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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5月 13日讯 （记者 刘晓
冬）13日下午，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
常委会主任李纪恒在呼和浩特会见了
由北京市国资委主任张贵林、市对口
支援合作办主任马新明率领的北京市
企业家一行。

李纪恒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
对张贵林、马新明和各位企业家前
来内蒙古对接京蒙产业扶贫合作项
目表示热烈欢迎，并通过他们向北
京市广大干部群众和企业家朋友对
内蒙古的深情厚谊和支持帮助表示
衷心感谢。他说，发展产业是实现
脱贫的根本之策，我们期望通过京
蒙产业扶贫协作，把内蒙古的资源
环境优势和绿色产品优势与北京的
资金、技术、人才、市场优势紧密结
合起来，加快建设一批贫困人口参
与度高的特色产业基地，培育一批
带动贫困户增收致富的产业化龙头
企业，共建一批劳务培训基地，不断
增强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自我发
展能力。希望北京市广大企业家抓
住深化京蒙扶贫协作的机遇，在内
蒙古这块投资沃土上拓展新的更大
的发展空间，实现企业发展壮大、农
牧民脱贫致富和地区经济发展的多
赢局面。

张贵林说，此次 42 家企业来内
蒙古对接产业扶贫合作项目，就是要
深入贯彻落实京蒙扶贫协作座谈会
精神，聚焦内蒙古国贫旗县，切实在
利用优势资源、发展扶贫产业、转移
贫困人口等方面助力内蒙古脱贫攻

坚。希望通过京蒙双方共同努力，实
现以项目带动产业、以产业推动扶
贫，实现地方经济和企业共同发展，

为内蒙古打赢脱贫攻坚这场硬仗提
供有力保障。

会见结束后，双方出席了京蒙产

业扶贫合作项目签约仪式。
自治区领导张建民、罗永纲、张韶

春参加会见并出席签约仪式。

李纪恒会见前来对接京蒙产业扶贫合作项目北京方面客人

5月13日下午，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纪恒在呼和浩特出席京蒙产业扶贫合作项目签约仪式。
本报记者 袁永红 摄

□新华社记者 杜静

今年3月，在澳大利亚悉尼，300多
名澳大利亚政商界人士汇聚一堂，探讨
如何抓住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带来
的大商机。这一全球首个以进口为主题
的国家级博览会，正在吸引世界目光。

这个大项目，正是一年前中国国家
主席习近平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
峰论坛开幕式主旨演讲中宣布的一系
列举措之一。一年来，“一带一路”建设
合作的“国际列车”进一步聚合动能，加
速向前，携各方驶向幸福安宁和谐美好
的未来。

汇涓成流——全球共识不断积累
“中国特色的水墨画卷”——英国

牛津大学访问学者蒋希蘅在谈及“一带
一路”时曾这样作比。

她说，就像看惯油画的西方人开始
不太领会中国水墨的留白，到后来学会
欣赏其格局和意蕴。有的国家曾对中国
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缺乏理解、抱有
疑虑，但随着建设推进，共识不断增多。

“具有深远的世界影响”——英国
首相特雷莎·梅今年2月访华时如此看
待“一带一路”。

“中国对地区繁荣作出的重要贡

献”——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博鳌亚洲
论坛年会上这样评价“一带一路”。

这一源自中国、属于世界的倡议正
被越来越多的国家认同和接纳。

将“一带一路”建成和平之路、繁荣
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
这是习近平主席在一年前的演讲中提
出的明确目标和愿景。

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到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从亚太经
合组织岘港会议到博鳌亚洲论坛年会，
一年来，习近平主席在多个重大国际场
合反复阐释“一带一路”倡议，让世界对
这一造福众多国家人民的世纪工程有
了更多理解和认同。

正是得益于这样的指引，由中国起
笔，横跨大洲的“一带一路”画卷正变得
越来越清晰、生动而丰富。“一带一路”
的建设规划和项目落地不断推进，国际
合作不断结出硕果。

“‘一带一路’倡议或将成为人类历
史上规模最大、最为重要的经济发展项
目，它将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推动商业并
为人类福祉作出贡献。”英国亚洲之家
主席葛霖如此展望。

交相呼应——国际伙伴越聚越多
古丝绸之路绵亘万里，“一带一路”

更没有尽头。这一重点面向亚欧非大

陆的倡议正向全世界敞开怀抱。
地处中美洲的巴拿马去年 6月同

中国建交后，迅速加入“一带一路”建
设，成为第一个与中国签订“一带一路”
建设备忘录的拉美国家。

巴拿马驻华大使施可方不久前接
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一带一路’
倡议联动全球，巴拿马希望成为‘一带
一路’倡议中关键的一点。”

一年前，习近平主席在演讲中郑重
承诺：“不论来自亚洲、欧洲，还是非洲、
美洲，都是‘一带一路’建设国际合作的
伙伴。‘一带一路’建设将由大家共同商
量，‘一带一路’建设成果将由大家共同
分享。”

正是这种平等性、开放性、普惠性
的特质，让“一带一路”的朋友圈不断扩
大，越来越多的国家、国际组织和企业
对“一带一路”倡议投出了“信任票”和

“支持票”。
迄今，已有8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

同中国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
议；联合国大会、联合国安理会等重要决
议纳入“一带一路”建设内容；乌兹别克
斯坦将“一带一路”写入外交法令……

全球企业界也已把“一带一路”视
作不可错失的机遇。今年3月，德国工
业巨头西门子公司宣布在北京设立全

球“一带一路”办公室，并已与超过100
家中国企业合作开拓“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市场。

美国高科技制造企业霍尼韦尔公
司、英国汇丰银行、澳大利亚矿业巨头力
拓公司……在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
道的报道中，多家跨国公司高管表示，

“一带一路”倡议意味着难得机遇，特别
是在基础设施等领域催生大量新商机。

彭博新闻社的文章说，“一带一路”
已经成为“真正的全球方案”。

扎实推进——宏伟图景更添新色
到处是土灰色的煤渣砖房，四周

被悬崖、沙漠和海水环绕，如同被世
界遗忘的角落。巴基斯坦瓜达尔曾经
是一座偏远沉寂的南亚小渔港，世界
经济的蓬勃脉动在此难寻。如今焕然
一新的集装箱码头、正在建造的酒
店，以及联通远方的高速公路和铁路
展现眼前，一派热火朝天的城市建设
景象。

这是美国《大西洋》月刊记者在瓜
达尔港的所见。这种改变正源于“一带
一路”建设。作为中巴“一带一路”合作
的标志性项目，瓜达尔港自中国企业负
责建设和运营以来发展提速，点亮了当
地人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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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行天下 通向未来
——写在习近平主席发表《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主旨演讲一周年之际 本报鄂尔多斯5月13日电 （记者 王玉琢）5月的

鄂尔多斯大地，绿树葱茏百花争艳。记者来到伊金霍洛
旗伊金霍洛镇的沙日塔拉村，沿着村路看去，两边郁郁葱
葱的松树，蓬勃挺拔着实让人惊喜。

57岁的村民韩银锁正在地里浇灌小树苗，看到记者
他笑盈盈地迎上来，高兴地指着眼前长势粗壮的一片小
松树林说：“我有400多亩五荒草牧场地，依托伊旗政府

‘掏钱买活树’政策，今年将20多亩全部种了松树，用12
亩地做育苗，一亩育1000株，年底预计能收入20多万
元。”一旁的村民苏智荣说：“我种树3年了，依托党的好政
策，收入从几万到几十万元，种树挣钱，造林绿化，为子孙
造福，好事！如今全村有100多户，有三分之二的村民都
利用五荒地种上了松树，奔小康了！”

针对鄂尔多斯市普遍存在苗木库存量大，农牧民育
苗难卖问题，该市实施“掏钱买活树”的造林机制，既解
决了农牧民苗木积压的燃眉之急，调动了农牧民参与造
林绿化的积极性，又解决了林业部门落实造林地块难的
问题，这“一箭三雕”的举措，为农牧民畅通了致富渠道。

以伊金霍洛旗为示范，鄂尔多斯市采取财政补贴种
苗的方式，由农牧民提出申请，在自有的五荒地上自育
苗木承包造林，按造林规程自行栽植、浇水、抚育养护，
纳入林地管理，造林权归属农牧民。根据验收结果，按
比例对各类苗木进行分类补贴。这种义务植树采取“掏
钱买活树”机制，充分调动起了农牧民绿化美化造林的
积极性，也加快了脱贫致富的步伐。截至目前，鄂尔多
斯市利用五荒地种树20多万亩，带动5万多农牧民致
富，这是该市多措并举实施生态建设的一个缩影。

鄂尔多斯市还大力发展符合地区实际的沙棘、山杏、
红枣、肉苁蓉、文冠果、葡萄、枸杞、海红果等8大特色经济
林，积极布局建设林沙产业基地，预计今年完成经济林种
植面积17万亩。

在准格尔旗暖水镇德胜有梁村，有位人称“果树大王”
的村民王在达。他的果园里，一排排枝繁叶茂的果树已经
挂果，他满脸欣喜地说：“今年果树比往年的长势要好，去年
我种的6亩‘百果树’收获了近11万斤苹果，收入达66万元；
3亩苹果苗，售苗4万株，每株9至10元，收入38万元，2项
收入合计104万元。除去开支9万元，纯收入95万元。”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如何在推进生态建设的同时，使林业产业发展和农
牧民增收致富有机统一，真正把绿水青山的经济效益充分发挥出来，延伸林业产业
化链条，使经济林成为农牧民增收致富的“绿色银行”，鄂尔多斯破解了林业改革发
展这一大难题。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点，经济林产业不仅可以为村里留守的年纪偏大、
劳动力较差的人在家门口找到挣钱机会，更为外出打工的村民回乡致富找到了门
路。从去年开始，鄂尔多斯林业部门按照“庭院妆绿、村庄掩绿、荒沙披绿，一村一
景观、一树一产业”的建设思路，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户种百果树”活动，鼓励农
牧民在适宜发展果树种植的房前屋后，种植1种或多种果树100棵，建设一批果
园。2018年，全市计划完成经济林种植面积17万亩。入春以来，各地把发展特色
经济林作为林业精准扶贫的重要产业来抓，依托生态村和美丽乡村建设，通过政
策扶持、项目带动、农牧户积极参与等模式，全面推进实施“户种百果树”活动。目
前，全市参与种植的农牧户达到1万多户，培育典型示范户551户。

在达拉特旗“三湖·农庄”红枣采摘园，去年种植的1480亩红枣树一片油绿，
林下套种的200亩连翘苗木茁壮。正在园里忙碌的采摘园总经理李怀民信心满
满地说：“2018年计划种植红枣树520亩，套种红树莓180亩，计划建成3个日光
温室大棚12亩，计划完成保鲜冷库的建设，在达拉特旗打造成上万亩红枣园，带
动1000农牧民增收。”

鄂尔多斯有许多社会资本，也都参与到生态绿化中来。今年，鄂尔多斯市完成
林业生态建设面积152万亩，义务植树800万株。

【记者手记】
近年来，鄂尔多斯市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治沙造林，启动实施了天保工程、退

耕还林、“三北”四期、京津风沙源治理等国家重点工程和“四区十线一新村”绿化、碳
汇林、城防林、国有林场站低质低效林改造等地方林业工程，广泛开展了道路绿化和
村屯绿化及矿区复垦区绿化、防沙治沙、经济林建设等各项工作。“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生态建设的跨越式发展使生态环境和农牧民增收实现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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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问题是巡视工作的生命线，
推动解决问题是巡视工作的落脚点。
从巡视整改督查和正在开展的十届自
治区党委第三轮巡视情况看，被巡视
党组织普遍能够按照巡视整改要求，
制定问题清单、任务清单、责任清单，
逐条对账、逐项研究，解决了一批突出
问题和顽瘴痼疾，推动政治生态明显
改善。

同时也要看到，个别被巡视党组
织在聚焦重点、突破难点上还有差距，
动真碰硬的决心不足，攻坚拔寨的韧
劲不够。比如，在解决项目建设、民生
改善、生态环保、脱贫攻坚、资金滞留、
债务化解等方面的问题上，不愿触碰
利益藩篱、不敢揭开矛盾盖子，绕着问
题走，有时揣着明白装糊涂，有些重点
事项列入中长期整改计划后便不了了
之。比如，在见人见事上缺乏刀刃向
内的勇气，明明该拿一把手说事，却约
谈几个副职；明明该问责领导干部，却
处理几个工作人员；明明该按要求追

钱追物，却只见动作不见成效。比如，
在处置问题线索上标准不一、尺度不
严，有的对移交的问题线索久拖不结，
有的对明显违纪违规的事实核查不
深，有的执纪问责偏轻偏软，未能起到
警示震慑作用。

客观上讲，巡视发现的不少问题
情况复杂，需要稳妥慎重、深入甄别，
有些也不是一朝一夕能够整改到位
的。但不能因为硬骨头多、打攻坚战
多、动奶酪多，就畏首畏尾，当老好人
和太平官。直面和解决难点问题不会
掩盖成绩，而是为了更好地推动工
作。被巡视党组织要坚持破字当头、
迎难而上，拿出“越是艰难越向前”的
勇气和“狭路相逢勇者胜”的魄力，从
重点难点问题着手，从主要矛盾和矛
盾的主要方面突破，变压力为动力、化
挑战为机遇，多措并举推动问题见底
清零，切实把整改成效转化为促进改
革发展的强大动力。

（自治区党委巡视办）

“抓好巡视整改，强化成果运用”系列评论之三

要聚力破解重点难点问题

□本报记者 郝飚

这几天，家住乌海市海南区巴音陶
亥镇渡口村四道泉村民小组的李小平
心里乐开了花。前不久，他家养殖的母
驴下了小驴驹，看着在圈里的毛驴逐渐
增多，李小平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这
刚下的18头小驴大部分都是公驴，按
一头卖5000块算的话，能卖10多万。”
李小平盘算着自己的幸福账。依靠养
驴，他们一家不仅脱了贫，还走上了一
条致富路。而在3年前，这一家人还在
为生计发愁。

2014年，因突发脑梗，李小平失去
了劳动能力，原本靠种地为生的他们
一家一下子塌了半边，生活难以为继，
成了四道泉村建档立卡的贫困户。

近年来，四道泉村兴起了肉驴养
殖，看到村里很多人都靠养驴致了富，
李小平也萌生了养驴的想法，但苦于
没有资金支持。2016年，在了解到他

的想法后，村里的养驴大户同时也是
四道泉村民小组组长的张喜成，以低
于市场的价格将自己的11头驴卖给李
小平，并向他传授养殖技术。在张喜
成的帮助下，李小平盖起驴棚，走上
了养驴之路。第一年母驴就下了小
驴。脱贫攻坚驻村工作队根据李小平
家的情况，为他制定了帮扶措施，并
为李小平协调申请到了 30万元的金
融扶贫贷款。有了这笔钱，李小平扩
大养殖规模，两年间，他养殖的毛驴
数量从最初的 11头增加到了现在的
51头。按照现在的市场行情，李小平
每年仅养驴可以有七八万元的收入。

去年，李小平一家稳稳摘掉了贫困户
的帽子。

四道泉村是渡口村下辖面积最大
的自然村，也是贫困人口最多的一个
村，过去这里家家户户以种田为生，因
土地贫瘠，一年辛辛苦苦下来，村民们
收入微薄。如今，毛驴养殖成为这里的
主导产业，很多贫困户依靠养驴趟出了
一条致富路，四道泉村也成为远近闻名
的养驴村。“养驴简单不费事，而且驴生
病少，浑身都是宝，市场行情又好，很适
合像李小平这样干不了重体力活儿的
贫困户。”张喜成说。

张喜成是村里第一个大规模养驴

的人。2013年，瞅准了养驴市场行情
好，他投入了20多万元购买了70多头
驴试水肉驴养殖，没想到不到一年半
时间，本钱就挣了回来。尝到甜头的
他不断扩大养殖规模，渐渐地凭借养
驴成了村里的富裕户。看到张喜成养
驴挣了钱，村里很多人也开始养驴。
张喜成为他们无偿提供养殖技术和销
路，并联合大家成立了养殖专业合作
社。目前全村已有30多户村民加入了
合作社，这其中很多都是像李小平这
样的贫困户，而合作社养驴规模更是
达到了1800多头。

在四道泉村的边上，一座正在建设
的肉驴集中养殖区已初具规模，这为四
道泉村的养驴产业带来了更大的发展
空间。“集中养殖不仅能为养殖户节省
不少成本，还可以把没有搞养殖的居民
的土地集中起来搞流转，用来种植草
料，为他们提供致富的渠道。”张喜成
说，合作社还将充分利用驴的营养和药
用价值，发展驴产业的下游产品。

四道泉村养驴致富记

共同构筑发展繁荣的美好未来
——写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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