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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日报社新媒体群

本报职业道德监督热线：0471-6635350或0471-6659749

□本报记者 刘宏章

初夏的阿拉善，牧草飘香，碧野如
茵。漫步在该盟农村牧区，一幢幢错落
有序、设施齐全的新村舍展现着生活甜
蜜、产业兴旺的新图景；步入田间地头
和大漠腹地，片片披满新绿的生态绿洲
郁郁葱葱、鸟语花香，勾勒出一派生机
盎然的喜人景象。

5月28日，记者走进阿右旗巴丹吉
林镇额肯呼都格嘎查。放眼望去，平坦
的马路两旁绿树成荫、一幢幢徽派风格
的砖瓦房靓丽耀眼，家家门前挂着农家
味十足的红灯笼，大门口书写着“王家
大院”“麦香村”“菊梅饭庄”的牌匾分外
引人注目。前来该嘎查郊游的游客络
绎不绝，嘎查“农家乐”一条街停满了来
自宁夏、甘肃毗邻省市及陕西、重庆等
省市的车辆。

推开一家门口挂着“王家大院”的
“农家乐”，只见这“农家乐”里俨如一个
小热带雨林。院内小桥流水下鱼儿自
由遨游，植物、蔬菜绿意葱茏，数名游客
坐在茶座享受着安静时光。老板王润
和一边招呼客人一边乐呵呵地说：“我
自经营生态‘农家乐’以来，生活水平逐
年提高，每年收入可达20多万元。”

“近几年来，在政府的支持下，我们
嘎查确立了以‘宜居宜游’为目标，以休
闲度假、观光游览、农牧家生活为主，发
展特色产业，搞活三产的嘎查发展新路
子，通过发展‘农家乐’，家家户户都走
上了富裕路。”嘎查党支部书记吴民瑞

介绍道。
额肯呼都格嘎查常住人口136户

359人。由于自然条件差，基础设施落
后，生态环境恶化，成为制约嘎查经济
发展的瓶颈。如何改变落后面貌、让农
牧民走上致富路？近几年来，在政府扶
持下，该嘎查启动宜居宜业宜游生态新
村建设，在建设美丽乡村改善村容村貌
的整体环境、提高农牧民生活质量的同
时，依托得天独厚的“城边村”优势和生
态旅游资源，突出乡土特色、大漠风情，
深挖文化内涵，打造了“大漠人家”农家
乐和旅游观光村项目，改造餐饮基础设
施2325平方米，新建家庭旅馆500平
方米，建成了富有民族特色的“大漠人
家”一条街。

如今，额肯呼都格嘎查形成集餐饮
娱乐、住宿观光旅游、农家美食于一体
的“大漠人家”休闲旅游度假村，有经营

“农家乐”11户、农家宾馆12户，超市、
面食店和水果店7户，从事客运出租和
运输户 36 户。在旅游服务业的带动
下，该嘎查已成为全旗最具特色的乡村
旅游点，200多名农牧民实现稳定创业
就业。

“现在我们嘎查家家户户搞起了旅
游业，收入年年在提高。”吴民瑞说。据
介绍，目前，该嘎查“大漠人家”农家乐

经营户每年户均收入15万元左右，部
分经营者收入达到50万元。

额肯呼都格嘎查仅是阿拉善盟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一个示范嘎查。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就是要让农牧民沐
于生态宜居、乡风文明的生活环境，
实现持续增收，不断提升其获得感、
幸福感和安全感。其实，在阿拉善这
样一个生态脆弱的欠发达地区，近年
来一直实施嘎查村环境改善、产业兴
旺、农牧民增收的乡村振兴战略工
作，并因地制宜在实际中探索出一条
行之有效的路子。

从改善乡村人居环境入手。2015
年该盟先行启动“美丽乡村”建设工
程。针对地广人稀、居住分散、城乡发
展差距较大的实际，按照农业收缩、农
村整合、农民集中和牧业适度发展、牧
区合理布局、牧民守土戍边的总体思
路，将全盟 198 个嘎查村整合为 178
个，将 209个自然村融合为 29个。整
合后投巨资对全盟30个乡镇、178个嘎
查村因地制宜实施了以“一村一景、一
村一韵”建设为主题的美化亮化工作。
改善了嘎查村农牧民住房条件、人居环
境，并从道路、供水、供电、通信等配套
基础设施等方面进行了完善。

以全域旅游理念推进落实农牧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依托旅游资源、良
好的自然生态和民风民俗，把旅游和美
丽乡村建设紧密结合，强势带动乡村旅
游经济，促进农牧民增收致富。通过建
设让全域旅游亮点频现，阿左旗依托城
镇、旅游景区（点）、旅游服务基地、旅游
驿站、交通主干线节点，引导农牧民发
展休闲度假、生态农牧业观光等新型业
态，去年新增集休闲体验、产品展示、特
色美食、旅游服务为一体的旅游专业村
5个、农牧家旅游点7个、自治区星级乡
村旅游接待户1家、休闲农业示范点1
个；额济纳旗围绕打造特色村镇和田园
牧歌综合体，去年重点规划建设旅游专
业村5个、农牧家旅游点20个、自治区
星级乡村旅游接待户4户……乡村旅
游让一大批农牧民致富。

以特色产业发展为重点，该盟扎实
推进农牧业绿色化、优质化、特色化、品
牌化发展，在农牧区因地制宜打造了有
机农业、特色沙产业、精品林果业、休闲
农牧业和“阿杜”肉羊、双峰骆驼、白绒
山羊等高端畜牧业产品精深加工业，助
农牧民增收。截至目前，仅在生态沙产
业上，通过“公司+基地+农牧户”产业
化模式发展，直接和间接从事沙草产业
发展的农牧民约2万人，占农牧民总数
的五分之三，沙生产业经营性收入占纯
收入42.07%；牧民中有三分之二的人
从事沙生产业，人均年收入达3到5万
元，部分牧民户年均收入长期保持在
20万元以上。这些乡村产业的迅猛发
展为该盟乡村振兴战略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

阿拉善盟：精准打造边疆地区乡村振兴新样板

本报6月11日讯 （记者 康丽
娜）6月11日，全区金融支持脱贫攻坚
工作推进会在乌兰察布市召开。

自治区副主席张韶春出席会议并
讲话。

张韶春指出，金融精准扶贫是打
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举措，是加快我
区脱贫攻坚的现实需要。近年来，我
区金融扶贫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但
也存在一些问题。全区各地相关部门
及金融系统要准确把握当前形势和任
务，通力合作，形成金融扶贫合力，加
大对建档立卡贫困户扶贫小额信贷投

放力度。按照“政府引导、银企共管、
精准到户、风险可控”的原则，围绕贫
困地区特色产业，以财政资金为引导，
充分发挥龙头企业、农牧民专业合作
社的引领带动作用，创新金融扶贫机
制，扩大融资渠道，健全金融扶贫服务
网络，完善贴息风险分担机制，发挥好
金融在脱贫攻坚战中的重要作用。

会后，国家开发银行内蒙古分行、
农业发展银行内蒙古分行、建设银行
内蒙古分行、自治区农信联社分别与
乌兰察布市人民政府签署金融支持脱
贫攻坚战略合作协议。

我区召开金融支持
脱贫攻坚工作推进会

张韶春讲话

本报6月11日讯 （记者 宋爽）
近日，自治区直属机关基层党建工作
重点任务推进会在呼和浩特召开。

党的十八大以来，区直机关逐步
形成了抓基层党的工作的制度机制和
工作措施，区直机关基层党建的目标
方向、工作载体、任务要求越来越明
确。会议强调，区直机关各级党组织
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
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旗帜

鲜明讲政治，切实履行抓机关基层党
建的政治责任；突出重点抓落实，进一
步明确抓好机关基层党建工作的主要
任务；加强组织领导，进一步压实抓好
基层党建的责任主体。要以高度负责
的态度和深入扎实的作风推进各项重
点任务落实，不断提升区直机关基层
党建工作质量，为深入落实“三个扎
实”要求，为打赢三大攻坚战提供坚强
有力的政治保证、思想保证、组织保
证。

自治区直属机关
基层党建工作重点任务推进会召开

本报6月11日讯 （记者 韩雪
茹）6月10日，全区“中国社会扶贫网”
上线暨培训工作视频会议在呼和浩特召
开，会议传达全国“互联网+”社会扶贫
工作现场推进会精神，学习“中国社会扶
贫网”上线试点工作的经验做法，并组织
相关人员进行了具体业务培训。

按照“中国社会扶贫网”上线工作方
案，我区将成立由自治区扶贫办主任任
组长、分管副主任任副组长的“互联网+
社会扶贫”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办公
室设在社会扶贫处。根据“自治区、盟市
设办，旗县设管理中心，苏木乡镇设服务
站，嘎查村设点”的要求，建立高效运行

组织架构，形成自治区统筹、盟市指导、
旗县组织实施、苏木乡镇督促落实、嘎查
村采集发布的五级运行模式。

据了解，“中国社会扶贫网”是由
国务院扶贫办主抓的社会扶贫新平
台，2017年9月在全国启动推广，旨在
创新完善人人皆愿为、人人皆可为、人
人皆能为的社会扶贫参与机制，形成
政府、市场、社会协同推进的大扶贫格
局。“中国社会扶贫网”的推广应用是
社会扶贫方式的重大创新，是推进社
会扶贫的有效手段，对贯彻精准扶贫、
精准脱贫，动员社会力量多形式助力
脱贫攻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创新“互联网+”模式打造社会扶贫品牌

我区“中国社会扶贫网”上线

本报6月11日讯 （记者 长河）
记者昨日从远方出版社获悉，近日，该
出版社出版了《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
图书馆藏蒙古文文献丛编》。该丛书包
括国内不常见的蒙古文古籍文献 21
种、63册，此举为国际蒙古学研究提供
了一批新的文献资料，标志着我区蒙古
文古籍文献通过数字化技术从海外回
流反哺民族文化实现了新跨越。

据文献记载，蒙古民族在历史上创
制和使用过回鹘文、八思巴文、阿里嘎
立文、托忒文、素永布文、瓦根达尔文、
西里尔文等多种文字。用这些文字留
下了大量的古籍文献。据统计，目前国

内收藏蒙古文古籍的单位和机构有
100多个，收藏蒙古文古籍文献达 1.7
万多种，文书档案约20万卷、120多万
件，还有大量“铭刻类”和“讲唱类”文献
资料。此外，世界20多个国家和地区
的30多个图书馆或收藏机构，收藏的
蒙古文古籍文献约有2.5万余种。

近年来，数字化工程给蒙古文古籍
文献保护工作带来了新的生机。自治
区少数民族古籍与《格斯尔》征集研
究室和内蒙古教育出版社合作，整理
扫描蒙古文 《清实录》 3600 多册、
4000万字文稿，并以数字化存储。并
重新启动了《蒙古学文献大系》整理

编纂工作，利用3-5年时间数字化整
理编纂出版蒙古文经典古籍文献120
种。其中，已经出版了30种。特别是
原文扫描出版蒙古文《甘珠尔》《丹珠
尔》（400卷）《准格尔旗札萨克衙门
档案》（42卷）《杭锦旗扎萨克衙门档
案》（共90卷，已完成出版42卷）等一大
批珍贵文献和文书档案。

同时，八思巴文和托忒文古籍数字
化项目可使读者在网络上搜集到该古
籍的诸多相关信息；各馆藏单位建立蒙
古学特色数据库的基础上已开始着手
进行蒙古文古籍文献的电子版制作，将
馆藏的蒙古文古籍文献中的孤本、善本

和古画等珍贵资料以数字化处理，通过
扫描、照相技术转成数字影像，储存到
计算机中，为读者提供网上服务；教育
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世界蒙古族民
间故事类型研究与数据库建设》，已经
录入1万余个蒙古族民间故事。

今年，我区实施了内蒙古自治区少
数民族古籍与《格斯尔》三年（2018-
2020年）工作规划。其中，重要一项是
提升蒙古文古籍文献的数字化、网络化
建设水平。并在编纂出版《国外收藏蒙
古文古籍联合目录》基础上，对国外馆
藏的蒙古文古籍采取复制、缩微、影印
等多种形式征集回归。

少数民族古籍保护与科技融合的新模式——

让蒙古文古籍文献“活起来”

本报6月 11日讯 （记者 陈
春艳） 6月 11日，全区禁赌宣传周
活动启动。

在禁赌宣传周内蒙古师范大学活
动现场，自治区公安厅治安总队民警
向200余位同学展示了赌博用具，介
绍了赌博的危害和我区的禁赌成果，
告诫同学们和广大群众知法守法、远
离赌博。“看到很多人沉迷于赌博，
工作荒废、亲人离散的案例，深有感
触。我们年轻人一定要明辨是非，增
强防范意识，从我做起，远离赌博等
违法犯罪活动。”新闻专业学生刘艺
琳说。学生代表赵嘉玮发出倡议：远
离赌博，健康成长，为民族复兴、祖
国强盛而读书，做对国家、对社会有
用的人才。

据悉，今年我区开展“扫黄铲
赌”专项行动以来，公安机关查处涉
赌行政案件4254起，行政处罚2万
余人；侦办涉赌刑事案件227起，采
取行政强制措施 485人，查扣赌资
770.6万元，扣押赌博机392台。

全区禁赌
宣传周活动启动

本报 6月 11日讯 （记者 李永
桃）记者从自治区大数据发展管理局获
悉，6月 9日，由该局、华为技术有限公
司、深圳市物联网智能技术应用协会联
合举办的“2018内蒙古大数据产业深圳
招商推介会”在深圳市开幕。自治区各
盟市、有关部门和珠三角地区200多家

企业参加了推介会。会上共签订合作协
议项目10个，协议总金额达54亿元。

本次招商推介会对于加快推进内
蒙古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提升

“云上北疆、中国数谷”品牌影响力，引
进“珠三角”地区优质项目、资本、人才
等具有积极作用。

推介会详细介绍了内蒙古大数据
的发展环境、投资环境，重点推介了基
础设施类、政府治理类、社会民生类、核
心产业类、高端电子制造类、信息技术
服务类、传统产业深度融合类等共99
个大数据重点招商项目，进行了项目对
接和合作签约。

2018内蒙古大数据产业深圳招商推介会召开

本报6月11日讯 （记者 白丹）
6月 11日，自治区十三届人大常委会
召开第4次党组会议、第13次主任会
议，传达学习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在我区
检查大气污染防治法实施情况时的讲
话精神，就抓好贯彻落实作出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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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指出，栗战书委员长的讲话，
深刻阐释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
我区实施大气污染防治法、打好污染
防治攻坚战、提高生态文明建设水平

提出了重要要求。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坚决落实栗战书委员长讲话精神，
进一步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立
法，依法推动解决大气污染突出问题，
以法律的武器治理污染，用法治的力
量保卫蓝天。要深入贯彻栗战书委员
长关于人大执法检查就是“法律巡视”
的重要论断，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
代人大执法检查工作，履行好宪法法
律赋予的监督权，切实保证法律得到
有效贯彻实施，全面提升人大工作水
平。

会议还审议了其他事项。

自治区十三届人大常委会召开
第4次党组会议和第13次主任会议

6月11日，农民在土默特左旗沙尔营服务中心小丹巴村的稻田里劳动。初夏
时节，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沙尔营服务中心小丹巴村的百亩稻田水映碧空，云
霞变幻，在大地上呈现出一幅美丽的生态画卷。近年来，内蒙古禾牧源农牧业科技
公司依靠科学技术对盐碱地实施土壤改良，建成水田，种植出绿色有机水稻，在改
善生态环境的同时，也为农民寻找到一条致富增收的新途径。 王正 摄

昔日盐碱地 今日生态美

6月11日，首府市民在便民市场购买新鲜蔬菜。2018年，呼和浩特市赛罕区计划新建10处便民市场，截至目前已建成3处，
让市民买菜更方便、更放心。 本报记者 王鹏 摄

买菜更方便啦

本报6月11日讯 （记者 王雅
静）“欢乐草原·健康内蒙古”第十
届全区全民健身运动会系列活动之
一的“吉利博越杯”城市定向挑战
赛 6 月 9 日在呼和浩特职业学院举
行。

定向运动是多名成员以组为单
位，利用指南针等工具，通过自己的学
识、判断，分析完成组织方统一制作的
问卷，并到达终点，所用时间最短的小
组取胜的一项结合运动与娱乐的体育
项目。当天，共有1390名定向爱好者
参赛。主办方称，赛事旨在广泛开展
全民健身活动，通过举办广受群众喜
爱的定向运动比赛，让全民健身的理
念深入人心。

活动由自治区体育局主办，自治
区社会体育服务中心、内蒙古定向运
动协会承办。

“吉利博越杯”
城市定向
挑战赛举行

■上接第1版
乌海市要求各区各有关部门把妥善

办理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举报受理转
办事项，作为解决该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存在问题的重要途径，高度重视、细致核

查、认真处理，切实做到“问题不查清不放
过、整改不到位不放过、责任不落实不放
过、群众不满意不放过”。乌海市对举报
事项进行认真研究，建立长效机制，努力
补齐工作短板，在“改”上下真功夫，在

“责”上动真碰硬，推动整改工作落实落
细。同时，乌海市充分发挥新闻媒体作
用，加强宣传教育，强化舆论引导，积极发
动群众参与和监督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初
步形成了全社会共同治理的良好局面。

以实际行动推进环保整改工作落实落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