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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呼和浩特 6 月 7 日讯 （记者 刘洋）入夏以来，位于呼和浩
特 市 回 民 区 攸 攸 板 镇 东 乌 素 图 村 二 道 营 的 谦 和 果 园 农 家 乐 越 来
越 热 闹 ，落 了 杏 花 开 了 芍 药 ，客 人 们 就 像 接 踵 绽 放 的 花 朵 一 样 纷
繁而至。这里的主人张宏奎说：“我们的农家乐果园占地 10 亩，餐
饮、娱乐和休息场所就在果园中。客人来了，孩子体验农耕，老人
树下赏花，年轻人自助烧烤。一家老小对田园生活的向往都能得
到满足。”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支持和
鼓励农民就业创业，拓宽增收渠道。乡村旅游作为当今发展迅速、前
景广阔的新兴旅游产业，集生态、观光、体验、娱乐、民俗、度假于一体，
不仅推动了农村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对发挥资源优势、拉动经济增长、
统筹城乡发展、繁荣乡村经济与文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呼和浩特
市依托丰富的生态农业资源，将农家乐培育成为乡村旅游新亮点，随
着游客的增多，农家乐火了农家，乐了百姓，更是鼓了农民的钱袋子。

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呼和浩特市共有乡村旅游接待户约 400 家，

其中星级农家乐 15 家（5 星级 3 家，4 星级 11 家，3 星级 1 家），新城区、
回民区、赛罕区、和林县、托克托县、武川县、清水河县等乡村旅游渐成
特色。2017 年，全市乡村旅游共接待游客 443.78 万人次，收入 11 亿
元。

呼和浩特市把农家乐培育成乡村旅游新亮点不是一蹴而就的。
为改善乡村旅游基础设施条件，提升乡村旅游整体水平，呼和浩特市
从长远计，从规划入手，做好产业结构调整、功能分区等规划后，按照
相关标准，新建的新建，改造的改造。仅在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保合少
镇水磨村，就在原有土坯房和泥泞路基础上建起 176 套独栋小二楼。
目前，80%的村民回迁，很多外出打工的年轻人陆续返乡，依靠原生态
自然风光在村里办起民宿，搞起旅游，依靠发展农家乐富了起来。

为确保农家乐发展对农业功能的拓展，呼和浩特市从农业这一基
础出发，带动特色种养产业发展，形成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好
局面。在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讨思浩村，温室大棚采摘园占地面积约
500 余亩，光大棚就有 250 座。温室大棚采摘园种植的草莓、桃、葡萄、

西瓜、西红柿、黄瓜和花卉、药材等吸引了众多游客，使得该村农家乐
一条街日渐红火。

呼和浩特市把促进农民就业增收、增进农民福祉作为发展农家乐
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加大扶持、创新机制、强化引导，推进产业
协调、规范、健康发展的同时，吸引资本、人才、管理等现代要素下乡。
此外，还创新完善利益联结机制，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就地就近实现
就业增收，共享发展成果。

今年，呼和浩特市在持续开展的食品药品安全综合治理和专项治
理中，将农家乐也纳入监管范围，创新监管机制、监管手段，整体提升
餐饮服务监管水平，全面推动食品药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目前，呼和浩特市各地区、各部门相继开展了农家乐质量提升培
训班，主要针对农家乐餐饮服务规范、客房管理、服务礼仪、诚信经营、
农家乐食品安全注意事项、餐饮卫生管理、农家乐接待安全、治安管理
等内容进行培训。

呼和浩特乡村游：农家火了 游客乐了

本报包头 6 月 7 日电 （记者 格日勒图）
记者从日前召开的包头市林业局新闻通气会上
获悉，截至目前，该市累计实施国土绿化 18 万
亩，其中国家林业重点工程 16.75 万亩，自治区
重点区域绿化 1.38 万亩，举办义务植树活动 200
余次，栽植各类苗木 29 万余株，绿化面积 4200
亩，努力建设绿水青山的生态环境，全力构筑祖
国北疆重要生态安全屏障。

截至目前，包头市拥有林地面积 1289 万亩，
占全市国土面积的 30%；湿地面积达 140 万亩，
占全市国土面积的 3.3%；自然保护区面积达 243
万亩，占全市国土面积的 6%；森林面积 733 万
亩，森林覆盖率达 17.6%。有国家级森林公园 3
处，国家级湿地公园 2 处，国家级生态公园 1 处，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 处，自治区级自然保护区 3

处，草原钢城包头绿树多了，环境也越来越美
了。今年包头市林业生态建设目标是争取和实
施国家林业重点工程建设 30 万亩以上，重点区
域绿化 1.5 万亩以上，全年义务植树不低于 450
万株（含林木抚育），高标准完成森林生态效益补
偿 203 万亩。

为完成上述任务，今年包头市林业局大力
推进春季造林和养护管理工作，紧抓春季造林
黄金时机，抽调 60 多名专业技术人员组成 6 个
督导组，深入大青山沿线开展督导检查和技术
服务工作，督促指导各地区开展春季养护管理
工作，并推进各类林业生态建设工程实施。4
月 14 日，以大青山南坡义务植树基地为主会
场，集中组织开展了全市义务植树日活动，当
天 参 加 义 务 植 树 人 员 达 1.6 万 人 ，栽 植 苗 木 9

万多株。落实“生态保护年”活动安排，组织全
市森林公安开展执法检查，特别加强节假日和
夜间执法检查力度，在主要路口设卡，在重点
地段设伏，严防新的私挖盗采等违法行为的发
生，巩固中央环保督察和自治区生态环境大检
查反馈问题整改成果。在春季候鸟迁徙期间，
野保中心、森林公安、公园管理处等单位联合
开展保护野生过境候鸟行动，确保候鸟安全过
境。着力推进林业生态扶贫工作，今年争取国
家新一轮退耕还林工程建设任务 42 万亩。继
续落实好生态公益林补偿等惠民资金作用，雇
用贫困人口参与造林绿化和护林管护工作，提
升贫困地区人口收入。同时，组织实施经济林
提质增效工程，提升果品经济林效益，更好地
促进增收。

包头市今年要让18万亩国土披绿

本 报 通 辽 6 月 7 日 电 （记 者
薛一群）近日，2018 年通辽市科普
活动宣传周开幕，实用的生活科普
知 识 ，国 内 外 顶 尖 水 平 的 科 技 产
品，让市民近距离触摸和感受科技
创新的魅力。

在市科学技术协会展台旁，机
器 人“ 魔 术 手 ”正 现 场 用 毛 笔 写
字。技术人员调试好电脑程序、调
好墨汁，“魔术手”饱蘸浓墨，在白
纸上挥笔写下“强国富民”4 个大
字，字迹流畅有力，引得围观群众
阵阵惊呼。技术人员介绍，机器人

“魔术手”目前是国内教育级机械
臂里的顶尖产品，通过编程可以实
现写毛笔字、绘画、3D 打印、激光切
割、搬运等多种功能，也是引发青
少 年 对 机 器 人 及 科 学 兴 趣 的“ 利
器”。

通辽市公安局展台上，人脸抓
拍系统“深眸”也备受瞩目。与以
往的摄像头相比，“深眸”图像处理
更智能清晰，并且实时连接大数据
库 ，技 术 水 平 处 于 全 球 顶 尖 。 据
悉，该市车站、机场，以及各大路口
已经开始陆续将原来的摄像头换
成“深眸”，将更好地保障当地公共
安全与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这是高三学生做出来的综合
技能‘一带一路’机器人，它能识别
颜色和形状，还能清理路障，模拟
在 丝 绸 之 路 上 采 购 货 物、搭 建 帐
篷，今年获得了全国青少年机器人
比赛二等奖。”通辽第五中学展台
上展出了由学生制作的多款航模
无人机、机器人，指导教师晏燕介
绍，近 3 年学校有 70 多名学生制作
的机器人获得全国大奖，并通过了
包括清华大学在内的各大高校自
主招生初试。

据了解，本次科普活动宣传周
共有 23 家单位参与，展出内容包括
机器人展示、科普大篷车、气象科
普、防震减灾、生态保护等。活动
期间，通辽市各旗县市区同步启动
了科技进校园、蒙中药材产业发展
研讨培训、高新技术企业培育项目
调研、企业科技创新与项目申报实
务培训等科普宣传活动。

顶尖产品的
科技魅力

■信息群

本报呼和浩特 6 月 7 日讯 （记者 皇甫秀
玲）呼和浩特市开展整治建筑工地扬尘污染一个
半月以来，呼和浩特市“零点行动”共检查 169 处
工地，查处不文明施工行为 224 起，对多次要求
整改至今未整改到位的 5 家工地违规行为给予
通报，并处以 5 万元到 10 万元不等的罚款。

为进一步从根本上管控扬尘污染，呼和浩
特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出硬措施、立目标，
重点从工地施工作业扬尘、非道路车辆机械作
业扬尘防控、车辆尾气排放达标、工地物料密
闭堆放、渣土苫盖等方面进行标准化、精细化
管控，督促施工工地完成所有裸漏渣土区域的
苫盖，对工地物料使用施行限时、限量监管，避
免施工沙石等物料产生扬尘；严格监管，禁止
排放超标车辆进入工地作业，避免扬尘作业；
严格施工工地出入口管理，强化工地出入口地
面硬化和来往运输车辆冲洗环节，避免带泥上
路；加强渣土运输车辆管理，严格使用绿色环
保密闭车辆，保持车辆车身整洁、严禁超载超
速行驶。确保达到所有建筑工地、拆迁工地、
道路施工工地现场 100%围挡，工地物料堆放
100%覆盖，施工现场路面 100%硬化，驶出工
地车辆 100%冲洗“四个百分百”目标。加大城
管执法人员上路巡查力度，发现有严重违规行
为，将责令停工，并对施工单位和运输单位及
个人一并给予处罚。

呼和浩特市

查处 224 起
不文明施工行为

本报乌海 6 月 7 日电 （记者 于海东）从
去年起，乌海市开始实施安全生产标准化 3 年推
进行动计划。截至目前，全市已有国家级标准化
试点 4 个，自治区级标准化试点 4 个，全市主导、
参与国家标准制修订 9 项，主导、参与行业标准
制修订 7 项。标准化工作对推动产业走品牌化
之路起到积极作用。

为了打造乌海品牌，乌海市全面启动工、农、
服务、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四大领域标准体系建
设。目前，总体框架搭建完毕，专用车装备制造、
葡萄栽培、蛋鸡养殖、肉牛养殖、休闲观光旅游、
物业、乌海银行业、医疗、政务服务 9 个子标准体
系基本完成。目前，全市共拥有内蒙古有效期内
名牌产品 16 个，中国驰名商标 1 件，内蒙古著名
商标 25 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1 个。

乌海市

四大标准体系
滋养品牌成长

本报通辽 6 月 7 日电 （记者 薛一群 实
习生 李晶）今年 77 岁的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
居民陶春茹，患有膝关节滑膜炎，病情严重时，只
能扶着桌子走路。前些天，她听说网上养老院

“拐棍网”入驻通辽了，便找人帮忙在手机上下载
了 APP。当天，她就以每小时 40 元价格下单外
出陪护服务，10 几分钟后，工作人员便按照地址
上门了。

目前，通辽市老年人口数量已达 50 万人以
上，其中有近 45 万老人选择居家养老。分散居
住在各自家庭中的老人，其养老面临生活照料、
精神慰藉、医疗护理等一系列问题。对此，通辽
市民政部门以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从北京引进
了全国综合性养老服务平台“拐棍网”，在通辽经
济技术开发区建设“网上养老院”，开展试点工
作。据了解，“拐棍网”是根据老年人的生理、心
理、精神需求，量身打造的“网上养老院”，由居家
服务、异地养生、社交广角等 6 大板块组成，以线
上下单、线下服务的形式，为老年人提供卫生清
洁、居家照料、陪伴接送等居家生活和精神慰藉
的全方位居家养老服务。试点期间，具有通辽经
济技术开发区户籍、70 周岁以上、不享受退休金
的 5065 位老年人，每人享受 200 元试点补贴。
开发区民政局将对试点工作进行业务指导，实施
全程监管和监督。

通辽市

探索“互联网+养老”
新模式

位于乌兰布和沙漠边缘的乌海
市乌达区高效农业园区内，农户们
成功种植了原本在南方生长的木
瓜。随着木瓜进入成熟季，大批乌
海市民走进温室休闲采摘。

本报记者 于海东 摄

沙漠里的木瓜熟了

□本报记者 李新军 摄影报道

5 月 30 日，巴尔虎草原天蓝云白，翠草茵茵。沿莫日格勒
河驱车向北，不时碰到成群结队的游客停车驻足，在草原上漫
步、拍照，大口呼吸着带有青草味道的空气，悠闲怡然、嬉笑流
连。

“一直向往在最美的季节来呼伦贝尔大草原旅游，今天算
是如愿以偿。蓝天白云、青山绿草、弯河古道，草原美的名不虚
传！”韩女士和朋友自驾游草原，在陈巴尔虎旗鄂温克苏木帽儿
山前宿营。

春天以来，素以“最美草原”著称的呼伦贝尔各地各色的旅
游项目蓄势待发，迎接八方游客。“今年，景区重点改造了垃圾
处理系统，注重景区周边环镜保护，增加牧场体验和实景演
出。5 月份，接待游客超过 3 万人。”刚刚接待完四川、河南旅游
专列，莫日格勒旅游景区经理蒲洁对今年的旅游收入信心十
足。

呼伦贝尔市将今年定为“旅游品质提升年”，以推进国际化
高端旅游目的地为目标，推动国家级旅游业改革创新先行区建
设，用“呼伦贝尔”这一金字招牌，统筹旅游资源，优化景区管
理，规范旅游市场，提升游客满意度。重点对全市 A 级景区开
展“百日攻坚”专项整治，对黄金旅游沿线 120 家景区景点清理
整顿，推动景区提档升级，着力打造环境优美、设施完善、内容
丰富、卫生整洁、服务标准、绿色文明旅游风景线。

呼伦贝尔大草原，我们来啦！

青草野
花伴靓颖。

与小羊羔亲密接触

。

蒙古包前留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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