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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7

只争朝夕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阿拉善右旗在推进精

准脱贫攻坚战中，把驼产

业作为农牧民脱贫致富奔

小康的支柱产业来抓，全

面落实精准扶贫、精准脱

贫基本方略，让一大批农

牧民及贫困户走上了致富

的快车道。

4 月 27 日一大早，居

住在该旗巴丹吉林镇巴音

博日格嘎查的脱贫户张明

红一家就开始在驼圈内挤

奶。“现在我家养殖的产奶

母驼有 27 峰，每天大约能

挤 48 公斤驼奶，在冬天的

时候骆驼产奶高峰期一天

可挤 70 公斤驼奶，所产的

鲜驼奶卖给阿右旗沙漠之

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一

年下来收益非常可观。”张

明红告诉记者。

今年 53 岁的张明红，

在2005年响应“退牧还草”

政策，卖掉了自己的牲畜，

和妻子转行从事服务业，

但由于缺乏经验，一家的

收入依旧很低。2014年，张

明红被识别为建档立卡贫

困户，成为第一批精准扶

贫政策帮扶对象。

驻村工作队通过上门

走访了解实际情况后，鼓励

他依托地处牧区的有利条

件发展骆驼产业，帮他申请

了创业贷款，为他争取到多

项优惠政策。为了让张明红

掌握养驼技术，驻村工作队

帮他报名参加了农牧民创

业培训、新型农牧民技术培

训，学习奶驼养殖、饲料配

比、挤奶、驯化等知识。功夫

不负有心人，在驻村工作队

帮扶和自己的辛勤劳动下，

张明红家养的骆驼产奶量

稳定增长，2017 年张明红

稳定脱贫。2019年，他又投

入了 20 多万元盖了一间

800平方米的驼圈，其中政

府为他补贴了 12 万元。现

在他家仅卖驼奶的收入一

年就达十几万元。

“在政府的扶持下，通

过几年养驼发展，我的生

活和几年前相比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收入是以

前的十多倍，下一步我想

再扩大驼圈，全力实施标

准化养殖。”张明红说。

据了解，巴丹吉林镇

巴音博日格嘎查是阿右旗

八个贫困嘎查之一，通过政

策扶持和产业引领，巴音博

日格嘎查许多农牧民依托

驼产业实现增收致富，2016

年，巴音博日格嘎查退出贫

困嘎查村贫困序列。

“嘎查通过发展驼产

业，建立了合作社，如今我

们嘎查的驼产业步入了相

对稳定高效的发展期。今

后我们将会一如既往地把

驼产业发展好，通过标准

化建设标准管理，让这项

富民产业释放出更大经济

效益，进一步提高农牧民

的收入，让农牧民收入逐

年 提 高 ，生 活 越 过 越 幸

福！”巴音博日格嘎查党支

部书记张军说。

据悉，阿右旗在推进

精准脱贫攻坚战过程中，

依托当地优质的骆驼资

源，通过“公司+科研+良

种繁育+奶源基地+专业

合作社+贫困户”“党组

织+合作社+贫困户”等驼

产业发展模式，让驼产业成

为农牧民脱贫致富奔小康

的支柱产业。目前，阿右旗

建成 250 个双峰驼生态牧

场和3200万亩双峰驼保护

区，建成奶源示范基地 13

家、骆驼养殖专业合作社

17家、分散式标准驼圈107

座，全旗近三分之一农牧民

参与和发展骆驼产业，户均

增收2万元。骆驼产业让一

大批农牧民及贫困户走上

了致富的快车道。

精准施策让阿右旗贫困户依“驼”致富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刘宏章 实习生 陶温都素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文物是历史的见证，

保护好文物就是保住文化

的根和魂，利用好文物就是

传承珍贵的历史信息。曼德

拉山岩画内容丰富多样，延

续时代长，密集度高，涵盖

了中国北方岩画的各种形

态和手法，有极高的历史

文化价值。”近日，记者见

到内蒙古岩画协会副会

长、阿拉善右旗文物局局

长范荣南时，他正在电脑

前整理刚拍摄的岩画照

片。谈起曼德拉山岩画，这

位著名的岩画专家总是难

掩内心的热爱之情。

“我第一次上曼德拉

山，看到满山的岩石上刻

有牛、马、羊、鸡、兔、鹿、

蛇、鹰、龟等动物，或静或

动、或站或卧、或单或多，

姿 态 万 千 ，让 我 特 别 震

撼。”忆起20多年前第一次

到曼德拉山看到岩画时的

场景，范荣南记忆犹新，也

就是从那时开始，他与岩画

结下了不解之缘。

曼德拉山岩画被国内

外专家盛赞为“美术世界的

活化石”，岩画年限可追溯

到原始社会晚期，几千年的

岁月里，历经羌、月氏、匈

奴、鲜卑、回纥、党项、蒙古

等民族无数个无名无氏艺

术家的构思，记载了当时社

会经济、文体、生活情景和

自然环境、社会风貌等，具

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

价值。然而，上世纪七八十

年代，由于人们的文物保护

意识普遍淡薄，曼德拉山岩

画处于被毁灭的边缘。

2000 年，范荣南担任

阿拉善右旗文物所所长后，

立即组织开展了全旗岩画

保护状况系统性调研。当他

带着普查队在曼德拉山调

查，看到曼德拉山岩画受到

前所未有的人为损坏时，他

落泪了。此后，为了保护岩

画，他在曼德拉山岩画保护

区临时租借了 2 间牧民住

房，选派了2名工作人员，

先期建立了临时保护管理

站，在主要路口拉设了网围

栏。

为了进一步掌握曼德

拉山岩画详细资料，2003

年4月~9月，范荣南组建了

6人文物普查工作组，对曼

德拉山岩画进行系统性专

项调查。他带领工作组风餐

露宿、不畏艰辛，对曼德拉

山区内18平方公里的岩画

进行了全面细致的登记、编

号、测量、拍照、记录、建档

等工作，共登记测量岩画

4234 幅 ，拍 摄 岩 画 照 片

4800多张，描摹岩画260余

幅，拓印岩画50余幅，收集

标本40余件，绘制了《曼德

拉山平面示意图》和《曼德

拉山岩画分布图》。范荣南

带领工作组历时100多天，

通过运用文字、临摹、影像、

拓片等各种形式，为曼德拉

岩画建立了详细目录、资料

档案，填补了曼德拉山岩画

保护的空白。同年12月，他

又多方协调、积极筹资，主

持编辑出版了《阿右旗曼德

拉山岩画集》。至此，曼德拉

山岩画资料形成了首次系

统整理。

这次岩画普查成果引

起新闻媒体和岩画学术界

的广泛关注。此后，在范荣

南多方努力下，阿拉善右旗

于2005年成立了曼德拉山

岩画管理站，使岩画保护管

理工作走上了正轨。

多年来，为研究岩画，

范荣南付出了全部精力和

智慧，他的足迹踏遍了阿右

旗7.3万平方公里土地，走

遍了沙漠戈壁、崇山峻岭的

每一个角落。在第三次全国

文物普查试点工作中，他历

时190天、行程6万多公里，

完成了除巴丹吉林沙漠深

处以外的全旗野外文物普

查工作，普查面积达5.4万

多平方公里，共普查登记不

可移动文物412处，新发现

287 处，采集文物标本 190

多袋 3400 余件，拍摄文物

照片达12563张，影视资料

1200 多分钟，基本摸清了

当地的文物现存状况，为阿

拉善右旗的文物保护工作

奠定了良好基础。

通过范荣南的不懈努

力，曼德拉山岩画实现了

身份认证“双重编号”规范

化管理、科学系统管理的

根本性转变，岩画保护利

用工作也实现由单一设立

保护区向建立博物馆岩画

展厅、编纂整理书籍、出版

学术著作等方面转变。在

他的积极争取下，阿右旗

博物馆单独设立了岩画展

厅，不仅成为博物馆的一

大特色，更成为展示阿拉

善右旗的“品牌”。通过多

年考察研究，他先后编辑

出版了《曼德拉山岩画集》

《追寻沙漠里的风——巴

丹吉林岩画研究》《草原文

明见证——阿拉善右旗

卷》《大漠遗珍——巴丹吉

林岩画精粹》等著作，成为

外界全面了解研究曼德拉

岩画的一个主要窗口。

由于范荣南对岩画保

护和研究做出突出贡献，他

先后荣获全国文化遗产保

护工作先进个人、中国当代

文博专家称号，入编中国当

代文博专家志，被聘为中国

岩画研究中心学会会员、内

蒙古自治区文物鉴定专家

委员会专家库成员。阿右旗

文物管理所也先后荣获全

国文物系统先进集体、自治

区第三次文物普查先进集

体等荣誉称号。

李学刚，河北省徐水

县人，汉族，大专文化，1976

年参加公安工作，1983 年

12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

任北京铁路公安处北京站

公安派出所民警、副所长、

北京站公安段刑警队长、公

安部五局主任科员。三级警

督。1993年12月2日，被追

授一级英雄模范称号。

自1976年参加公安工

作以来，李学刚同志勤勤恳

恳，刻苦钻研，练就一身过

硬本领，长期战斗在基层打

击刑事犯罪第一线，屡立战

功。他先后共擒获犯罪分子

1500多名，其中公安机关通

缉的逃犯和重大案犯100余

名，被誉为“京门神探”。

李学刚同志在工作中

注意研究犯罪心理，及时总

结犯罪特点规律。北京站是

一个人员杂、流动性大的公

共场所，要在众多旅客中发

现、识别犯罪分子，不掌握

过硬的业务本领，不了解犯

罪活动规律特点是很难做

到的。为了掌握犯罪活动特

点，他在工作中一面向有斗

争实践经验的老同志请教，

把各种典型案例加以分析

比较。

他在生与死的考验面

前，临危不惧，大义凛然，只

身勇斗歹徒，多次同持刀凶

犯进行英勇搏斗，头部、腰部

和肋部多次负伤，但绝不让

犯罪分子从他手中逃脱。他

勇挑重担，不图名利，克己奉

公，秉公执法，清正廉洁，忘

我工作，一心扑在刑侦工作

上。1993年11月8日在赴天

津办案途中，不幸以身殉职。

李学刚同志1978年以

来，先后4次受嘉奖，11次

被评为先进工作者，4次被

评为优秀共产党员，荣立

一、二、三等功各1次，1981

年、1984年、1988年被北京

市人民政府授予劳动模范

称号。 （据新华社报道）

范荣南：曼德拉山岩画保护传承“第一人”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刘宏章

京门神探李学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