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 报 包 头 4 月 15 日 电 （记 者
吕学先）3 月，在包头市昆都仑区某小
区当保安的王天贵拿到了特种铲雪工
程车专利证书，这是他获得的第二个
专利证书。去年 11 月，他发明的除雪
工程车拿到国家实用新型专利证书。

“两个专利是姊妹篇，第一个用来
清扫薄雪，第二个用来清理大雪或大
暴雪。”王天贵一直爱看发明创造类
的电视节目，梦想着自己也能有惠及
社会的创造发明。

1999 年 ，王 天 贵 因 病 被 企 业 裁
员，为维持生计到鄂尔多斯市的一家
房地产公司当了保安。冬天，王天贵
和保洁人员经常要清理院子里的积
雪，但经常有车轮把雪压实，很难清
理。2014 年冬天，王天贵琢磨着用铁
板和铁锹组合，自己动手制作出铲雪
器，铲雪效率大大提升。

“如果有一种设备，经过有雪的路
面 后 就 像 没 有 下 过 雪 一 样 ，该 有 多
好。”王天贵寻思。

王天贵看了大量机械制造、热动
力、工程机械方面的书籍，不断实践，
研究改进。历时 4 年，除雪工程车终
于成型。

“这种车不用转移积雪，就地清
理，清理过后路面干净没有残留，也不
会结冰。”指着设计图，王天贵详细介
绍了除雪工程车的结构和原理。

获得第一个实用新型专利证书
后 ，王 天 贵 开 始 研 究 特 种 铲 雪 工 程
车。“现有铲雪车没有压缩雪的体积，

运输车需要多次才能将积雪运输走，
费 时 费 力 ，而 且 面 对 积 雪 较 厚 的 路
面，现有铲雪车就失去了优势。”王天
贵说。

记者在特种铲雪工程车设计图
上 看 到 ，这 个 车 包 括 平 地 机、铲 板、
滚 轮、保 护 套、分 割 分 离 装 置 等 ，工
作 时 分 割 分 离 装 置 下 降 到 地 面 ，分
割 轮 把 体 积 压 缩 后 的 积 雪 进 行 分
割 ，平 铲 把 分 割 后 的 积 雪 从 地 面 撬
起，最后铲板根据路况调整角度，把

压 缩 分 割 撬 起 的 积 雪 推 至 车 体 一
侧，等待运走。

王天贵认为，“世界上处理积雪都
靠推土机或融雪剂，没更好的办法。
而一吨融雪剂 6000 多元，成本高，且
对钢铁有腐蚀作用，一些特殊地方无
法使用。”

目前，王天贵还没有钱申报国际
专利，他希望通过新闻报道，有生产厂
家知道和认可，让发明运用于实践，发
挥作用。

保安王天贵发明除雪车获得专利

本报阿拉善 4 月 15 日电 （记者
刘宏章）“自打嘎查实施生态建设以来，
黄沙得到治理，植被长得一天比一天
好，牧民的日子也越过越有劲。”近日，
记者走进阿左旗巴彦诺日公苏木浩坦
淖日嘎查牧民杨树其家的草场，看到茂
密的梭梭林铺向远方，耳畔叽叽喳喳的
鸟鸣声给春日的草原增添了生机。看
着眼前的景象，很难想象，这片地处腾
格里沙漠东缘的美丽草场，十几年前还
是黄沙弥漫、寸草不生。

“过去这里是沙海，每年从 2 月到 6
月，风沙弥漫，简直看不见天。”杨树其
回忆起从前连连摇头。那时的浩坦淖
日嘎查流动沙丘遍布，土地贫瘠，严酷

的自然环境加上过度放牧，使得草场严
重沙化，流沙压埋水源、房屋，牧民生活
难以维系，许多世代居住于此的牧民不
得不背井离乡另谋生处。1992 年，当
嘎查被确定为飞播区，实施禁牧飞播的
消息传来，20 多户牧民主动让出草场，
投身治沙行列。通过飞播造林和植树
造林，曾经的流沙区变成郁郁葱葱的灌
木林，有效遏制了腾格里沙漠向东侵袭
的脚步。“现在嘎查绿色草原的面积一
年年地扩大，阻挡了沙漠移动的脚步，
还有效地保护了地下水源。”杨树其说。

浩坦淖日嘎查的生态变化仅是阿
拉善盟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发展理念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阿拉善盟坚持保护优先、
自然恢复的方针，坚持有所为有所不
为，以城乡聚集区为重点，以改善人居
环境为目标，大力提高城乡绿化美化水
平。靠近城乡区域，坚持山、水、林、田、
湖、草、沙系统治理，大力实施防沙治
沙、锁边护城和身边增绿工程，并依托
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草）、“三北”四
期和野生动植物保护及自然保护区等
生态建设工程，通过保护、退牧、飞播、
封育、造林等手段，营造健康稳定的生
态系统，在资源保护、荒漠化治理等方
面迈上了新台阶，取得了生态恶化趋势
减缓、重点治理区明显改善的良好效
果。近 5 年来，该盟林业生产任务连续

每年突破百万亩，超额完成自治区下达
的生产任务，森林覆盖率达到 8.26%。
与此同时，该盟依托沙漠丰富的沙生植
物资源，因地制宜着力培育肉苁蓉、锁
阳、沙地葡萄、文冠果等为主的特色沙
产业，不断创新沙产业发展体系，开拓
出一条治沙与开发结合、治沙与治贫兼
顾、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路
子。

走进位于阿拉善左旗宗别立镇茫
来嘎查的百万亩梭梭肉苁蓉基地，茂密
的梭梭林在阳光下抽芽吐绿，随风摇
曳。“在沙漠里种梭梭林嫁接肉苁蓉，这
可是我们致富的钱匣子，既能治住沙
害，又能增加收入，一举两得。去年我

家卖苁蓉收入超过了 15 万元。”正在给
梭梭浇水的牧民吴维忠说：“通过种梭
梭发展沙产业，嘎查的生态环境明显好
转，多年不见绿的植被也返青了。”吴维
忠以前以放牧为主业，由于草场干旱缺
水逐年退化，每年羊出栏赚来的钱，也
就赚个温饱。退牧后，他从 2011 年开
始种梭梭林嫁接肉苁蓉，至今已种植梭
梭林 1.5 万亩，嫁接肉苁蓉 6000 亩。

近年来，阿拉善盟通过优惠政策引
导牧民大力开展生态建设和发展沙生
产业致富的同时，为使沙生产业形成规
模效益，提出了让“沙地绿起来、企业强
起来、牧民富起来”的目标，依托肉苁
蓉、锁阳等沙生植物资源，引进和发展

龙头企业进行沙产品深加工，实施“企
业+基地+农牧户”的产业化模式，既有
效保障了农牧民利益，也提高了沙产业
的附加值。如今，该盟共完成梭梭基地
建设面积 546.69 万亩，建成 10—60 万
亩规模人工梭梭肉苁蓉产业基地 9 处，
接种肉苁蓉 76.25 万亩，成功申报并荣
获“中国肉苁蓉之乡”称号。封育恢复
白刺 305 万亩，接种锁阳 23.95 万亩。
林沙产业年产值达 32.6 亿元。阿左旗、
阿右旗被评选为国家级林下经济示范
基地。目前，全盟禁牧区 70％左右牧
户从事沙产业生产经营，沙产业收入占
纯收入三分之一左右，实现了农牧民转
移转产、治沙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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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鄂尔多斯 4 月 15 日电 （记
者 王玉琢）近日，记者从召开的鄂尔多
斯市林业和草原局长暨党风廉政建设会议
上获悉，今年该市将全面加强生态文明建
设，全力推进林业草原事业高质量发展，争
取完成林业生态建设面积148万亩。

2018 年，鄂尔多斯市生态建设成果
丰硕，全年完成林业生态建设面积 174.3
万亩，库布其沙漠治理模式成为全国生
态文明建设先进典型。其中，全年完成
经济林种植 10 万亩，争取中国绿化基金
会“蚂蚁森林”项目投资 9021 万元，完成
作业面积 11.6 万亩，被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国家林业局评为全国林业系统先
进集体，被国家林草局评为三北防护林
体系建设工程先进集体。

鄂尔多斯市

今年要完成林业生态
建设面积148 万亩

本报锡林郭勒 4 月 15 日电 （记
者 巴依斯古楞）春季以来，锡林郭勒盟
启动 26 项文化旅游重点项目。这些项
目的实施将有效促进该盟资源优势向发
展优势的转变。

总投资 80 亿元的 26 个文化旅游重
点项目涉及旅游公共服务设施、旅游新
业态、重点旅游景区提档升级等领域，涵
盖元上都遗址、多伦湖景区、中国马都核
心区等多个 4A 级和 5A 级旅游景区，年
内计划完成投资 16 亿元，其中，全域旅
游项目 1 个、文化服务设施项目 1 个、旅
游公共服务设施项目 6 个、旅游新业态
项目 3 个、重点旅游景区项目 12 个、乡
村旅游项目 3 个。为保证项目建设高质
高效完成，锡林郭勒盟倒排工期，设立项
目专人盯办计划，确保工程顺利竣工。

锡林郭勒盟

26项重点项目
助推文化旅游产业

本报包头 4 月 15 日电 （记者 吕
学先）去年以来，包头市开展严厉打击欺
诈骗取医保基金行为专项行动。

本着“从严、从重、从快”原则，工作
中实行“四个第一”，即：对于国家和自治
区移交案件，第一时间停止医保结算，第
一时间进驻核查，第一时间做出处理，第
一时间上报结果。截至目前，全市共检
查定点医疗机构 130 家、定点零售药店
392 家。对存在问题的分别进行约谈限
期整改、通报批评、暂停医保服务和解除
医保协议的处理。检查参保人员 899
人，审核异地就医发票 5090 件，其中查
实假发票 1 件，向公安机关移交 5 人，并
对欺诈骗取医疗保障基金行为进行依法
追缴，确保全市医疗基金总体安全。

包头市

重拳打击欺诈骗取
医保基金行为

本报呼和浩特 4 月 15 日讯 （记者
刘洋）据最新数据显示，呼和浩特经济技术
开发区如意工业园区总部基地已累计入驻
各类企业1713家。其中，房地产类41家，
金融投资类130家，中介咨询类193家，商
贸类539家，其他服务业810家。

呼和浩特经济技术开发区如意工业园
区总部基地被批准为自治区级中央商务区
以来，经过3年发展，商务中心、金融中心、
行政中心3大中心功能定位日臻完善。去
年，总部基地共入驻349家企业，同比增长
12%，企业注册资本逾 52亿元。其中，亿
元以上（包含亿元）企业9家。

呼和浩特如意工业园区

入驻企业1713家

□本报记者 李新军 实习生 金峰 摄影报道

春光渐好，传统的打马印生产活动在呼伦贝尔大草原拉开序幕。
蒙古族打马印习俗由来已久。每年春季，牧场和牧户都会把

1—2 岁的小马打上各式烙印。依靠印记区别宗族、氏族以及个人
家庭的牲畜，掌握小马数量，分辨马品优劣。打马印这一天，不仅
是小马的“成年礼”，也被牧人们叫作马儿的“丰收节”。

哈达图牧场上，50来个蒙古族汉子，先是横杆立马，将要打印的几
百匹小马圈住。等马主人一声令下，顿时人喊马嘶、蹄声雷动。蒙古族
汉子扬鞭策马，将圈住的小马分批赶至提前搭好的围栏里。

十几位老匠人，按工序依次排在围栏旁，等小马或低吟、或嘶
吼，或慢踏、或冲撞地穿过围栏时，大伙分工明确，动作麻利，剪鬃
毛、剪马尾、烙马印，一条龙作业，一个打马印的完整工序也便完
成，小马从此长大成马。

带着成长烙印的马儿，在宽阔的草地上撒欢似的奔跑。此时，正
是牧人挑选优质品相的马进行驯服的时机。他们依旧采用最原始的方
法，甩出长长的套马杆，将充满野性的生马捕获、绊倒、骑上马背，让马
随意奔跑、尥蹶子，尽情释放野性。在牧人与马的较量和驯服中，马儿
总是臣服于比它更强悍的牧人，也从此会形影相随。

近年来，哈达图牧场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发展马产业。
利用旅游业激发、带动周边农牧民养马的积极性，增加马匹数量。
目前，全场已养殖三河马、蒙古马超过 5000 匹。

本报巴彦淖尔 4 月 15 日电 （记
者 韩继旺）仲春时节，位于乌拉特中
旗境内的内蒙古中核龙腾 100 兆瓦导
热油槽式光热发电项目工地一派热火
朝天的施工景象，工人们正在进行发
电储热区的主厂房建设和镜场聚光单
元的安装。

据项目负责人介绍，总投资 28.67
亿元的中核龙腾项目被列入国家第一
批太阳能光热示范项目，目前发电储
热区土建工作已完成 70%，主厂房设

备安装工作已经开始，计划 9 月份并
网发电。项目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
3.5 亿度，与火电相比每年节约标准煤
10.5 万吨，可实现二氧化碳、氮氧化物
和废水零排放。

近年来，巴彦淖尔市以建设绿色
产业集聚区为目标，积极构建多元发
展、多极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促
进农畜产品加工、矿山、冶金、化工等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同时，大力培育
新能源、新材料、石墨烯、大数据等战

略性新兴产业，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和
工业经济转型升级步伐。

2018 年，全市建成了恒嘉蓝宝石
一期、东立多晶硅一期、易中易冷链物
流一期、康斯特果胶等一批新兴产业
项目，中核龙腾光热、盾安多晶硅三
期、四华 20 万千瓦风电、神华国能 20
万千瓦风电、杭龙生物质热电联产等
新项目加快推进。全市新增多晶硅产
能 6000 吨；新增风光电装机 101 万千
瓦，累计达到 487 万千瓦；新兴产业占

规模以上工业比重达 16.8%。
今年，巴彦淖尔市将统筹谋划清

洁能源示范基地、数字经济试验示范
区等一批事关地区长远发展的大项
目。积极争取光伏“领跑者”基地、第
二批光热示范项目；启动上海庙至山
东特高压外送通道配套 160 万千瓦风
电项目，推动中核龙腾 10 万千瓦光
热、四华 20 万千瓦风电、神华国能 20
万千瓦风电、杭龙生物质热电联产等
项目建成投产；实施盾安多晶硅三期、

东立多晶硅二期、恒嘉蓝宝石二期、科
晟电子单晶硅等项目，发展壮大新材
料产业；编制石墨产业发展规划，规划
建设高科技石墨特色小镇；大力发展
数字经济，加快编制数字巴彦淖尔专
项规划，积极搭建乌梁素海流域生态
环境大数据平台，在乌拉特后旗规划
建设数字经济创新试验区；围绕生态
治理和资源综合循环利用，谋划实施
一批生态产业项目，推动生态产业化、
产业生态化。

巴彦淖尔市培育新兴产业集聚发展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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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善盟阿拉善盟：：
为绿色发展铺就最美底色为绿色发展铺就最美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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