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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吴海龙 郝斌
施佳丽 郭洪申

夏日的扎鲁特草原，阳光明媚，碧
空如洗。

“国家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为我
们嘎查描绘了美好蓝图，今年我们做
大产业的干劲更足了。”第一次成为全
国人大代表的通辽市扎鲁特旗巴彦塔
拉苏木东萨拉嘎查党支部书记吴云波
说起他的“牛”产业，眼睛里闪烁着激
情的光芒。

从全国两会回来，人大代表吴云
波一边向乡亲们传达两会精神，一边
筹划合作社的“牛”生意。2013 年起，
他成立养牛合作社，总资产一步步壮
大到 3400 万元，已带动 37 户贫困户稳
定脱贫。

这，只是其中的一簇光。
在通辽市，一批批像吴云波这样

的“牛”人和“牛”企业，凭借着“牛”政
策和“牛”劲头，以变破局，以质为帅，
担当起高质量发展的“排头兵”。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把重点
放在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上，把实
体经济做实做强做优。”习近平总书
记的嘱咐言犹在耳。

战鼓擂响，号角劲吹。通辽市高
质量发展路径更为清晰——一项项举
措密集出台，全市呈现全面发力、多点
突破、纵深推进的局面，经济结构调整
和产业升级步伐不断加快，高质量发
展的新动能不断积聚。

一加一减 汰旧立新
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
经济下行压力犹存，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风生水起。在此形势下，一个
地区如何谋求新的经济增长点？通辽
市科尔沁区谋势而为，通过引进伯恩
露笑蓝宝石等一批重大科技项目，向战
略性新兴产业发力，努力推动当地产业
迈向中高端。如今，全球最大的蓝宝石
晶体生产基地已经在这里打牢根基。

走进伯恩露笑蓝宝石有限公司的
生产车间，171 个蓝宝石长晶炉整齐排
放，长晶炉发出“嗡嗡”之声，地上地下
各种管道纵横交错。但是，活跃在这
个车间的工人只有 6 个，可见自动化程
度很高。

“炉膛清理、装料、化料、引晶、退
火，一个生长周期需要 20 天左右，单炉
每月出来的产品约为 1.3 个晶体，每个

晶体 80 公斤。”办公室主任韦会强介绍
道。

伯恩露笑蓝宝石有限公司，由国
内电磁线上市公司露笑科技与全球最
大玻璃面板生产企业伯恩光学合资设
立；是国内目前唯一一家 80 公斤级规
模化稳定生产企业，而且能耗较国内
同类产品低 15%左右；是苹果、三星产
业链的直接供应商；产品广泛应用于
半导体、化工、航空、航天、国防等高科
技领域⋯⋯

这个“巨”字头项目，缘何落户科
尔沁？韦会强一语道破天机：“这得益
于当地产业迈向中高端的发展定位及
电价等优惠政策。”

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
任李纪恒在自治区党委十届六次全会

上强调，坚决淘汰落后、低端、过剩产
能，培育壮大非煤产业、非资源型产
业，发展现代能源经济。

在“减”与“加”之间，通辽主动作
为，精心作答这个时代命题。

——“ 减 ”在 低 端 供 给 和 无 效 供
给，为经济发展留出新空间。

不破不立，汰旧立新。去产能、去
库存，水泥、钢铁、煤炭、电解铝、平板
玻璃⋯⋯一个个产能过剩行业，纷纷
瘦身健体，壮士断腕。

——“加”在壮大非煤产业、非资
源型产业，发展现代能源经济。

改变简单挖煤卖煤、挖土卖土粗
放型资源开发模式。以工业园区建设
为载体，提升产业承载能力，明确煤电
铝产业空间布局，突出抓好铝新材料

产业扩规模、延链条、促转型，促进产
业集聚集约集群发展。

“不能因为包袱重而等待、困难多
而不作为、有风险而躲避、有阵痛而不
前。”

冷静应对，破浪前行，这是走出速
度依赖和换挡焦虑的“通辽辩证法”。
全市上下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在战
略上保持沉着定力，在战术上主动作
为，建造了一艘抗风险、耐冲击的经济
航船。

扬长补短 乘势而上
“这黄芪多少钱收购的？”刚跨进

内蒙古蒙药股份有限公司大门，一股
浓郁的草药香味吸引大家来到一辆大
型挂车面前，工人们正忙着卸载刚收
购来的黄芪。

公司行政总监王春志告诉记者，黄
芪是7块钱一斤收购的，至于加工之后能
提升多少倍价值，他只是神秘地笑了
笑。“蒙药”牌蒙药是蒙药行业唯一的“中
国驰名商标”，蒙药股份有限公司是目
前国内最大的蒙药生产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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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向高质量发展的“通辽辩证法”

自动化程度很高的蓝宝石生产车间。 本报记者 通拉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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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呼伦贝尔 5 月 18 日电 （记
者 李新军）5 月的额尔古纳，蓝天翠
草，轻风流云。走进上库力八队志诚绿
色观光牧场，平整开阔，秩序井然，现代
化设施一应俱全。

牧场占地 10 万平方米，拥有现代
化牛舍 5 栋，配套使用 TMR 饲料搅拌
机和自动清粪车，饲草料贮备库 3000
平方米，防、检疫室 60 平方米，牧业机
械 7 台（套），打、搂、捆、运设备齐全。

“我从 2004 年开始经营家庭牧场，
当 时 就 1 台 农 用 车 ，规 模 很 小 ，直 到
2013 年 ，在 政 府 的 支 持、鼓 励 和 引 导
下，家庭牧场产业转型升级，成立‘志诚
绿色观光牧场’，开始销售无公害的绿
色牛羊肉制品，同时以休闲农业、旅游
观光为辅。”农场主人贾振仁说起创办
牧场的经历无限感慨，“现在，牧场有员
工 15 人，饲养肉牛 300 头、肉羊 3000
只，去年线上线下销售收入达到 164 万
元。”贾振仁经营牧场 14 年，亲身经历
了牧场从小到大、从传统经营到科技兴
场的历程。

牧场建立初期，42 岁的贾振仁总觉
得专业知识欠缺，带领员工参加市农牧
业局组织的农牧业生产技术培训班，学
习牲畜科学化饲养技术的同时，提高管
理水平，借鉴同行业的先进经验，应用
到牧场经营中，不仅降低饲养成本，肉
产品质量也得到大幅提高。

志诚绿色观光牧场坚持走现代特
色生态畜牧业发展道路，被雀巢公司评
定为 A 级牧场，长期为其提供生鲜乳。
2015 年被自治区定为科技重大专项，
高寒牧区高产奶牛规范化养殖技术集

成示范基地，2016 年被评为自治区级
示范家庭农牧场。2017 年，通过由奶
牛到肉牛、肉羊，由液态奶到分割肉的
转型升级，注册成立呼伦贝尔中融电
子商务有限公司，成为呼伦贝尔市首
家农牧产品电商直供平台，农牧产品
销 往 到 北 京、上 海、杭 州、河 北、深 圳
等地。

“吃水不忘挖井人”。贾振仁联合
当地合作社和养殖户共同经营，目前，
已与 20 多个养殖户达成协议，整合资
源，分散经营升级为规模经营，提升农
牧业生产的专业化、集约化、标准化和
商品化，提高产品附加值，带动当地畜
牧业产业发展，增加当地养殖户的经济
收入。

目前，额尔古纳市有家庭农牧场 82
家，规模以上农牧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6
家，其中自治区级农牧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 2 家，呼伦贝尔市级 4 家。今年 9 月，
额尔古纳市域及周边范围内建设甜菜
种植——甜菜制糖——酵母生产——
生物有机肥绿色循环经济产业链，将进
一步调整、优化额尔古纳市种植结构、
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

近年来，额尔古纳市大力培育专业
大户、家庭农牧场、专业合作社等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规
模经营和社会化服务，通过项目带动和
产业转型升级，依托企业引领农牧业产
业 快 速 发 展 ，促 进 农 民 持 续 增 收 。
2010-2016 年，农村牧区常住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由 11110 元提高到 20415
元，年均增长 12.9%；2017 年，人均收入
23658 元。

新型家庭牧场带来的幸福生活

本报 5 月 18 日讯 （记者 白丹）5
月 18 日，自治区十三届人大常委会召
开第 10 次主任会议，决定自治区十三
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于 5 月 29 日
至 31 日在呼和浩特召开。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那
顺孟和主持会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吴团英、李荣禧、廉素，秘书长施
文学出席会议。

会议通过了自治区十三届人大常
委会第五次会议的建议议程：审议《内
蒙古自治区物业 管 理 条 例（修 订 草 案
二次修改稿）》《内蒙古自治区人民代
表大会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办
法修正案（草案）》、内蒙古自治区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关于提
请废止《内蒙古自治区农村牧区集体
经济组织审计条例》等 6 件地方性法
规的议案、《内蒙古自治区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履职规定（草
案）》，审查批准《包头市大气污染防治
条例》，听取和审议自治区人民政府关
于侨务工作情况的报告、自治区人民
政府关于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情况
的报告，并对自治区人民政府促进高
新技术产业发展情况进行专题询问。
审议自治区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主席
团交付的第 1 号——14 号议案办理情
况的报告（草案）。听取和审议《内蒙
古自治区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
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草案）》，人事
任免事项。

会议讨论通过了自治区人大常委
会部分监督工作方案，还审议了关于马
产业发展情况和黑土地保护利用情况
的调研报告，决定将调研报告转自治区
人民政府办公厅研究处理。

自治区十三届人大常委会
召开第10次主任会议

本报 5 月 18 日讯 （记者 郭俊
楼）5 月 18日，自治区十二届政协召开党
组第2次（扩大）会议和第4次主席会议。

自治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自治
区党委政法委书记李佳主持会议并讲
话。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罗志虎、郑福
田、刘新乐、马明、常军政、其其格及秘
书长魏军出席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了全国地方政协秘
书长工作会议精神，审议通过了关于深
入开展习近平总书记加强和改进人民
政协工作重要思想大学习大讨论活动
实施方案、全面提升政协工作质量活动
实施方案、全区政协系统助力脱贫攻坚
的实施意见及方案、政协常委年度履职
报告办法和召开二次常委会议筹备工
作方案等。

李佳指出，自治区政协要把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
政协工作重要思想作为统揽政协工作
的总纲，确保总书记重要思想贯彻落实

到政协工作各环节各方面。要准确把
握人民政协的性质定位，强化工作的责
任感和使命感，真正为政协事业贡献最
大力量。要深入学习贯彻汪洋主席关
于做好政协工作的新部署新举措新要
求，紧跟全国政协步伐，确保思想统一、
工作合拍、步调一致。要紧紧围绕总书
记提出的“三个扎实”要求，聚焦自治区
发展重点，做好凝心聚力、献计出力工
作。要切实把提质增效贯穿履职活动
和机关工作全过程，认真做好调查研究
等基础性经常性工作。

李佳强调，自治区政协要精心组织
大学习大讨论活动，切实加强政协党的
建设，提升机关服务质量和水平，加强
委员教育和管理，强化专委会建设，做
好协商议政等工作，助力自治区脱贫攻
坚，全力完成全年重点任务。要保持求
真务实、担当有为的精神状态，把真抓
实干作为工作主旋律，切实推进新时代
政协工作。

自治区十二届政协
召开党组会议和主席会议

李佳主持并讲话

□本报记者 相恒义 蔡冬梅
胡日查 高敏娜

做工精美的工艺包、抱枕、桌旗、
五彩缤纷的挂件⋯⋯一件件极具图什
业图王府刺绣特色的手工刺绣品，前
些天登上了 2018 深圳文博会的大雅之
堂，受到广大时尚人士及各大批发商
青睐，前来咨询、购买、商谈合作事宜
的客商络绎不绝。

5 月 15 日，载誉归来的科右中旗
大学生创业就业扶贫服务协会主席、
王府刺绣车间负责人杨福林说：“参加
文博会，看到全国同行推出的刺绣产
品，更进一步领悟了传统刺绣的魅力
活力和借助时尚的力量推动古老手艺
传承的紧迫性，真是大开眼界，不虚此
行啊！”

图什业图王府服饰刺绣起源于清
代，是王府世袭传承的蒙古族民间传
统工艺美术技艺。2016 年，科右中旗
成立了大学生创业就业扶贫服务协会
和祥瑞刺绣扶贫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建立王府刺绣扶贫车间，采取“企业+
协会+基地”的发展模式，全旗 2.1 万多
名农牧民从事刺绣工作，在针线交错
间绣出了花样的美好生活，让王府刺
绣走出内蒙古，远销异国他乡。

传承一门技艺 带富一方群众
走进王府刺绣车间三楼，映入眼

帘的不仅有一排排课桌，一把把剪刀、
绣布和绣架，更有琳琅满目的王府刺
绣作品挂在墙上，作品上的花鸟草虫、
湖光山色绣得栩栩如生、活灵活现，一
针一线尽显图什业图王府刺绣独特韵
味。

在 900 多平方米的刺绣车间，我们
看到来自高力板镇赛罕达坝嘎查的龙
梅在飞针走线，一只栩栩如生的凤凰
缓缓跃然绣布上。龙梅指着绣布喜滋

滋地说：“刺绣是个特别好的活计。每
天置身在绣布上的美图美景间，身心
都舒展，真是一种享受啊！越绣技艺
越高超，不但绣品更精美了，收入也是
越 来 越 多 ，生 活 就 像 花 儿 一 样 美 好
了！”

刺 绣 是 一 门 艺 术 ，也 是 一 门 手
艺。王府刺绣扶贫计划的发起人，科
右中旗人大主任白晶莹，自幼就和母
亲 学 习 刺 绣 ，练 就 了 娴 熟 的 刺 绣 技
艺 。 但 近 年 来 受 现 代 服 饰 文 化 的 影
响 ，几 乎 很 少 有 人 穿 王 府 刺 绣 服 饰
了。有些从小就开始学习刺绣的妇女
们，也渐渐地失去刺绣的兴趣，丢失了
原有的刺绣本领。

白晶莹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她着
急的是如何在现代流行服饰的冲击下
留住王府刺绣，并且将其发扬光大。
于是她作出了一个决定：将王府刺绣
技艺传授给下一代，让科右中旗涌现
出更多的刺绣能手，代代相传，还要用
这门传统手艺带领群众致富。

她主动扛起了义务培训乡镇妇女
学习刺绣的任务。从最初利用早晚时
间和双休日，走乡串镇深入嘎查村手
把手教贫困户刺绣手艺，到培养刺绣
老师在嘎查蹲点传授，1 年多时间就完
成 32 期 300 多人的培训班，培训全旗
12 个苏木镇的农牧民 1 万多人，带动
了 2.1 万多名农牧民（其中建档立卡贫
困妇女 2895 名）参与到刺绣产业中来。

以王府刺绣扶贫车间这个平台，
把擅长刺绣的人们吸引进来，培养出

了 200 多名靠传授技艺、吃手艺饭的绣
工技术人才，形成了 15 个刺绣产业村，
去年全旗刺绣销售额达 450 多万元，今
年前 5 个月销售收入就已实现 230 万
元。

随着王府刺绣队伍的不断发展壮
大，图什业图王府刺绣手艺得以传承
和弘扬，农牧民在传承和发扬光大民
族文化中，也尽享着民族文化的红利。

“以前刺绣，只是自己喜欢，绣给
自己用，并不对外出售。从来没有想
到兴趣爱好也能致富。”正在刺绣的其
木格说，从小她就受母亲影响爱好刺绣，
旗里扶持发展刺绣产业后，她积极参加
培训班，不仅很快成为熟练工，而且已成
为兴隆屯嘎查刺绣扶贫车间负责人。

其木格告诉我们，现在嘎查里的
50 多名刺绣女工中，有 10 多名己成长
为熟练工，她们一年的刺绣收入都在 1
万元左右，去年以来全村刺绣收入就
有 16 万元，她的刺绣收入最高，去年就
挣了 5 万多元。预计今年全村刺绣收
入可达 30 多万元。

经过这两三年创新发展，王府刺
绣以细致的做工和独特的民族特色逐
渐被市场认可，王府刺绣这一古老的
手工技艺在旗委政府的扶持下焕发出
了新的活力。小刺绣不仅带出了大产
业，更成为科右中旗脱贫攻坚战场上
最亮丽的一道风景线。

“做梦都没想到，我一个患有心脏
病，不能干重体力活儿的低保户会靠
刺绣就能改善生活，让生活变得不再

苦闷。一年的低保收入 2000 元左右，
现 在 我 一 个 月 的 刺 绣 收 入 就 达 到 了
2000 多元，这让我对未来的生活充满
了信心！”兴隆屯嘎查低保户吴满喜发
自肺腑地说。

“姑娘在内蒙古农业大学读研究
生，学费加生活费一年需要 3 万左右。
我参与刺绣以来刺绣水平提高很快，
现在每个月刺绣平均收入 3000 左右，
供孩子读研不成问题。”兴隆屯嘎查的
吴凤荣说，“这两年干旱，地里没啥收
入，真不敢想象，没有刺绣的话怎么供
孩子读研究生？”

眼下，科右中旗有 2895 名建档立
卡贫困户参与刺绣产业，她们去年人
均年刺绣收入达到了 1809 元。一根银
针，几缕丝线，让这些“绣娘”们凭借特
色民族文化和传统手工技艺，带领一
个个家庭昂首阔步迈上了脱贫致富之
路。

担起助力脱贫的重担 凝聚青年
放飞梦想的力量

缘何在短短的 3 年时间里，王府刺
绣能如燎原之势，在科右中旗迅速发
展成为文化产业和重要的脱贫产业？
科右中旗旗委书记白云海一语道破：

“离不开一支有着‘扶贫攻坚突击队’
之称的 50 名大学生队伍的全力帮助，
他们在强力助推这个产业中，展现着
当代青年的青春担当。”

记者在王府刺绣扶贫车间一楼看
到，有 50 名大学生组成的大学生创业
就业扶贫服务协会就在这里。大学生
创业就业扶贫服务协会主要对全旗 12
个乡镇苏木进行一对一的服务。

“目前，王府刺绣车间已入驻大学
生 50 名，25 人留在基地抓培训、抓新
产品研发，25 人跑市场、抓订单，形成
了集图案设计、产品订单、电商、网络
销售、市场开发为一体的刺绣产业人
才团队。” ■下转第 2 版

王府刺绣绣出花儿一样的生活

奋力谱写“五位一体”
全面发展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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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更美好生活”对接世界
“更优质供给”促全球共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