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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 日下午，初秋的呼伦贝

尔大草原天高云淡，“风帆起北

疆 喜迎二十大”内蒙古日报社大

型全媒体传播活动报道组来到陈

巴尔虎旗鄂温克民族苏木哈吉嘎

查。

在一望无际的草场上，圆滚滚

的草卷儿像刺猬酣睡在辽阔的草

原上。牧民斯日古楞一边招手一边

朝着尘土飞扬的搂草机方向大声

呼喊：“嗨，歇息，开饭了。”四五个

牧民说笑着走到送饭车前，揭开保

温桶，大口吃着包子。斯日古楞将

热气腾腾的奶茶递到他们手里，

“他们已吃过午饭，这是加餐，要不

等晚上收工时就没力气啦。”从 8

月12号开始进入打草季，斯日古楞

家的草场上，一片繁忙的景象。新

租借的拖拉机、割草机、搂草机、捆

草机等崭新的机器隆隆作响，来回

穿梭，她看在眼里喜在心上。斯日

古楞家有 7500 亩草场，饲养了 70

头牛 800 多只羊，以往每年打草都

需要雇人帮忙，机器加上人工等费

用将近 9 万元。今年，嘎查发展集

体草业基地项目，购置了各种打草

设备。斯日古楞一家从嘎查租用机

械雇用牧民打草，比往年自己打草

节省了 4 万多元，斯日古楞的丈夫

受雇于嘎查操作捆草机，一天能挣

2000元，加上斯日古楞给牧民做饭

挣的钱，今年她家打草几乎没花

钱。说起自家草场，34 岁的斯日古

楞打开了话匣子。

“这几年国家政策好，给牧民

的补助多，我家的生活一年比一年

好。12 年前我刚结婚时，婆家只有

一间破旧的木刻楞（当地人居住的

木屋），2011 年国家给我们盖起了

58平方米的砖房子，2014年我们将

房子扩建到了 110 平方米，2018 年

又进行了精装修，安装了暖气，今

年我家新买了电视、双开门冰箱、

衣柜、沙发，家里水电暖齐全，还用

上了无线 wife，通向外界的路四通

八达，生活是越来越方便，日子也

越过越舒心。”谈起这 10 多年自家

生活翻天覆地的变化，斯日古楞心

花怒放，“明年我们准备再买一辆

越野车，过几年再要个三胎，那就

太完美了。”

从远处走过来的哈吉嘎查党

支部书记苏力德接过话头：“跟着

集体好好干，啥愿望都能实现！”苏

力德说，近几年嘎查打草、捆草、拉

运都已实现机械化作业，但一家一

户“单打独斗”、各自雇用外人收割

牧草，成本较高。今年，嘎查积极争

取到上级部门草业基地建设项目，

购置十几台机械设备，优先聘用本

嘎查具有驾驶技能的富余劳动力

操作机械，不仅使打草的效率成倍

提升，还为嘎查每户平均节省打草

成本 2 万元。牧民有了额外收入，

嘎查也壮大了集体经济，实现了双

赢。“今年的草业项目进展非常顺

利，我们打算明年多购置几台设

备，再建几个草库，把牧民用不了

的草料进行统一收购、统一销售，

让集体和个人的腰包再鼓一些。”

苏力德信心满满地说。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这几年伴

随着国家和自治区各项扶持政策持

续推出，陈巴尔虎旗鄂温克民族苏

木各嘎查发展集体经济获得了源

源不断的动力。去年，哈吉嘎查利

用中央扶持项目资金 125 万元，购

买了 650 只基础母羊并承包到户。

2020年，嘎查争取到250万元项目资

金用于发展牛产业。2021年，哈吉嘎

查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达到40万

元，牧户平均年收入达到5万元。

哈吉嘎查是陈巴尔虎旗发展壮

大嘎查集体经济、激活乡村振兴新

动能的一个生动缩影。陈巴尔虎旗

的 29 个嘎查通过因地制宜发展牧

区“乳肉草游”产业及其他特色产

业，已经形成了“一村一品”特色。

库热格太嘎查、布敦胡硕嘎查

充分依托临近海拉尔城区的地域

优势，实施仓储物流、观光旅游等

项目；辉屯嘎查利用地域优势制定

边防公路沿线旅游产业发展计划，

打造民族文化一条街，由集体经济

“空壳”嘎查变身为特色产业型嘎

查；乌布日诺尔嘎查创建民族服饰

加工部，打破了仅靠集体资源和传

统畜牧业生产的发展路径……

在 180 亩的园区内，两栋 U 型

建筑分列左右，楼体表面的蓝色金

属装饰条从楼顶延伸到楼底！远远

望去，仿佛垂挂着条条蓝色的哈达，

正门门厅上，蓝宝石造型格外醒目。

9 月 2 日上午，内蒙古日报社

“风帆起北疆 喜迎二十大”大型全

媒体传播活动报道组走进位于乌兰

察布市的内蒙古政务云大数据灾备

中心，满满的高科技气息扑面而来。

“我们这里就是一个‘大光盘’，

专门为政府以及各行业机构提供便

捷、稳定、安全、节能的数据长期储

存和容灾备份全方位解决方案。”内

蒙古中弘紫晶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董

事会秘书李燊形象地打着比方。

进入1号楼的2号机房，30台温

冷一体化储存柜整齐排列。“每个柜

子里面放置6120张蓝光光盘，其中，

蓝色条纹柜的储存空间是0.6PB，也

就是60万个GB，绿色条纹柜的储存

空间是1.2PB，目前一期项目总储存

量达23PB。”李燊介绍。

在二楼展厅，温冷一体化储存

柜的内部别有洞天，“公司提供的

数据存储服务工作原理是依靠自

主知识产权的蓝光光盘，基于‘一

次写入、多次读取’的数据固化技

术，通过物理刻录进行数据资料存

储，光盘使用寿命可达 50 到 100

年。”李燊介绍说。

曾几何时，乌兰察布土地条件

较差、气候冷凉、地下玄武岩覆盖

面积大，被很多人认为是飞鸟不留

的地方。然而，恰恰是这些“劣势”

如今已成为建设大数据中心的“长

板”，“这里地质结构稳定，营商环

境优良，区位优势突出，是建设大

数据中心的绝佳选择。”李燊说。

据了解，“内蒙古政务云大数据

灾备中心”项目规划投资42亿元。其

中，一期工程投资 1.6 亿元，建成

23PB 容量的蓝光灾备存储中心和1

条年生产能力200万片的蓝光光盘生

产线，年产值8600万元。项目二期计

划投资7.4亿元，灾备中心拟扩容至

100PB，蓝光光盘生产线规模将达到4

条，年产值将达到3.67亿元以上。

“这里将是全国最大的大数据

光存储产业园，国家级蓝光基地，国

内最大的自主可控大数据灾备中

心。”李燊的话语中透着无限自豪。

据了解，依托交通、气候、电价

等优势，华为、苹果、阿里、快手等领

军企业纷纷在乌兰察布市布局，已

签约落地17个数据中心企业，共计

26个数据中心项目，总投资约732.1

亿元，服务器规模约419.1万台。

打造数字产业基地，乌兰察布

市获得了“最适合投资数据中心的

城市和地区”“数据中心产业发展

示范城市”“中国数据中心新基建

先锋城市园区奖”等殊荣，“南贵北

乌”的大数据发展格局日渐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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