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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胡日查 赵娜

这几日，在北京市通州区的“品农”
超市中，产自兴安盟科右中旗的大米、
亚麻籽油、木耳、有机杂粮等农副产品
颇受首都市民青睐。

作为中国有机食品之乡的科右中
旗，农副产品资源丰富，但由于缺乏销
路和品牌，让绿色有机农副产品“躲在
深闺人不识”。

为了改变这一现状，科右中旗坚持
“走出去”战略，让农副产品进京销售。
6 月 11 日，首家店中店已在通州区“品
农”超市投入运营，同时，将在通州区开
设草原厨房通州区专卖店，现已完成装

修。该专卖店可直接间接拉动 39 家企
业、合作社农副产品进京销售。好消息
远不止这些，在苏宁易购将建设“中华
特色馆之科右中旗馆”，将科右中旗的
农副产品在苏宁的百余家“苏宁小店”
中进行销售。

农业合作紧锣密鼓，光伏扶贫、肉
牛产业转型等合作也在顺利进行。

这种令科右中旗农牧民欣喜不已
的局面，得益于京蒙对口帮扶，得益于
北京市通州区对科右中旗的大力支持
与帮助。

科右中旗旗委常委、副旗长曲春
丞介绍，今年 4 月，通州区与科右中旗
对口帮扶合作工作正式启动。两地党
委政府围绕产业合作、劳务协作、人才

交流等重点领域，开展互访交流 80 余
次 。 两 地 卫 计、教 育、民 政、红 会、工
信、人社、工业园区等部门和全旗 12
个苏木镇全部完成了对接工作，并签
订了对口帮扶协议。据统计，截至目
前 ，通 州 区 累 计 投 入 对 口 帮 扶 资 金
2506.25 万元。

卖产品能解决短暂之需，但要从根
本上激发科右中旗自身发展的内生动
力，必须认真解决好“壮骨”的问题。目
前，对口帮扶合作已经逐步由传统的

“输血式”简单帮扶向“造血式”深层次
合作转变。

这几日，更让大家感到欣喜的是民
族手工艺扶贫车间项目已在科右中旗
中等职业学校开工建设，预计 10 月份

可投入运营。
在该校进行培训的贫困户海玉高

兴地说：“我身患残疾，腿脚行动不便。
去年，来到学校里免费参加制作四胡、
马头琴的培训，现在每个月靠制作乐器
可以收入 1000 多块钱，基本能保障自
己的生活。下一步，建好扶贫车间，环
境条件变得更好了，我学习的劲头也更
足了。”

“听说这个扶贫车间马上就要招收
学生了，我本来是学护理专业的，现在
又多学了皮雕专业，为今后的职业发展
多一个选择。现如今，咱们科右中旗发
展旅游就缺少旅游纪念品，以后我学好
了这手艺，自己就能创业。”在校学生韩
光明也忍不住与记者分享喜悦。

除了开展民族手工艺培训外，通州
区人社局指派专家开展了致富带头人
培训班，为科右中旗 60 余名致富带头
人进行培训。

“扶贫先扶智，这是通州区对口帮
扶的一个重点。”曲春丞说，为提升科右
中旗的教育水平，通州区教委一行 22
人赴该旗开展对口帮扶对接工作。目
前，通州区中小学已经与科右中旗 15
所学校签订了《对口帮扶工作协议》，在
教育管理、教学质量、教师队伍素质、人
才交流等方面开展帮扶协作。

北京市通州区为当地培养一流人
才，仅仅是京蒙对口帮扶结出的硕果之
一。在北京市通州区各方面的大力支
持下，对口帮扶和区域合作的长效机制

正在形成。
帮扶期间，为了进一步提升科右中

旗的医疗水平，通州区和科右中旗卫计
系统深入开展学习交流合作，并开展两
地远程会诊。目前，通州区北京首都医
科大学附属医院潞河医院、科右中旗旗
医院医联体正式成立；通州区北京首都
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潞河医院、东直门医
院已与旗直四家医院分别签订协议，就
人才交流方面达成合作意向。同时，通
州区定期安排医疗专家到科右中旗坐
诊，协助建设重点专科。通州区骨科专
家到科右中旗人民医院，共诊治患者
64 人次，手术 25 例。一系列措施让当
地老百姓不出家门就能享受到北京专
家的医治，群众看病心里更有底了。

科右中旗脱贫搭上通州快车
■小康路上

■信息吧

■风信子

□本报记者 吕学先 摄影报道

兴胜镇东达沟村是包头市青山区北部的
一个小山村。村民靠采石为生，虽然有些人会
面塑手艺，但谁也没把它当成吃饭的营生，更
和“艺术”谈不上交集。而如今，一个占地 85
亩的艺术区让这里成为闻名远近的“艺术村”，
并成为包头市文化产业发展的一张独特名片。

一进村，造型独特的雕塑、五彩斑斓的墙
体 彩 绘 ，就 让 人 感 受 到 浓 浓 的 文 化 艺 术 气
息。东达山艺术美术馆馆藏了 26 位包头本
土艺术家的百余件雕塑作品，有些作品多次
在自治区或全国获奖。这里还有老物件展览
馆、鹿文化研究院艺术馆和艺术家工作室等
各具特色的文化主题艺术区。

2015 年 3 月，几个朋友开始创建东达沟
艺术工作室，最早入驻的画家刘占强、雕塑
艺术家郭其鹏、民间美术艺术家王红川、版画
艺术家王海燕呼朋唤友，大山里的工作室逐
步引起人们的关注。2016 年 6 月，青山区提

出打造东达山文化艺术区综合体的规划，并
支持配套资金 500 万元，对东达山道路绿化
等进行提档升级。一时间，各种艺术沙龙、体
验活动风生水起，文人雅士、艺术爱好者蜂拥
而至，包头唯一一个原创艺术家园区雏形逐
步形成。

小山村的艺术气息越来越浓，艺术家们
和村民互动，许多村民不但捡起了已经生疏
的面塑手艺，还学会了扎灯笼、剪纸。

2017 年，包头·东达山第一届面塑艺术
节在这里举办。全市妇女手工艺作品大赛成
果展、面塑精品展、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展、
戏剧惠民演出、艺术交流讲座、民俗项目体
验、印象东达山摄影大赛、“岁月有痕”老照片
老物件展、东达沟村墙体彩绘活动等轮番登
场。新颖的创意受到追捧，吸引近 3 万人次参
观体验。面塑节后，许多艺术家喜欢上东达

沟村，来这里租个小院生活和创作，小山村平
添了 11 个艺术工作室。

今年 6 月，2018 青山区文化旅游节暨东
达山面塑艺术节再次来到东达沟村。14 个院
子、83 项活动、20 个文艺组织、30 种文艺形
式、100 多名文艺人才吸引了 5 万多人次参观
体验。这一次，来自山西、陕西、山东等地 20
位国家级、省级、市级代表性面塑艺术传承人
和工艺美术大师携 200 多件精品登场，其中
不乏全国获奖作品。在面塑展区，许多市民
感慨“面塑勾起了小时候的回忆”。

青山区副区长徐茂华表示，今后东达山
艺术区将会建设成为一个艺术家、作家采风
的基地，创作的基地，传统文化和非遗传承传
习 基 地 ，还 要 开 辟 青 少 年 儿 童 社 会 实 践 基
地。我们要把艺术区真正打造成包头市的一
个文化名片。

兴盛镇有个“艺术村”
本报呼伦贝尔 9 月 12 日电 （记者 李

玉琢 实习记者 姜峰）扎兰屯市建立从学前
到大学的全覆盖教育资助体系，对学前贫困家
庭学生减免保教费、义务教育和高中阶段免书
本费和学杂费、提供“一杯奶”补助和寄宿生生
活补助等，确保贫困家庭学子“一个都不能
少”。

“俺们真的有福，赶上了好政策，把孩子上
学的困难解决了，我们一家人打心眼里感谢党
和政府呀！”扎兰屯市高台子办事处高台子村
建档立卡贫困户刘晓英说。

刘晓英家只有 14 亩地，2014 年被纳入建
档立卡贫困户。那时她的儿子正在市里上高
中，丈夫因为眼疾干活受限，靠打工供孩子上
学，日子过得紧巴巴的。2017 年，她儿子以优
秀成绩被吉林大学录取。贫困户家的孩子考
上大学本科，当地政府一次性给补助了 4 万元
钱，泛海助学基金又给资助了 5000 元，吉林大
学每年给贫困家庭学生 2000 元生活补助，刘
晓英孩子上大学的钱不用愁了。

为更好实施教育扶贫，2017 年，扎兰屯市
投入 1000 万元成立贫困生救助基金，当年发
放救助资金 242 万元。今年该市将基金再次
补充至 1000 万元。为更加规范地管理和使用
该项资金，让更多贫困家庭子第顺利完成学
业，该市制定了《教育临时救助实施方案》，方
案中明确了临时救助资助对象、救助标准、申
报程序、基金发放等内容，学生教育资助政策
覆盖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中教育、中职教
育、高等教育各个教育阶段。

扎兰屯市将“控辍保学”同脱贫攻坚相结
合，通过镇、村、学校三方共同核查经济困难学
生家庭，通过各项资助政策落实，确保贫困户
家庭适龄子女能够正常就学。该市建起从学
前教育、九年义务教育到高等教育“全覆盖，无
缝衔接”的帮扶体系。

2017 年 ，扎 兰 屯 市 累 计 发 放 资 助 金
1054.5 万元，受助学生达 8249 人（次）。截至
今年 6 月，全市共受理临时救助学生 165 人，
评审通过 121 人，发放资金 26.45 万元；春季义
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生活补助资
金、春季蒙语授课寄宿生生活补助资金、春季
普通高中助学金，共下达资金 422.92 万元。

扎兰屯：全覆盖帮扶
不让一名贫困子弟辍学

本 报 鄂 尔 多 斯 9 月 12 日 电 （记 者
王玉琢）鄂托克旗采取有效措施优化基层便
民服务，打造方便快捷的政务服务环境，

该旗把各苏木镇已有的便民服务大厅、
综治中心等机构名称统一更改为便民服务
中心，嘎查、村统一设立便民服务代办点，使
广大群众少走冤枉路，方便业务办理；对各
苏木镇便民服务事项、承诺期限、办理地点、
收费标准、收费依据、所需申请材料、办理流
程等内容进行梳理，编制便民服务事项目
录；各个苏木镇便民服务中心配备空调、电
脑、档案柜、桌椅、咨询电话等便民设施，设
有综治、信访、民政、扶贫、劳动保障、养老保
险、农牧林水等服务窗口，具体办理与基层
群众密切相关的服务事项，使其真正成为为
群众分忧解难的便民服务平台。

鄂托克旗

优化基层便民服务

本报包头 9 月 12 日电 （记者 格日
勒图）近日，达茂旗举行通航科普教育暨达
茂百灵机场试飞仪式。

达茂百灵机场是自治区“十三五”规划
建设的 37 个通用机场之一，也是自治区第
五个建成使用的通用机场，总投资 7600 万
元，占地 587.7 亩，今年 4 月竣工通过验收，
完成机场校验飞行。目前，规划开通达茂
旗—包头东河机场、达茂旗—呼和浩特白
塔机场等 4 条航线，积极开展短途航空运
输，与公路、铁路构成立体式交通运输网络。

达茂百灵机场由自治区民航机场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委托代管，负责机场经营管理
运营、航线开辟等工作。达茂旗政府与天风
通用航空有限公司签订合作框架协议，规划
建设通用航空小镇，加快推动发展航空产
业、生态牧业体验等新型产业。

达茂旗

百灵机场开通试飞

本 报 通 辽 9 月 12 日 电 （见 习 记 者
薛一群）近日，在通辽市举办的中国蒙餐烹
饪大赛（内蒙分赛区）上，来自“中国黄牛之
乡”科左后旗的“博王烤全牛”获得一等奖。

本次比赛项目分为蒙餐宴席类和蒙餐
单项类，还有中国名宴表演——品评中国蒙
古第一宴《诈马宴》及创抻面世界吉尼斯纪
录大师厉恩海等团体烹饪技能表演，突出蒙
餐宴席和红食、白食特色，充分反映民族礼
仪文化。

“博王烤全牛”精选科左后旗原产黄牛，
采用原始的蒙古族杀牛法宰杀，经过数天的
排酸和多种佐料腌制 6 小时后，将牛在专用
烤炉中烤制 8 至 12 小时。出炉的全牛色泽
红润、表皮酥脆、外焦里嫩、口味香浓，是当
地著名美食。

科左后旗

“博王烤全牛”斩获中国
蒙餐烹饪大赛一等奖

本 报 乌 海 9 月 12 日 电 （见 习 记 者
郝飚）乌海市海勃湾区巴音乌素村 59 岁的
贫困户杨文华常年患病吃药，他和妻子仅靠
11 亩农田和每月 700 元的低保金维持生
计，一家人的日子过得很拮据。近年来，海
勃湾区通过土地流转的方式带动农区居民
脱贫致富。在好政策的吸引下，杨文华将自
家的 11 亩地全部流转。如今，杨文华不仅
流转土地能增收，而且他还到流转他土地的
农业公司打了一份工，挣上了双薪。不久
前，杨文华还分到了海勃湾区扶贫办给予他
的 2 头扶贫猪，看着圈里的猪慢慢长大，杨
文华感觉生活有了奔头。

海勃湾区

巴音乌素村的杨文华
生活有了奔头

今年是个丰收年

□本报记者 李新军 摄影报道

金秋九月，麦田飘香，呼伦
贝尔大地上机声隆隆。海拉尔
农垦集团哈达图牧场耕种的 32
万亩小麦、大麦、油菜等农作物
全面开镰收割。

“这几天，我们 24 小时连续
收割，绝不能让粮食烂在地里！”
牧场十三队党支部副书记姜宁
带 领 全 队 职 工 3 天 收 获 14212
亩 作 物 ，上 场 粮 食 达 到 528 万
斤，再创历史新高。凌晨 4 点，
牧场七队队长边兆海揉了揉红
肿的眼睛，如释重负：“经过一天
一夜的连续奋战，终于赶在大雨
来临之前抢收回 155 万斤小麦
和油菜！”七队抢收回的农作物
当天就全部进仓、入烘干塔或原
地码堆苫盖。

秋收开始后，哈达图牧场各
队上下“抢”字当先，精打细收，
挑灯夜战保丰收。

哈达图牧场继 3 年连旱之

后，今年迎来一个丰收年。今年
春天，哈达图牧场针对春旱适时
播种，因地制宜调整种植结构，
品种布局更加合理，实施节水灌
溉与人工增雨技术措施，增强抵
御自然灾害能力，为丰产丰收奠
定基础。为确保秋收顺利进行，
该牧场实施机车调度、收获进度
和检查督导制度，确保收获机械
准备到位，调度使用合理；及时
掌握秋收期间气象信息，抢抓晴

好天气，成熟一块收获一块。截
至目前，牧场投入 135 台套秋收
作业农机具、147 台运输机械、
260 台场院机械、8 座烘干贮存
设 备 ，参 加 秋 收 人 员 总 计 570
人，收获各类农作物 22 万亩。

“牧场屯垦戍边 60 年来，累
计为国家生产粮油 12 亿公斤。”
哈达图牧场场长赵建虎对今年
的丰收信心十足，“今年的产量
有望突破 1 亿斤大关！”

抢修

。

晾晒小麦

。

颗粒饱满的麦子颗粒饱满的麦子。。

丰收啦

！

艺术爱好者在塑面人。

艺术家刘占
强正在创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