事迹，碑体背面刻着
悼念寸性奇的挽联、挽诗和
挽词，其中一副写道：“百战殊
勋著河上，双忠大节壮中原”。

“我的祖父寸品德也是抗
战军人，长辈从小教育我们要

爱国爱民族，忠孝传家。”寸性奇
的曾孙寸锰说，寸氏后人始终
不忘这份家国情怀，忠于国家、
孝敬师长的家风家训将作为一
种家族精神代代传承下去。

殷殷青山，英魂有寄。
如今，腾冲国殇墓园作为全
国著名的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每年接待游客100余万人
次，很多人走进国殇墓园缅
怀寸性奇：献上一束花、敬上

一杯酒、端上一盘瓜果……
“寸性奇将军是世守边关

的将门之后，他身上流淌着
‘精忠报国’的血脉。”滇西抗战
纪念馆馆长杨素红说，在与日
寇的殊死搏斗中，寸性奇身先
士卒，冲锋陷阵，他在战斗中
表现出的百折不挠、宁死不屈
的革命精神、爱国热情，将激
励着一代代后辈不畏艰难、奋
勇前行。 （据新华社报道）

3月17日，赤峰市松山区
小庙子村群众一大早就来到
村部门前，迎接参加第十三
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全
国人大代表、村党支部书记
赵会杰归来。赵会杰的车刚
刚停稳，村民们立即围上去，

“赵书记辛苦了！”“赵书记都
给我们带回了什么好消息？”
赵会杰微笑着与乡亲们一
一打招呼，她幽默地说，好饭
不怕晚，咱们都到“学习讲
堂”去，我会把全国两会精神
原汁原味地传达给大家。

在村党群服务中心二
楼“学习讲堂”，赵会杰用质

朴的语言，结合小庙子村实
际，详细传达讲解全国两会
精神，不时引来村民们的阵
阵掌声。“总书记说，要保持
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
定力，这给咱们村今后的发
展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按照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思
路来振兴我们的乡村！”赵会
杰给村民们讲，一些人认为
发展产业会对环境造成一
定影响，但我们村在经济发
展中，不能让产业和环境保
护成为死对头，要把两者变
成并驾齐驱的平行线，变成
好朋友。

“咱们村这几年发展的
中草药种植，就是一个节约
环保的好产业！”赵会杰说，
中药材与一般的农作物相
比，高效节水又省工省时，过
去烘干药材用的是燃煤锅
炉，现在合作社换成了用电
加热的空气热能泵，这样就
最大限度地减少了产业对
环境的影响。下一步，小庙子
村的农业还要向高质量发
展迈进，向绿色农业和有机
农业方向发展。今后，村里的
冷棚蔬菜、中药材、杂粮杂
豆，都要多用农家肥，少打农
药，让绿色天然农产品能找

回小时候的味道。今年，村里
注册了“小庙子”和“小庙子
村”商标，要像爱护眼睛一样
爱护村里的生态环境，爱护
村里农产品的绿色品牌，让
绿色农业和特色农业给村
民带来更多经济效益。

“赵书记，政府对农村
垃圾分类处理有没有资金
支持？”“政府今年对猪的疫

病防治有没有新的措施？”宣
讲会上，村民们就自己所关
心的问题，争先恐后地与赵
会杰进行互动，赵会杰一一
作答，现场宣讲高潮迭起。

“学习讲堂”宣讲结束后，赵
会杰又带领村“两委”班子
成员，组成“草原学习轻骑
兵”宣讲小分队，来到村里
的设施农业基地、中药材深

加工车间，为正在生产一线
的农民讲解两会精神。从北
京人民大会堂回到家乡的
田间地头，赵会杰在第一时
间把“冒着热气”的两会精
神传达给农民。她在为小庙
子村奔忙着，为小庙子村未
来的发展谋划着，乡亲们也
在她忙碌的身影中看到了
新的希望。

“点沙成金”：阿拉善奏响绿色发展新乐章
文/新华社记者 殷 耀 勿日汗 于 嘉

抗日将军寸性奇：壮烈殉国中条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