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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好经济
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的关系，
努力探索出一条符合战略定位、体现
内蒙古特色，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

——摘自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
人大二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

本报 12 月 11 日讯 （记者 梁
亮）记者从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集团有
限公司了解到，12月11日上午10时36
分，从北京北始发的G2405次复兴号列
车，平稳驶入呼和浩特东站，完成首次全
线按图运行试验工作，标志着呼和浩特
至北京高铁进入开通运营倒计时。

我区首条进京高速铁路由张呼高
铁、京张高铁组成，是《中长期铁路网规
划》“八纵八横”中京兰通道的重要组成
部分。这次按图运行试验，是在联调联
试测试线路达到开通条件的基础上，模
拟正式开通运行情境，对北京北至呼和
浩特东间高铁运输组织、列车接发、开行

密度、设备状态等方面的一次全面检测，
进而为全线开通运营奠定基础。开通运
营后，呼和浩特至北京间每日将组织开
行高铁列车 20 对左右，全部采用
CR400-BF型复兴号动车组，实现高铁

“公交化”出行，最快运行时间将从现在
的9个多小时，缩短至2小时18分钟。

张呼高铁乌兰察布至呼和浩特东
段已于2017年8月开通运营，张家口
至乌兰察布段计划于年底与京张高铁
同步开通运营。我区首条进京高铁全
线开通运营，将大大拉近我区中西部
地区与京津冀地区的联系，极大方便
沿途旅客出行。

□本报记者 郑学良

62户 126人，这是和林县未脱贫
人口。贫困发生率由2014年的5.8%
下降到 0.08%，这是该县在脱贫攻坚
工作中交出的成绩单。

自脱贫攻坚工作开展以来，呼和浩
特市和林县紧盯脱贫攻坚目标任务不放
松，推动力量下沉到乡、村、户，积极探索
具有“造血功能”的产业扶贫之路，在破
解一个又一个基层难题中锤炼初心。

入冬以来最寒冷的一天，闫城营村
委会驻村工作队队员正在填写贫困户明
白卡。村委会办公室墙上，闫城营村委
会赠予闫城营驻村工作队的“用心抓精
准、真心助脱贫”锦旗鲜红耀眼。

2017年 3月，县政法委干部李鑫
被选派到巧什营镇闫城营行政村任驻
村工作队队长。一到任，李鑫就挨门
走访20多天，基本摸清148户常住居
民的住房、家电、农机、交通工具、水
电、农田、林地、种养业等情况，同时对
流出的197户居民进行了电话摸底调

查，按照全镇的统一标准对每个家庭
的收入、支出等进行了核算。

“我家这种情况压得我喘不过气
来，感觉熬不下去了，是政府的好政策
和李队长一次次关心和帮助，让我看
到了希望！”一级肢体残疾贫困户田团
元的妻子在采访时哽咽地说。

李鑫把闫城营当成了家，乡亲们
也把他当成了家人。近千个日日夜
夜，李鑫奔波于脱贫攻坚的路上。

闫城营村地处巧什营镇西北一
隅，田地因盐碱化严重，水利设施老

旧，农作物产量较低，属市级贫困村。
李鑫清醒地认识到，要想干好驻

村帮扶工作，必须赢得群众的认可。
只有“主心骨”硬起来，贫困群众“腰杆
子”才能挺起来。

恢复并定期召开支部党员大会，
精准解释国家政策、精准摸清辖区底
数、精准制定发展思路，定制度、建纽
带、立规矩。

闫城营村两委班子的变化，群众
看在眼里。

■下转第4版

和林县贫困发生率由5.8%下降到0.08%

□本报记者 胡日查 高敏娜
实习生 刘海涛

日前，记者走进兴安盟扎赉特旗
胡尔勒镇沙巴尔吐嘎查黄永利家，成
堆的玉米，肥壮的肉牛、肉驴，让这个
宽阔的农家院充满生机。

今年41岁的黄永利不善言谈，却
非常能干，一天的采访中，看到他一刻
也不得闲。白天扫院子、喂牛、喂驴、

打饲料，天色渐晚忙完院子里的活，他
又开始忙屋里，烧炕、点锅炉、做饭，只
有陪老妈聊天时才坐下来休息一会
儿。忙碌间，黄永利用不太熟练的汉
语说：“感谢党的好政策，感谢镇村干
部的真帮实扶，让我家能够改变贫困
面貌，今后我要做劳动致富的新农
民。”

黄永利和 67岁的母亲生活在一
起，老人一只眼睛失明，身体不好，全
靠儿子儿媳照顾着。见到记者，黄永

利母亲包乌拉不停地念叨着：“我现在
享福了，现在的日子好着呢。”

晚上7点多，黄永利的妻子刘艳才
从地里回来，这段时间正是秋收大忙时
节，刘艳出去帮人家收玉米一天能挣
180元钱。连续10多天刘艳都是早晨4
点半出发，晚上7点多回来，一干就是10
多个小时。为了不影响刘艳第二天的工
作，我们决定住在黄永利家，好好聊聊
这几年他家发生的变化。

“2012年刚结婚的时候什么都没

有，就2间房子，墙面乌黑，铺个炕席，
屋里没有暖气，冬天冻得杠杠的。老
人身体也不好，家里只有14亩地都租
出去了。”回忆起刚来到这个家时的样
子，刘艳记忆深刻。

刘艳常说：“有妈才有家，要好好侍
候老人，好好尽孝。”为了给老人创造更
好的生活，2012年开始，黄永利和妻子
外出打工，挣钱给母亲看病。2013年嘎
查给无房户盖了50平方米的住房，解决
了住的问题。 ■下转第4版

“我家人均年收入1万块钱了”

我区首条进京高铁进入按图运行试验阶段

12月11日，从北京开往呼和浩特的G2405次复兴号列车行驶在乌兰察布市霸王河大桥上。 本报记者 于涛 摄

学习贯彻落实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66

本报巴彦淖尔 12 月 11 日电
（记者 韩继旺）“打着竹板走上
场，胸有成竹嗓子痒。今天不说别
的事，单把十九届四中全会来宣讲
……”12月 10日上午，五原县天吉
泰镇活动中心，坐满了十里八村的
农民群众。清脆悦耳的快板声中，
基层“草原学习轻骑兵”宣讲员吕志
平正在宣讲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连日来，五原县积极探索“理论+
实践”宣讲组合，选调90余名宣讲骨
干，成立了“润民心”宣讲队和蒙汉双
语宣讲队。宣讲队由党校老师讲理

论，基层名嘴讲实践，创新宣讲模式，
用小讲堂讲大道理，用身边人讲身边
事。同时，宣讲队精心编创文艺节目，
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把党的十
九届四中全会精神送到基层。

“请问一下，这次四中全会对我
们农民保护地种植有什么好的政
策？”荣誉村村民张正特别关心土地
承包政策，在互动环节提问道。

五原县百姓名嘴、县宣讲团成员
高文龙说：“这次四中全会对于我们农
村这一块来说，就是国家方方面面都
以制度的形式规定下来，■下转第4版

创新宣讲进基层润民心

本报呼伦贝尔 12 月 11 日电
（记者 李玉琢 实习生 张文秀）
“根河市地处大兴安岭腹地，如何走
出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请王老
师帮我们分析解读一下。”

“王老师，请您解读一下坚持全
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
力量办大事有哪些方面的优势？”

12月11日下午，呼伦贝尔市宣
讲团来到中国冷极根河市。宣讲团
成员、市委宣传部讲师团负责人王
茹君，对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进行了深入的解读。根河市党员、

干部、群众近300人聆听了宣讲。
宣讲刚结束，根河市敖鲁古雅

乡猎民和学员马上就围了过来，和
王茹君进行交流。

“根河市是一个美丽的城市，森林
覆盖率91.7%，生态环境良好，被称为

‘中国冷极’，根河市一定要保护好优
美的自然环境，发挥自身的显著优势，
打造生态旅游、特色旅游。同时积极
发挥民族优势，打造敖鲁古雅这张世
界名片。”王茹君热情作答。

“我们听得意犹未尽，还有几个
问题向王老师请教”，■下转第4版

全会精神宣讲走进“中国冷极”

本报呼伦贝尔 12 月 11 日 电
（记者 刘玉荣 李新军）随着“十四
冬”的临近，呼伦贝尔人的冰雪运动热
情已被“点燃”。12月10日，记者来到
距海拉尔市中心20公里处的苍狼白
鹿冰雪运动基地，远远就看到赫然屹
立的冬季英雄会的牌匾，在2500亩大
雪覆盖的草场上，成人雪地摩托车、冰
雪汽车飞快驰骋穿行，刺激的冬季户
外运动不禁让人看得心潮澎湃。

呼伦贝尔的地理因素成就了呼伦贝
尔人独特的生活方式。呼伦贝尔市紧抓

“十四冬”有利契机，继续加大对冰雪体
育旅游资源的开发力度，支持冰雪健身、
旅游、培训等业态发展。将各级各类公
共冰雪健身场所，在一定时段向社会免
费开放，鼓励商业性冰雪健身场所，在非
高峰时段低收费开放，提高群众参与冰
雪健身活动消费的积极性。内蒙古冰上
运动训练中心速度滑冰馆、短道速滑馆
及冰球冰壶馆竣工投运；牙克石市凤凰
山，扎兰屯金龙山滑雪场，海拉尔东山滑

雪场以及满洲里室内滑雪场均效益良
好。目前，海拉尔苍狼白鹿冰雪运动基
地，根河市、额尔古纳市简易滑雪场以及
各旗市区每年浇筑的50多片室外滑冰
场，基本满足了群众活动的需求。

此外，引导社会资本投资体育场馆
设施运营、公益健身服务体系建设、群众
性体育比赛等领域，推动冰雪体育产业
快速发展，着力培育和发展一批本土优
秀冰雪体育企业，邀请和吸纳国内一流
冰雪体育企业前来投资和发展。在呼伦
贝尔经济技术开发区规划设立占地450
亩的冰雪运动装备制造产业园，计划引
进10至15家冰雪设备先进制造企业，
形成冰雪产业器械研发、转化、生产、维
护、人员培训等全产业链条。预计年可
实现销售收入30亿元。

以筹办“十四冬”为契机，制定鼓
励冰雪运动的政策措施，全面提升呼
伦贝尔冰雪运动整体水平，力争到
2025年基本形成完备的冰雪运动服
务体系，打造国际冰雪运动名城。

呼伦贝尔借力“十四冬”发展冰雪业态

本报 12月 11日讯 （记者 施
佳丽）记者从自治区林草局获悉，内蒙
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把
森林防火作为首要工作来抓，连续70
年无森林火灾，天然次生林从70年前
的25万亩增加到目前的58.2万亩，森
林覆盖率由24.2%增加到57.3%，成为
内蒙古西部最大的天然次生林区。

贺兰山位于宁夏和内蒙古的交界
处，是我国一条重要的自然地理分界
线。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位于阿左旗境内，山高谷深、沟道交
叉，一旦发生火灾，很难及时扑救。
1950年贺兰山管理机构成立伊始，就
组建了护林防火组织，一直把防火工
作放在首要位置。

受气候影响，贺兰山有春秋两季
共5个月的防火期。为了将防火责任
落实到人头地块，该局每年都要签订
防火责任状，形成山有人看、林有人管
的网格管理模式。在日常管理中，共

确定了70条深山巡护路线，实行“深
山3次浅山6次”的月巡护制度，保障
巡护工作不留死角盲区。

在长期的森林防火工作中，该局
与宁夏贺兰山保护区管理局建立了

“森林防火联防会哨”机制，每两年召
开一次联防会议，每年开展防火交流
互查，对口站点每半年在联防区域和
边界进行检查、互查和工作交流会哨，
形成优势互补的防火体系。

与此同时，该局把单一的“人防”逐
渐转向“人防”加“技防”的立体防火模
式。目前，已建立森林防火指挥中心1
处、分控室4处、林火预警系统29处、安
防监控系统26处、数字通讯基站18处，
一旦有火情能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
大大提高了森林火灾预防效率。

内蒙古贺兰山连续70年无森林火
灾，生物多样性保存完好，野生动物群落
稳定，资源蓄积量成倍增长，为地方经济
可持续发展筑起了一道生态屏障。

内蒙古贺兰山连续70年无森林火灾

激情十四冬 快乐冰雪游

□内蒙古日报社融媒体记者 许晓岚
梁亮 闫晨光 高佳

经历一天的采访后，令记者感触
最深的是：生活没有羊舒适，舞姿没有
鸵鸟妖娆……

这是为啥？
12月11日，记者一行来到巴彦淖尔

市五原县天吉泰镇，连遇两个没想到！
第一个没想到，是在金草原现代

农牧业扶贫产业园内，见识了高标准
养殖的羊。这些羊住在“别墅”式羊圈
里，吃着7种不同口味的饲草料，喝着
恒温纯净水，听着悦耳的交响乐，过着
不一般的高品质生活。

第二个没想到，在蒙鸟农牧业发展有
限公司的鸵鸟养殖基地，几只鸵鸟竟优哉
游哉地跳起了舞。记者们直呼惊呆了！

随行的天吉泰镇政府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两家企业是五原县引进大企
业、发展大产业、带动大发展的典范。
金草原现代农牧业扶贫产业园，致力于
培育高品质胡羊，企业与农户结成紧密
的利益共同体，发展胡羊绿色标准化养
殖，形成了集订单种植、种畜繁育、牛羊
舍饲、屠宰分割、冷链销售、饲料加工、有
机肥生产于一体的现代产业体系。而蒙
鸟公司，将当地多年的鸵鸟散养，转化为
集鸵鸟孵化繁育、屠宰分割、附属产品深
加工于一体的鸵鸟全产业链基地，采取

“公司+农户+扶贫”的农
企利益联结方式，为农户
和贫困户提供了幼鸟养
殖和扶贫车间两种增收
模式。

当大企业遇上大产
业，当听音乐的羊遇上
会跳舞的鸵鸟，在五原
县，没有什么不可能！

当听音乐的羊遇上会跳舞的鸵鸟
本报通辽 12月 11日电 （内蒙

古日报社融媒体记者 丁燕 梅刚
袁宝年 怀特乌斯勒）“贫困户”这个
称呼，在通辽市奈曼旗青龙山镇互利
村一年前就成为历史了。2018年9月
30 日，23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提出申
请，要求集体退出贫困户行列，标志着
互利村实现整村脱贫。时隔14个月，
这些村民日子过得好吗？

12月10日，村民王瑞文站在自家
的棚圈里，喜滋滋地给羊喂着草料。

2017年，他患病花去大
量医药费，被识别为建
档立卡贫困户。2018
年，病情稳定的王瑞文
将家里的 10 亩土地全
部入股通辽市光照农产
品种植加工有限公司，
一年获得 5000 多元的
分红。村里还为他安置

了公益性岗位，使他家年增收1万元。
如今，他家的日子恢复了往日的生机，
羊圈里的羊也从2017年的10多只增
加到了50多只。

通辽市光照农产品种植加工有限
公司成立于 2016 年，其前身是 2013
年由村干部带头成立的互利村甘薯专
业合作社。“我们村祖祖辈辈都种植甘
薯。公司成立后，全村逐渐形成了种
植、加工、销售的产业链条。村民通过
土地流转，变成了公司的股东。还有
一些村民成为公司的工人，有的月收
入能达到四五千块。”互利村村委会主
任刘富田说。

在通辽市光照农产品种植加工有限
公司的生产车间里，55岁的村民李茂文
正在忙着制作甘薯粉。自从他由贫困户
的户主变身制粉工人，日子过得红红火
火。他说：“今年，我家土地流转4亩，纯
收入2000多块。 ■下转第2版

互利村23户村民脱贫后的日子很舒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