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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信子

□本报记者 胡日查 高敏娜
实习记者 胡溪源

当很多人渐渐忘却网络上曾经风靡一时
的“开心农场”游戏的时候，扎赉特旗推出现实
版的开心农场——“我在扎赉特旗有一亩田”
的活动，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前来参与，曾经
在“开心农场”游戏中的满足，如今在这里能得
到实实在在的体验，并在参与中真正品尝到

“舌尖上的扎赉特”。
订制认领一亩田是怎样一种模式呢？
首先由订制认领人在订制认领基地亲自

挑选一块稻田，挂上认领牌，平日里由基地负
责田间管理，待到水稻成熟时，这亩田里所有
水稻就归认领人了。这里的“一亩田”不施化
肥，不喷农药，采取稻鱼、稻鸭、稻蟹共养共生

的生态种养体系，并为人们提供全程的劳务、
技术、配送服务。

能够吃上好水稻、放心水稻只是订制农业
诸多优点之一。人们订制认领后，还能赶在节
假日，离开都市的喧嚣，带上家人孩子，挽起裤
腿走在自己的稻田中，体验插秧和鱼苗、鸭苗、
蟹苗放养及收获的乐趣，真真正正做一回“农
家人”。

在扎赉特旗，只需花费 6600元或 1.2 万
元，就可认领一亩安装了高清摄像头的绿色生
态稻田或有机稻，通过手机APP软件，可随时
查看水稻的长势，实现对自己这“一亩三分地”
的全天候监控，并能用手机实时互动参与田间
管理。收获时节，农场就会把鲜米、稻鱼、稻
鸭、稻蟹一起配送到人们的餐桌上。

订制认领一亩田有什么特点优势呢？
与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不同，订制认领农

业使作为生产者的农户向“农工”转变，他们
得到的是出租土地的租金、打工收入的薪金，
而不是单纯追求产量，从根本上杜绝了种植
过程中使用化肥农药催产等各种隐忧。

这种模式下，买卖者不再是冤家对头，买
者会得到耕种的快乐，吃上无公害绿色大米，
农民兄弟则发展了产业，增加了收入，是一种
真正的“双赢”。

同时，认领农业一改过去经过“几道贩”
才能将大米端上餐桌的老路子，而是和农民、
稻田直接取得联系，由“产供销”变成“销供
产”，消灭了中间环节，对双方都有利。在消
费需求的倒逼下，合作社必须严格按照双方
在合同中签订的种植标准，为人们直接配送
最优质、最健康的大米。

订制认领一亩田享受哪些特权呢？
农场可为顾客提供保底200公斤生态鲜

米，并赠送一次一亩田体验订购游，包括往返
机票、住宿、国家AA级农耕博物馆、文创馆参
观、一亩田农事体验活动等费用；还可根据人

们的意向选择鸭田稻或蟹田稻、鱼田稻，由农
场按认领人的需求进行仓储、简约包装或礼盒
包装、按月配送。

□本报记者 巴依斯古楞

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人类社会的文
明，是文化多样性的体现，是民族智慧的结
晶。为了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继承
和弘扬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西乌珠穆沁旗
积极落实非遗保护的政策方针，精心组织本
地非遗展示活动，抓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
承和人才培养，让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新时代
焕发绚丽的光彩

洁白的蒙古包是凝固于空间的历史；乌
珠穆沁长调是流淌了千年的民族文化；精美
而斑斓的乌珠穆沁服饰是镌刻在人们身上华

丽的记忆……西乌珠穆沁旗具有“摔跤健将
摇篮”“蒙古搏克之乡”“蒙古长调之乡”“民族
服饰之都”“游牧文化之源”“中国白马之乡”
之美誉，蕴涵着灿烂的民族文化。近年来，该
旗通过各界共同努力，已建立了国家级、自治
区级、盟级、旗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体
系，现有乌珠穆沁婚礼、蒙古包制造技艺2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乌珠穆沁婚礼、
乌珠穆沁服饰、乌珠穆沁长调等13项自治区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乌珠穆沁搏克、乌珠
穆沁祭祀、乌珠穆沁伊如勒等21项盟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项目。

为了使这些独特的历史文化得到及时抢
救和保护，该旗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挖

掘、整理、传承的同时，将普查摸底作为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基础性工作来抓，建立档
案和数据库，梳理线索，积极寻找非物质文化
遗产传承人，通过传承人的口述，认真记录、
整理、登记造册、入档，目前，该旗文化馆存有
40盘光盘资料、300多份影像资料。与此同
时，建立科学有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机
制，在动态整体性保护中使非物质文化遗产
焕发生机，并通过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让民
族传统文化深入人心，使广大群众了解非遗
文化、认识非遗文化魅力，唤醒人们对传统文
化的保护意识。

如今，非物质文化遗产已成为深厚西乌
文化底蕴的独特“符号”。以赛事活动、专题

会议、表演展示、游客体验等为载体，该旗大
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发展地域特色文化，连
续几年开展“乌珠穆沁长调”大奖赛、“乌珠穆
沁服饰”表演赛、“乌珠穆沁伊如勒”比赛、

“阿拉泰之颂”长调晚会、“罕水之音”呼麦大
赛、“苏和的白马”马头琴演奏大赛等众多大
型赛事活动，广泛发现、挖掘、搜集非物质文
化遗产传承人及其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做
好传承和发展工作。同时，举办各种类型的
培训班，培养了100多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承人，做到了有计划培养、逐步扩大普及面。
西乌珠穆沁旗乌兰牧骑还在创作上展现浓郁
的民族特色，把独具特色的乌珠穆沁非物质
文化展现在舞台上。

西乌珠穆沁旗：非物质文化遗产焕发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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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辽5月29日电 （见
习记者 薛一群）近日，在意大
利罗马举行的2019全球减贫伙
伴研讨会公布了第一批入选的
24个最佳案例。作为首批入选
最佳案例，通辽市科左后旗围绕
生态修复促扶贫分享了当地经
验做法。

本次研讨会由联合国粮食
及农业组织、国际农业发展基
金、世界粮食计划署、中国国际
扶贫中心和中国互联网新闻中
心五家机构联合主办，以“知识
分享助力新型全球伙伴关系：技
术创新如何促进减贫并实现零
饥饿”为主题，从来自30多个国
家820个案例中遴选出110个具
有代表性和全球推广意义的减
贫案例入选“全球减贫案例征集
活动”最佳案例。

科左后旗位于科尔沁沙地
东南部，是科尔沁沙地的主要组
成部分，1977年，全旗沙化土地
面积达 1688 万亩，大片牧场沙
化、草甸地盐碱化，森林覆盖率
仅为5.1%。在大规模生态修复
建设过程中，科左后旗“绿富”同
兴，通过实施退耕还林还草、建
设饲草料基地、推广经济作物等
措施，大力发展肉牛产业、林果
产业、药材产业、旅游产业，从土
地流转、苗木培育、务工管护、板
材加工、产业发展等各个环节挖
掘经济潜力，为贫困人口创造就
业、带来收益。

目前,科左后旗已有88万公
顷沙化土地得到有效治理，森林面
积增加到24万公顷，实现了由“沙
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
变，当地通过落实生态修复促扶贫
等举措累计减贫3万余人，贫困群
众人均增收3000余元。

科左后旗
生态扶贫入选
全球最佳案例

本报呼和浩特5月29日讯 （记者 刘
洋）“我们这老旧小区变化太大了！以前的脏
乱差，现在都改造得路平院宽，有小广场有绿
地，生活质量有了很大的提升。”在呼和浩特
市玉泉区五里营小区，楼下散步拉家常的老
人们，对小区的改造赞不绝口。

从2011年起，玉泉区将老旧小区改造工
作列为全区工作重点，启动了一系列老旧小

区综合整治工程，范围涉及小区的清违工程、
市政工程、楼体维护工程、公共设施配套工程
等。并针对各老旧小区特点，因地制宜制定
了不同的改造方案。

为让老旧小区美起来，玉泉区利用棚户
区征拆腾退空地、房地产开发企业闲置土地、
城区边死角、小区空地等，最大限度地扩大绿
化空间、增加绿化总量、提升绿化质量和城区

绿地覆盖率及景观效果。
“小区改造后安了监控，更新了门禁系统，

还有保安巡逻。”在玉泉区四里营西社区的绿波
小区，居民普遍认为小区改造后治安好了，住着
心里更踏实了。玉泉区结合智慧玉泉平台，对
区内所有老旧小区安装了监控，通过智能监控
系统可以还原画面，对改善治安、保护居民财产
安全有很大的保障，同时更便于物业对于小区

的管理。
几年来，玉泉区将老旧小区改造工程与解决

老百姓吃水困难相结合、与大南街大北街街景整
治相结合、与小区拆违拆临相结合，累计投资约
8.3亿元，完成对375个老旧住宅小区、1334栋
楼约720万平方米的既有节能建筑、院面硬化亮
化绿化、地下管网和新建大门、围墙、门房等综合
改造，让昔日老旧小区旧貌换新颜。

玉泉区老旧小区改造为幸福生活提质

““我在扎赉特旗有一亩田我在扎赉特旗有一亩田””

本报呼和浩特5月29日讯 （记者 皇甫秀
玲）近日，为期2个多月的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中小
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在该区青少年素质教育活动基
地拉开序幕。赛罕区29所中小学1.3万多名学生
在教育基地陆续参加体验6大项20个小项的社会
实践。

在国防科技、生存教育、劳动实践、红色教育等系
列活动中，孩子们通过动手实践、观看、游戏、展示、竞
赛、对抗、协作等多种形式的体验活动受到教育和启
发，潜能得到释放，也提升了爱家乡爱祖国的情怀。

据悉，该活动基地每年为赛罕区2万多名中小
学生提供了优质的校外实践活动内容，通过体验实
践活动，锻炼学生们的自理、自立能力，提升班级凝
聚力，培养团队精神；提升学生们创新思维，敢于挑
战，明确新时代发展中的使命与责任；提升爱家乡
的自信心，培养建设家乡的时代使命。2018年，该
基地被授予呼和浩特市首批市级研学实践基地，同
年10月，被评为第二批国家级研学实践基地。

赛罕区

1.3万多名中小学生
参加社会实践活动

本报鄂尔多斯5月29日电 （记者 刘志贤）
自2016年东胜区成为鄂尔多斯市全面深化基础教育
综合改革试验区以来，该区全力保障教育投入，积极
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全面推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

近年来，东胜区大力建设和改造乡镇薄弱学校，
在自治区率先实施学区制改革，采取“名校+弱校”

“优校+新校”的一校多址连锁办学模式，4所乡镇小
学和所有薄弱学校都加入了“名校+分校”的连锁运
行机制。同时，实施了校园长和教师的轮岗交流制
度，义务教育新生入学严格实行“就近、划片、免试、
分配”的政策，实施“阳光分班”，择校、择班现象基本
杜绝。此外，该区还建立健全了覆盖所有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的资助政策体系，实施了寄宿生补助、政府
代缴校园安全责任险保险金、非户籍儿童“同城待
遇”入学等政策，切实保障弱势群体平等就学。

东胜区

推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

本报巴彦淖尔5月29日电 （记者 韩继旺）
近日，乌拉特后旗2019年重点项目春季集中开工
仪式在青山工业园区举行。此次集中开工的4个
重点项目主要涉及硫化工和新材料等产业，计划总
投资11.8亿元。

4个项目分别是内蒙古瑞鸿化工有限公司2万吨雕
白块、1.2万吨氧化锌、2000吨雕白锌、1000吨亚硫酸
锌项目，巴彦淖尔市利锦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农药中间体
和活性炭生产项目，巴彦淖尔市环宇新材料有限公司年
产2万吨超高功率石墨电极和1万吨锂离子负极材料建
设项目，内蒙古泽远化工有限公司年产1万吨二硝基苯
项目。这批项目的开工建设，对乌拉特后旗培育壮大新
兴产业、构建多元的工业体系具有重要意义，对推动新
旧动能转化、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乌拉特后旗

一批重点项目集中开工

本报阿拉善 5月 29日电 （记者 刘宏章）
“谢谢你们，以后我们晚上再不用摸黑了！”电灯
忽明忽暗，电饭煲、冰箱家用电器时不时成为摆
设……近日，这些困扰阿左旗查哈尔滩阿日呼都
格嘎查巴特尔老人许久的问题终于得以解决。

70岁的巴特尔独居，家里一直用的风光互补电
源，供电不稳定影响到了他的日常生活。今年初，阿拉
善电业局吉兰泰分局通过对周边贫困未通电牧民进行
走访调查，了解到了他家的情况后，把为他改造供电线
路作为电力扶贫的一项工作，为他家架设电杆、导线、
变压器，同时更换了电线、开关和插座，安装了漏电保
护器等，老人终于用上了安全、方便的可靠电。

据了解，2018年到2019年4月底，该电业局吉
兰泰分局共计为阿左旗吉兰泰镇图格里嘎查、阿日
呼都格等嘎查的7户贫困户进行电力通电帮扶。
贫困户们纷纷称赞：“此次无偿通电，不仅点亮了家
中的电灯，也点亮了我们的‘心灯’”。

阿左旗

“电”亮百姓幸福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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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巴依斯古楞
摄影报道

近日，走进苏尼特右旗野生柄
扁桃保护基地，放眼望去，连片的
柄扁桃争相开放，风姿绰约的小花
迎风绽放，为夏季草原增添了别样
美景。

柄扁桃是蒙古高原特有树
种，为中旱生落叶灌木。常零星
地散生于草原、荒漠草原。在我
区只有在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
旗、阴山山脉前山区和鄂尔多斯
市鄂托克旗、乌审旗一带成片散
布。

柄扁桃不仅有防风固沙作
用，同时具有很高的经济效益，也
广被人工栽植。据监测，目前苏
尼特右旗野生柄扁桃面积达到33
万亩。为了有效保护柄扁桃，苏
尼特右旗森林公安局已建立占地
3000亩野生柄扁桃保护基地。该
局局长呼日乐说，以后要引导牧
民多开发柄扁桃的经济价
值，实现开发中保护，从而
让整个柄扁桃生长区得到
更好的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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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解柄扁桃生长规律。

■
亮
点

■
图
闻

迎风绽放的柄扁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