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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鄂尔多斯11月28日电 （记
者 王玉琢）“从来没敢想养羊还能拿
国际奖，为此我家去年获得了帮扶企业
的1万元奖励。”鄂托克旗棋盘井镇伊
肯达赖嘎查牧民路海燕说。牧民养羊
拿奖？企业还给发放奖金？这到底是
怎么一回事？日前记者来到了这位“意
大利畜牧研究院最佳羊绒细度银奖”的
获得者路海燕家中。

走进路海燕家，记者一眼就看到了
摆在客厅最显眼位置的那座奖杯。奖
杯是一个纯银打造的“抓绒工具”造型，
路海燕每天不管多忙都要擦拭一番。
对于路海燕来说，这座奖杯不仅仅是一
种荣誉的象征。

2017年，路海燕家饲养的阿尔巴
斯白绒山羊羊绒细度达到了直径14.06
微米，从而拿到了“意大利畜牧研究院
最佳羊绒细度银奖”，当年她家光羊绒

一项收入就达到了8万余元。
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提到一家十

年致力于保护阿尔巴斯白绒山羊纯正
血统促进农牧民增收致富的民营企业
——鄂托克旗伊吉汗羊绒制品有限责
任公司。

近日，记者见到了该公司董事长王
有志。他介绍，阿尔巴斯白绒山羊是国
内优质地方良种，羊绒被国际市场誉为

“纤维宝石”“软黄金”。而鄂托克旗是
传统畜牧业大旗，羊绒产业长期以来一
直是畜牧业的优势资源和产业，也是当
地农牧民的主要经济来源之一。但在
前些年，受利益驱动影响，农牧民只求
数量，不求质量，大量引进绒质差、单产
高的其他品种，致使绒山羊品质逐年下
降，绒细度从原来的平均14.5微米上升
到了平均16微米，导致羊绒价格直线
下滑，农牧民收入大幅减少。

“16微米快接近绵羊毛了，这样的
绒只能卖毛的价钱。这样下去，破坏的
不仅是我们阿白山羊的金字招牌。作
为地方民营企业，保护阿白山羊，守护
农牧民的摇钱树，我们义不容辞。”王有
志说。

从2008年开始，公司积极与鄂托
克旗配合开展了阿尔巴斯白绒山羊“保
种细化”工作，成立了“绒山羊细化保种
专业合作社”，联合鄂尔多斯羊绒集团

原料公司和该旗畜牧改良站，对农牧民
的羊绒进行收购和测试，根据测试结
果，对参与测试的农牧户给予羊绒细度
鼓励奖金。

公司与牧户签订绒山羊细化保种
养殖协议书，实行订单采购。在羊绒收
购市场保护价格的基础上每公斤给牧
户补贴5元，羊绒细度在15微米以内的
每公斤补贴10元，羊绒细度在14.5微
米以内的每公斤补贴50元。

特别是在“百企帮百村”工作启动
以后，作为帮扶企业之一的伊吉汗羊绒
制品有限责任公司与该旗乌仁都西嘎
查、巴音温都尔嘎查、伊克达来嘎查、楚
鲁拜嘎查、布隆嘎查结成帮扶对子，以
帮扶嘎查村作为阿尔巴斯白绒山羊原
种区，组织农牧民大力发展阿尔巴斯白
绒山羊产业，并对所有贫困户的羊绒全
部以每公斤高于市场价 30元进行收
购。截至目前，伊吉汗羊绒制品有限责
任公司累计向农牧民发放补贴资金近
800万元，带动农牧户1.6万余户，合作
社的农牧民人均收入增长1500多元。

“去年企业给我们嘎查的牧户奖励
就将近30万元，现在嘎查一半以上的
牧户都开始发展阿尔巴斯白绒山羊，今
年种公羊比赛，毕力格家的羊绒已达到
了13.97微米。这样发展下去，用不了
几年，嘎查牧民手里握着的就是软黄

金。”棋盘井镇乌仁都西嘎查党支部书
记苏亚拉图说。

苏亚拉图为记者算了一笔账，随着
羊绒细度提升，按照现在市场发展来
看，绒价每斤上到200元以上都不成问
题，就按一家牧户养殖200只羊来算，
一年光卖羊绒一项，最少可以收入4万
多元，加上羊肉销售，牧户一年最低也
将实现年收入14万元以上。

工作推进多年，农牧民养殖阿尔巴
斯绒山羊的积极性越来越高，羊绒细度
也逐渐降低。据王有志介绍，到2016
年，公司所帮扶的嘎查村农牧民的阿尔
巴斯白绒山羊绒细度已从平均16微米
降为平均15.5微米。

“带着农牧民发展阿尔巴斯白绒山
羊，让阿尔巴斯白绒山羊羊绒真正成为
农牧民手中的‘软黄金’，我有信心。”王
有志说。

阿尔巴斯山羊绒成为牧民致富的“软黄金”

■信息吧

本报呼伦贝尔11月28日电 （记者 李
玉琢 实习记者 崔曙光）“今年再也不用为
买草犯愁了！”看着自家打草场上一个个草捆，
陶金生露出了幸福的笑容。

鄂温克旗是呼伦贝尔市4个牧业旗之一，
素有“三林六草一分水”的说法，全旗辖有天然
草原总面积 1905 万亩，占国土总面积的
63.65%。今年春夏，充沛的雨水让鄂温克草
原又恢复了往日的生机。对于连续3年遭遇
旱情的牧民来说，今年的牧草丰产有效缓解了
牧业生产压力。

陶金生是鄂温克族自治旗巴彦塔拉达斡
尔民族乡纳文嘎查的牧民，家里有400多亩的
打草场，去年因干旱只打了40捆草（每捆500

斤）。今年陶金生打了240多捆草，再加上他
租用的另外两片草场上打的饲草，基本可以满
足自家牲畜越冬饲草需求。加之打过草的牧
草仍然生长了一段时间，使牲畜投喂饲草时间
向后延迟，节省饲喂费用2000多元。

鄂温克旗气象部门提供的数据显示：今年
夏季，鄂温克旗平均气温比历年同期高1.4℃，
降水总量比历年同期多9.3毫米；8月末测监，
天然草场围栏内牧草产量鲜重为4323公斤/公
顷，比历年多18.3%。由于今年雨水偏多，牧草
生长关键期土壤水分状况较好，今年该旗大部
分地区属于偏丰年。鄂温克旗畜牧部门的统计
显示，今年冬季可利用饲草储量为22463.05万
公斤，理论载畜量为53.48万羊单位。

前两年，由于饲草短缺，鄂温克旗不少牲
畜赴外地转场越冬。牧业大户们说，今年雨水
丰沛、牧草长势好，而且牧草价格也比较低，不
打算再去外地了。前两年把牲畜转场到外地
也是无奈之举，有的牲畜不习惯吃作物秸秆，
再加上往返运输费用和途中损失，疫病防治压
力，所以不想再折腾了。

据鄂温克旗畜牧部门的工作人员介绍，由
于转场外地的气温相较于当地暖和一些，可以
减少牲畜冬季死亡率，而且富余的牧草也可出
售增加收入，因此今年还是有部分牧民将牲畜
转场外地越冬，预计全旗转场的牲畜比去年减
少约20万头只。

今年鄂温克旗饲草充足，也得益于近年来

草牧业的发展。鄂温克旗是自治区生态草牧
业试验试点核心区之一。以此为契机，该旗在
草牧业发展中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优质苜蓿
草业产业化生产为核心，成为呼伦贝尔市人工
草地种植规模最大的旗。目前，全旗多年生人
工草地保留面积达81万亩，有效缓解了天然
草地生产压力。

近年来，鄂温克旗将工作重心转移到调品
种、提质量上，由从前以种植禾本科披碱草为
主，逐步扩大高产优质豆科苜蓿种植规模，在
种植方式上也由原来的禾本科与豆科牧草混
播为主，逐步变为增加豆科牧草单播比例。今
年，该旗苜蓿种植总规模达23万亩，为畜牧业
发展提供了优势饲草。

鄂温克旗：牲畜过冬不缺草

■图闻

■亮点

□本报记者 巴依斯古楞 毕力格巴特尔

“家有喜事，和亲朋好友分享本是件好事，更
是一种礼节。可近几年咱们牧区的一些做法严
重扭曲了传统礼仪习俗，甚至助长了铺张浪费之
风。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新牧区建设，更是给
一些贫困家庭增添了负担。”西乌珠穆沁旗浩勒
图高勒镇新宝力格嘎查牧民宝音贺西格如是说。

宝音贺西格说的铺张浪费之风是指在牧区
盛行的大肆操办祝寿、婚庆等行为。近些年，随
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有些地方出现大摆酒席庆祝

现象。有生日宴、满月酒、乔迁新居、过寿等等数
不胜数。而且规模日渐壮大，礼金数量也颇为惊
人。

记者在西乌旗浩勒图高勒镇新宝力格嘎查、
巴音宝力格嘎查等地采访时了解到，最近几年，
牧民们以孩子13岁本命年开始，25岁、37岁等
等各种理由举办宴请活动，贺礼也从物品变为人
民币，且数值也水涨船高，从最初的百十来元涨
到最低没有300元拿不出手的程度。有位不愿
透露姓名的牧民说：“很多时候有一种骑虎难下
的感觉。你摆酒席邀请了我，我肯定要送礼。但
是我送礼送多了之后，吃不消怎么办呢？只有找

个理由摆酒席回请。这样一来二去就成了恶性
循环。不仅铺张浪费，费心费力，到头来牧民们
多多少少都得赔钱。”

俗话说“无以规矩，不成方圆”。为全面遏制
破除嘎查村婚丧嫁娶宴席中大操大办、铺张浪费
的不良风气，倡导文明、健康、科学新风，提升全
镇嘎查村精神文明建设，西乌珠穆沁旗自今年年
初开始将自治区法治、德治有机结合起来，依据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新时代新风尚要求，以嘎
查为单位，修缮制定了村规民约。

该旗针对大操大办、铺张浪费、过度消费、人
情攀比、举债度日等陈规陋习，把约束内容纳入

到村规民约，引导牧民爱党爱国、向上向善、孝老
爱亲、重义守信、勤俭持家、勤劳致富。村规民约
的试行，让牧民自我约束、自我管理、自我提高，
推动形成算账理财，简办节庆活动成为新时尚，

“自力更生、勤劳致富为荣”的文明理念蔚然成
风。

浩勒图高勒镇宣传委员塔娜对记者说；“据
我们初步了解，广大群众特别拥护村规民约，持
有积极配合的态度，这有利于新规的推动。我们
打算在下一步工作当中继续依靠群众，并让嘎查
两委委员、党员带头推广，让我们的牧民尽早和
铺张浪费之风说再见。”

西乌珠穆沁旗：“村规民约”和铺张浪费说再见

本报鄂尔多斯11月28日电 （见习记
者 郝雪莲）近日，一节节马头琴、三弦、四
胡、笛子等教学微视频课程在鄂托克前旗乌
兰牧骑微信公众平台陆续发布，标志着鄂托
克前旗乌兰牧骑微课堂正式开课了。

视频发布后不到一天时间，用户浏览量
已达 2400 多人次，单节课程浏览量达到
900多人次。 鄂托克前旗乌兰牧骑微课堂
以“乌兰牧骑+网络教学”的模式，发挥乌兰
牧骑人才、专业等方面的优势，为农牧民群
众开展文化辅导惠民服务，让广大农牧民不
出家门、不交学费就能学到民乐知识。微课
堂课程以马头琴、三弦、四胡、笛子等民乐教
学为主，从零基础入门，每周更新一节课，课
程主要以蒙文授课为主，辅以汉语字幕，计
划共开设30期课程，后期还将不断丰富教
学内容。

鄂托克前旗

乌兰牧骑微课堂开课

□本报记者 李新军 实习生 董艳波 摄影报道

近日，大兴安岭农垦巴彦农场生态农业大观园内硕大的巴士苹果挂满枝头，
果香袭人。第二届有机苹果采摘节吸引了周边游客前来采摘游玩。600克重的
苹果王，以800元的拍卖价成交，还有寓意深长的“吉祥果”“幸福果”“长寿果”等
也都被游客高价买走。采摘节当天，大观园仅巴士苹果销售收入就达1.5万元。

据介绍，大观园的苹果全部采用有机肥培育，不施用任何化肥、农药和激素，
灌溉水使用无污染的弱碱性地下水，这种条件下生长的巴士苹果个大、果圆。再
加上垦区昼夜温差大，光照充足，苹果香脆可口，味道清甜。”

近年来，大兴安岭农垦巴彦农场依托丰富的旅游和农业资源，围绕“农业+”
发展模式，农旅结合，加快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创新农垦旅游发展，全力打造绿色
健康产业。目前，巴彦农场生态农业大观园内培育盆栽苹果8000棵，盛开的菊
花、古朴清新的灵芝盆景等农特产品也成为游客馈赠、收藏的佳品，4栋暖棚内
8000多棵有机草莓也即将上市。

巴士苹果满枝头

本报鄂尔多斯11月 28日电 脱贫攻
坚工作开展以来，伊金霍洛旗纪委监察委不
断强化监督执纪问责，攥紧执纪“铁榔头”，
严惩扶贫领域“黑手”。今年以来，全旗共收
到扶贫领域问题线索 44件，正在初核问题
线索 11件，函询2件，失实了结7件，立案
19件，结案16件，组织处理5件。

旗纪委监察委紧紧围绕各乡镇党委、政
府、各部门落实脱贫攻坚主体责任情况进行
监督检查，集中力量查处扶贫资金管理使
用、项目落实情况，坚持对扶贫领域腐败问
题先于其他问题查处和通报。针对虚报冒
领、截留私分和优亲厚友等问题，第一时间
立案调查，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对推进脱贫
攻坚不力，甚至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搞形
式、搞变通、弄虚作假的，严厉问责追责，并
实行“一案双查”。 （闫振荣）

伊金霍洛旗

严惩扶贫领域“黑手”

本报呼和浩特 11月 28 日讯 （记者
刘洋）为减少冬季燃煤带来的环境污染，玉
泉区今冬免费置换清洁型燃烧炉具，在辖区
4个涉农办事处的平房区新增22个清洁燃
煤销售点。

“从今年9月下旬到现在，全区3.4万台
炉具置换了1万多台。清洁型燃烧炉具是
由政府统一采购，还会为居民免费安装。玉
泉区各个街道办事处都有兰炭（清洁环保的
无烟煤）销售点，到目前新增了22个，为广
大居民提供符合标准的煤炭。”玉泉区环保
局副局长张盛介绍。

此次玉泉区清洁型燃烧炉具置换涉及
40个村3.4万多户居民。截至目前，玉泉区
已向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内的燃煤散烧户发
放1万多台清洁型燃烧炉具，更换发放工作
还在进行中。

玉泉区

新增22个清洁燃煤销售点

本报巴彦淖尔 11月 28 日电 （记者
韩继旺）近日，乌拉特前旗额尔登布拉格苏
木阿日其嘎查科技示范园区种植的700亩
玉米喜获丰收，亩均产量超过2300多斤，全
部达到“吨粮田”标准。

科技示范园区属于乌拉特前旗田园综
合体建设内容之一，园区面积1200亩，由内
蒙古禾兴农牧业有限责任公司和中化集团
合作种植管理，今年种植了小麦、玉米、甜菜
等农作物。园区以种植密度试验提高产量，
并且在田间管理过程中以少量多次施肥提
高肥料利用率。经严格测产，亩均6000株
种植密度试验田亩产量达到2350斤，每亩
增产450斤；亩均7000株种植密度试验田
亩均产量2600斤，每亩增产700斤。科学
技术的运用，让当地农民增加了收入，获得
了更大的种植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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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示范园变身“吨粮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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