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乌审旗阿爸食品加工部，有一个
古老的工具——石碓。瓷砖铺就的地
面，挖着一个方形的坑，里面放着一个
石臼。两根树丫，支起一根木杆，木杆
一端装了一块石头，另一端可供踏脚。
阿爸食品加工部负责人沙仁达来一边
舂米一边介绍，石碓舂米一天下来产量
也就十多斤，因为费力，所以价格比较
贵，是普通炒米的 3—4倍，尽管慢而且
贵，但顾客很喜欢，供不应求，因为石碓
舂米过程中，温度不会升高，能保留炒
米本身的香味和营养。

这就是“乌审手工”代言产品之一，
它们讲究的是原汁原味、纯天然、纯手
工。怎样将这些好东西变成打得响、销
得好的硬品牌，乌审旗通过建立长效体
制机制，确保“乌审手工”这个牌子可持
续健康发展。

建立规范标准体系。对民族传统
特色手工制作的个人、作坊、协会、工厂
进行统一挂牌，按照旗级、苏木镇级、嘎
查村（社区）级标准逐级进行评选命名，
确保“乌审手工”示范户信誉好、牌子
亮。被贴上“乌审手工”标签的行业协

会、合作社、示范户、手工作坊、农牧户，
有着严格的生产操作标准，通过制度对
手工生产的食品、工艺品、日用品制作
过程进行规范，明确详细操作流程，严
格卫生安全标准，确保乌审手工产品操
作严、质量高。

建立营销服务体系，用好用活“一区
三园一基地+市场”（大学生创业实践区，
农牧业科技创业园、大学生创新创业园、
乌审旗创新创业园，大学生创业孵化基
地，现代化商业市场）创新创业服务平台，
广泛开展中俄蒙商品跨境展销会、鄂尔多

斯蒙古族民风民俗旅游风情节等各种大
型文化旅游产业主题活动，大力推荐“乌
审手工”产品在全旗旅游景区、中心镇区
设立展销店，加快推进网上展示、交流、洽
谈、销售，利用淘宝、微商等平台扩大产品
销路、拓宽销售市场，确保乌审手工产品
销得快、赢利多。

建立扶持激励机制，起草制定民族
传统特色手工技能传承保护制度，用足
用好信贷、财政、税收等方面对民族特
色传统手工产业的扶持政策，在培训场
地、人才培养、经费保障、技能交流等方

面制定系列优惠政策，确保乌审手工技
能传得开、传得好。

建立宣传引导机制，按照统一策
划、统一标准、统一管理、统一标识、统
一宣传“五统一”要求，扎实有序推进乌
审手工产品营销推广活动，深入开展乌
审手工产品展示、文化产品展销、文化
习俗体验、文博会展等活动，利用“吉祥
乌兰陶勒盖”“鸿嘎鲁”“牧区大寨”等品
牌效应持续开展“乌审手工”裂变系列
宣传活动，确保乌审手工宣传有内涵、
有价值。

建立长效机制 保障“乌审手工”健康发展

打造“乌审手工”品牌 助力乡村振兴
“乌审手工”品牌助力乡村振兴正

成为“乌审手工”裂变的“主旋律”。图
克镇梅林庙社区“妇女巧手”协会，乌
审召镇蒙根乳肉制品手工加工坊，嘎
鲁图镇农牧民奶食品作坊，无定河镇
毛布拉格“三棵柳”传统蒙古手工饺、
面塑手工艺、剪纸，苏力德苏木额尔德
尼巴雅尔皮艺、额尔德尼风干肉制作
示范户，乌兰陶勒盖镇石磨豆腐、手工
粉条、特色面点传统食品……一批以
传统工艺为支撑的村落、企业和专业

合作社迅速崛起，以市场需求为导向
的传统工艺企业和合作社，通过专业
设计、集中培训、分散生产、统一收购
销售等方式，带动了农牧民通过传承
保护民族文化，在家门口轻松实现就
业。乡村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红火景
象，真正成为安居乐业的幸福家园。

在具体工作中，实施“乌审手工”裂变
项目带动战略，每个苏木镇重点扶持3家
以上民族特色手工产业示范点，创建一批

“乌审手工”示范苏木镇、嘎查村（社区）、

农牧户、企业，细化扶持发展措施全面助
力乡村振兴发展。积极实施“乌审手工”
品牌战略，全旗6个苏木镇分别有选择地
确定名牌产品培育目标，大力将其培育成
具有乌审特色的品牌。按照传承保护与
创新发展并重原则，严把产品质量关，稳
步提高产品质量，实现以质量求生存、以
信誉求发展目标。加快推进“乌审手工”
品牌建设，对“乌审手工”创意产品“绿色
乌审logo”进行统一设计、制作、包装，增
强“乌审手工”的识别、便利、美化和增值

功能，以直观、生动的形式宣传“乌审手
工”形象，彰显“乌审手工”的独特魅力，使
社会各界更多关注乌审、了解乌审、热爱
乌审。

如今，全旗 289家传统特色手工户
发展势头良好，阿腾莎民族金银器具加
工厂、文贡塔拉合作社、萨如努图嘎查
民族手工艺培训体验基地等一批颇具
特色的传统特色手工企业、合作社、基
地、农牧户正在快速崛起；“文工希礼”
农畜产品、“朝日沁”奶制品、“阿爸”传

统石碓炒米、“乌仁布斯贵”传统刺绣等
一批技艺精湛的“乌审手工”产品正在
抢占市场；“乌仁布斯贵”传统刺绣传承
人图娜拉、巴音淖尔奶食品制作人布
仁、乌审枣饼制作人阿拉腾乌拉等一批

“乌审匠人”致力于传承发展传统民族
特色优秀文化……

“乌审手工”裂变正在“发力”，在其释
放的强大能量下，文化旅游产业活了起
来，手工产业市场火了起来，农牧民富了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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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多年建设，乌海市乌达区引黄供
水改造工程已于今年6月具备送水条件，
并向具备切改条件的企业输送黄河地表
水。

截至目前，乌达区引黄供水改造工程
黄河取水口工程已完成；净水厂土建工程
已接近尾声，主要设备已安装完成；园区
配水改造与净水厂建设同期实施，目前正
在进行黄河地表水与地下水切改工作，逐
步向企业输送地表水，预计到年底前完全
实现切换。

引黄供水改造工程是乌达区工业经
济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配套项目，也是合

理开发利用水资源、保护水生态环境的环
保项目。乌达区虽然毗邻黄河，但是长期
以来地表水未得到有效开发利用，生活用
水和工业用水主要依托地下水。随着地
下水资源日益枯竭，工业用水成为制约乌
达区工业经济转型升级发展的瓶颈因
素。2013年，乌达区正式启动引黄供水
改造项目，总投资4.47亿元，建设日取水
30万吨取水泵站一座、日供水能力12万
吨黄河净水厂一座，配套输水主干管网约
8KM以及生产生活用水分离供给的园区
配水系统改造。

在引黄供水改造工程净水厂项目

处，施工人员正加紧对机修车间进行土
建施工。净水厂土建项目负责人陈高
忠介绍：“机修车间是净水厂的最后一
个单体项目，主要用于机械修理及其他
辅助性作用，预计 10 月底完成。”剩余
装修工程、厂区内硬化、亮化及绿化工
程陆续实施，受季节影响预计明年 5月
完成绿化工程。2016 年，净水厂项目
正式土建施工，主要为工业园区提供工
业用水。在净水厂项目直径 100 米的
污水沉淀池边，陈高忠介绍，项目正常
运行时，由取水泵站抽取黄河水并初步
过滤后，通过输水主干管网泵送至黄河

净水厂，经过百米沉淀池进行初沉和高
密度沉淀池加速澄清后，达到工业用水
标准。处理完成的清水沿乌尔特沟输
送至工业园区，园区企业根据生产需
求，对水二次处理后用于企业生产。同
时，泥沙在浓缩处理后，在污泥脱水机
房形成绝干泥，可用于土地整理、堆肥。

据统计，乌达工业园区现有企业生产
用水量约8万吨/日，引黄供水改造项目
建成投用后将从根本上改变过去以地下
水为水源的工业供水格局，可满足园区工
业用水需求，降低企业用水成本。初步测
算，按照用水量现状，同比水资源费调整

后用水价格，企业年用水成本减少将近1
亿元；结合经济开发区污水处理改造中水
回用项目，乌达区将初步形成以地表水为
主、中水及污水处理回用水为辅的工业用
水新格局。

引黄供水工程的启动建设将合理有
效地开发地表水资源，用于工业和景观生
态用水，地下水则作为人饮生活用水，既
符合国家水资源政策，又提升工业用水配
套能力，保障全区用水安全。随着引黄地
表水的投用，园区企业地下水水源井逐步
关闭，将有效保护乌达区地下水资源生态
环境。

引黄供水改造工程构筑工业用水新格局引黄供水改造工程构筑工业用水新格局
◎◎文文//图图 《《乌海日报乌海日报》》记者记者 王秋华王秋华

净水厂污水沉淀池。

乌达区引黄供水改
造工程净水厂中置式高
密度沉淀池。

““乌审手工乌审手工””火了火了 农牧民富了农牧民富了
◎◎《《鄂尔多斯日报鄂尔多斯日报》》记者记者 常娜常娜 马利军马利军 白杨白杨

到乌审旗旅游，除了感受清秀旖旎的自然山水、热情淳朴的少数民族风情，还能收获一些精巧别致的手工艺品。面对蒙古
族银饰、刺绣、皮雕、服饰、根雕、柳条编织等多达上百个种类的手工艺制品，游客们惊叹蒙古族文化底蕴深厚、当地少数民族群
众心灵手巧之余，总忍不住挑几样带回家。

据统计，全旗现有传统特色手工户289家，运行良好的企业40余家。在这片土地上，80%的农牧民掌握着民族传统饮食
的制作方法，10%的农牧民掌握着民族传统手工技艺的制作方法。乌审旗民族传统工艺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可以说在广大
农牧民当中蕴含着巨大的手工技能“生产力”。

近年来，乌审旗抓住民族特色手工产业发展，探索实施“乌审手工”裂变计划，致力于用“匠人精神”培育一批“乌审工匠”，
挖掘民族文化特色，打造“乌审手工”硬品牌，推动乌审旗传统特色手工业“裂变式”发展，从而带动农牧民增收致富，助力乡村振
兴战略，目前已帮助1.2万农牧民实现就地就近创业就业和增收致富。

民族服饰、刺绣、雕刻、乐器和风干
肉、奶食品……“乌审手工”文化遗产的价
值日益凸显，传统手工技艺不但没有消
沉，而是以多种姿态在现实生活里呈现勃
勃生机，这其中的奥秘就在于坚守中的创
新，既在保留传统底色、坚持文化特色的
同时，顺应历史规律、结合新的生活方式，
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和创新性
发展，从而将经济效益和文化价值统一起
来。“创新+”使“乌审手工”裂变开启了

“加速键”。
如何让过去很受欢迎但在现代逐渐

失去生存土壤的手工产品，转化为现代人
生活、休闲、娱乐的实用型手工艺品？乌
审旗传统技艺传承人中出现了不少年轻
人的身影，他们技艺精湛，了解外界的信

息，擅长根据客户的需求组织生产，这加
快了乌审旗传统工艺实施“创新+”、融入
现代生活的步伐，提升了传统工艺的市场
竞争力。

在鄂尔多斯市独贵玛民族文化发展
有限公司，乌云苏都正手执刻刀，凝神屏
息地在已经画好图案的皮面上刻出流畅
的线条，一件件出自乌云苏都之手的皮夹
子、马鞍子、挂件、腰带及各种样式的钱
包，十分精致，使人爱不释手，独特的刻
法、精湛的工艺让众多的手工艺爱好者和
商客们啧啧称赞。乌云苏都的皮雕手工
艺品都是根据客户需求私人订制，蒙古
马、祥云、马头琴等富有“民族风”的图案，
使产品本身就是一件精致的民族工艺品，
而流行的款式又让产品在美观性上“又胜

一筹”，乌云苏都的创意让她的手工艺品
供不应求。

创新，也使手工艺传承人一而十、十
而百、百而千、千而万……

在乌审旗文化产业创业园内，蒙古族
刺绣传承人额仁其其格管理着一家以刺
绣为主，包括蒙古族服饰、头饰、银器制作
以及柳条编织、民族食品制作的协会。协
会叫做乌仁布斯贵，汉语译为“巧手媳
妇”，抱着对民族文化和民族传统工艺的
热爱，以及希望更多人参与到保护和传承
蒙古族民间传统手工技艺之中，额仁其其
格创办了这个协会，现在，协会里每个人
都是“乌仁布斯贵”，额仁其其格还在不断
创新，致力于培养更多的“乌仁布斯贵”。

2012年，额仁其其格开办了“刺绣艺

人”培训班，并任刺绣老师，现已培训出上
百名学员；2013年开始，每年额仁其其格
个人组织举办“乌仁布斯贵”蒙古族传统
刺绣展览比赛，比赛不仅激励了广大刺绣
爱好者的积极性，而且给他们提供了互相
学习的平台。此外，协会还将刺绣课开到
了学校，定期给小学、中学的学生进行培
训，让孩子们从小就爱上民族文化。

下一步，“乌仁布斯贵”协会将在每个
街道选取一个社区进行打造，聘请手工艺
技师对辖区内手工艺爱好者进行定期培
训，并积极挖掘民族手工艺带头人及传承
人，发展“定单式”培训，争取成为广大妇
女居家灵活就业的主要抓手，也为民族手
工艺传承出一份力。

创新，同样体现在“乌审手工”裂变发

展模式上。乌审旗在整合现有资源的基
础上，大力推行“公司+协会+农牧户”“基
地+协会+农牧户”“示范点+农牧户”等产
业发展模式，探索建立以龙头企业为引
领、民族民间工艺大师为支撑、千家万户
为载体的产业集聚群，促进全旗民族特色
手工产业跨越式发展。

此外，创新培育了融文化旅游为一
体的手工产业消费业态——乌审旗文化
创意产业园。园区是通过政府购买公共
服务形式，集中打造的集文化创意、旅游
集散、产品展销、文博会展、演艺娱乐、
休闲体验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创意产业
集聚区，也是乌审旗深入推进文化与旅
游、手工等业态深度融合发展的“地标性”
建筑。

“创新+”助推“乌审手工”裂变速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