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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在察右后旗，回望其“山光水浊”的过往，感受青山披黛的当
下，记者禁不住思量：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才能书写出这样的绿色
奇迹？森林覆盖率从 4.8%到 26.65%，数字的变化，折射的是该旗付
出的不懈努力。

生态修复最主要的手段是绿化，无论是草地林地恢复、矿山修

复、荒漠化防治还是城镇村庄美化，都离不开种树。然而，种树不难，
种活树却不容易，在立地条件严重不足的区域种活树更是难上加难。

乌兰察布市察右后旗林草局局长梁万明坦言，该旗是出了名的
贫困旗，要在有限的经济条件下大规模开展生态建设本身就需要很
大的勇气。“种树是一件会上瘾的事情，现在绿色已经是我们的信

仰。”
就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信仰，才有采访中看到的那一幕幕：旗委政

府一任接着一任干的持之以恒、植绿人愚公移山式的毅然决然、干部
群众进则全胜不进则退的信心与决心……经历过严重生态赤字下的
步履维艰，察右后旗人才愈发懂得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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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韩雪茹

立秋后，赤峰市喀喇沁旗美林镇的旅游热
度并没有“凉”下来。农家乐、采摘园、休闲农
庄、山林游乐等吸引着大批游客，观光、度假、
运动、养生等旅游产品在秋日里更显魅力。依
托独特的自然风光和民俗风情，农民在家门口
吃上旅游饭，日子越过越红火。

趁着午后暖洋洋的阳光，东局子村村民冯
得林又开始在自家新建的二层小楼旁来来回
回转悠。“下一步就是进行内部装修，争取明年
就能开门营业。”冯得林指着隔着一条路的农
家乐说，“在山戎部落旅游区的带动下，我们村
开了好几家农家乐，生意十分红火。咱也不能
落后，今年夏天盖起了这个小二楼，准备也开
个农家乐。”

冯得林口中的七老图山戎部落森林文化
休闲旅游区位于东局子村西南沟，规划范围

110平方公里，由北京创景天下旅游规划有限
公司以“山戎文化”为主题，以自然地质奇观为
背景，从文化、生态、产业三方面设计打造集
文化体验、野趣游乐、休闲运动、山林养生、自
然观光、休闲度假、餐饮购物等功能于一体的
复合型旅游区。

为搭上全域旅游快车，实现全镇旅游产业
发展新突破，美林镇抢抓机遇，积极争取旅游
发展建设项目，依托项目建设谋划乡村旅游新
发展。依托北京创景天下旅游规划有限公司
等旅游龙头企业，在不断壮大景区规模、完善
景区功能的同时，通过景区带村、扶强带贫、资
产收益等措施，不仅解决了景区周边贫困户劳
动力就近就地转移就业难题，还带动了乡村旅
游的红火发展。

在美林村兴美种植专业合作社种植基地，
一个个温室大棚整齐排列。棚内种植的热带
水果吸引了很多人，不时有游客拎着篮子穿梭
其间，体验采摘乐趣。“我们种植观赏花卉金莲

花100亩，特色果品、食用菌采摘园50亩，发展
大棚18栋。采摘园也逐渐成型，园内有红树
莓、葡萄、猴头菇等10余个特色品种。”合作社
负责人唐明珠介绍说，如今，合作社休闲观光
农业受到广大游客的青睐，有效拓宽了周边农
民的增收渠道。

“除了山戎部落森林文化休闲旅游区，
我们还积极推进‘十四冬’美林谷赛区高山
滑雪比赛项目、旺业甸多功能森林体验基
地、美林国际赛马场项目、古山悠悠谷乡村
旅游及美林乡村建设项目等，让老百姓享受
旅游发展带来的红利。”美林镇党委副书记
高英明说。

近年来，美林镇紧紧围绕“旅游兴镇，产业
富民”的发展思路，通过政策引导、项目支撑、
产业辐射等措施，已初步形成春踏青、夏避暑、
秋赏叶、冬享雪的四季旅游目的地和京津冀重
要旅游节点。2015年，美林镇被评为全国特色
旅游名镇。

这里的旅游秋后不“凉”

本报10月21日讯 （记者 李文明）今
年以来，包头市农村牧区规划体系逐步完善，
全市共有111个村完成村庄建设规划，村庄环
境持续优化。

该市开展以“三清一改一绿一提升”为重
点的村容村貌专项整治，截至目前共清运垃圾
32.5万吨、农牧业生产废弃物14.1万吨，清理
水塘 1226口、村内沟渠 666公里、村内淤泥
1.7万吨、断壁残垣2859处，村庄整体环境明
显改观。同时，持续推进农村牧区生活垃圾治
理和农村牧区生活污水治理，启用县级垃圾资
源化中心1个，建成乡镇垃圾中转站36处、无
害化焚烧试点7处；配备大中型垃圾清运车辆
138辆，大、小垃圾箱9605个。梯次推进污水
处理，建成污水处理试点27个，11个乡镇建立
污水集中处理厂，覆盖周边村庄49个。全市
已配套粪污处理设施的规模养殖场共390个，
配套率达到85%，资源化利用率达到75%。

包头
111个村庄完成建设规划

本报10月 21日讯 （记者
张慧玲）2018年，巴彦淖尔市乌
拉特中旗呼勒斯太苏木哈拉图嘎
查开始种植拱棚树莓，并成立树
莓种植专业合作社，吸纳32户有
发展意愿的村民通过土地入股形
式加入合作社，按照统一种植、经
营、管理、销售、按股分红的模式
进行生产经营，当年经济效益翻
番。今年，合作社增加300多亩
红树莓并套种红薯，社员可自行
出售，余下的由合作社以最低保
护价收购。按照目前红树莓亩产
2000斤、红薯4000斤计算，每亩
地社员毛收入将达到3.5万元左
右。

本报10月21日讯 （记者 韩雪茹）鄂
尔多斯市准格尔旗把发展产业作为脱贫攻坚
重要抓手，因地制宜培育优势特色产业，将有
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全部吸附到产业链上。

该旗遴选带动能力强的肉牛、碱稻、山杏、
海红果、小杂粮、矿业服务六大脱贫主导产业，
在旗级层面对应组建6个扶贫产业联合体，由
苏木乡镇党委或嘎查村党支部牵头，整合生
产、收购、加工、销售（消费）等产业链各环节，
形成紧密联合体和“销售（消费）端+供应链整
合方+生产端（贫困户）”的利益联结模式，各
类产业扶贫利益联结机制有序推进。

沙圪堵镇9家企业（合作社）与贫困户建
立稳定的联结关系，通过订单农畜产品、代耕
代种、加工粮食等方式带动贫困人口74户；魏
家峁镇通过贫困户入股合作社务工或分红模
式，带动贫困户60户，实现分红收益8.04万
元；由10家独立经营单位组建的准格尔旗高
原露林果产业化联合体，带动110户贫困人口
增收；十二连城乡、沙圪堵镇、布尔陶亥苏木实
施土地适度规模经营，以土地入股组建合作组
织中贫困户不少于20％。全旗通过产业扶贫
联合体建设，实现了村村有主导产业、户户有
扶持措施、人人有脱贫路径。

准格尔旗
以产业带贫减贫

本报10月21日讯 （记者 韩雪茹）日
前，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为符合条件的191
名建档立卡贫困劳动者发放今年上半年京蒙
协作劳务补贴61.7万元。

2017年10月，该旗率先在锡林郭勒盟出
台劳务补贴政策，对在辖区范围内个体工商户
或企业连续就业6个月以上并签订劳动合同
的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除个体工商户或企业
发放的工资外，政府给予每人每月500元的劳
务补贴。去年3月，该旗再次出台补充政策，
将补贴对象扩大为全部建档立卡贫困户，并取
消建档立卡贫困户中每户只有一人可享受补
贴的限制。同时，考虑到生产周期和气候原
因，肉食品加工、建筑工地等企业为季节性务
工，生产时间达不到6个月，务工者在上述企
业稳定就业3个月以上，也将按实际务工月数
给予劳务补贴。据统计，政策实施以来，该旗
共为符合申领条件的建档立卡贫困劳动者发
放劳务补贴156.95万元。

苏尼特右旗
为贫困劳动者发放补贴

□本报记者 郝佳丽 石向军

房前屋后的环境好了，乱堆乱放的
杂物没了，弱电线缆规整了，墙绘完善
了……这几年，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小黑
河镇寇家营村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

“村里成立了专业清洁队伍，定期清
理整治，村子变美了，村民生活得更幸福
了。”寇家营村党支部书记杨素清高兴地
说，为扮靓人居环境，寇家营村首先要求
村民圈养牲畜，看家护院的狗也要拴起
来，还建了公共卫生间，硬化了道路。

“现在农村的生活条件不比城市差，
村庄干净、道路宽敞、如厕方便，家家换
了新房子，日子越过越好，村民的素质也
越来越高了。前几年，一到清明节，很多
人就在村口烧纸，今年这种现象没有了，
农村人真的文明了。”村民张满仓感慨地
说。

环境变好了，村民开始考虑改善自
己的住房。乘着农村建房补助政策的东
风，村民们纷纷拆掉居住了几十年的土
坯房，建起了宽敞明亮的砖混结构大房
子。寇家营驻村第一书记梁俊威说，今
年，寇家营村通过开展倡导厚养薄葬、抵
制铺张浪费等活动，一些陋习得到遏
制。村里还成立了红白理事会，现在村
里红白事都很简单，请客送礼现象大幅
减少。

寇家营村还不定期邀请玉泉区乌兰
牧骑、邻村文艺团体等到文化广场登台
亮相，以讲故事、说唱等群众喜闻乐见的
形式，传理论、说政策、话发展，传播正能
量，引导好乡风。如今，寇家营村俗的东
西少了，雅的东西多了，说家长里短的人
少了，关心国家大事的人多了。

寇家营变了

本报10月 21日讯 （记者
李晗）记者从自治区供销合作社

获悉，按照自治区《关于印发开展
农民专业合作社“空壳社”专项清
理工作方案》要求，近日，巴彦淖
尔市乌拉特中旗供销合作社积极
开展全旗农牧民专业合作社“空
壳社”清理工作，通过认真摸底排
查、建立台账、精准识别、分类处
置、指导服务，对领办的41个农
牧民专业合作社进行实时监控，
及时清理了 2个“空壳社”。同
时，将2个发展前景好、带动能力
强的农牧民专业合作社纳入供销
合作社领办范围，确保领办合作
社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施佳丽

“秋天了，景色照样这么美！”落日的余晖洒在
乌兰察布市察右后旗林草局局长梁万明黑红的脸
上，笑容更显灿烂。

梁万明手指的地方，紫叶矮樱、绣线菊、丝棉
木、金叶榆，深紫、浅黄、深绿、黄绿，各种树木错落
有致，色彩缤纷艳丽……这是省际大通道察右后旗
段两侧的绿化带，更是美不胜收的景观带。

车行至察右后旗，几十米宽的林带随处可见。
很快就到了杭宁达莱生态公园，只见满山坡的绿
植，点缀在这绿植中的是碧波荡漾的人工湖、文化
气息浓郁的马头琴广场和察哈尔文化博物馆。

青山披黛、景观雅致，杭宁达莱生态公园成了

市民又一休闲游玩的好去处。梁万明告诉
记者，这样的生态公园，察右后旗还有一个，
就离此处不远，叫白音乌拉生态公园，并且
这两个生态公园都在逐年“长大”。

“这里以前是荒山，而且是石头山，种活
这些树真是不容易，可没少下功夫。”梁万明
算了一笔账，“种一棵树得挖1立方米的坑，
挖开基本一半是石头。就是说，每种一棵
树，要搬走0.5立方米的石头，运回0.5立方
米沙土换上。”尽管艰难，眼前2平方公里的
土地都已经披上了绿装。

上世纪90年代，察右后旗林草覆盖度
仅为 4.8%，风蚀沙化面积却达到 475.6 万
亩，占全旗总土地面积的 81.1%。因而，
1993年底全旗财政收入仅为990万元，贫

困人口达到15万人，人们的生产、生活受到
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穷则思变。察右后旗制定“因地制宜、适
地适树”的原则，确立了“山水林田路”综合治
理思路，北部以治理风蚀沙化为主，突出退耕
种树种草；南部以水土保持为主，突出小流域
治理，调整林种、树种结构，实行灌草乔结合、
带网片结合、工程与生物措施结合。

历过十几年艰苦卓绝的生态建设，截至
目前，该旗共计完成封山育林47.2万亩、人工
造林62.6万亩、飞播造林9.6万亩、退耕还林
工程74.2万亩、绿化村庄112个，森林覆盖率
达到了26.65%。

从一棵树到万亩林，从干旱少雨到绿色
蔓延，绿色已成为察右后旗最美的底色。眼

下，这片绿水青山不仅是民生福祉，更是流金
淌银的致富工程。

走进乌兰哈达苏木察汗圐圙浩特的经济
林建设基地，5个月前栽下的16.8万株果树正
迎风舒展。“这是苹果树，那边是李子树，还有
杏树，旁边就是德德玛夫妇捐资创建的生态
绿色家园。”牧民宝音朝克图高兴地告诉记
者，经济林的种植既可以有效解决草原风蚀
沙化问题，又能为大家带来新的经济收益。

在退耕还林项目区，115万亩柠条长势良
好。“柠条现在是个宝，可以加工成颗粒做牛
羊饲料，很受欢迎，这几天还涨价了。除了做
饲料，还能做成生物燃料，一吨能产生3000
多大卡的热量。”梁万明介绍道。

在白音察干镇建设村，琪琪格依托45亩

林子办起了牧家乐，地道的蒙古族美食、静谧
清幽的环境，让她的度假营生意特别红火。

“10年前，我们这里一开窗户就进沙子，哪像
现在这么干净呀。生意好，全靠有了好生
态！”琪琪格笑了。

从城镇到乡村，无论在田头地边，还是在
街头巷尾；无论是辛勤耕作的庄稼人，还是早
晚锻炼的县城居民，他们都感叹察右后旗这
几年生态环境变化明显。

“这两年，我们还对察哈尔广场和法治广
场的绿化做了提升改造，生态环境确实是越
来越好了，大风日数和沙尘日数由往年的三
四十天减少到了一二十天。”梁万明说，“下一
步，要大力推进经济林建设，让绿水青山真正
变成我们的金山银山。”

从4.8%到26.65%，一次绿色“突围”

□本报记者 袁溪 施佳丽 摄影报道

八百里河套，正逢丰收季。
葫芦地里，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蛮会镇公益渠村村民甩开膀子正忙着打籽。

“你看这籽粒多饱满！我今年种了20亩，除去籽种、地膜、化肥等费用，仅打籽葫
芦这一项，我家就能收入3.5万元。”33岁的村民赵红牛高兴地说。

如果不是希望的田野，像赵红牛这样的年轻人怎么会守在这片土地上？驻
村第一书记赵恒说：“今年我们村种了750亩打籽葫芦，都是按‘天赋河套’标准
种的。刚才地头上几个客商来订货，收购价报到了每斤7.5元，行情比去年还要
好！”

蛮会镇镇长苏二瑞说，蛮会镇有20多年打籽葫芦种植历史。如今，“天赋河
套”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像一面旗帜，振奋着河套大地上的耕耘者。面积1万多
亩，年产300万斤，蛮会镇葫芦籽已形成规模。建设以食葵、籽瓜、葫芦籽为主的
炒货产业化基地，让农民增收致富，是我们发展的方向之一。

““你看这籽粒多饱满你看这籽粒多饱满！！””

互助打籽。

粒
粒
饱
满

粒
粒
饱
满
。。

晾晒晾晒。。

待售待售。。

收
集
葫
芦
籽

收
集
葫
芦
籽
。。

■〖生态·长镜头〗CHANGJINGT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