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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信子

■信息吧

□本报记者 吕学先 实习生 王泽

今年端午节，包头市青山区兴胜镇东达沟
村是包头市民最热门的去处，6 万多人蜂拥而
至，体验“让文化艺术走进百姓生活”的魅力。
这个不知名的小山村，为何能引来这么多的游
客？

顺着充满艺术感的门楼牌坊进入东达沟
村，干净整洁的柏油路两边，一侧是仿赵长城
的古墙建筑，另一侧是灰白院墙上的美丽彩
绘，犹如一幅幅流动的风景，拐弯处呈现的一
组组大型雕塑夺人眼目。夏日斜阳的余晖洒
落在宁静的村庄，可以听到清脆的鸟语蝉鸣。
错落有致的院落间有几处造型独特的建筑，上
面悬挂着古香古色的“艺术家工作室”的牌匾。

敲开一扇古朴的大门，正在创作的东达山
艺术区创始人刘占强感慨道：“坚守 10 多年，
我终于看到了期望看到的景象！”

在东达沟村村委会副主任赵发眼里，刘占
强是个“奇人”，“占强 2007 年左右来到我们
村。因为有文化，被村里聘请为村长助理。他
提出承包荒山进行绿化，走农业生态发展的路
子。”赵发回忆，那时候采石、采沙是村里的主
要支柱产业，他的提议很多村民并不看好。

谈起当年设想的“花果山”之梦，与现在党
和国家提出的“绿水青山”的生态发展之路不谋
而合，刘占强颇为得意。“村里到处是大大小小
的采石厂和采沙厂，沿着山坡走一圈，鞋和裤腿
上全部是白灰。山上的草被羊群吃得干干净
净，环境非常恶劣。很多村民都离开了村子。”
初到东达沟村时的景象，刘占强记忆犹新。

在荒山上植树是改变环境的第一步。当时
戴着一副近视镜、十分消瘦的刘占强，几乎每天
都待在山上。春来冬去，那曾经光秃秃的山坡
渐渐有了绿意。2014 年，刘占强的 3 位艺术家
朋友进驻东达沟村，由此，东达沟走上以生态为
基础、通过艺术带动乡村经济发展的路子。

毕业于包头师院美术学院的郭其鹏是入
住东达山的 4 位艺术家之一，可谓名声显赫：
参加国际及国内大展 20 多次，代表作“童子军
系列”2007 年入选中国当代艺术文献展⋯⋯
与郭其鹏一同入住东达山艺术区的还有民间
美术艺术家王红川和版画艺术家王海燕。

如今东达山艺术体验中心东侧的一排带
天窗的“阳光房”就是 4 位艺术家的工作室，房
前空地种满了鲜花、果蔬，小院被玻璃幕墙包
裹。雕塑、剪纸、版画、油画，4 位艺术家在不

同艺术领域的创作，让东达沟村原本的民间文
化艺术一点点复苏，被挖掘出来。

东达沟村常住 150 多户 320 多名村民，但
年龄普遍偏大，干不了重体力活。刘占强想帮
他们，制作手工灯笼的项目应运而生。艺术家
们手把手地教，村民们认真地学。后来，村民们
又开始学面塑，村里的传统手艺被发扬光大。

东达沟村的“星星之火”引起青山区委和
政府的高度重视。2016 年 3 月，青山区提出打
造东达山艺术家创作基地规划，支持配套资金
500 万元，对艺术区的道路硬化、环境美化、周
边绿化进行提档升级，对艺术体验中心和鹿文
化艺术馆进行改造。

2017 年，青山区举办“包头·东达山第一
届面塑艺术节”，吸引了 3 万多人参观，拉动村
集体收入 50 万元，各类艺术品意向销售和实

际销售额近 100 万元；2018 年举办的青山区
文化旅游节暨东达山面塑艺术节参观人数达
到 5 万多，交易额上百万⋯⋯

在东达山艺术区的布局中，鹿文化研究院
汇集了众多艺术家创作的绘画、雕塑作品，600
多平方米的当代美术馆陈列的作品涵盖了国
画、油画、版画、雕塑、剪纸等。艺术区还定期举
办对大众开放的艺术展览和艺术沙龙活动。

艺术区还为村民带来更多的就业空间。赵
发告诉记者，东达山“茗盏雅集”艺术节，安保人
员、环卫人员、指引员全部由村民担任，同时还带
动了村里的特色农家院旅游和土特产、手工制品
销售。村民郭俊兰开起了饭店，获得不小的收
益。 东达沟的名气越来越大，房租也升值了。

对于东达沟来说，走绿色产业发展之路，
正是造福当地百姓的最好途径。

东达沟：从采石场到“艺术村”的蝶变

本报巴彦淖尔 7 月 3 日电 （记者 韩继旺）
近日，乌拉特前旗召开农药包装废弃物和残膜回收
工作现场推进会，推进旗域内农药包装废弃物回
收，减少农业面源污染。

今年以来，该旗与亨通塑胶公司合作，采取有
偿回收、集中处置的方式，建立农药包装物和残膜
回收利用仓储中心，并在全旗 11 个苏木镇、6 个农
牧渔场的中心村、分场设立 400 个回收暂存点，集
中解决农药包装废弃物的收集、转运、处置等难题。

“农户只需将农药废弃包装物送到回收点，公
司将按农药瓶每公斤 2 元的价格回收。”亨通塑胶
公司负责人崔军介绍。

该旗还上线农药追溯监管系统，按照“一品一
码”的要求，为旗域内使用的每一瓶农药建立“电子
身份”，实现农药包装废弃物精准回收，减少环境污
染。目前，全旗 205 户农药经销商全部加入农药追
溯监管系统。

乌拉特前旗

设立 400 个站点
回收农药包装废弃物

□本报记者 胡日查 高敏娜

一位 67 岁的老人，不在家安享晚年，却终
日为无亲无故的人东奔西走、排忧解难。他
就是突泉县永安镇关工委常务副主任郑树
贵，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后就一头扎进关心
下一代事业中，至今已有整整 12 年。

郑树贵是土生土长的永安人，在永安中
学和永安镇政府工作多年，曾担任永安镇副
镇长，对永安镇 13 个村的基本情况了如指
掌。在任职为永安镇关工委常务副主任后，
他借助自己在永安镇工作多年的社会影响
力，关爱救助困难群体，积极为青少年和老同
志做好事、解难事、办实事。

2012 年，永安镇的退休干部李成山去世，
其子女与继母因遗产继承问题发生了纠纷，
永安镇法庭几次调解都没能解决问题，双方
矛盾重重，谁都不肯退步。永安镇党委决定

让老郑出面来解决这个难题。顶着压力接下
这一重任的郑树贵，用了 20 多天时间，多次深
入双方家中做思想工作，咨询查阅相关法律，
在兼顾情理和法规的基础上使问题得到圆满
解决。

郑树贵至今还记得前几年发生的剑拔弩
张的那一幕：在修建省际大通道的时候，因为
征地款没有谈妥，永安村村民几十号人坐到
施工现场，导致不能正常修路。永安镇政府
得知情况后，请郑树贵出面调解。他请施工
方和村民分别换位思考，在保障村民权益的
同时，促使工程继续进行。

几年前，朱桂芹老伴儿于秀清患上脑血
栓到突泉县医院住院治疗，没人陪护成了最
大难题。郑树贵知道后主动去医院里忙前忙
后。半个多月后，于秀清康复出院，他又接下
了所有票据，继续在县里帮着跑报销。“当老
郑拿着报销以后的 6200 多元送到我们家里
的时候，我们两口子心里别提多暖和了，他是

真心实意地帮我们解决困难。”朱桂芹说。
哈拉沁村村民王青遭车祸不幸身亡，留

下了一个患有智障的妻子和两个未成年的孩
子。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热心肠的郑树贵代
表家属先后 6 次到突泉县交警队，最后帮助她
们顺利办理下来 39.6 万元赔偿金，为这个困
境中的家庭送去了春天般的温暖。

从走进关工委队伍那天起，郑树贵就把青
少年成长挂在了心上。这些年，他筹集了关爱
基金9万余元，救助了困境青少年240名。

哈拉沁村村民程泉的双胞胎女儿程日、
程月患有先天性足内翻，走路十分困难，给生
活带来很多不便，而进行治疗的手术费对于
这个贫困家庭来说则是个天文数字。“老郑积
极向我们镇党委政府反映这个情况，今年 5 月
4 日镇党委决定由我们关工委牵头，在全镇开
展捐款救助活动。”永安镇镇长齐军说，不到
一个月的时间，全县教育系统、民政局等多家
单位都开展了对两姐妹的捐款救助活动，累

计筹集善款 41.5 万元，依靠这笔钱，如今两
姐妹不仅可以正常走路、玩耍，对未来的生活
也充满了希望。

2016 年，永安小学 1.4 万平方米的操场进
行硬化，郑树贵主动帮助学校联系协调当地
工程队队长刘英全承包此项工程。工程结束
后，刘英全被郑树贵一心为困难群体解决难
事的胸怀和人品所感动，把赚来的 4 万元钱全
部捐献给了永安小学，为全校学生每人做了
一套新校服。

在郑树贵的努力下，永安镇关工委多次
被评为兴安盟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集体，他
本人也获得了自治区关心下一代先进工作者
称号。“为家乡建设、为困难群众解决难事最
重要的一条原则就是要心诚，要时刻想着让
社会更和谐，让下一代更加健康的成长。”郑
树贵笑着说，只要身体条件允许，他就会一直
在这个岗位上发挥余热，希望用他这一份微
薄之力，更好地服务社会和百姓。

郑树贵：退而不休的大忙人

本报呼和浩特 7 月 3 日讯 （记者 刘
洋）“一遛湾一带过去都是盐碱地，一下雨外面
的人进不去，里边的人出不来。你看现在建设
的多漂亮，早年出去的老乡看了摄影爱好者拍
出来的照片，不敢相信这就是咱托县。”

刘师傅是老托克托县人，他见证了托县
近些年来不断发展的文化旅游事业，也感受
到了因文化和旅游人们生活的变化。“我平时
在面包店做面包，业余时间爱好摄影。”正是
因为这个爱好，刘师傅成了摄影爱好者来托
县采风的向导。神泉景区、黄河、瑞沃酒庄、
南湖、黄河梦幻水世界、景丰海洋馆、一遛湾，
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

近年来，托克托县不断加大文体和旅游的
投入，文旅事业蓬勃发展，随处可见的健身场
所、美味的开河鱼和葡萄以及激情洋溢的黄河
龙舟赛等文旅活动不仅成为传播当地好声音
的载体，也成为当地群众增加收入的新路子。

“听说家乡扶持开办农家乐，鼓励经营乡
村旅馆，我就辞职返乡创业。”今年 29 岁的郝
福保是托克托县一遛湾东营子村人，大学毕
业在外工作两年后，辞职返乡在自家院子里
开起了农家乐。2 间屋子和 4 个蒙古包是他
的主要经营场所，小院收拾得别致又干净。

“别看地方小，来的都是回头客。2015 年我家
开起农家乐的第一年，收入就突破 10 万元。

这几年更是逐年上升，2018 年收入 40 余万
元。家乡的特色就是我们的金饭碗。”

“往年一遛湾的旅游旺季是在夏秋季节，
今年春季我们组建了餐饮协会，将观黄河流
凌、品开河鱼宴结合起来，让春季也成为我们
的旅游旺季。”郝家窑村支部书记郝争平高兴
地说。

今年，托县借助黄河开河的自然景观，打造
了开河鱼节，文旅结合让托县在3月就迎来数万
游客，各农家乐生意火爆，成为旅游新旺季。仅
第二届开河鱼节开幕式当天,一遛湾就接待游
客4.52万人左右，旅游收入达到253.1万元。

目前，托县已编制完成了《托克托县全域

旅游发展总体规划》《托克托县创建国家全域
旅游示范区工作方案》，总投资 1.17 亿元的县
文体活动中心、总投资 950 万元的古城镇全
民健身中心全面建成，顺利通过了国家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验收；黄河开河鱼节、黄
河文化旅游节成功举办，神泉、瑞沃酒庄等景
区景点运行平稳，黄河麦野谷生态休闲旅游
区获评国家 3A 级旅游景区，景丰海洋馆投入
运营，革命历史纪念馆基本建成，胡服骑射主
题公园建设稳步推进。去年，全县旅游接待
人数达 87 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达 1 亿元，其
中 农 家 乐 接 待 游 客 46.8 万 人 次 ，旅 游 收 入
4907.7 万元。

文旅融合发展成为托县群众增收新路子

■图闻

□王正 摄影报道

仲夏时节，呼和浩特市土左
旗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 63 亩旱
作稻田，苗齐苗壮，长势喜人，忙
碌的人们与郁郁葱葱的田野构成
一幅美丽的田园诗画。

2017 年，为加快农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和优化农业种植结
构，呼和浩特市组织部分旗县区
农牧业专家和技术人员赴兴安盟
扎赉特旗考察学习旱作水稻种植
技术，2018 年，根据全市土壤、气
候、栽培条件，在土左旗、清水河
县、托克托县开展旱作水稻技术
试验 380 亩，在土左旗国家现代
农业示范区内获得成功，平均亩
产达到 395 公斤。

今年，土左旗国家现代农业
示范区在总结成功经验的基础上
继续试验种植，种植面积扩大一
倍，预计亩产将达到 450 公斤。
与传统插秧稻田相比，旱作稻田
耗 水 量 仅 为 传 统 插 秧 稻 田 的
30%，具有生产成本少、效益高、
劳动强度低、抗旱抗倒伏能力强
等优势，推广前景广阔。

土左旗
种植优质
旱作水稻
获得成功

本报巴彦淖尔 7 月 3 日电 （记者 韩继旺）
日前，巴彦淖尔市临河区第二十届消夏文化艺术节
在欢歌笑语中落下帷幕。

本届消夏文化艺术节为期 9 天，期间举行了全
市少儿舞蹈展演、全市二人台小戏小品优秀节目展
演、“我和我的祖国”社区优秀节目展演、“守望相助
好家园”第二届农牧民优秀节目展演、“天赋河套”
巴彦淖尔市原创音乐作品展演、戏剧优秀节目展演
等 10 场文艺晚会，为广大市民在炎炎夏日献上了
丰盛的文化大餐。

临河区

消夏文化艺术节圆满落幕

本报锡林郭勒 7 月 3 日电 （记者 巴依斯古
楞）为推广全民健身运动，倡导低碳、环保出行方
式，近日，正蓝旗举办浑善达克徒步节。

徒步爱好者们从浑善达克生态园出发，沿着指
定线路徒步 10 公里。来自河北省张家口市以及锡
林郭勒盟各旗、县、市、区的 500 多名徒步爱好者参
与本次活动，年龄最大的 68 岁，最小的 5 岁，他们用
徒步穿越沙漠的形式，倡导“低碳、环保出行”的健
康生活方式。

正蓝旗

浑善达克徒步节
倡导低碳出行

本报通辽 7 月 3 日电 （见习记者 薛一群）
日前，达尔罕温泉城暨达尔罕壹号馆项目开工奠基
仪式在科左中旗保康镇举行。

达尔罕温泉城总占地面积约 2167.5 亩，分为
住宅区、康复养生区、商业餐饮区和温泉休闲区。
达尔罕壹号馆住宅项目，总占地面积 71985 平方
米，总投资约 4.5 亿元，绿化率高达 35%，预计年底
前完成主体建筑，2020 年 10 月初正式交付使用。

该温泉城南临景色优美的如意湖，北靠森林花园，
温泉资源丰富，建成后将成为立足蒙东、服务东北、面
向全国的康养旅游度假以及娱乐休闲的好去处。

科左中旗

达尔罕温泉城
康养旅游度假项目启动

本报赤峰 7 月 3 日电 （记者 徐永升）近日，
敖汉史前天文与农业文明考古研究项目启动仪
式举行。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中国社会科
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参加启动仪
式。

专家们认为，敖汉地区的天文、农业、生态多样
性密切相关，反映了时令、天人合一理念构建的深
刻古代文明。此次启动的考古研究项目，主要探索
城子山遗址史前天文与二十四节气和农业、农时之
间的关系，在考古遗址中探寻天文与农业关系的实
证，挖掘整理史前文明生产活动、社会活动以及先
民思想发展变化。

敖汉旗

史前天文与农业文明
考古研究项目启动

无人机在土左旗
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
旱作稻田里作业。

农民在示范
区旱作稻田里劳
作。

科技人
员在示范区
观察旱作水
稻 生 长 情
况。

■亮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