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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峰骆驼可以走多远？

百度的回答是每小时3~5公里，不吃

不喝能坚持3240~5400公里。然而，阿拉善

右旗给出的答案则远远超越了这个距离，

那里的骆驼已经走出大漠戈壁，走向无限

远的未来。

一个产业的力量可以有多大？

2013年以前，阿拉善右旗农牧民收入

以转移性收入为主。2019 年，全旗农牧民

人均纯收入达到 4.3 万元，其中经营性收

入占 57.5%，来自骆驼产业的纯收入占

79%。全旗贫困发生率从2014年的10.81%

下降为零；建档立卡贫困户人均纯收入由

2015年的12781元增加到2019年的27772

元，年均增长21.7%。

冲锋——人脱贫、村出列、旗摘帽，问

号变作惊叹号

举目皆沙、遍地荒凉，鞭长驾远、路旷人

稀。这样的“标签”，阿拉善右旗贴了很多年。

“天上无飞鸟，风吹砂石跑。一家人，

几十峰骆驼，怎么养也不挣钱。”

“出趟门，半天到不了地方。什么时候

咱这里能有条像样的路？”

2014年，阿拉善右旗共有8个贫困嘎

查，建档立卡贫困人口1017人。最远的牧

户离旗政府所在地450多里，因病、因残、

因学、因灾是致贫主要原因。农村牧区产

业基础薄弱，部分地区荒漠化严重，农牧

民饮水安全难以保障，旗境内没有一条高

等级公路。

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难道这里

只能生长落后和贫穷？阿拉善右旗人不

信，也不甘。

“只要还有一家一户乃至一个人没有

解决基本生活问题，我们就不能安之若

素；只要群众对幸福生活的憧憬还没有变

成现实，我们就要毫不懈怠团结带领群众

一起奋斗。”

水困行难，是脱贫攻坚最难啃的“硬

骨头”、制约阿拉善右旗发展的最大瓶颈。

“始终坚持发展第一要务不动摇，建设一

批打基础、利长远的重大工程、重点项目。

冲锋，就从这里开始！”旗委书记杨海发出

动员令。

2016年7月25日上午8时，清冽的天

然富锶弱碱水顺着输水管道喷涌而出，具

有里程碑意义的巴丹吉林镇新水源地供

水工程宣告竣工，全旗75%以上的人口告

别苦咸水、劣质水，喝上安全优质的矿泉

水。

京新高速阿右旗段、国道307线雅山

段相继建成通车，结束了阿拉善右旗不通

高等级公路的历史，“北开南联、东进西

出”的大交通格局形成，昔日的交通末梢

成了区域交通枢纽。

绘出决战图、立下军令状，发扬“工匠

精神”、下足“绣花功夫”。1名旗处级领导

干部、1个旗直部门、2名旗级选派干部共

同包联1个嘎查，“1121”帮扶机制务实管

用，责任体系自上而下建立。

旗委书记带头遍访，三级书记抓扶

贫，工作总队、18个脱贫攻坚专项推进组、

40个驻村工作队入驻……精准识别、精准

施策、精准帮扶，各层“链条”全面转动，不

拔穷根绝不罢休。

车窗外，沙漠、戈壁、山丘、草滩、湖泊

交替闪过，中午时分，胡树其嘎查到了。

胡树其是阿拉善右旗唯一的边境苏木

塔木素布拉格苏木政府所在地，是全旗贫

困户最多的贫困嘎查。在嘎查党支部领办

的绿丰农牧民专业合作社驼圈里，150峰骆

驼膘肥体壮，他们或站或卧、悠然自得。

“嘎查 29 户贫困户全部吸纳进合作

社。我们整合项目资金，为每户购买3峰骆

驼，合作社托管 3 年，每户每年分红 2000

元，托管期结束，每户返还6峰骆驼。2018

年，29户贫困户都脱了贫。”嘎查党支部书

记、嘎查达布仁图古斯说。

全旗设立党员中心户37户、党小组60

个，嘎查党支部书记、党员中心户领办合

作社 12 家，实体化运作的 27 家农牧民专

业合作社党的组织和工作全覆盖。

立足“两不愁三保障”总体要求，高标

准建成13个集中区，累计搬迁转移农牧民

4700 多名。拿出七成以上可用财力，每年

为民办10件实事，构建起城乡居民养老、

医疗、就业、教育、安居、低保六大民生保

障体系，各项民生指标走在自治区前列。

当年的问号变作巨大的惊叹号。2016

年，8 个贫困嘎查出列；2018 年 7 月，阿拉

善右旗退出自治区贫困旗县序列；2019

年，贫困户全部脱贫。

突破——打特色牌，“沙漠之舟”承载

健康产业新使命

阿拉善是“中国骆驼之乡”，阿拉善右

旗双峰驼总存量5万余峰，占全盟总数的

45%，保有量更是占到全国的 20%，堪称

“驼乡中的驼乡”。可是，独特的资源在“沉

睡”，全旗上下心急如焚。

“乡村振兴要靠产业，产业发展要有

特色，要走出一条人无我有、科学发展、符

合自身实际的道路。”

思路廓清，迷茫中奋起。“全力做好双

峰驼优良种质资源保护开发‘大文章’。”

旗委副书记、旗长罗志伟说，“让‘沙漠之

舟’承载健康产业新使命。”

产业要发展，没有硬核的“龙头”咋

行？一次机场邂逅，罗志伟和“立志实现骆

驼价值最大化”的新疆旺源生物科技集团

董事长陈钢粮再提在阿拉善右旗兴办骆

驼产业龙头企业的话头。

之后，罗志伟几赴新疆，双方几番磋

商。2014 年，作为旺源生物科技集团的分

公司，计划总投资 3 亿元、注册资金 3000

万元，集产品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驼

乳深加工企业——内蒙古沙漠之神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在阿拉善右旗落地。

秋日的早晨，巴丹吉林镇静谧、清冷，

白墙蓝瓦装点下的“沙漠之神”却热闹非

凡。刚刚8点，后院空地就被各色车辆塞满，

车主们正将一只只银色奶桶搬至送奶间。

和着鼎沸的人声、奶桶触碰地面的叮

当声，巴音高勒苏木乌兰塔拉嘎查送奶牧

民何承伟一边同妻子从车上提奶桶，一边

大声回答我们的提问：“家里34峰奶驼，一

天毛收入就有2800块！”

骆驼产奶量小，不易存储，过去牧民

只是自用。骆驼奶营养价值极高、开发利用

潜力巨大，好东西不生钱，农牧民搭不上脱

贫致富“快车”。“沙漠之神”入驻后，锈住的

“铜锁”打开了、愁人的难题有解了。

旗里出台骆驼产业中长期规划，每年

安排300万元专项资金用于农牧民交售鲜

驼奶补贴，投资3亿元建成骆驼产业科技

园，构建起“科技创新+龙头企业+合作

社+家庭农牧场”的产业扶贫发展模式，扶

持成立骆驼养殖农牧民专业合作社63家、

养殖基地 20 座、驼奶疗养所 2 家、驼奶中

转站7个，请来技术人员专门培训农牧民。

一通百通，骆驼产业成了响当当的支

柱产业，目前已形成年加工鲜驼乳6000吨

生产能力，液态奶、驼奶粉、驼乳益生菌活

性片、驼乳香皂等4个系列8个种类产品。

“沙漠之神”获评自治区优秀扶贫龙头企

业，全旗培育骆驼养殖户811户，带动贫困

户131户300人，8个贫困嘎查集体经济年

均增长10%以上。

今年以来，全旗收购加工鲜驼乳 800

余吨，同比增长近8倍，预计全年可收购加

工驼乳1600吨，产值将突破1.6亿元。3000

多农牧民参与骆驼产业发展，养驼户户均

增收2万元以上。

在当地，永红是个名人。6年前，因为缺

乏生产资料，他家被识别为建档立卡贫困

户。“沙漠之神”来了，永红租下4万亩草场，

成立合作社，瞅准机会养奶驼，迅速逆袭成

为百万元户，骆驼数量发展到300多峰。

从巴丹吉林镇出发，一小时后到达巴

音博日格嘎查永红家。永红不在，送驼奶

去了，他的妻子、大眼睛的娜仁图雅把我

们让进家。“每天挤两次、送一次，很累的。

最苦的是冬天送奶，手冻得伸不出来。我

们自己也得努力，勤劳才能致富。是不是

这个理儿？”她笑着说。

跨越——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

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曾经小散远弱，而今颜值、实力兼备。

从一开始，阿拉善右旗就将脱贫攻坚和乡

村振兴一同布局、统筹推动、有效衔接。乡

村振兴与产业发展、美丽乡村建设、守土

戍边深度结合的经验还得到国务院办公

厅通报表扬。

只有打好脱贫攻坚战，才能为乡村振

兴奠定坚实基础；只有实现乡村振兴，才

能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脱贫摘帽不是

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在阿拉

善右旗，这是最大的共识。

“我们的全自动挤驼奶生产线，自动

计量、自动清洗、自动消毒、自动脱杯。你

们看，这边，24峰骆驼8分钟就挤完了。”80

后，脑子活，做事很拼，2019年赴任阿拉腾

朝格苏木党委书记的阿荣留给人的印象

十分鲜明。

吸引社会资本、整合各类项目资金

2000多万元，苏木建成呼和乌拉嘎查骆驼

产业基地、阿拉腾塔拉驼奶储运中转站、

万驼园养殖专业合作社；看中距离甘肃

张掖平山湖国家地质公园只有 6 公里的

优势，建起那仁布拉格驼产业马文化旅

游康养科技示范基地、查干通格嘎查采摘

园……骆驼产业支撑，牧旅融合、农旅融合，

资源变成“潜力股”，阿拉腾朝格是缩影。

脱胎换骨，仅仅用了一年。全苏木骆

驼产业效益由 2018 年的 5 万元增至 2019

年的300万元，今年将达1500万元。6个嘎

查集体经济收入累计增加72万元，农牧民

人均年收入增加321.7元。

骆驼保有量控制在6万峰左右，既确

保牧民有收益，又不使生态环境遭破坏。

采访中，“生态”“绿色”被频频提及，追求

产业发展的高质量，阿拉善右旗不遗余

力、不打折扣。

成立于2014年，坐落在阿拉善右旗，

内蒙古骆驼研究院是国内首家从事骆驼

基因组学研究、骆驼种质资源保护、骆驼

产品研发与深度开发的科研院所。早在

2017 年就建立骆驼科学研究院士专家工

作站，还建成全球最大的骆驼基因组数据

库，目前已取得科研成果和产品成果 10

项，其中2项科研成果填补国际空白。

高科技“加持”，品牌、人才驱动，链条

加长、质上跨越。打造全国骆驼产业研发

生产基地，按照一期驼肉、乳制品加工，二

期驼乳、驼系列化妆品开发，三期驼乳生

物制药研发生产“三步走”目标，出台驼圈

建设、驼奶收购、骆驼保险、农牧民创业贷

款一揽子补贴扶持政策，把“服水土”的富

民产业做得更强、更优，把这张特色产业

的名片擦得亮些、再亮些。

“驼”字立足，生态产业试水。350万亩

天然梭梭林、150万亩人工梭梭林和寄生

在梭梭身上的肉苁蓉是“靠沙吃沙”的资

本。怎么“吃”？项目资金向新型农牧业经

营主体倾斜，完善与农牧民利益联结机

制，向苁蓉、锁阳深加工领域进军，富民产

业又一“翼”渐渐丰满。截至2019年底，全

旗 40 个嘎查集体经济积累达到 100 万元

以上的有4个、50万元以上的有11个、5万

元以上的有19个。

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用真金

白银保障贫困群体稳定脱贫致富，摘帽不

摘责任、不摘政策、不摘帮扶、不摘监管，

阿拉善右旗在全盟率先建立防贫保障基

金和扶贫创业贷款基金，兜底保障、动态

监测和长效防贫机制切实可行。

补短板、强弱项，集中实施沙漠植物

园、创业孵化园、热电联产集中供热、棚户

区改造、巴丹吉林镇生态修复等重点工

程，巴丹吉林镇荣获全国特色景观旅游名

镇和全国美丽宜居小镇称号，阿拉善右旗

获评自治区园林县城、全区农牧区人居环

境综合整治“十县百乡千村”创建示范。

一份村规民约、一个专职管护组、一

个环境卫生巡查队、一个党建联络组、一

套智能监控系统、一个光荣榜，“六个一”

工作机制推进乡风文明、治理有效。“驼乡

中的驼乡”，农牧民幸福在“加码”。

农牧民富、农牧业强、农牧区美。新时

代的阿拉善右旗，奔跑在以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上。这

条路，让全旗2.5万各族儿女感到踏实、自

信、满足。

只争朝夕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