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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群

■新思路新动能

■定格

■重头戏

■镜观

本 报 赤 峰 8 月 5 日 电 （记 者
徐 永 升 见 习 记 者 梁 汀）盛 夏 时
节 ，阿 鲁 科 尔 沁 旗 扎 斯 台 镇 尚 申 毛
都 嘎 查 牧 民 布 仁 特 古 斯 家 的 1300
亩 草 场 满 眼 翠 色 ，划 区 轮 牧 的 牛 群
正 在 悠 然 地 吃 草 。 6 年 前 ，布 仁 特
古 斯 卖 掉 了 土 种 牛 ，养 起 西 门 塔 尔
牛 ，如 今 基 础 母 牛 已 发 展 到 40 头 。

“这种优质牛长得快，产奶量高。”去
年 他 家 仅 靠 牛 奶 一 项 就 收 入 12 万
元。

布 仁 特 古 斯 养 牛 为 啥 能 赚 钱 ？
因为他养的西门塔尔牛既能产奶又
能 产 肉 。 他 算 了 一 笔 账 ：从 产 肉 上
比，同样是 300 公斤的架子牛，经过

10 个月左右舍饲育肥后，优质牛比
土 种 牛 能 多 长 150 公 斤 肉 ；从 产 奶
上 比 ，优 质 牛 比 土 种 牛 每 头 每 天 能
多 产 10 公 斤 奶 ，150 天 的 产 奶 期 就
能 多 产 1.5 吨 ，能 多 收 入 5200 多
元 。 去 年 他 家 把 牛 奶 加 工 成 奶 食
品 ，一 块 7 两 重 的 奶 豆 腐 就 能 卖 到
30 元 ，一 头 母 牛 一 年 下 来 ，光 牛 奶
收入就能达到 1 万元。

布 仁 特 古 斯 能 发“ 牛 财 ”，源 于
赤峰市持续实施肉牛产业专项推进
工 程 。 今 年 ，市 里 继 续 保 持 每 年
500 万 元 以 上 财 政 资 金 投 入 力 度 ，
支持肉牛产业的发展。市里着力打
好优质化、规模化和品牌化三张牌，

推进肉牛产业供给侧改革和高质量
发展。据行业监测，今年 6 月末，全
市存栏肉牛 210.4 万头，居自治区前
列 。 赤 峰 市 计 划 到 2022 年 全 市 肉
牛 存 栏 达 到 230 万 头 ，肉 牛 改 良 率
达到 97％以上，实现育种、繁殖、推
广、加工一体化全产业链融合发展。

杂 交 改 良 和 良 种 繁 育 ，推 进 了
肉牛产业的优质化发展。今年上半
年 ，赤 峰 市 已 招 标 采 购 优 质 冻 精
135.6 万支，完成肉牛改良配种 41.3
万 头 ；新 建 牛 冷 配 站 30 处 ，使 全 市
肉 牛 标 准 化 冷 配 站 点 累 计 达 到
1700 处以上。这种以牧繁农育、北
繁 南 育 为 主 的 西 门 塔 尔 牛 繁 育 体

系 ，促 进 了 基 础 母 牛 的 扩 群 增 量 。
眼 下 ，赤 峰 种 公 牛 站 迁 址 扩 建 项 目
正 在 筹 建 中 ，这 个 总 投 资 规 模 亿 元
以 上 的 项 目 建 成 后 ，将 为 全 市 肉 牛
品 种 改 良 提 供 优 质 冻 精 保 障 。 目
前 ，赤 峰 市 农 牧 局 与 中 国 农 科 院 北
京 畜 牧 兽 医 研 究 所 联 合 开 展 的“ 昭
乌达肉牛”育种工作稳步推进，力争
在 2020 年 前 完 成“ 昭 乌 达 肉 牛 ”验
收命名。

规 模 化 集 约 化 发 展 ，提 高 了 肉
牛 产 业 的 效 率 和 效 益 。 去 年 ，圣 泉
生态牧业公司在翁牛特旗启动了万
头肉牛集储中心项目。这个集肉牛
养殖和销售市场于一体的项目建成

后，可一次存栏 1.4 万头肉牛。每年
旗 里 出 资 800 万 元 与 企 业 联 合 育
种 ，仅 2017 年 和 2018 年 两 年 ，就 实
施西门塔尔肉牛冷配 4.6 万头，胚胎
移 植 1990 头 ，每 年 带 动 2000 多 户
养 殖 户 户 均 增 收 2 万 多 元 。 去 年 ，
全市创建肉牛标准化示范场 16 个，
落实 69 万头肉牛标准化生产基地，
新建肉牛生态家庭牧场 31 个，新建
年养殖规模在 500 头以上的肉牛养
殖小区 11 个，完成订单生产育肥肉
牛 40 万头，全市肉牛规模化养殖比
重达到 50%。

品牌带动战略提升了赤峰肉牛
产业核心竞争力。去年 8 月，“赤峰

牛 肉 ”地 理 标 志 证 明 商 标 申 请 注 册
成功，赤峰市先后有“阿鲁科尔沁牛
肉 ”“ 巴林牛肉 ”和“ 翁牛特旗牛肉 ”
等 获 得 国 家 级 地 理 标 志 产 品 认 证 ，
标志着赤峰牛肉进入市场有了自己
的 身 份 证 。 这 些 地 产 牛 肉 肉 质 鲜
红 、大 理 石 花 纹 丰 富 ，深 受 顾 客 欢
迎。“中敖牛肉”“独伊佳”“食乐康”
等 牛 肉 产 品 已 驰 名 全 国 。 如 今 ，全
市有中敖食品等 7 家规模以上肉牛
屠 宰 加 工 企 业 ，已 具 备 肉 牛 年 屠 宰
加 工 37.7 万 头 的 能 力 。 去 年 ，全 市
出栏肉牛 118.5 万头，牛肉产量 20.1
万 吨 ，一 个 振 兴 乡 村 的 重 要 产 业 正
在形成。

赤峰赤峰：：主打主打““三张牌三张牌””巧做巧做““牛文章牛文章””

本报通辽 8 月 5 日电 （记者 郭洪申 见习
记者 薛一群）日前，京蒙扶贫协作（通辽）科技创
新基地启动仪式在京举行。活动现场，通辽市与北
京码牛科技有限公司等 8 家企业就新能源、现代农
业、互联网医院投资建设、普惠金融合作、硅砂矿开
发及相关新材料加工生产等项目签定合作意向。

据了解，该基地位于北京金融安全产业园，由
园区提供为期 3 年的免租金服务。依托该基地平
台，精准对接京蒙两地企业资金、技术、人才与特色
资源优势，打造“异地孵化，人才驿站，带土栽培，双
招双营”的创新扶贫模式。目前，通辽市伍圆节能
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等 4 家扶贫协作相关企业首批
入驻。

京蒙两地扶贫协作由来已久。仅 2017 年以来，
两地实施特色种养殖、光伏扶贫、合作社组织带动等
方面的扶贫协作项目总计 128 个，累计投入扶贫协作
资金 3.52 亿元，带动 2.82 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实现稳
定脱贫。

京蒙扶贫协作（通辽）
科技创新基地启动

本报鄂尔多斯 8 月 5 日电 （记者 王玉琢 通
讯员 刘珂）去年以来，鄂尔多斯市对排查出的 677
项河湖“四乱”问题逐一建档立卡，制定整改方案，用
最严格的举措进行整改。截至目前，677 项河湖“四
乱”问题全部整改完成。

在鄂尔多斯市，流域面积 30 平方公里以上的河
流有 426 条，水面面积 0.5 平方公里以上的湖泊有 88
处。近年来，鄂尔多斯市在经济高速发展、城市建设
进程加快的同时，对当地河湖生态造成不同程度破
坏。去年 7 月，鄂尔多斯市按照水利部要求开始全面
清理河湖乱占、乱采、乱堆、乱建“四乱”专项活动，成
立由水利、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公安等部门组成的
市级联合执法领导小组，印发鄂尔多斯市河湖联合
执法工作方案，对河道内占用滩地、围河种地、私挖
乱建鱼塘等河湖“四乱”问题进行全面整改，对整治
不力的地方和部门，通过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促
进整改达效。

鄂尔多斯市
677 项河湖“四乱”整改完成

本报赤峰 8 月 5 日电 （记者 徐永升 见习记
者 冯雯雯）近日，亚太森林组织多功能森林体验基地
启动仪式在赤峰市喀喇沁旗旺业甸实验林场举行，北京
林业大学、南京林业大学教学科研基地同时挂牌。

旺业甸多功能林业示范项目是亚太森林组织在
中国资助实施的第一个示范项目，项目将探索国有
林场如何发挥资源优势，加强森林经营，发挥森林多
种功能，践行生态文明思想，让人民群众共享林业生
态产品，推动国有林场改革的创新模式，同时发挥基
地优势，辐射大中亚地区，成为国内一流、面向亚太
地区的森林经营及森林体验示范基地。

亚太森林组织多功能森林体验基地项目是根据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亚太森林网络管理中心、喀喇沁
旗人民政府、赤峰市林业和草原局三方签署的关于

“多功能森林体验基地项目合作框架协议”而建立
的，旨在建成集森林经营示范森林体验、森林康养、
教育培训、社区参与、生态文化展示于一体的多功能
森林体验区。目前，已完成万亩森林经营示范区、森
林康养体验区、亚太森林小镇、森林体验服务中心等
建设工作。

亚太森林组织多功能
森林体验基地在赤峰启动

□本报记者 郑学良

“大哥，需要帮忙吗？不用排队，全程代办。”
“我们内部有人，能让你少交土地出让金，办出证
给钱，绝不会出问题。”⋯⋯

“在过去，很多群众在办理不动产业务时都
会遇到被称为房地产领域‘黄牛’的人。由于一
些群众对相关法律法规和业务办理程序不了解，
往往选择违规代办，图的就是给‘黄牛’塞点钱或
者通过熟人请托，在办理业务时能少缴或不缴土
地出让金和税费，享受所谓的‘绿色通道’”。呼

和浩特市纪委监委第六纪检监察室工作人员说。
2019年初，呼和浩特市纪委监委围绕强化

民生领域整治、净化民营企业发展生态，就全市
不动产登记办理中发现的侵害党和国家、群众利
益的问题线索成立专案组，重点对市不动产登记
中心多名工作人员涉嫌玩忽职守、滥用职权、权
力寻租等违纪违法问题进行立案审查调查。

专案组人员先后调取网上平台记录和查
阅原始登记档案近 5万多份，找相关人员谈话
了解196人次，调取相关证据316件，形成近两
米厚的案卷106卷。前后仅用43天，揭开了一
起国土系统腐败“窝案”内幕。

经查，呼和浩特市国土资源局（现自然资源
局）评估交易管理中心、不动产登记中心王某、杨
某等13名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相互勾结利
用，通过伪造假票据、违规受理审核等手段，少交
或不交土地出让金，大肆索要、收受业务申请人
和中介人员财物，给国家造成重大经济损失，严
重扰乱房屋产权登记管理秩序。近日，呼和浩特
市纪委监委将王某、杨某等5名涉嫌违法犯罪人
员移送检察机关，对8名工作人员分别给予党纪
政务处分，对相关责任人进行严肃追责问责。

“此案是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后，市纪委监
委查处的一起在社会上、群众中造成特别恶劣

影响的典型的民生领域、群众身边腐败‘窝
案’。也是市纪委监委通过运用学习实践、打
造两支精兵，运用数据分析、助力快速侦查，运
用标准管理、保障案件质量，运用问题导向、实
现以案促改‘四个运用’，推动思维理念、管理
标准、方法手段系统升级，深入开展‘高质量办
案年’活动交出的一份沉甸甸的成绩单。”该市
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表示。

“过去的‘黄牛’不见了，办业务可以微信预
约、就近办理，效率高、态度也挺好，的确让老百
姓体会到了‘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的好
处。”一名前来办理业务的群众说。

呼和浩特：端掉腐败窝案吓跑“黄牛”

本报乌海 8 月 5 日电 （记者 郝飚）盛
夏，驱车行驶在乌海市海勃湾区通往海南区
城际快速通道以东的骆驼山矿区，只见道路
一旁连片的渣山已换新颜。一座座被固化的
渣山呈梯形一级级向上延伸，渣山的每一个
层级都被砖石沙袋分成网格状，原本黑灰色
的矿渣已被重新覆土，并逐级向上种满了绿
色植被，昔日的渣山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
景象。

“目前，矿区已完成硬化面积逾 9 万平方
米、绿化面积约 30 万平方米，正在治理中的
渣山二至四级台阶已完成 60%的绿化。今年
计划完成绿化剩余部分，到 2020 年，争取让
第五级台阶顶部铺满绿色。”负责治理这片矿
山的内蒙古广纳煤业集团总经理肖飞说。

据悉，从 2017 年开始，该企业投入巨资
对矿区进行综合整治。对骆驼山 16.5 平方公
里的连片矿区进行地形地貌测绘，对渣堆存
量、占地面积、渣堆高度等进行详细计算。同

时编制了骆驼山矿区地质环境综合治理方
案，规划在 3 年内通过整体整型、覆土、固化、
绿化、美化、亮化，使骆驼山矿区形成长约 12
公里的景观屏障。

“10 年内，我们不仅要完成全部渣山的
治理，还要将一座座渣山连接起来，在渣山顶
部形成一块约 19 平方公里的可利用土地。
届时，这里将建成一个集大型煤炭地质公园、
山地自行车比赛场地、攀岩运动场等于一体
的运动休闲、文化观光地质生态公园，并计划
建造光伏项目和黄河淤泥有机农田项目。”肖
飞说。

去年，广纳煤业集团骆驼山矿区排土场
建设项目还成为自治区级首家绿色矿山，并
被列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环境治理和可持续
发展项目，为乌海市的绿色矿山建设提供了
标准化发展模式。

长久以来，自燃渣山是乌海及周边地区
环境污染的一个重要源头，且因过去粗放型

开采，乌海矿区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制约
了地区可持续发展和城市转型发展。近年
来，乌海市将矿区环境综合整治作为一项重
大政治任务，以解决影响大气环境质量突出
问题为目标，加大投入力度，创新治理举措，
大力推进煤矸石自燃治理、煤矿采空区煤层
自燃治理、排土场综合整治等各项重点工
程，使矿区环境得到明显改善。

乌海市成立了以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
挂帅的矿区环境综合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制
定印发了《乌海市矿区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实
施方案》等文件，不断强化管理机制和制度
建设，逐步形成政府引导、社会参与、企业投
资的地质环境治理多元化投资机制。同时，
矿区排土场和采场资源化、再利用的局面也
正在形成。

根 据“ 谁 开 发 ，谁 保 护 ；谁 破 坏 ，谁 治
理”的主导思想，乌海市鼓励企业找准经济
发展和生态保护的结合点，了解建设绿色

矿 山 政 策 ，加 快 推 进 绿 色 矿 山 建 设 工 作 。
如 今 ，乌 海 市 105 家 矿 山 企 业 全 部 编 制 了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方案》及《土地
复垦方案》；已完成 328 处矸石、煤层自燃
火点治理，44 个矿山地质环境治理项目，并
建成 4 个自治区级绿色矿山，争取到 2025
年，全部矿山达到国家或自治区级绿色矿
山标准。

与此同时，乌海市还组织编制了地方标
准《矿山排土场连片治理规范》，采取矿山地
质环境恢复治理、自然保护区矿山企业退出
等多种方式建设绿色矿山。该地方标准于
2018 年 3 月 15 日正式实施，这既是乌海市
的第一个地方标准，也是自治区第一个矿山
排土场连片治理地方标准。标准的发布为
乌海市矿山综合治理标准体系建设提供了
理论基础和技术支撑，对乌海市露天煤矿的
长期发展、绿色开采和大气环境治理起到了
积极的推动作用。

乌海：矿区渣山披上“绿色外衣”

□本报记者 皇甫美鲜 实习生 张舒君 摄影报道

热气腾腾的蒙古锅茶摊位前，食客排起了“长龙”；传
统地区美食莜面系列，刚出蒸笼就被一抢而空；蒙古包造
型的烧烤炉里，“走马灯”似地转着一只油花滋滋响的全羊
和羊腿，吸引群众隔着玻璃争先探望、拍照⋯⋯在近日举
办的首届化德县美食文化节上，人们品鉴草原特色美食，
感受民族文化气息。

行走在宽阔的人民广场，扑面而来的一缕缕香气格外
诱人。沿广场周边而建的十几个摊位上，围满了前来品尝
美食的游客，美食制作者铆足了劲儿拿出看家本领。

“乡村旅游一手牵着农民，一手牵着市场；一手托着农
村，一手托着城市；一手连着一产，一手连着三产。”化德县
委有关负责人说，“通过展示弘扬化德县特色美食文化，丰
富化德县旅游体验品位，提升化德县旅游服务水平，打造
化德县生态康养旅游品牌，推动化德县旅游产业发展，进
而带动更多群众增收致富，共享美丽乡村建设成果。”

□本报记者 巴依斯古楞 摄影报道

近日，以蒙古族传统家庭教育为题材的微电影《蒙古族家风》正在锡
林郭勒盟正蓝旗那日图苏木进行拍摄。记者从该影片制片人乌日汉处获
悉，《蒙古族家风》将于10月中旬通过内蒙古蒙古语卫视与观众见面。

该微电影为 25 集，每集时长 5 分钟，共 125 分钟，每一集用经典蒙
古族家教谚语为主题，突出表达做人道理、人生哲学。剧情通过新时代
普通牧民家庭日常生活中的点滴，展现草原人民的育儿智慧，普及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美德。

据悉，该电影剧本由正蓝旗籍作家巴图那松创作，内蒙古著名导演
宝音达来担任导演。

品味草原美食

微电影《蒙古族家风》开拍

蒙餐“看盘”比赛。

搓莜面比赛搓莜面比赛。。 拍摄当中拍摄当中。。

剧中的爷孙俩剧中的爷孙俩

巴彦淖尔市
城镇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启动

本报巴彦淖尔 8 月 5 日电（记者 韩继旺） 近日，
巴彦淖尔市城镇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启动仪式在临河
人民广场举行，倡议广大居民积极主动争当垃圾分类
宣传者、践行者、推进者。现场还举行了“垃圾分类、
从我做起”签名活动，干部群众纷纷在签字布上郑重
签名。

巴彦淖尔市在临河区建成区全面启动生活垃圾
分类工作，逐步推进垃圾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
输、分类处置。今年市区公共机构垃圾分类覆盖面不
低于 50%，将江南华府、熙城国际二期两个小区建设
成为全市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示范点。到 2020 年，建
成区实现市区公共机构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至少有
1 个街道基本建成生活垃圾分类示范片区。到 2022
年，建成区实现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到 2025 年，建
成区基本建成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