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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韩继旺 于海东
胡日查 高敏娜

青山含黛，绿水如蓝。初夏时节，
穿行在兴安大地，一幅山清水秀的精
美画卷映入眼帘。

从脱贫攻坚主战场到生态建设项
目区，从重点项目施工点到乡村振兴
第一线⋯⋯兴安盟活力涌流，足音铿
锵。

一季度，全盟开复工重大项目 25
个，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55.6%；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完成 15.1 亿元，
同比增加 6.1 亿元，增长 68%⋯⋯多项
经济指标位居全区前列。

亮眼的成绩单面前，兴安盟广大
干部没有沾沾自喜，更不敢稍有懈怠，
始终保持着清醒的认识。“我盟经济社
会发展的底子薄、欠账多、基础差、实
力弱，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还有许多
坡要爬、许多坎要过，还需付出更为艰
巨、更为艰苦的努力。”兴安盟委书记
张恩惠如是说。

生态是兴安盟最具竞争力的优
势，绿色是兴安盟最大的特色。

如何将资源优势有效转化为经济
优势、发展胜势？落后欠发达地区如
何补齐高质量发展短板，实现跨越追
赶？

直面发展之问，兴安盟以“思想再
解放、笃行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
展大学习大讨论”活动为契机，在领导
干部中掀起一场“头脑风暴”。对标先
进找差距，借鉴经验补不足，理清思路
聚共识，激发起广大干部干事创业的
精气神，奋力书写高质量发展的绿色
答卷。

生态兴安筑梦绿水青山
6 月的阿尔山草木葱郁，层峦尽

染；哈拉哈河流水淙淙，清澈见底。宁
静致远的意境、恬淡秀美的风光吸引
着游客纷至沓来。“通过绿水青山招引
八 方 人 气 ，去 年 我 们 这 里 接 待 游 客
432 万人次，旅游收入实现 53 亿元。
现在全市 7 万多人，有近 4 万人直接从
事旅游业。”阿尔山市文化旅游体育局
局长白峰不无自豪地说。

受益于良好的生态、优美的环境，
阿尔山市已由边陲小镇变身旅游名
城。

立足生态谋发展、围绕旅游抓产
业。拥有草原、森林、温泉、冰雪等多
种独特旅游资源的阿尔山市，近 5 年
接待游客人数年均增长 20%。

旅游产业不仅是绿色产业，更是
惠民产业。在阿尔山市白狼镇林俗文
化公司的树皮画制作车间内，非物质
文化遗产白狼树皮画传承人李艳红老
师正在埋头剪贴制作“金陵十二钗”肖
像画，一个个体态婀娜的佳人跃然画
上，栩栩如生。

“现在游客来得多，我们纯手工制
作的树皮画供不应求。”林俗文化公司
副经理贾志岭笑着说。

贾志岭以前是当地的伐木工人，
森林禁伐以后，到外打工谋生。这两
年看到家乡旅游业越来越火，就回来
加入林俗文化公司，负责生产销售，月
收入 5000 多元。

该公司还组织开展树皮画脱贫扶

智技能培训，将一些简单的工艺品发
放到当地的贫困居民手中，帮助更多
家庭增加收入。

今年，阿尔山市生态建设、环境保
护力度持续加码，全面推进山水林田
湖草系统综合治理，计划完成营造林
4.7 万亩，完成哈拉哈河、阿尔缮河治
理工程，争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实践创新基地。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
园。兴安盟作为祖国北疆重要生态安
全屏障，全盟森林覆被率达到 32%，
46%的国土面积纳入生态红线保护范
围。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守护绿水青
山，建设生态兴安，已成为兴安盟各级
党委、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共识。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5 月底，兴
安盟委举办“思想再解放、笃行新发展
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大学习大讨论
高级研修班”，组织 50 多名县处级以
上干部走进浙江湖州和丽水两市求取

“真经”，解码点绿成金的“浙江经验”。
身临其境学习，认真比较思考。

大家开阔了视野，解放了思想；看到了
差距，找准了短板；也增强了紧迫感和
责任感，明确了努力方向。

“全盟森林资源南北差距较大，分
布极度不均衡，北部阿尔山地区覆被
率高达 78%；中南部缺林少树，与科尔
沁沙地接壤的科右中旗森林覆被率仅
为 17.51%。”

在盟林草局局长白长峰看来，生
态建设还需加倍努力。要利用 3 年时
间完成人工造林任务 100 万亩，确保
全盟森林覆被率达到 33.3%以上。

思想上能否破冰，决定行动上能
否突围。今年，兴安盟以建设生态文
明示范区为目标，开展大规模国土绿
化行动，推进大兴安岭南麓百万亩人
工林绿色长廊建设，加大生态系统修
复和保护力度，实施科尔沁沙地治理、
退耕还林还草、河湖连通等工程，为大
美兴安锦上添花。

生态文明建设为发展提供绿色支
撑，结出“美丽经济”硕果。

科右前旗通过实施退耕还林工程
和苗木补贴政策等措施，林果面积达
到 20 多万亩，盛果期亩均收益 3000
多元。小林果既绿化美化了山坡，也
成为农户的增收致富果。

科右前旗旗委常委、副旗长周文
说：“今年我们引进井泉药业中药产业
园，引导农户实施林药间作，今春新栽
植果树 6 万亩，目标是到 2020 年林果
栽植面积扩大到 30 万亩。”

生态兴安构筑富民产业
一方好山水，馈赠一季好食粮。
说起兴安盟的主导产业，首先想

到的就是近年来声名鹊起的“兴安盟
大米”。

端午节前，兴安盟百万亩波平如

镜的水田插上了绿色的稻秧。放眼望
去，沃野良田青秧满塘，宛若“江南水
乡”。

兴安盟处于北纬 46 度大兴安岭
南麓生态圈，是世界公认的寒地水稻
黄 金 区 域 ，具 有 种 植 水 稻 的 天 然 优
势。兴安盟把种植优质水稻作为推进
脱贫攻坚和农民增收的主要产业来
抓，去年种植水稻 118 万多亩，总产量
70 余万吨。水稻产业成为最具特色
的区域优势产业和特色主导产业。今
年，兴安盟播种水稻预计达到 131 万
亩，同比增加 13 万亩。目前，“兴安盟
大米”销售网点发展到 2000 余家，一
季度通过线上线下销售大米 2.7 万吨，
实现收入 2.8 亿元、增长 9.1%。

扎赉特旗作为兴安盟水稻生产
主 产 区 ，绿 色 有 机 水 稻 种 植 面 积 80
万 亩 ，扎 赉 特 大 米 成 为 兴 安 盟 大 米
中 优 质 米 、高 端 米 的 代 表 。 兴 安 盟
政 协 副 主 席 、扎 赉 特 旗 委 书 记 姜 天
虎说：“我们坚定不移走以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
子，立足生态条件和资源禀赋，突出
围 绕‘ 稻 米 玉 米、肉 牛 奶 牛、甜 菊 糖
甜菜糖和全域旅游’，构建起绿色现
代产业体系。”

今年，兴安盟全方位践行绿色发
展理念，打好绿色生态牌，大力推动
米产业“双百双千”工程、牛产业“双
百千亿”工程、旅游业“双百双千”工
程，努力建设国家绿色有机农畜产品
生产加工输出基地和国家全域旅游
示范区。

这段时间，突泉县农牧业和科技
局局长王海军为筹备建设“牛联体”而
忙碌着。他打开手机微信群说：“一个
群已经装不下了，参与‘牛联体’的龙
头企业、养殖场主超过了 600 多人。”

突泉县围绕“为养而种、为牧而
农”，采取“放母收犊”、企业托养、政府
贴息、成立畜牧 120 服务中心等行之
有效的措施，实施“牧业再造突泉”工
程，肉牛数量今年有望突破 10 万头，
成为东北区域最大的安格斯牛优良品
种扩繁基地。

兴安盟厚植生态绿色经济，构筑
强盟富民产业，以玉米、大米、肉牛、奶
牛为代表的“两米两牛”已形成了行业
集聚效应，4 条全产业链全部有望实现
从 100 亿至数百亿元的产业规模。

“ 我 们 要 全 方 位 践 行 绿 色 发 展
理 念 ，将 农 牧 业 现 代 化 和 绿 色 化 深
度 融 合 ，以‘ 两 米 两 牛 ’产 业 为 突 破
口，推动乡村产业振兴，助推现代农
牧业高质量发展。”兴安盟农牧局局
长邱枫说。

以这些富民产业为支撑，兴安盟
通过产业扶贫、住房保障“两挂车”和
教育扶贫、健康扶贫、生活救助“三张
网”政策措施，奋力推进脱贫攻坚，在
2018 年实现减贫 3.1 万人的基础上，

今年确保 1.6 万贫困人口稳定脱贫。
生态兴安钟情绿色发展
大学习大讨论的深入推进，吹响

了兴安盟以项目建设推动高质量发展
的冲锋号角。

从 5 月初开始，兴安盟进入项目
集中开工季。中广核日产 50 万立方
米生物天然气、300 万千瓦平价风电
基地等一个个绿色、低碳、循环的绿色
项目相继开工，各旗县市你追我赶争
先恐后，呈现出百舸争流千帆竞的生
动局面。

在科右前旗，京蒙糖业万吨生物
转化分离木糖醇、L-阿拉伯糖项目、
科尔沁塔拉城中草原等 28 个重点项
目开复工，总投资 271.17 亿元。

旗委副书记、旗长李振林说：“我
们以传统产业改造提升为支撑，以发
展绿色新兴产业为导向，以聚集清洁
能源产业为重点，大力培育新产业新
动能新增长极，努力走出符合实际的
高质量发展新路子。”

在科右中旗，蒙能 2×66 万千瓦
电厂项目、禾森新能源 30 兆瓦秸秆气
化热电肥联产建设项目等 12 项重大
项目开工，总投资 101.15 亿元，年内计
划完成投资 39.92 亿元。

来自北京的花仙子农业公司规划
建设 200 亩的田园花海，并计划流转
2000 亩土地，发展花卉蔬菜种植与旅
游观光产业。公司负责人白志刚信心
满满：“作为京蒙帮扶项目，我们将发
挥种子、技术、渠道优势，将这里打造
成一处现代农业+休闲旅游的综合体，
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在突泉县，中广核生物天然气项
目、极铸实业 5 万套工业机器人及关
键零部件加工项目等 21 个亿元以上
重点项目“落地生根”。这些项目将
进一步弥补工业短板，壮大产业发展
规模。

⋯⋯
绿色发展其时已至，其势已成。
兴安盟瞄准聚焦新能源、新材料、

生物科技、人工智能等战略性新兴产
业，积极培育引进增链、延链、补链、强
链的大项目好项目，引导发展要素向
中高端产业集聚，把“生态绿色”标签
鲜明地镌刻在了转型发展进程中，为
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助推经济高质量
发展积蓄后劲。

【记者手记】
巍巍兴安岭 ，滔滔洮儿河。
从自治区西部转战东部兴安盟采

访，感受最深最强烈的就是良好的生
态环境。

天更蓝、水更绿、山更青，那美妙
的景致，诗意的韵味，不由得醉了心
田。

好空气、好环境、好生态已成为兴
安盟最鲜明的特质，“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理念在这里落地生根、开花
结果。

谋定而后动，行稳而致远。
一项项务实举措、一次次生动实

践，兴安盟深入推进“思想再解放、笃
行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大学
习大讨论”活动，在全盟上下汇聚起了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强大正能量。

今天的兴安大地，绿色成为那一
抹最耀眼、最动人的色彩。

生态兴安书写绿色答卷生态兴安书写绿色答卷

绿染兴安绿染兴安

。。

□本报记者 张文强

“鼻炎的种类很多，但今天我要给
大家讲的是一种近几年来发病率急剧
上升，广受人们关注的鼻炎，那就是过
敏性鼻炎⋯⋯”上周四，内蒙古自治区
健康大学多媒体教室，座无虚席，由内
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耳鼻咽喉教研室
主任刘晓玲主讲的《莫把鼻炎当感冒》
吸引了众多听众。

这些听众，既有来自医院内部的
医务工作者，也有周边社区的居民。

“专家们的讲座既有浅显的医学理论，
又有丰富的实践案例，听了之后很受
益。”市民刘彩清说，她是健康大学的
忠实学员，几乎一期讲座都没错过。

《你了解幽门螺旋杆菌吗？》《宝宝
有必要体检吗？》《健康美丽从齿开始》

《隐形杀手——高血压》⋯⋯“健康大学
成立以来，通过线上线下的授课方式已
经开展教程近百次，听讲群众已经累计
超过 30 多万人次。”据内蒙古自治区健
康大学校长孙德俊介绍，健康大学除了
在线上线下开展教学外，还经常组织业
内专家深入到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学
校、社区等场所进行巡讲。

“群众太需要健康知识了！”孙德
俊说，专家们每到一处巡讲，听讲群众
的热情都非常高，即使听完了讲座，也
不愿意走，拉着专家们问个不停。每
次巡讲归来，专家们也都被基层群众
的热情所激励和鼓舞着。

2018 年 10 月 18 日，以提升全区
居民健康素养，助力健康扶贫，推进健
康内蒙古建设为宗旨，内蒙古健康大

学宣告成立。这个由自治区卫生健康
委主办、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承办
的健康大学也是全国第一家由政府批
准成立的公益性健康大学。

健康大学成立后，不仅组建了由多
名临床一线专家组成的高层次讲师团，
还创建了大学公众号，且将公众号落地
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和内蒙古自治区人
民医院官网。每周四下午，在内蒙古自
治区人民医院 7 楼的健康大学多媒体
教室，讲师团成员定期授课，并通过互
联网同步直播。同时，在内蒙古广播电
视台开辟《内蒙古自治区健康大学在
线》频道，每天音频播放10分钟。

内蒙古健康大学有着雄厚的师资
力量，除了依托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
院各科室知名专家外，还经常邀请内
蒙古妇幼保健院、内蒙古第三医院等
区内各大医院的科室主任或学科带头
人参加授课。

健康大学不仅为普通群众获取科
学的健康知识搭建了平台，也为健康
教育从业者创造了学习和自我提升的
机会。“普及健康知识，提升居民健康
素养是各级卫生健康教育机构的核心
内容之一。”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副主任
伏瑞峰说，成立健康大学也是我区贯
彻落实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实施健康中
国战略的一项创新举措，通过健康大
学免费向全区健康教育从业者提供健
教课程，实施规范化培训，从而提升其
健康教育能力和健康教育管理水平。

按照远景规划，内蒙古自治区健
康大学将在全区 12 个盟市、103 个旗
县区都要设立分校，打造横向到边、纵
向到底的健康教育体系。

内蒙古健康大学
让健康托起小康

□本报记者 李晗

仲夏时节，科尔沁沙地西缘，一尺
多高的苜蓿草随风泛起一波波绿色的
涟漪。一台台大型自走式节水喷灌机，
伸出长长的机械臂，正在给草地浇水。

谁也不相信眼前的“绿海”曾经是
狂风飞舞、沙尘漫天的荒地。赤峰市
阿鲁科尔沁旗地处我国最大沙地科尔
沁沙地西缘，境内有阿拉迪茫哈和满
金茫哈两大沙带贯穿东南部，30%是
沙 化 土 地 ，60% 的 天 然 草 场 退 化 沙
化。“以前，这里经常刮沙尘暴，连草根
都刮走了。”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绍
根镇阿民温都嘎查牧民额尔敦吉日嘎
拉回忆说。

阿鲁科尔沁旗从 2011 年开始，以
每年 20 万亩的面积种植苜蓿草。如
今，规划种植面积达 107 万亩，已达产
70 万亩，是全国最大的集中连片节水
灌溉紫花苜蓿种植区。

沙海变绿海，绿海又成“财富之
海”。2014 年，额尔敦吉日嘎拉和 23
户牧民加入了星源利民农牧机械专业
合作社，以土地入股，种植优质牧草。

“通过种草牧区这几年变化太大了，沙
地变成绿洲，气候湿润了，又能看见兔
子和野鸡了，收入也增加了，以前羊价
最高时一年也就能赚 2 万元，现在光是
草场每亩地收入就在 500 元以上，再
加上到合作社打工，不用放牧一年也
能挣 4 万多元。”额尔敦吉日嘎拉一脸
满足。

而在鄂尔多斯市库布其沙漠，生
态治理同样取得很大成效。记者在生
态太阳能光伏光热治沙发电项目区内
看到，一排排光伏发电板整齐排列着，
中间还套种着甘草等沙漠经济植物。
旁边的养殖区内，一群绵羊正静静地
吃着草。这个被称为“太阳谷”的光伏
项目，由亿利集团投资建设，面积达到
7.8 万亩，完全使用农民未利用的荒沙
地进行建设。

30 多年来，库布其人俯身沙海，自
己试验、自己证明出一套行之有效的
库布其治沙模式——“党委政府政策
性主导、企业产业化经营、农牧民市场
化参与、科技持续化创新”。亿利集团
坚持产业化治沙，形成了生态修复、生
态农牧业、生态健康、生态旅游、生态
光伏、生态工业“六位一体”的生态产
业体系。

“治沙不是消灭沙漠，沙漠和河
流 、冰 川 、海 洋 一 样 ，都 是‘ 自 然 之
子’。而沙漠化土地是原来非沙漠地
区，因人类不合理经济活动导致的一
种类似沙漠的景观，治沙就是治理沙
漠化土地。”亿利资源集团库布其生
态事业部首席科学家韩美飞说。

截至目前，库布其治理面积达到
6460 平方公里，超过该沙漠面积的三
分之一，成为世界上唯一被整体治理的

沙漠。300 多亿元的沙漠生态经济产
业充满生机，10 万农牧民通过生态环
境改善，创业就业，增收致富，人均收入
由 1990 年不足 400 元增长到了 1.4 万
多元，“沙窝窝”变成了“金饭碗”。

因地制宜发展沙区特色产业，以
产业促就业、惠民生，既让沙漠绿起
来，也让群众富起来。

目前，我区林沙产业快速发展，逆
向拉动力不断提高，林业总产值已经
达到 480 亿元，形成了荒漠化防治与
产业发展、农牧民脱贫致富的良性互
动局面。

2019 年 6 月 17 日是第 25 个世界
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荒漠化土地面
积超 60 万平方公里，占全国荒漠化土
地面积 23.3%的内蒙古，取得了荒漠
化、沙化土地面积连续 15 年保持“双
减少”的骄人成绩。2018 年，完成荒
漠化沙化治理 1270 万亩，确定 6 个旗
县为“三北”工程精准治沙重点县，完
成建设任务 62 万亩，并开展了浑善达
克和乌珠穆沁沙地专项治理。

党 的 十 八 大 以 来 ，我 区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被 提 升 至 前 所 未 有 的 高 度 ，
工 作 力 度 进 一 步 加 大 ，防 治 荒 漠 化
行 动 取 得 了 一 个 又 一 个 显 著 的 成
果 ，治 沙 之 路 越 走 越 宽 、越 走 越 有
力、越走越深远。

【记者手记】
内蒙古各族干部群众与风沙搏斗

的脚步从来没有停止过。近年来，占
全国总人口不足 1.8%的内蒙古人，完
成人工造林面积超过全国人工造林总
面积的 10%，治理风沙危害土地面积超
过全国风沙危害土地总面积的 10%。
2000 年至今，在国家重点工程的带动
下，内蒙古年均完成林业生态建设面
积超过 1000 万亩，沙区逐渐呈现出“绿
肥黄瘦”的景象。这意味着，内蒙古人
每年把一个上海市大小的荒漠变成绿
洲，筑起一道道“绿色长城”。

内蒙古多地实施传统生态工程防
治荒漠化同时，更多地探索如何给荒
漠化治理注入产业动力，让荒漠化治
理变得可持续。以库布其为例，不管
是沙漠光伏产业、甘草种植，还是沙漠
旅游，当地通过前期防沙治沙不断扩
大的绿色，进而撬动了沙产业的发展，
让库布其人有了必须变“输血”为“造
血”，用产业化的方式反哺沙漠治理的
理念。让沙海绿起来的同时，也让农
牧民富了起来。

同时，在与风沙的搏斗中，适合内
蒙古自然条件和气候特征的抗旱造林
系列技术、干旱区节水造林技术和植
物再生沙障治沙技术应运而生。在沙
区，主要以治理沙化土地为重点，实行
以封育为主的“封、飞、造”相结合；在
荒漠区，主要以保护原生植被为重点，
实行封禁保护和人工治理相结合⋯⋯
这些科技含量高的治沙技术，无不让
国内外同行刮目相看。

沙海绿意渐浓
——写在第 25 个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

本报 6 月 21 日讯 （记者 赵
丹）6 月 20 日，以“新时代·新活力”
为主题的第六届内蒙古创意设计
展在内蒙古展览馆开展。

本次展览由自治区文化和旅
游厅、自治区教育厅、自治区工业
和 信 息 化 厅 主 办 ，内 蒙 古 展 览 馆
和内蒙古草原文化创意设计协会
承办。在本次展览上，共展出 18
所院校和协会的 1200 多组作品，
涵盖了视觉传达、环境艺术、动漫
设计、数字传媒、产品设计、服装
设 计 等 9 大 类 。 充 满 创 意 的 产
品 ，充 分 展 示 了 草 原 文 化 创 意 思
想 ，让 大 家 感 受 到 了 创 意 生 活 的
魅力。

同 日 ，内 蒙 古 展 览 馆 还 举 办
了第二届内蒙古自治区工艺美术
作 品 展 示 会 ，展 出 的 作 品 是 参 评
和参选第四届内蒙古工艺美术大
师和第三届内蒙古自治区工艺美
术品“飞马奖 ”的部分优秀作品，
其 中 包 括 涵 盖 工 艺 雕 塑、工 艺 花
画、工艺陶瓷等 7 大类的近 300 件
作品。

第六届内蒙古
创意设计展开展

6 月 20 日，一场精彩的训练对抗赛在自治区森林消防总队新训
大队拉开帷幕。此次活动是将今年新招录的 1500 名森林消防新训
队员中的佼佼者和有服役经验的老队员分别组成战狼队和猛虎队，
进行训练科目的分组对抗。 本报记者 毛锴彦 摄

训练场上的巅峰对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