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9月4日 本版主编：陈汇江 版式策划：戴喜龙 责任校对：郝小军

特别报道6

乌兰浩特绿色转型：城市“伤疤”变旅游名片
文/新华社记者 安路蒙 王 靖

昔日盐碱地、黄沙地如

今绿意盎然，村外牛舍成排、

牛群膘肥体壮，屋内的妇女

正在做蒙古族刺绣……这

是内蒙古自治区蒙古族人口

比例最高的旗县、国家级

贫困旗县——兴安盟科尔

沁右翼中旗（简称“科右中

旗”）的景象。近年来，当地

结合实际，在生态修复的

基础上，发展肉牛产业、文

旅融合，实现了脱贫三部

曲的成功跨越。

治沙增绿 吃上生态

饭

“以前一到春天播种，

天天都是沙尘暴，种下的

庄稼长不活。”家住巴彦茫

哈苏木哈图布其嘎查的白

吉林白乙拉说，因为地处

科尔沁沙地腹地，这里连

年风沙、经年无收，加上自

己家有两个孩子上学，老

母亲患病，全家入不敷出，

2015年成为建档立卡贫困

户。

巴彦茫哈苏木位于科

右中旗南部，与巴彦淖尔

苏木、好腰苏木镇并称为

兴安盟集中贫困的“南三

苏木”。作为当地沙化最为

严重的集中连片区，“南三

苏木”一度地上不长草、牛

羊吃不饱，恶劣的生态环

境造成农牧民深度贫困。

脱贫攻坚离不开生态

文明建设。近些年，科右中

旗先后出台“禁牧、禁垦、

禁伐”政策，实施“三北”防

护林、盐碱地治理等生态

工程，让漫漫黄沙变成片

片绿洲。2018年，中宣部开

始定点帮扶科右中旗，随

后“蚂蚁森林”防沙治沙项

目落户，计划在5年内造林

12.85万亩。

如今，“南三苏木”的

一个个流动沙地已经被防

护林固定住，还长出了成

片的沙棘林。白吉林白乙

拉成为一名护林员，看护

中宣部捐资种植的1500亩

沙棘林。“沙棘树长成后既

可以卖果，又能吸引游客

观赏，能带来不少收入。”

白吉林白乙拉算了一笔

账，护林员年工资1万元，

加上沙棘林的集体经济分

红和养牛产业收入，“今年

年收入能超5万元”。

数据显示，科右中旗

植被恢复明显，沙地面积

逐年缩小，草原综合植被

盖度从2016年的35.17%提

高到现在的 63%，有沙天

气较历年（2016年以来）同

期平均减少 21 天，不断改

善的生态环境，为发展绿

色脱贫产业打下了基础。

“减羊增牛” 做好

“牛”文章

依托绿色资源，在保

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科

右中旗结合当地实际推行

“减羊增牛”政策，推广母

牛繁育和肉牛育肥，积极

发展舍饲圈养，逐步转变

传统放牧模式，减轻草场

压力的同时，促进增产增

收。

两年前，家住茫来嘎

查的牧民额尔敦宝力高响

应旗政府的号召，把家中

的600多只羊全部卖掉，回

购了 60 头牛，每年所需饲

料减少，再也不用跑到几

百公里外购买草料了，一

年算下来能多挣2万元。

当地还推出金融信

贷、科技推广、卫生防疫、

市场开拓等政策保障，吸

引越来越多的农牧民加入

养牛行列。银宝是哈吐布

其嘎查的贫困户，2016 年

借助国家产业扶贫补贴资

金购买了基础母牛，在合

作社的技术指导、订单代

售等各种帮助下，现在他

家的牛已从3头增加到11

头，种植养殖收益加上合

作社务工收入，一年能有

10万元左右。2019年，银宝

家顺利脱贫，还买了辆小

汽车。

在对口单位的大力帮

扶下，科右中旗还以扶贫

产业园为平台，引进龙头

企业，与 20 多个嘎查组建

起肉牛产业全产业链，增

加农牧民养殖效益。目前，

全旗肉牛存栏从2018年的

23万头迅速增加到28.3万

头，带动全旗三成以上建

档立卡贫困户脱贫增收。

传承技艺 推动文旅

融

针进线出，穿花纳锦，

艳丽的红牡丹在灰蓝色的

绣布上跃然成形。“客户订

单 催 得 紧 ，我 在 抓 紧 绣

呢！”54 岁的牧民刘孟兰

说，蒙古族刺绣很受市场

欢迎，靠着闲暇时间做些

刺绣活，1 年能赚 1 万多

元。

蒙古族刺绣是内蒙古

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

近些年，科右中旗将蒙古

族刺绣打造为扶贫产业，

举办刺绣培训，建立扶贫

车间，吸纳贫困人口就业。

在刘孟兰所在的刺绣

车间，就有 90 多名妇女从

事刺绣行业。刘孟兰通过

政府组织的培训，学会了

刺绣技能，现在已经晋升

为最高级别的一级绣娘，

她还主动传授刺绣技巧，

带动妇女一起增收。

目前，全旗刺绣产业

覆盖超过170个行政村，参

与人数2万多人，其中贫困

人口约 3000 人，贫困人口

年均增收2000元。

如今，积淀着草原文

化记忆的蒙古族刺绣，成

为科右中旗的一张旅游名

片。依托绿色养殖基地和

优美的乡土风光，科右中

旗建设了蒙古包餐饮区、

水果蔬菜采摘园等观光

点，大力发展乡村旅游。

2019 年，全旗接待旅游人

数149.9万人，实现旅游收

入 8.93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6%以上。

初秋时节，站在乌兰

浩特市郊外的天骏山远

眺，美景尽收眼底：近处的

天骄天骏生态旅游度假区

游人如织，梯田式花海层

层铺开，矿坑“天池”清澈

见底；远处的城区映衬在

蓝天白云下，楼房鳞次栉

比，街道平坦通畅。

近些年，作为内蒙古

自治政府诞生地、素有“红

城”之称的这座北方小城，

下大力气破解生态环境问

题，推动革命老区转型升

级，崛起为一座生态宜居

的绿色新城。

在天骏山生态修复及

景观建设项目施工现场，

挖掘机、装载车不停地穿

梭，工人们正在平整坡地、

铺设路石。“目前部分矿坑

已经修复完成，被打造成

生态旅游景点。去年7月向

公众开放后，很受游客青

睐。”乌兰浩特市文化旅游

体育局副局长任建飞说。

20 世纪以来，天骏山

一直是乌兰浩特市的重要

采石点，长期开山炸石形

成了 12 座废弃矿坑，加上

水土流失，造成山体裸露、

植被覆盖率低。“一刮风，尘

土满天飞，山坡上荒草丛

生，大坑里堆满建筑垃圾。”

51岁的冯海文家住附近村

庄，年轻时他就在山上拉石

头车。十几年前，当地停止

上山采石，但遗留下来的生

态问题却难以好转。

2017 年，乌兰浩特市

入选第二批国家全域旅游

示范区和“城市双修”（生

态修复、城市修补）试点城

市。借助转型机遇，乌兰浩

特市以天骏山为重要抓

手，大力推进生态修复治

理，并推进旅游融合，将生

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社会优势。

任建飞介绍，当地政

府邀请国内知名设计院制

定了生态修复与景观建设

规划，总投资近20亿元，打

造占地近 400 公顷的天骄

天骏生态旅游度假区。如

今，该项目 A 区建设已初

具规模，绵延 2000 多米的

马头形廊桥、漫山遍野的

格桑花海、依山形成的清

泉叠瀑等景观，让游客一

路“走马观花、游山玩水”。

旅游景区的打造离不

开科学的生态修复。当地

政府因地制宜修复废弃矿

坑，在原貌基础上进行清理

加固，并在矿坑中注水成

潭，形成独特的“天池”景

观；裸露山坡则被改造成梯

田，种植了50多类植被，打

造成多彩花海。“通过生态

修复，矿坑变天池，荒坡变

花海，城市伤疤变旅游名

片。”任建飞自豪地说。

生态好转后，当地百

姓开始吃上“旅游饭”。“我

一辈子没离开天骏山，不

过从以前的开山炸石，变

成了现在的护山种树。”冯

海文说，村里很多人都来

景区务工、经营商铺等。目

前自己在景区物业公司上

班，负责绿化浇水、清扫垃

圾，月工资3000元。

市民幸福感也大大提

升。52岁的市民崔先生说：

“以前荒山野岭的，没人愿

意来。生态治理后，现在环

境大变样，我都来 10 多趟

了，经常带亲戚朋友来这

里游玩。”

天骏山生态修复是乌

兰浩特市推进生态绿色转

型的一个缩影。近年来，乌

兰浩特市贯彻落实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战略，全力推

进山体修复、河道修复、绿

化提升等重点项目，不断

上演城市面貌的华丽变

身。

在乌兰哈达镇稻花村

的洮儿河畔，昔日垃圾遍

地的沙坑，通过生态修复

治理，变成了集休闲娱乐

为一体的神骏湾旅游度假

区。景区内有阳光沙滩、游

船码头、戏水项目，成为市

民避暑的首选之地，刷爆

朋友圈。游客马晓霞满意

地说：“听说家乡有个‘小

三亚’，真是让人惊喜，以

后不用跑外地旅游了。”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良好的生态环境就

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乌

兰浩特市委书记马焕龙表

示，随着生态文明建设持

续推进，生态“红城”已经

成为乌兰浩特市的城市新

名片，优良的生态环境正

转化为后发优势，为当地

实现绿色转型提供不竭动

力。

科右中旗脱贫三部曲：生态饭“牛”文章 文旅融
文/新华社记者 安路蒙 贺书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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