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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韩继旺

初秋的巴彦淖尔，锦绣山水入画
而来：丰收在望的河套田野流金溢彩，
广袤的乌拉特草原绿波荡漾，浩瀚的
乌兰布和沙漠披上了绿装……一幅生
机勃勃、环境优美的生态田园画卷徐
徐展开。在杭锦后旗沙海镇前进村九
组果园里，苹果梨、早酥梨和各种小杂
果硕果盈枝，果树已成为62户村民的

“摇钱树”。截至目前，巴彦淖尔市特
色经济林面积达29.1万亩，其中挂果
面积约 16.37 万亩，年产量约 72473

吨。经济林产值达59111万元，占全
市林业产值的 21.5%，从业人员达
5.97万人。

今年，巴彦淖尔市统筹推进乌梁
素海流域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治理，全
力实施总投资56.78亿元的国家试点
项目，同步推进河套平原控肥增效、控
药减害、控水降耗、控膜减污“四控”行
动，推进乌兰布和沙漠、乌拉特草原、
乌拉山等生态治理修复，加大盐碱地
改良力度，努力打造山水林田湖草生
态系统保护修复样板。

走进磴口县乌兰布和沙漠综合治
理防沙林场项目区，路两边的防沙林

茂密繁盛，成片的绿色植被随风轻舞，
颇为壮观。

“造林都是沿路向沙丘中间推
进。项目区有的林带宽度已经达到了
10公里。”负责人何文强介绍说，“这
里最高的梭梭差不多有3米，应该长
了10多年了。现在，梭梭附近都种植
了肉苁蓉。”

从巴彦高勒镇出发，沿穿沙公路
向乌兰布和沙漠深处挺进。两侧的
杨柳、梭梭、金叶榆等各种树木长势
正旺，犹如两条绿色的飘带伸向远
方，将一个个生态绿洲串联起来。

华莱士瓜园、光伏农业园、有机

水稻基地、酿酒葡萄园、山药种植基
地、梭梭苁蓉基地、湖泊湿地、有机奶
牛基地……浩瀚大漠绿色如潮，业态
万千，奏响一曲生态文明建设的绿色
乐章。

“经过治理改造，乌兰布和的生
态环境有了很大变化，降水明显增
多。”圣牧高科草业负责人黄永强说，

“生态环境的改善，与圣牧高科22万
亩草场、9000多万棵树木及 11个平
均面积五六万平方米的蓄水池有很
大关系。”圣牧高科草场上，在自走
式喷灌设备浇灌滋润下，一片片圆形
的苜蓿、青储玉米、燕麦草等种植区

绿意盎然，平均每片占地800多亩。
“这些植物，不仅起着重要的防沙

治沙作用，还是圣牧高科10万多头奶
牛的口粮。”黄永强骄傲地介绍道，圣
牧高科现已在沙漠中建起23个有机
牧场，平均每天产鲜奶1350吨。

目前，近230万亩的乌兰布和沙
漠披上了绿装，形成了160个湖泊绿
洲，面积达到57.8万亩。磴口县森林
覆盖率扩大到20.56%，林草覆盖率达
到了37%。

绿色理念孕育绿色未来。今年，
巴彦淖尔市不断探索生态产业化、产
业生态化的促进机制，重点组织实施

天然林资源保护二期、京津风沙源治
理、新一轮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等“六
大”国家重点生态工程，开展通道绿
化、村庄绿化、厂矿园区、城镇周边、
黄河北岸“五大”重点区域绿化，推进
乌梁素海流域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
护修复试点林业建设、阴山绿化、黄
河绿色廊道项目“三大”重点项目，全
年计划完成营造林生产任务 78 万
亩，完成种草任务270万亩以上。

巴彦淖尔美丽嬗变折射着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的久久之功，“塞上江
南”正在奏响高质量发展绿色崛起最
强音。

巴彦淖尔市逐绿前行扮靓生态巴彦淖尔市逐绿前行扮靓生态““高颜值高颜值””

本报呼和浩特 9月 9日讯 （记者 刘
洋）“美丽的风景我看过不少，但呼和浩特带给
我的是心灵的震撼。这里有厚重的历史文化、
独特的民族风情、广袤的草原、巍峨的大青山，
让我心中的‘诗和远方’在塞外青城牵手。”

厦门张先生一家暑期来呼和浩特旅游，先
后去了内蒙古博物院、昭君博物院、大召、将军
衙署、塞上老街等景点，他说，“呼和浩特之行
是一次难忘的文化之旅。”

近年来，呼和浩特市不断加快文化资源和
旅游资源的整合，打造文旅融合业态，提升旅
游产品核心竞争力和生命力。目前，以工业、
生态、体育、科教等产业与文化旅游融合发展
形成的新型文化旅游热点不断。

“好玉还需厚养。如果躺在好山好水‘等

客来’，或者放着资源不作为，都只会让呼市的
旅游产业踟蹰彷徨。只有吸引更多‘营养’，被
厚养过的土地才能盛开华丽的花朵。”呼和浩
特市文化旅游广电局有关负责人介绍说，“在
呼和浩特，文旅融合带来了机遇，文旅融合实
现了发展。”

的确，呼和浩特市文旅融合让历史与现代
交融，产业与人文并重。目前，在文旅产业发
展中，呼和浩特市各旗县区齐头并进、全面开
花，立足本地资源、挖掘人文内涵、配套产业服
务，一系列文旅产业品牌在呼和浩特崛起。

呼和浩特市将全面推进文化旅游融合工
作，做到宜融则融、能融尽融，文旅融合从理念
走向行动。目前，该市已在推动文旅融合多领
域、全方位、长链条的深度融合中实现资源共

享、优势互补、协同并进，为首府区域经济发展
提供了新引擎新动力，形成发展新优势。

为确保文旅融合的发展质量，呼和浩特市
出台《关于推进呼和浩特市文化旅游融合发展
的实施意见》，明确了未来将通过加强文旅深
度融合、打造特色文旅项目、建设一批特色产
业群、支持文化遗产旅游开发、培育特色文旅
演艺产品等举措，将呼和浩特打造成西北地区
重要的旅游观光、休闲度假基地。到2020年，
呼和浩特市文化与旅游产业深度融合，文化产
业发展体系完备，各类文化产业基地、项目全
面发展，打造一批国内知名度较高的文化旅游
品牌景区，开发一批投资规模10亿元以上的
战略性文化旅游项目，打造一批文化精品旅游
线路，制作一批以文化旅游资源为题材的广播

电视纪录片（栏目），推出一批具有地区代表性
的影视作品或演艺项目，构建具有国际品牌影
响力的文化旅游宣传平台。文化旅游产业增
加值每年增幅达20%以上，成为呼和浩特市国
民经济的支柱产业。

此外，为了更好地适应市场需求，呼和浩
特市还以综合交通为支撑，以城市、景区和项
目为载体，坚持绿色和红色相融合，环境、景
区、设施品质相匹配，整合提升跨域旅游资源，
构造旅游线路框架体系，推出多条精品文化旅
游线路。目前，以历史文化为依托，打造了青
城精品一日游和二日游；以城市休闲为目的，
打造了“蒙医养生”国际度假游线等7条线路；
以区域联动为基础，打造了呼和浩特—包头—
鄂尔多斯精品线路。

文旅融合让“诗和远方”在塞外青城“牵手”

本报赤峰9月 9日电 （记者 徐永升）
这几天，赤峰文艺届传来喜讯：在第三届中韩
国际合唱节上，赤峰交响乐团合唱团喜获银
奖。

近年来，随着赤峰文化大市的建设，一批
高雅艺术团体如雨后春笋应运而生，其中一批
优秀的文艺团队已经走上世界舞台。如今，欣
赏合唱、听交响乐等已成为赤峰人的新时尚。

刚刚从韩国仁川归来的赤峰交响乐团合
唱团团长裴明慧，还沉浸在获奖的喜悦中。“中
韩国际合唱节上，两国合唱团队交替登台献

唱，是一场真正的文化盛宴！我们能从中韩
29 支代表队中脱颖而出，拿到银奖实属不
易。”裴明慧介绍，在这次合唱节上，韩国合唱
团有8支队伍参赛，来自中国各个省的合唱团
有21支代表队，内蒙古有3支代表队参赛，赤
峰交响乐团合唱团的《鸿雁》《四海》2个节目，
浑厚悠远，直抵人心，使聆听者产生强烈共鸣。

获奖的背后，是集体艰辛的付出。据介
绍，参赛前，这个43人的合唱团，冒着炎热高
温，整整排练了一个月。老师指导队员们从音
准、节拍、音量、表现状态等进行了专业化训

练，一遍又一遍，千锤百炼，方得成功。
为了提高城市品位，近年来赤峰在夯实群

众文化的基础上，引导高雅艺术与通俗艺术均
衡发展，亦俗亦雅，雅俗共赏。2018年5月，赤
峰市成立了赤峰交响乐团，现有专业演奏人员
80多人，下设管乐团、弦乐团、合唱团，属于国
际标准双管编制交响乐团。乐团特邀青年指
挥家高邦俊担任常任指挥，目前合唱团已建起
了内容丰富的曲库。

去年，在赤峰交响乐团成立之际，乐团
举办了一场音乐会，为市民奉献了一场精彩

演出，有 2 万名观众到场观看。今年以来，
赤峰交响乐团举办了 2019 新年音乐会，赤
峰交响乐团合唱团举办了四季的问候·2019
新年合唱音乐会，赤峰市还组织了“祖国颂”
赤峰万人大合唱，用歌声向祖国深情告白。
大合唱由赤峰交响乐团现场全程伴奏，让 1
万多名干部群众接受了一次高雅艺术的熏
陶。如今，随着赤峰市的交响乐团、蒙古民
族乐团、京剧团、话剧团等艺术团体的勃兴，
高雅艺术正在提升城市的品质，浸润城市的
文化品格。

赤峰：在国际舞台展现高雅民族艺术

本报通辽 9月 9日电 （见习记者 薛一
群）近日，通辽市政府重点实施的民生实事——

“通快办”移动政务服务APP正式上线运行。
据了解，“通快办”具备个人办事、法人办事、

便民服务3大主体功能。目前，“通快办”已有市
级33个部门单位334个公共服务事项，实现了
网上申报、服务指南查询、业务咨询等服务，具有
水费、电费、供热费、话费缴纳，车辆违章罚款缴
费，社保、医保、企业信息、信用信息、公交信息查
询等21项便民服务功能。燃气费缴纳、医院挂
号就诊等一批服务项目正在加快推进，不断满足
企业和群众“网上办、一次办、掌上办、指尖办”办
事需求。“通快办”的上线及推广应用，打破了“数
据壁垒”和“材料壁垒”等政务服务中的难点，把
企业和群众急需解决的事情与政府职能的转变、
政务效能的提升结合起来，有利于形成为企业服
务、为群众办事的整体合力。

通辽市

“通快办”移动政务服务APP上线运行

本报巴彦淖尔 9月 9日电 （记者 韩继
旺）这两天，杭锦后旗大发公面粉有限责任公司
粮库院内，前来交售小麦的车辆排起了长队。据
了解，该公司与周边农民签订了1.5万亩的小麦
种植订单，7月23日开秤收购，收购过程中严格
执行质量标准，订单价格高于市场保护价，一等
小麦价格达到1.6元/斤。

公司董事长熊守军介绍说：“我们今年签定
小麦订单面积15000多亩，大约需要收购小麦
7500吨，今年的小麦产量和品质非常好，全部都
是现款结算。”

今年巴彦淖尔市小麦播种面积为129.7万
亩，同比增加26.7万亩，增长26%。面粉加工龙
头企业落实订单种植对于小麦面积增长起到了积
极的推动作用，恒丰集团、兆丰面业、中粮面业、塞
北粮仓等30多家面粉加工企业共落实小麦订单
面积81.2万亩，同比增加8.2万亩。

巴彦淖尔市

面粉加工企业开秤收购订单小麦

本报乌海9月 9日电 （记者 于海东 实
习生 杨利军 赵烨）近日，乌海市公安局禁毒
支队会同三区禁毒办及各镇办相关人员以实地
踏查、无人机巡查方式，开展禁种铲毒宣传工作，
查访中未发现毒品种植。据了解，这已是乌海市
连续21年实现“零种植”“零产量”的双零目标。

乌海市与宁夏涉毒地区接壤，禁毒任务繁
重。为此，乌海市禁毒办和各级禁毒部门，在每
年年初就将踏查铲毒工作列入年度工作要点和
工作计划方案中，及时召开推进会、动员会，分工
明确、任务细化、责任到位，全警动员，全民参战，
立体化全方位开展踏查铲毒工作。每年抓住春
播关键时节，深入矿区、农户、居民庭院及乡村

“三不管”地带开展禁种宣传活动；盛夏时节，禁
毒人员还会同3区相关部门人员深入可能有种
植隐患的地区进行踏查和巡查。

乌海市

连续21年实现禁毒双零

本报呼和浩特 9月 9日讯 （记者 李存
霞）近日，来自呼和浩特市的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张志虹成功采集了造血干细胞，为一名血液病患
者送去了生命的希望。这是呼和浩特市第六例
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的爱心捐献者。

张志虹今年40岁，与丈夫共同经营着一家小
饭店。从2010年开始，她每年都会坚持献血。
2017年，她成为了一名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
今年5月，她与一名患者初配成功，立刻同意捐献
造血干细胞。她说：“这个配型成功率很低，所以
一旦碰上，就一定要去捐献。作为一个普通人，能
有机会挽救一条生命，实在太幸运了，希望我的举
手之劳可以挽回一个幸福的家庭。”

据悉，造血干细胞捐献与移植是目前治疗白
血病、再生障碍性贫血等重症血液疾病的最有效
手段。截至8月7日，呼和浩特市已完成造血干
细胞血样采集、资料录入 5090人，实现捐献 6
人，其中实现二次捐献1人。

呼和浩特市

成功实现第六例造血干细胞捐献

□本报记者 巴依斯古楞 摄影报道

近日，中国立式划艇联赛多伦站暨ICF SUP世界
锦标赛中国选拔赛在多伦县举行，茶道古城再度因体
育赛事成为焦点。

本次赛事由中国皮划艇协会、多伦县人民政府
主办。在多伦湖最美的季节，国内80多名顶尖皮划
艇好手齐聚多伦县，呼吸着中国天然氧吧的负氧离
子，边赛边赏景，劈波斩浪，点燃秋日水上运动激情。

本次赛事为期2天，分男子、女子组500米竞速赛
和2500米绕标赛，今年还新增了扣人心弦的200米
PK赛和环湖赛，吸引了众多立式划艇爱好者参与。
同时，本次大赛是2019年国际皮划艇联合会立式划
艇世锦赛的中国选拔赛，成绩优异的选手有机会代表
中国参加10月份在青岛举办的立式划艇世锦赛。

聚焦多伦湖聚焦多伦湖 观赏立艇赛观赏立艇赛
□本报记者 胡日查
高敏娜 摄影报道

第五届科尔沁乡村文化旅游
节暨林新创忆园开园仪式近日在
科右前旗远新村举行。成片的向
日葵竞相绽放、瓜果蔬菜挂满枝
头，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观赏拍

照、提篮采摘。
作为京蒙帮扶产业园，占地465

亩的林新创忆园过去曾是一片荒山，
随着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
施，远新村成立了远新村股份经济合
作社，借助距离乌兰浩特市20公里
的区位优势，打造绿色农业发展乡村
旅游。 本届乡村文化旅游节，不仅
在林新创忆园内设置了特色瓜果采
摘、梦幻花海游园、儿童主题娱乐、啤
酒文化节、迷踪寻宝等活动，科尔沁
镇还打造了一条以“一环两园三点”
为主体的观光环线，沿途经11个村、
百亩果园、千亩林地，并举办了乡村
大舞台、乡村露营大会、乡村赏秋全
民欢乐跑、科尔沁镇之夏主题摄影大
赛等10余项活动，通过整合镇域优
势旅游资源，全面开启全域旅游新篇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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