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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乌素沙地，一眼望去治理成果斐然：
高低起伏的沙丘之上 ，干 枯 的 草 绳 几 根 为 一
组 ，搭 出 一 个 一 两 平 方 米 大 的 网 格 ，不 断 复
制就形成了一片巨大网格。网格之中，一撮

撮高矮不一的灌木 、一棵棵挺拔的小树点缀
其中。

“寸草能遮丈风。治沙得靠科学，不能蛮
干。”乌审旗水土保持工作中心总工程师曹晓

明坦言，草绳沙障治沙模式的成功，是在长期
实践中不断创新的结果。

与肆虐的沙魔抗争，科技的突破和技术的
引 领 是 制 胜 法 宝 。 正 确 的 路 径 和 先 进 的 模

式，必然会加速推进整个区域的生态治理进
程。毛乌素沙地，昔日的不毛之地，如今成了
人类在沙害面前展示力量和智慧的高地，也
成了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范例。

本报12月16日讯 （记者 韩雪茹）
记者从自治区扶贫办获悉，通辽市科左后
旗围绕驻村干部作风建设和素质能力提升
实施星级管理，引入竞争激励和动态管理
机制，形成创先争优、勇于担当的良好氛
围，为脱贫攻坚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障。

星级管理共有五个等次，每月进行一
次评定，评定结果作为驻村干部个人年终
考核和评先树优的主要依据。星级评定
按照个人自评、队员互评、群众测评和组
织评定四个步骤，围绕责任担当、路径方
法、干部作风、工作成效、群众满意度等组
织实施考评。本年度连续被评为五星的
干部，个人脱贫攻坚年终考核可直接被评
定为“优秀”等次，并作为后备干部进行重
点培养，在提拔推荐、职称评审、岗位聘用
时优先考虑。连续 3 个月被评定为三星
或三星以下的，由组织部门进行提醒谈话
或召回调整。截至目前，共评选出 6 支旗
级五星驻村工作队（扶贫工作组）和 20 名
五星驻村干部。

科左后旗

星级管理
助力脱贫攻坚

本 报 12 月 16 日 讯
（记者 钱其鲁）近日，“中国
好粮油”行动计划典型经验
现场交流会在山东临沂召
开。我区的内蒙古恒丰食品
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作
为示范企业代表，从“优粮优
产”“优粮优销”两方面进行
了大会交流，赤峰市敖汉旗
作为示范县代表进行了书面
材料交流。会议提出要培养
推广一批先进典型，在全国
形成“百千万”典型引领示范
格局，通过典型放大示范带
动效应，总结经验，交流做
法，取长补短，共同促进“中
国好粮油”行动计划顺利实
施。

本 报 12 月 16 日 讯
（记者 李晗）记者从自治区
供销合作社获悉，为加快推
进乡村振兴，深化供销合作
社综合改革，近日，巴彦淖尔
市五原县供销合作社组织基
层社和领办的农民专业合作
社参加了第十一届丽水国际
食用菌暨农产品展示展销
会，香菇、原味瓜籽、甜梨、蜜
瓜干等特色农副产品成为主
要参展商品。通过专区展示
展销，搭建线上线下销售平
台，达到农产品流通、助农增
收的目的，进一步提升巴彦
淖尔市农产品的知名度和影
响力。

本报 12 月 16 日讯 （记者 李晗）
记者从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获悉，今年，
阿拉善盟新增天保工程地方公益林森林
管 护 面 积 800 万 亩 ，森 林 管 护 面 积 从
2018 年的 585.97 万亩增加到 1385.97 万
亩，新增森林管护资金 2400 万元。截至
目前，阿拉善盟天保工程区天然林管护面
积基本实现全覆盖。

该盟自 2000 年实施天保工程以来，
当地林业和草原管理部门把管护任务细
化分解，层层签订责任书和管护合同，将
管护责任落实到具体人员，确保天保工程
范围内天然林资源得到有效保护。天保
工程现阶段共聘用森林管护人员 663 人，
人均年收入达到 2 万多元，其中建档立卡
贫困户 11 人。

作为国家重大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
天保工程通过实施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
性采伐、森林管护、社会保险、公益林建设
等政策举措，实现了森林资源恢复性增
长、森林质量明显提升、生态状况进一步
改善、生物多样性明显增加、森林生态功
能明显增强的目标。

阿拉善盟

新增天保工程
森林管护面积800万亩

□本报记者 李晗

冬天的锡林浩特市寒气袭
人。清晨，天还未亮，巴彦苏如格
活畜交易市场内早已牛羊成群、
人声鼎沸。

作为市场的“常客”，家住宝
力根苏木的牧民阿木古楞拉来了
70 多只羊，七八位买家围着他的
羊，一边查看膘情，一边与他“切
磋”议价。最终，来自通辽市的买
家凭借较高出价与阿木古楞成
交。“这个市场为我们牧民提供了
极大便利，不但交易规范，还能扩
大牲畜销路，赞一个！”阿木古楞
高兴地说。

近年来，锡林郭勒盟供销合
作社力争将自身打造成为当地农
牧民的“草原管家”，积极构建“两
个市场”，逐步完善农牧业社会化
服务体系，做到服务生产生活全
覆盖。“两个市场”即公益性兼经
营性饲草、活畜交易市场，巴彦苏
如格活畜交易市场就是建设成果
之一。“两个市场”中最早成立的
苏尼特右旗饲草交易市场，目前
已成为该盟西部县域规模最大的
饲草交易市场，也是苏尼特右旗
饲草储备唯一定点企业。企业负
责人张明告诉记者，“两个市场”
初步建立起了以产地来源定等
级、以等级论质量、以质量定价格
的价格机制，有效提升了供销合
作社的服务水平。

截至目前，锡林郭勒盟供销
合作社系统已建成 10 个活畜交
易市场、6 个草业交易市场及 3 个
农产品交易市场。

“草原管家”
很暖心

□本报记者 施佳丽

凌晨 5 点，马鞍山林场望火楼的
灯光准时亮起，绑好护腿、穿上大衣、
带上皮帽，“护林父子兵”王海明和王
禹韩开始了他们一天的工作。

马鞍山林场位于赤峰市喀喇沁
旗中南部，分为 5 个营林区，王家父
子负责的是马鞍山景区片区，每天需
要巡山路数十公里。在 45 人的管护
队伍里，他们是唯一的一对护林父
子。父亲王海明 54 岁，从事护林工
作已有 34 个年头。从他由父辈手中
接过护林工作的第一天起，就承诺要
一辈子守护好这片林子，做森林的安

全卫士。如今，26 岁的儿子王禹韩接
过接力棒，成了一名护林新兵。

“你看，这个区域是防火重点，容
易起明火；那一片新造的林子，要注
意病虫害防治⋯⋯”每隔一小时，他
们都要用望远镜观测一次，这也是王
海明向儿子传授宝贵经验的重要时
刻。

零下 20 度的气温，伴着凛冽的
山风，王家父子一路走走停停。今冬
下雪次数比较多，他们爬坡趟沟，巡
山全靠两条腿，脸和手冻肿、腿脚被
树枝划伤是常有的事。最近，他们巡
山的最后一站是到交界点看看景区
封闭线是否安全牢固。待他们晨巡
归来，出发时倒入杯中的热水已经成

了冰坨。
王禹韩坦言，山林防护是一项极

其辛苦的工作。由于林场面积较大，
场站的物资车有时无法及时运送，王
禹韩就提着 25 公斤重的水桶徒步往
返，年轻的他也要走走停停好几次，最
累人的就是走望火楼前的那段上坡
路。

望火楼里没有暖气，冬天只有一
些耐储存的土豆、白菜等食物⋯⋯“跟
老一辈林业人比起来，现在条件好多
了，那时候上山路更难走，风餐露宿是
常事，冬饮雪水夏饮泉水，更不容易。”
王海明感慨地说，“之前这一片山都是
光秃秃的，眼前的绿色来之不易啊，再
难我们也得守护好。”

在深山里，护林员自己把控的
工作时间依据工作内容而定，从天
亮到天黑是他们的工作常态。对他
们而言，这里的一花一树、一草一木
都是有生命的，守护这片山林，就是
守护人类共同的家园。从 1962 年建
场至今，马鞍山林场森林面积不断
增加，直到如今的 10.8 万亩，森林覆
盖率达到 98.8%，这离不开三代马鞍
山护林人的绿色接力。

“站在山顶，看看这片林子，再
想想日渐增多的野生动物，就不会
觉得疲惫了。”沉默的大山和莽莽林
海给年轻人带来了内心的安宁，“责
任”二字已深深烙在了王禹韩的心
中。

大山深处的绿色接力

□本报记者 赵弘

“妈，马上吃饭了！”12 月 13
日，兴安盟突泉县六户镇钢铁村
幸福院，一进门就听到张海成的
声音从厨房传来。10 年前，父
亲病重，张海成变卖了全部家产
也没能留住父亲。之后，没有了
房子，他带着老母亲开始了寄人
篱下的生活。

2015 年，张海成被识别为
建 档 立 卡 贫 困 户 ，2017 年 脱
贫。去年，他带着近 70 岁的老
母亲入住幸福院。“原先日子难
啊，去谁家串门，人家都觉着我
是借钱的。住进幸福院，心里踏
实了，我也能安心挣钱了。”48
岁的张海成说。2019 年，依靠
产业扶持政策，张海成购进了 8
只小尾寒羊，为了增加收入，他
还同时照顾同村亲戚家的羊。

“我是苦日子熬过来的，特
别珍惜现在的生活。”对于未来，
张海成满怀憧憬，“除了种地、养
羊，我想向村里申请护林员的工
作。我不怕吃苦，希望自己能多
挣点钱，带母亲去北京看看天安
门。”

据 了 解 ，2017 年 到 2019
年，突泉县实施易地扶贫搬迁项
目后，根据贫困人口的意愿，已
完成 9 个乡镇 16 处幸福院的建
设任务，安置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297 人。

□本报记者 张慧玲

站在鄂尔多斯市乌审旗毛乌素沙地高处
远望，沙漠如同穿了网格披肩——一根根拇指
般粗细的草绳结成渔网状伏在沙漠上，捆住黄
沙，阻止沙丘移动。

这就是乌审旗水土保持工作中心发明的
草绳沙障。“要种树就得挨着这绳子种，种得离
绳子远了，树苗根本活不成。”乌审旗水土保持

工作中心总工程师曹晓明蹲在地上，左手拎起
一段草绳，右手指着应该种树的位置。

“有次下乡到嘎鲁图镇巴音乌都嘎查牧户
哈斯其劳家草场，我发现沙梁上散落的一些废
旧衣服布条旁堆积起了厚厚的沙子。我就想，
能否用其他材料来代替沙蒿、沙柳做沙障，既
环保轻便，又造价低廉？受此启发，经多次实
验，就有了草绳沙障技术。”曹晓明说。

2013 年 3 月，乌审旗水土保持工作中心从
宁夏调运直径 2.5 厘米的草绳，在流动沙丘迎

风坡试验布设草绳沙障。他们在沙障背风处
种植了杨柴，成活率为 95%，网格内则撒播了
沙蒿、沙米等草籽。经过一年观察发现，草绳
沙障效果不逊于沙蒿、沙柳沙障。从此，毛乌
素沙地穿上了“草绳披肩”，防沙治沙工作进展
显著。

“相比于普通的沙柳沙障，草绳沙障不论
是经济成本还是治沙效果，均有巨大优势。”曹
晓明说，实验结果显示，草绳沙障好处多多。
首 先 ，草 绳 沙 障 造 价 低 。 设 置 1 亩 规 格 为

2m×2m 的沙柳网格沙障造价 715 元，布设 1
亩 同 样 规 格 的 草 绳 网 格 沙 障 造 价 仅 为 375
元。其次，草绳沙障设置不受季节限制，而沙
柳沙障只能在春季沙柳未发芽或秋季落叶后
设置，否则会影响沙柳的成活率。设置沙柳沙
障需经割灌机平茬、人工装车、机械运输、人工
卸车、人工放置沙柳、绑缚沙柳枝条等多个环
节，且存在安全隐患。而草绳沙障工序简单，
不需要这么多环节。不仅如此，草绳腐烂后形
成的腐殖质，还可给植物生长提供营养。

“用草绳做沙障固沙，有效抑制了沙丘移
动。以前这里全是黄沙，离得远了谁家的羊都
认不出来。现在，2800 多亩黄沙变成了一块
绿地毯。你看，杨柴都长这么高了呢！”项目区
牧户乌云巴特尔高兴地说。

据统计，在乌审旗国家水土保持重点治理
2013 年项目区，通过综合治理，水土流失治理
度提高到 87.1%，项目区植被覆盖度由 20%提
高到 70%以上，每年可减轻风蚀 3.13 万吨以
上，保水 19.07 万立方米。

毛乌素沙地穿上“草绳披肩”
■〖生态·长镜头〗 CHANGJINGTOU

本 报 12 月 16 日 讯 （记 者 钱 其
鲁）记者从相关部门获悉，今年以来，包头
市不断强化储备粮管理，进一步夯实了粮
食安全基础。

该市统一下发了企业地方储备粮存
储所需的各类账簿，加强了对企业账表填
写的检查指导，统一了填写要求、提高了
记录质量。同时加强日常粮情的检测和
分析，对于发现的粮情隐患均能够及时处
理，未出现坏粮事故。同时结合“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要求各粮库在日
常学习过程中加强“一规定、两守则”业务
培训，提升了粮油仓储管理水平。

该市还对各级地方储备原粮及储备
油脂开展了秋季普查，对 3 个企业的整改
情况进行了重点督查，通过查看账务、入
仓查看粮情等方式掌握库存及储粮状
况。对存在问题的单位和企业下达整改
完成情况督查单，要求限期整改，目前问
题已全部整改完毕。

包头市

多措并举
强化储备粮管理

““住进幸福院住进幸福院，，心里踏实了心里踏实了””

干净整洁的新居。

养羊致富。

给母亲梳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