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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补记

8 月的赤峰，绿涛翻滚，峰
峦叠翠。我们沿着百里林带走
进太平地镇时，吉普车惊起一
只 山 鸡 ，给 人 惊 喜 ，随 行 人 员
说，以前别提山鸡，就是家鸡也
养不活。

车 行 其 间 ，但 见 数 十 年 前
栽植的杨树荫翳蔽日。当时联
合 国 粮 农 组 织 专 家 考 察 后 评
价，这是林相最整齐、林木长势
最好、布局最合理、规模最宏伟
的农田防护林。如今一见，果

然名副其实。
“以林促粮，林茂粮丰”，这

是上世纪国家领导人对松山区
太平地镇林业发展的肯定和鼓
励。“以前都埋怨这块沙子地不
但养不活一家人，还老起沙尘

暴作害我们。现在好了，不但
能种粮食，还能种蔬菜了，收入
翻了好几倍，能不乐呵吗？”村
民朴实的话语、脸上洋溢的笑
容，是对实施农田防护林项目
的最好嘉奖。

人 不 负 绿 ，绿 定 不 负 人 。
如今，赤峰市生态建设的效益
不断显现：土不下山了，水不出
川 了 ，天 不 扬 尘 了 ，地 不 偷 懒
了。沙黄林绿两重天，这里的
人们已经走出荒漠，迈向未来。

◎直播 Live·ZHIBOLIVE ◎新作为·XINZUOWEI

□本报记者 施佳丽

走在赤峰市松山区太平地镇两间
房村的田埂上，映入眼帘的是 400 米
乘以 400 米整齐挺立的杨树林带，空
旷的农田被这些林带分割成一个个规
整的方田。阳光从树叶间隙处洒下，
犹如一道光影斑驳的迎宾拱门，而刘
昆鹏就站在这片阳光之下，不时还拿
笔记录着什么。

“这边的杨树才 10 来年，你看这一
棵就是刚栽种的，再看路那边，少说也
有 20 年了。”作为太平地镇林业工作站
站长，刘昆鹏能够根据树干的粗壮程
度，准备判断杨树的“年龄”。

一阵风吹过，杨树的叶子沙沙作
响。然而，林下的田地里，只有向日葵

和玉米随风轻轻摇曳，植株更矮一些
的辣椒和豆角则没有一丝晃动。杨树
林繁茂的枝叶如同举起双手搭在了一
起的“防风卫士”，静静地守护着身后
的农田。

时间闪回到上个世纪 60 年代，这
里的农民都曾遭遇过这样的经历：春
季播种后，一阵大风席卷而来，从下午
一直刮到了次日凌晨。农田基本被大
风吹平，连种子都不见了踪影。

为抵御风沙、干旱对农业生产的侵
袭及对环境的破坏，从上世纪 60 年代
开始，松山区大搞农田防护林建设。“不
种树不行呀，沙子把天都刮黄了，家里
白天都点煤油灯，大家都说‘赤峰赤峰，
十天九风；一天不风，天黄澄澄’，种地
更是难了，基本没收成。”据两间房村
村支部书记刘明回忆，那时候他才十几
岁，每天生产队长一吹哨子，大家都拿
上工具热火朝天地种树去了。

农田防护林怎么造，需要多大间
隔为一个林带，林带宽度多少合适？
这些都是有严格规定的。“当时，有一
位姓蔡的林业技术工程师指导我们造
林。现在回头想想，400 米的间隔真的
很有讲究，他是根据风速和树冠的比
例来设计的，确实起到了很好的防风
效果。”刘明对此记忆犹新。

到 1973 年，全镇 11.3 万亩的土地
上造出了 230 个的防护林网。成为了

当时全国最大的农田防护林。
行 得 春 风 有 夏 雨 。“ 真 是 风 调 雨

顺，四周全是绿地，粮食产量提高了
30%。就像今年玉米收成就不错，打
了 2000 多斤，这地能成吨粮田，我真
是没想到，搁在从前，也就能打几百
斤。”当年见证过农田防护林建设的村
民刘云告诉记者，1981 年松山区遭遇
了罕见的 11 级风暴，邻近的乡村都受
了灾。但是太平地镇由于有防护林的
保护，农田安然无恙。媒体报道之后，
太平地镇受到了国家的表彰。太平地
镇农田防护林一下子开始闻名全国甚
至闻名世界，吸引 30 多个国家和联合
国等国际组织专员、专家前来考察。

“农田防护林能降低风速，调节温
度，增加大气湿度和土壤湿度。还能
拦截地表径流，调节地下水位。”刘昆

鹏自豪地告诉记者，太平地镇农田防
护林是全区乃至全国农田防护林体系
建设的样板，曾获林业部、科技部颁发
的全国乡村林业化建设先进单位和农
田防护林营造技术推广奖荣誉称号。

如今，在太平地镇共有农田防护
林 4.6 万亩，形成主副林带 876 条，构
成网格 780 个，保护农田 18 万亩，农田
林网化程度达到了 100%。然而，杨树
作为乡土树种被大面积栽种，近年来
受生理周期和干旱影响，农田防护林
也出现了大面积的退化、枯死。

“一直以来，林带虽有村民小组的
精心维护和更新，但面对这种大面积
的退化，只能通过寻找替代树种来解
决。”刘昆鹏坦言，让这片老林子重新
焕发生机，是当下林业工作的重心，也
是一件必须要做好的事情。

太平地镇18万亩农田的“防风卫士”
小康故事

□文/本报记者 石向军
图/本报记者 怀特乌勒斯

电路检修、防雷检测、更换风向标⋯⋯面
对炎热酷暑，两位呼和浩特气象站青年观测
员在数米高的观测台上来去自如，有条不紊
地完成了手头工作。常人眼里极端的天气在
他们看来不过是“小菜一碟”。

除了检测设备外，每天 5 次气象观测和发
报是观测员的日常工作。气象工作对及时性
和准确性的要求很高，观测员们都得了一种
强迫症：睡觉时会突然惊醒，生怕错过了发
报。

一串串宝贵的气象数据，不仅记载着呼
和浩特的气象变化，连续可靠的气象观测也
为森林防火和生态保护提供了珍贵的数据资
源。

2018 年年初，中国气象局启动了中国百
年气象站申报认定工作。获认定的台站将被
列入中国气象站重点保护名录，将得到地方
人民政府进一步保护。在中国百年气象站认
定基础上，中国气象局还将遴选符合条件的
候选站申报新一轮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

站。呼和浩特气象站满足运行时间百年以
上、缺测不超过 10%（不含战争和灾害等影
响）、迁站没有造成气候特征变化等 9 个评选
条件。在 2018 年全国气象局长会议上，被授
予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称号。

记录百年风雨是气象观测的不变初心，

守望美丽青城是气象工作者的神圣使命。呼
和浩特气象站建立于 1914 年，一百多年来，
一直坚持气象观测、积累国家基础数据，也见
证了近现代气象事业发展的历史、文明与科
学的进步，是我国气象界不忘初心、秉承科学
精神的体现。

□本报记者 李文明

每天早晨 4 点刚过，阿拉善盟阿
拉善右旗巴彦高勒苏木牧民苏和准
时会起床，拿着木桶到骆驼群里挤
奶。

“现在产奶的骆驼有三十多峰，
每天能挤奶 30 到 35 公斤。我得赶
在 8 点前送到旗里骆驼产业园的沙
漠 之 神 公 司 ，再 晚 的 话 天 气 就 热
了。我们签了合同，从 3 月 21 日开
始供奶，一天就能有 700 元左右的
收入，再加上旗农牧业局的补贴，每
天光卖驼奶就能挣 1000 块钱。”苏
和一脸兴奋地给大家算起账来。

在阿拉善右旗，越来越多牧民
像苏和一样，摒弃了过去粗放的放
养模式，从卖骆驼转为卖骆驼奶。

在阿拉善右旗骆驼产业园，记
者看到内蒙古沙漠之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的车间里，一罐罐罐装液态
奶缓缓流下生产线。“我们公司是阿
拉善右旗招商引资引进的首家特色
骆驼乳制品深加工企业，骆驼奶深
加工生产线于 2017 年 1 月正式投
入生产。这条驼乳制品生产线对于
促进骆驼种质资源保护及产业开发
利用、带动一方百姓就业增收都发
挥着重要作用。”公司负责人冉启伟
说，在生产线满负荷运行后，按年收
购 1000 吨原驼奶保守计算，每年可
带 动 牧 民 增 加 驼 奶 收 入 2000 万
元。”

为加快实现骆驼产业链形成，
内蒙古沙漠之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与内蒙古骆驼研究院、阿拉盟骆驼
研所共同投资组建了内蒙古戈壁沙

漠骆驼良种繁育基地，并与农牧民
骆驼专业合作社成立了奶源示范基
地，引导骆驼养殖户参与种植。

阿 右 旗 是 阿 拉 善 双 峰 驼 的 主
要养殖区，存栏总数 5.1 万峰，保有
量占全国的 20%，是全国双峰驼存
栏最多的地区之一。过去，由于受
传统畜牧业发展方式的制约，骆驼
产 业 科 技 含 量 低 ，产 品 单 一、产 业
链 条 短、品 牌 影 响 力 小 ，骆 驼 资 源
得不到有效地深度开发和利用，牧
民 增 收 乏 力 。“ 我 们 现 在 通 过 产 品
创 新 ，建 设 地 域 产 品 品 牌 发 展 体
系，引进龙头企业开发奶食品、保健
品等高端消费产品，提升驼产业在
全旗农牧业产业发展中的经济贡献
率 ，实 现 了 驼 产 业 向 基 地 化、规 模
化、品牌化、高端化方向发展。”阿
拉善右旗农牧业和科技技术局副局

长张华文说。
在内蒙古沙漠之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等龙头企业的带动下，阿拉
善右旗农牧民的养驼积极性得到极
大地提高，通过养殖挤奶销售，每峰
骆驼年纯增收超过 1 万元。在围绕
产品深加工上，阿拉善右旗已开发
出了骆驼液态奶、奶粉、多口味驼肉
干等一大批新型产品。

“目前阿右旗骆驼产业‘公司+
基地+科研+专业合作社’的产业链
已 成 雏 形 。 随 着 骆 驼 产 业 链 的 延
伸、龙 头 企 业 的 引 领 ，全 旗 骆 驼 养
殖、挤 奶、饲 草 料 种 植 等 将 快 速 发
展，带动全旗农牧民就业 1200 人以
上，带动全盟乃至周边旗县骆驼养
殖规模 15 万峰左右，未来骆驼产业
将成为全旗农牧民脱贫致富奔小康
的支柱产业。”张华文补充道。

“每天光卖驼奶就能挣1000块钱”

□本报记者 李文明

“刷刷⋯⋯”
当大多数人还沉睡在梦乡时，土

右旗苏波盖乡美岱桥村保洁员周二小
娃就已经拿着一条大扫把，推着一辆
保洁车，来到曙光初放的街道上，用他
那把舞动着的扫把，开启了乡村美好
的一天。

周二小娃是美岱桥村的一名保洁
员，兼任保洁组长。

“环境卫生保洁是一项长期、繁
重、重复的工作，只有不怕苦、不怕脏、
不怕累，才能把它做好。”周大爷说。
酷暑，垃圾池中的垃圾在高温蒸发下
散发出强烈的臭味，薰得人忍不住作
呕；寒冬，垃圾经常冻结在路面，很难
清扫。乡村保洁员这项工作干起来很
辛苦，但看到自己能为美丽乡村建设
贡献一份力，周二小娃还是感觉很欣
慰。

像周二小娃这样的乡村保洁员，
土右旗共有 1167 名。近年来，土右旗
不断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强化农
村公共服务，全面推进农村人居环境
综合整治，打造美丽宜居村庄。为了
提升乡村管理水平，该旗完善了以“市
场运作、村民参与、全面覆盖”为原则
的农村环境卫生长效保洁和公共设施
长效管护机制，明确旗、乡镇、村、保洁
公司、农户五级职责，通过公开竞聘选
用专业保洁管护公司，负责开展日常
管护保洁工作。

1167名保洁员
扮靓乡村

本报 8 月 6 日讯 （记者 钱其鲁）日
前，自治区粮食局和国家军粮供应中心负责
同志前往朱日和训练基地，对基地和蓝军旅
官兵进行了慰问。朱日和训练基地和蓝军
旅对自治区粮食局军粮供应工作给予了高
度肯定。

朱日和训练基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最
大也是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合同战术训练基
地，主要担负组织师、旅、团级部队完成合
同战术演练，协同装甲兵和其他兵种进行
技术、战术训练。中国第一蓝军旅是中国
人民解放军陆军部队编制序列中参照“对
手”编制组建的唯一一支专业化模拟蓝军。
蓝军旅成建制、成体系、高仿真模拟蓝军训
练，为参演部队提供了多面性对手、多样化
态势、多变数行动，为我国军队建设作出了
巨大贡献。

朱日和训练基地和蓝军旅全体指战员
所需粮食和副食品，全部由自治区军粮供应
中心直属朱日和供应站进行全天候供应。
朱日和军粮供应站积极围绕部队饮食多样
化需求，逐步实现由单一粮食供应向多品种
转变，并在基地建立了主副食加工车间，开
展主副食预约、加工、配送一体化服务。在
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0 周年阅兵期
间，自治区军供中心直属朱日和供应站坚持

“粮食并举、主副并举”，紧贴部队需求，丰富
供应品种，确保主副食品数量和质量，被阅
兵指挥部授予“情系沙场、爱国拥军，服务阅
兵、保障有力”的锦旗。

自治区粮食局
新举措确保军粮供应

本报 8 月 6 日讯 （记者 李文明） 今
年以来，我区标准化生产体系进一步完善，
全区确定的 30 个标准化生产重点旗县依托
规模化新型经营主体，围绕玉米、马铃薯、小
麦、水稻、大豆、向日葵 6 种作物建成全程标
准化生产基地 1481 个，预计标准化生产技
术覆盖率将达到 44%左右，同比增幅将超过
10%。

在生产标准化开展过程中，新型经营主
体成为标准化生产的中坚力量。全区参与
标准化生产的新型经营主体约 2363 个，标
准化生产达面积 1759.8 万亩，占全区标准
化生产总面积的 42%。以标准化生产基地
为代表的“新型经营主体+基地+农户”的利
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生产模式逐步扩大，总
订单面积达到 1252 万亩，同比增幅 32.3%，
多个重点旗县出现了单个企业标准化生产
订单面积超过 10 万亩。在玉米、马铃薯、小
麦、水稻、大豆、向日葵 6 种作物的基础上，
各地结合实际，主动将标准化生产范围进一
步扩展，建设了一批甜菜、杂粮杂豆、油菜等
特色产业生产标准化基地，特别是甜菜全部
实现标准化生产和订单化种植，总面积超过
180 万亩。

随着标准化生产的全面开展，各地农畜
产品区域品牌影响力也得到提升。巴彦淖
尔市在原有河套向日葵、五原小麦等 12 个
地理标志产品的基础上，强化河套品牌的建
设，今年将申报玉米、荞麦等 8 个地理标志
产品，使“三品一标”总数达到 410 个。呼伦
贝尔市大豆、乌兰察布市马铃薯、兴安盟水
稻等区域品牌也得到了海天、川粮、蓝威斯
顿等大型企业的支持。

我区建成全程标准化
生产基地1481 个

本报 8 月 6 日讯 （记者 李文
明）记者从自治区农牧业厅获悉，农
业农村部近日发布《关于公布前六批
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监测合格和
第八批示范村镇名单的通知》，认定
300 个村镇为第八批全国一村一品
示范村镇，其中我区共有 10 个嘎查
村入选。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是
一村一品发展的先进典型，我区将加
强对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的指导
和 服 务 ，引 导 示 范 村 镇 加 强 品 牌 培
育、拓展农业多种功能、发展新兴业
态，延长产业链价值链，实现一二三
产业深度融合，为乡村振兴提供坚实
产业支撑。

本报 8 月 6 日讯 （记者 钱其
鲁）今年，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确定了
到 2018 年底，完成 1500 户水冲厕所
改造、14 个中心村村容村貌提升、1 个
村庄污水治理，实现村庄人居环境明
显改善，基本形成农村生活垃圾清运
处置体系的目标。同时，明确提出推
进农村牧区生活垃圾治理、开展厕所
改造粪污治理、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
理、提升村容村貌、加强村庄规划管
理、完善村庄后续管护机制 6 项重点
工作，以助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升
群众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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