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兴安7月6日电 （记者 胡日查 高敏
娜）7月5日上午，在阿尔山国际温泉论坛上，由中国
旅游协会温泉旅游分会和中国旅游报联合主办的第
三届中国温泉金汤奖公布首批入围名单，其中阿尔山
圣泉旅游度假区成功入围十佳温泉小镇，位于阿尔山
市的中国温泉博物馆入围十佳温泉和最佳养生温泉。

据悉，每隔2年举办一次的金汤奖有温泉业界
奥斯卡之称，它是中国温泉界唯一权威奖项。
2013年在厦门盛大启幕，通过专业评选，选拨出一
批优秀温泉企业和杰出行业从业者。2017年的第
三届中国温泉金汤奖，携两届活动积淀的品牌影响
力和号召力，全新奖项设计，围绕温泉企业的软硬
件展开，由业内最权威人士组成的专业评审和各个
领域的大众评审，从行业和消费者的角度进行公开
公正的评选，将最终评出全国十佳温泉及10个单
项奖，含金量极高。

阿尔山圣泉旅游度假区

入围中国温泉金汤奖十佳温泉小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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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赤峰7月5日电 （记者 徐永升）
盛夏时节，巴林右旗大板镇准宝日嘎查掀起
了抗旱夏浇的高潮，可在嘎查平整的玉米田
里却见不到开阀放水的农牧民。原来这片
1700亩的土地，今年实施了“投建管服一体
化”的PPP精准扶贫项目。这个土地整理工
程配套建设了智能灌溉和检测系统，农牧民
只需在家中轻点手机，就能实现远程灌溉。
眼下，这个总投资1.67亿元的项目建设已全
线铺开，工程竣工后将把7个苏木镇24个嘎
查村的12.7万亩土地建成高标准农田。

智能灌溉系统究竟是如何工作的？京蓝
沐禾节水装备有限公司的技术员李文岗向记
者展示了物联网技术应用的神奇之处。打开
平板电脑中的APP，眼前膜下滴灌玉米田的

土壤湿度、风速、温度、光照强度等参数一目
了然。这些参数由田间智能气象站的传感器
传到云平台，平台再根据环境参数计算出作
物蒸腾量，判断浇还是不浇，该浇多少水才合
适。李文岗刚按下手动灌溉键，就听见泵房
的水泵抽水声，再点击其中的一个主阀门和
分阀门的图标，就见带着天线的阀门马上打
开，滴灌袋随即鼓了起来，开始向庄稼滴灌。
而系统的测土配方模块还会提出施肥建议，
并通过水肥一体化的施肥罐，将肥料直送作
物根部。

土地整理一靠资金二靠技术，但仅靠政
府的单一投入，很难一步到位达到发展现代
农业的农田标准。今年，巴林右旗创新土地
整理的融资模式，与京蓝沐禾节水装备有限

公司合作，推进智慧农业建设。公司区域经
理乌力吉牧仁介绍，整个项目由企业投资
0.65亿元，用来建设自动化控制、检测系统和
智慧农业等系统；由政府投入1.02亿元，用来
打机电井、铺管道、修作业路等基础设施建
设。作为社会资本的投资方，京蓝沐禾负责
从建设到管理再到服务全过程，企业获得了
20年的特许经营权，可按用水量来收取农田
灌溉服务费。“农民得实惠，企业能赚钱，政府
得民心”，这个三方共赢的项目一经推出就深
受农牧民欢迎。

准宝日嘎查一组牧民那仁满都拉算了一
笔账：过去种玉米每年每亩地最多要交100
元的浇水费用，项目实施后，这笔费用增加到
近150元，可粮食的亩产却能增加200公斤，

亩收入能增加240元，虽然每亩多花50元的
水费，可每亩的纯收入却能增加 200 元左
右。为鼓励和引导土地有序流转，发挥规模
化节水的最佳效能，旗里出台奖励政策：对流
转土地的原承包农户每年每亩奖励40元，对
土地集中由村委会或合作社管理的，每年每
亩奖励10元。对自耕自种的贫困户，将给予
实际发生水费50%的补助。此举将让全旗所
有建档立卡的贫困户益，每年每亩地就能节
省水费支出70多元。

“创新PPP融资的新模式，发展智慧农业
的新业态，这是巴林右旗发展现代农业的一
次新尝试！”巴林右旗国土资源局局长田海峰
认为，这种土地整理的新模式，将会在全旗引
发一场“农业革命”。

巴林右旗：土地整理PPP模式催生智慧农业

□本报记者 郭洪申

开鲁县大榆树镇里仁村的林宝玉去年种
的30亩地中药材收入6万多块，这在村里轰
动不小。“终于甩掉贫困户的帽子了，心里别
提多轻松了。”林宝玉眉里眼里都是笑意。

前些年，一场意外导致林宝玉左腿骨折，
因为干不了重活，日子过得紧巴巴的。3年
前，在村干部的示范带动下，试种了10亩地
款冬花。好收成坚定了他的信心，到去年，他
家的药材种植达到了30亩，品种也从1种增
加为3种。

“60亩地苞米才卖5万多，我30亩地药
材就卖了6万多。实际上不到30亩，里面有
8亩地的桔梗是两年生的，今年才出钱呐！”
谈到收成，老汉难掩喜色。尝到种药材甜头
的他，今年把家里的人口田和承包地全部种
上了药材。“100亩，一色的药材，保守着说一
亩也能收入2000块钱。”

林宝玉脱贫了，王虎两口子看在眼里急
在心头，于是他们接受了镇村干部的建议，也
种了9亩地药材。

王虎的8口之家，因为特别贫困受人关
注。73岁的父母患有脑血栓、心肌炎等病，
常年打针吃药；20岁的长子患有先天性脑

瘫，生活完全不能自理；48岁的大哥意外受
伤后丧失劳动能力；大哥的女儿2岁开始便
因为父母离异寄养在王虎家，王虎两口子供
她读完大学。

“愁没有用，一点一点过吧，日子总会好
起来的。”王虎给自己和媳妇打气，还念念不
忘扶贫政策的好、各级干部的好，“全家都享
受低保呢，丫头上学还有交通和伙食补助。
为了让我多点收入，村里的保洁员也给我做
了，一年有万八千的收入。”王虎和媳妇边给
园子里的防风除草边唠嗑，“这1亩地防风要
是长得好，打的籽够明年种9亩地了，种子钱
就省下了。”村主任王猛嘱咐王虎：“这几天千

万不要再浇水了，前两天雨下透了、够用了，
药材怕涝。”

据介绍，全村今年有 110 户种植中药
材，面积达 3000 亩，其中 40 户是贫困户。
为了让贫困户脱贫有信心、有保障，镇村两
级先期带大家赴赤峰等地进行了考察学习，
并为贫困户免费提供部分种子，免费深松、
旋耕土地和安装喷灌，还有专业技术人员和
经验丰富的种植大户从种到收为贫困户提
供指导。

“中药材种植是我们村的特色增收产业，
已经有成熟的经验和稳定的销路，所以大家
认准了这苦产业能种出甜日子。”王虎说。

“苦”产业种出“甜”日子
■风信子

■亮点

■信息吧

本报巴彦淖尔7月5日电 （记者 韩继旺）
风吹麦浪，大地飞歌。近日，以迎接党的十九大胜
利召开，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6周年和庆祝自治
区成立70周年为主题的“河套酒业杯”杭锦后旗首
届麦田音乐节在蒙海镇开幕。

此次“麦田音乐节”开展为期2天，除开幕式文
艺晚会以外，还在7月1日上午和晚上分别在双庙
镇尖子地村、陕坝镇体育生态公园举办两场文艺演
出，为广大群众带来丰富多彩的视听文化盛宴。

据悉，该音乐节是巴彦淖尔市第一个全民户外
音乐节，旨在把优美的音乐和田园风光相结合，以
音乐为媒，推动文化、旅游与农业产业的深度融合，
扩大河套小麦的知名度，打造乡村旅游新品牌，提
升杭锦后旗影响力。

杭锦后旗

首届麦田音乐节开幕

本报呼和浩特7月5日讯 （记者 皇甫秀
玲）6月29日下午，呼和浩特市回民区庆祝建党
96周年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朗读者”大赛举
行。来自回民区机关党员干部及为辖区做出贡献
的离退休老党员老干部500余人现场聆听。

“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
一个，我是想到自己最少的那一个，我是坚守到最
后的那一个，我是行动最快的那一个，我是牵挂大
家最多的那一个……”回民区委办、安监局、环河
街道办事处等10个党组织的参赛选手们，用平实
质朴的文字语言，讲述了身边发生的一件件感人
故事，讲述了基层党建工作的好经验、好做法，诠
释了回民区环卫、城管、社区等各领域的优秀党员
干部恪尽职守、无私忘我、甘于奉献的模范党员形
象和先进党组织勇于担当、攻坚克难、服务百姓的
良好风貌。朗读者身旁的大屏幕同时再现着每个
故事的真实画面，让聆听者用眼用心真切感受到
了故事背后感人的场景和画面。

整个“朗读者”大赛活动，通过朗读感人故
事、唱响红歌、重温入党誓词等环节，旨在唤醒党
员党性意识，进一步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
力，扎实推进回民区“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
化、制度化，教育和鼓舞广大党员以榜样为力量，

“学在经常、做在日常”，以昂扬的斗志和饱满的
热情积极投身到经济社会建设和发展的各项工
作中。

回民区庆祝建党96周年

学习教育朗诵大赛举行
本报包头7月5日电 （记者 格日勒图）近

日，包头市白云鄂博矿区司法局及民政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的党员志愿者们来到该矿区健康养老
产业园的建筑工地，为工人们送去法律读本，进行
法律解答，同时还给他们送去了毛巾、矿泉水、西瓜
等解暑降温的节日礼物。

活动中，党员志愿者们把法律咨询台设在了工
地现场，向工人们宣传安全生产、劳动监察受理投
诉条件及程序、依法维权等法律知识，向工人发放
了有关法律援助的宣传册。本次活动得到了农民
工的一致好评，大家纷纷表示希望这种形式多样、
贴近生活的服务活动能经常开展。

白云鄂博区

党员志愿者送法律到工地

本报乌海7月5日电 （记者 于海东）今年，
海勃湾区以创新驱动和项目拉动作为产业转型升
级的主攻方向，着力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加快培育
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煤焦生产加工基地向清
洁能源生产加工基地转变步伐。

在海勃湾区工业转型升级重点项目——乌海市天
宇集团华信煤气制LNG项目施工现场，员工正在进行
复工前的安全检查、设备清洗等前期准备工作，项目预
计9月试生产。天宇集团华信煤焦化公司是集炼焦、焦
炉煤气生产等为一体的循环生产企业。企业每年生产
主产品100万吨焦炭外，还可产生副产品焦炉煤气2.4
亿立方米。为延长产业链，企业于2014年开工建设了
总投资3亿元的焦炉煤气制LNG项目，利用焦炉煤气
制造液化天然气，每年可生产液化天然气6万吨。目
前，海勃湾区焦化企业纷纷走上清洁能源转型之路。

海勃湾区

向清洁能源生产加工基地迈进

本报包头7月5日电 （记者 吕学先）“沙尔
沁的辣椒，海岱的蒜”。包头市东河区沙尔沁镇海
岱村因有百年种植紫皮大蒜历史而远近闻名。如
今，“海岱蒜”正让这里的村民走上脱贫致富路。

海岱村共有村民 635户，其中贫困户 29户。
过去，由于大蒜产量低，再加上价格不稳定，村民种
植大蒜的积极性一度受到影响。2012年，村里成
立利丰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申请了“老海岱”商
标，同时承包村民100多亩土地，全部种植大蒜，并
优先承包贫困户的土地，吸收他们来合作社打工。

“合作社承包了我家土地 我在合作社打工，生
活越来越好了！”辛召兵是村里的贫困户，过去，他
家一直靠种植玉米维持生计，自打村里成立了利丰
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后，他把4亩地流转给合作
社，每亩收入翻了近10倍。

海岱村委会主任尚全明介绍，种玉米，一亩地
也就挣个六七百元，而种大蒜，一亩地轻松挣个七
八千。

此外，合作社还筹资建起蔬菜保鲜库，购进设
备，不仅销售生蒜，还把大蒜制成黑蒜、醋腌蒜、蒜
泥等制品，提高大蒜附加值，并积极参加各种农副
产品展示会，让“海岱蒜”走出包头。如今，“海岱
蒜”已成为村里的主要经济作物，每亩收入能达到
8000元左右，成为名副其实的致富品牌。

村委会主任尚全明表示，去年，村里的贫困户
已有20户人均收入达到6000元已经脱贫，今年还
剩9户，争取让他们在打工的同时学到技术，在年
底脱贫。

“海岱蒜”变身致富品牌

□王建庭

这几天，阿荣旗三岔河镇沃尔汇村的相汉
斌、顾国利等几名农民党员开着自家的四轮车，
集中清理排水沟内的垃圾和废料，顺道还把街道
两侧的废塑料袋等垃圾一并收到车上拉走了。

“马上到汛期了，得把村里这些排水沟都清
理利索了，万一来了水，一旦堵了，说不准就把谁
家给淹了！”“村里现在建设的好了，得让大家伙
儿养成一个良好的卫生习惯，不能光靠保洁员一
个人。我们这些老党员没事的时候都动起来，带
着大家一齐动手，很容易就把环境卫生保持好
了！”老党员相汉斌说。

不仅仅是在村容卫生整治上，产业发展、脱
贫攻坚等无论是哪项工作，沃尔汇村的党员个个
走在前。

2015年，村党支部书记相汉青带领5名村组
党员干部创办了五谷产销合作社，年底，产品打
入市场后收到了非常好的效益。第二年，合作社
与全村120户农民签订种植高油高蛋白大豆和
2000多亩有机杂粮订单。现在，“岭东五谷”品
牌已经享誉旗内外，村民的粮食也卖上了高价。

村委会主任张淑英，免费给贫困户提供养殖野
猪技术，赊销给他们猪崽，出栏时帮他们高价出售。
2年时间，尹景山等10户贫困户摘掉了贫困帽。

沃尔汇村有一处150多亩的荒山，一到雨季
山下的耕地就被水冲。书记相汉青带头在荒山
上种植了黄芩、苍术等中草药，2年下来，水土保
持住了，中草药还能卖钱。

“我们沃尔汇村有 26名党员，除了外出务
工、从业的10名之外，在家的16名党员个个都
是引领发展的排头兵！”说起全村党员的带动作
用，村支书相汉青尤为自豪。

村里的党员个个走在前

□本报记者 胡日查 高敏娜 摄影报道

近日，科右前旗乌兰毛都苏木勿布林
嘎查塔林乌英嘎民族服装店内，经理斯琴
高娃正和10多名蒙古族妇女飞针走线，
一起用灵巧的双手缝制札萨克图刺绣服
饰。

斯琴高娃是科右前旗科尔沁蒙古族
服饰与刺绣艺术的传承人和民间艺人，自
治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为了传承
和发扬民族文化，丰富和发展民族刺绣艺
术，多年来，她把自家的服装店当成了牧
民交流、传授刺绣技艺、制作刺绣产品的
场所，先后培养蒙古族、满族、朝鲜族等多
个少数民族学员50多名，累计帮助近百
名失业、就业困难农牧民实现再就业创
业。斯琴高娃还把牧民制作的各种手工
艺品、民族服饰摆放到店里，将特色刺绣
作为当地的特色旅游纪念品推向市场，受
到了各地游客的喜爱。如今，刺绣已成为
当地牧民增收致富的重要途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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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闻

刺绣作品深受游客喜爱。

牧 民 围 坐 一牧 民 围 坐 一
起飞针走线起飞针走线。。

斯琴高娃和牧民探
讨刺绣技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