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融媒体记者 李玉琢
扎兰屯市融媒体中心 姜峰 郑金超

在大兴安岭东麓扎兰屯市，有一个美丽的小
镇——蘑菇气。这里依山傍水，景色宜人。近几
年，借“林”发力，做足“食用菌”文章，靠蘑菇产业
为群众找到了一条绿色发展的致富路。

“蘑菇气”为汉语、鄂温克语混合语，意为“盛
产蘑菇的地方”。这里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得天
独厚，蘑菇、榛子、蕨菜等野生山产品种类繁多、
蕴藏量大。每年八九月，丛林里到处弥漫着蘑菇
的芳香，有大腿蘑、黄花蘑、变色蘑、榛蘑、花脸蘑
等近20个种类，给当地采摘的农民带来了丰厚
的收益。

家住惠凤川村的 66岁吕景林，老伴卧床不
起，家中没有劳动力，生活比较困难。到了采摘
季，他每天清晨穿上水靴背着筐，天刚放亮就到
山上采蘑菇。

吕景林每天能采三五十斤，下山简单分类
后，蘑菇就会被小商贩收走，一天平均能赚200
多元。

农忙种粮食，农闲采蘑菇。像吕景林一样，
采摘季节村民们几乎全镇出动，大多村民靠卖蘑
菇收入可达 3000多元，高的突破 1万元。仅采
摘蘑菇一项，全镇农民增收4000多万元。

这么多优质的蘑菇被采下山，农民如何能获
得最大的收益？蘑菇气镇的做法是打造一条产
业链。

张国昌是国昌农副产品收购合作社负责人，
是镇里5家收购野生菌企业之一。

“本地产的蘑菇全身都是宝，品质最好的可
以做整株速冻，稍好一些的做切片，一般品质的
做切块，就连‘泥角子’烘干后也照样有人收购。
我们的蘑菇目前主要销往云南，出口亚洲、欧洲
等地区。”张国昌说。

合作社自 2010年成立以来，加工规模不断
扩大。2019年可加工生产食用菌干品 800吨、
速冻2000吨，辐射带动600多户2000余人，近2
年每年带动130户左右贫困户就业。

朱富是小商贩中的一员。以前没有合作社
时只能小打小闹，收购来的蘑菇处理不及时当天
就会变质。现在有了合作社的生产线，不论什么
时候下山蘑菇都有人收。每年不到2个月的收
购季，朱富就能收入1.5万至2万元。

在蘑菇气镇，像朱富一样收蘑菇的小商贩有
几百人，既服务了采蘑菇群众，个人又有了可观
收入。

合作社带动了群众就业，130多名村民在合
作社里变身为工人。于玲是易地搬迁户，住在镇
区集中安置点。在镇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服务平
台帮助下，于玲到食用菌合作社务工，实现了增

收脱贫。
“在合作社上班，一天收入 200元左右。算

下来，每年的劳务费和分红加起来能有 1万多
元。”于玲说，发展蘑菇不仅增加了家庭经济收
入，她还买了小汽车。

野生食用菌原材料精加工的季节性较强，蘑
菇气镇从长远出发，采取“公司+合作社+农户”
发展模式，鼓励龙头企业与农民通过签订购销合
同、承租返包或以土地使用权、产品、技术和现金
等形式入股，大力发展人工食菌生产，推进农业
产业化经营。

蘑菇气镇整合各类项目资金建起食用菌园
区，并在东南西北中5个村进行布点，建设了5个
食用菌生产基地，确保一年四季增收。

湾龙沟村今年建了 3 个滑子菇种植大棚。
村第一书记卢俊洋介绍，一个大棚可以有6万元
收入，大棚分别租给村里3个致富带头人，条件
成熟后再推广至全村。滑子菇一年可生长2季，
每棚一季上缴租金2000元，这成了壮大村集体
经济的又一途径。

到了滑子菇采摘期，村里首先想到的就是建
档立卡贫困户。建档立卡贫困户于金龙、李晓玲
夫妇是第一批进入滑子菇大棚进行采摘和修剪
的村民，仅仅 20 多天，每人就有 2000 余元收
入。像于金龙两口子一样，在滑子菇大棚务工的
建档立卡贫困户就有10多户。

蘑菇产业富了蘑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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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闪云
●近日，牙克石市总工

会举办“致敬劳动 情暖严
冬”2020 年送温暖启动仪
式。此次活动是历年来投入
资金最多、覆盖面最广、受助
职工人数最多的一次送温暖
活动，共慰问一线职工 710
余人。

（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

●日前，满洲里市第三
届国际台球邀请赛落下帷
幕。本次比赛为期3天，吸引
了来自当地和海拉尔区、俄
罗斯赤塔市、蒙古国的台球
爱好者共64人报名参赛。苏
尼日、贾鹏飞分别获得冠亚
军，毛可心、闫建博并列第三
名。国际台球邀请赛已经成
为满洲里市的品牌赛事。

（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

● 日 前 ，西 乌 珠 穆 沁
2020“白马礼赞”新年马头琴
音乐会在旗融媒体中心多功
能演播大厅举行。全场晚会
由六个篇章组成 ，向观众展
现了乌珠穆沁草原丰富多彩
的艺术魅力。
（西乌珠穆沁旗融媒体中心）

●近日，阿巴嘎旗文化
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局、交通
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农
牧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正式
成立。同日，巴彦图嘎苏木、
查干淖尔镇、那仁宝拉格苏
木、吉尔嘎郎图苏木综合行
政执法局挂牌成立，标志着
苏木镇改革工作迈上新征
程。（阿巴嘎旗融媒体中心）

●近日，鄂托克旗与鄂尔
多斯文化旅游集团就合作开发
文化旅游项目签约，双方针对
鄂托克旗境内的百眼井、阿尔
寨石窟、恐龙足迹化石自然保
护区等项目进行整体开发、建
设、运营，建设标准化、规模化、
特色化的文旅融合示范地。

（鄂托克旗融媒体中心
贺宁 呼江）

●近日，内蒙古出版集
团爱心助学捐赠仪式在科右
中旗巴彦呼舒第四小学举
行。内蒙古出版集团对科右
中旗19所学校的40名学生
进行生活资助，一次性资助
2 年的伙食费；向旗教育局
捐赠“大 E 洋虚拟实验”软
件，并为4所学校捐赠图书。

（科右中旗融媒体中心）

●近日，科右中旗高力
板镇举办 2019 年“京蒙扶
贫岗”从业人员职业技能培
训班。培训内容包括农牧
业实用技术等。此次培训
旨在引导和鼓励贫困户进一
步提升自身技能水平，实现
就近就地就业，脱贫致富。

（科右中旗融媒体中心）

●春节来临之际，四子王
旗老年红十字志愿者杨成材
等10人，自掏腰包2300元，
为吉生太镇杨海霞等20名伤
残、贫困家庭送去煤炭、衣服、
春联及慰问金。

（四子王旗融媒体中心
君文 郭秀林）

●近日，奈曼旗退役军
人事务局与中国电信股份有
限公司奈曼旗分公司签署拥
军优抚协议，双方就军人军
属、退役军人和优抚对象专
属通信资费达成了合作意
向。此举旨在引领更多的人
加入到服务退役军人和优抚
对象的行列中来，形成全社
会关心、崇尚退役军人的强
大合力。

（奈曼旗融媒体中心）

●截至目前，科右中旗
共建成“乡村少年宫”26所，
实现了全旗12个苏木镇“乡
村少年宫”全覆盖，为乡村未
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
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科右中旗融媒体中心）

依托依托““草原云草原云””平台平台 覆盖全区旗县覆盖全区旗县（（市区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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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尼特右旗
41位贫困母亲
获“两癌”专项基金救助

本报锡林郭勒 1 月 7 日电 近
日，苏尼特右旗为6名农牧区“两癌”
患者发放了贫困母亲“两癌”救助专项
基金，每人1万元共计6万元，其中建
档立卡贫困户2名。

“两癌”救助专项基金受助对象是
35—64岁患宫颈癌ⅡB期及以上或浸
润性乳腺癌的农村牧区贫困母亲。近
年来，该旗已累计为41名农牧区贫困

“两癌”患者申请到并发放救助金41万
元。（苏尼特右旗融媒体中心 孙智广）

海勃湾区
打造15分钟生活圈

本报乌海1月7日电 乌海市海
勃湾区打造以社区为圆心，市民以家
为中心，步行15分钟可到达的范围内
享有较为完善的养老、医疗、教育、商
业、交通、文体等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的

“生活圈”，构建宜居、宜业、宜游、宜学
的社区服务圈，提高居民的生活品
质。 （海勃湾融媒体中心）

清水河县
“四个强化”
推进移民社区（村）治理

本报1月7日呼和浩特讯 近年
来，清水河县扎实推进基层治理体系
构建，坚持组织、思想阵地、公共场所、
志愿服务机制“四个强化”，推动移民
社区（村）治理。

该县在集中安置点和乡镇分散安
置点设置党委、总支、支部，采取“党支
部+社区服务平台+社区公职人员（党
员）+移民群众志愿者（团体）”的模式，
通过建立健全工、青、妇、老年以及群众
自治组织，建立和完善移民社区（村）就
业、就医、创收和帮带志愿服务机制，促
进移民群众融入新社区。

（清水河县融媒体中心 赵静波）

兴和县
发放创业贷款589万元

本报乌兰察布1月7日电 兴和
县为有创业愿望的下岗失业人员、近
年内毕业的高校毕业生及退伍军人提
供创业担保贷款，鼓励和引导有创业
意向的劳动者开展创业活动。2019
年，共发放创业担保财政贴息贷款95
笔共 589 万元，贴息资金近 131.5 万
元，累计回收贷款268万元，回收率达
100% （兴和县融媒体中心）

石拐区
大数据助推高质量发展

本报包头1月7日电 包头市石拐
区，大力发展大数据产业，大数据产业已
成为该区高质量转型发展的重要引擎。

在该区喜桂图新区，华为等世界级
知名企业签约落户，绘宇测绘、六西格
玛、优贝乐教学中心、智慧农科、子义明
泽等16家大数据企业入驻,有效推动了
当地大数据产业链、创新链“双向融
合”。 （石拐区融媒体中心 李慧）

东河区
街道机构改革全面启动

本报包头1月 7日电 日前，包
头市东河区天骄、西脑包、南门外3个
街道的党群服务中心、便民服务中心、
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相继挂牌，标志着
该区街道机构改革全面启动。

近年来，该区积极推动街道机构
改革，完善基层管理体制，使基层各类
机构、组织在服务保障群众需求上有
更大作为。 （东河区融媒体中心）

磴口县
放管服让群众办事更方便

本报巴彦淖尔 1 月 7 日电 近
日，台胞蔡先生走进磴口县公安局办
证大厅，递交了个人申报材料，民警在
核验申领人提供的相关证明材料后，
当即予以受理，并出具了领取凭证。

在深化放管服改革中，磴口县公安
局着力构建服务群众“一号响应、一窗受
理、一网通办、一次办成”的工作格局。
（磴口县融媒体中心 潘生富 李家伟）

□本报融媒体记者
巴依斯古楞 摄影报道

岁末年初，“蒙餐8绝”新年推介活动在
锡林浩特隆重登场。

什么叫蒙餐8绝？指的是富有锡林郭
勒草原特色的蒙古早茶、蒙古奶食、酸马奶、
手扒肉、石头烤肉、涮羊肉、风干肉和黄油卷
子。推介会现场，这些造型别致的特色美食
一亮相，立刻为寒冷的冬日带来热腾腾的
暖意。

来自湖北武汉的游客徐瑞说，他是第一
次来锡林郭勒草原，第一次尝到蒙古族美
食，真是大饱口福，要把这来自草原的美食
带回家，让家乡的人们都成为“蒙餐8绝”的
粉丝。

锡林郭勒蒙餐8绝是在自治区“内蒙古
味道”系列活动中挖掘提炼的锡林郭勒地域
美食IP，以当地优质绿色食材为基础，以民
族文化为内涵，以现代餐饮消费需求为导
向，带动寻味旅游和餐饮消费大幅提升。

□本报融媒体记者 郭洪申
通辽日报记者 康桂君 卓琳

冬至，气温骤降，天阴沉沉的，鹅毛般的雪片随
风狂舞，刮得人睁不开眼睛。上午的第三节课一结
束，通辽市库伦旗六家子镇三道洼中心校的美术课
教师武利就抓起帽子和一盒水彩笔匆匆下楼。

在距离3公里外的六家子镇吉利洼村，脑瘫男
孩耿久成的“一个人的课堂”已持续了近一年——
为了圆这个无法行走的孩子的读书梦，包括武利
在内的库伦旗三道洼中心校3名教师组成的授课
队，自2019年1月起，每月至少两次送教上门，风
雨无阻。

生来患有脑瘫，16岁的耿久成口齿不清，四
肢无力，只能靠轮椅行走。为了给孩子看病，王桂
霞和丈夫耿会岭这些年没少折腾，南下北上，钱花
光了，孩子的病情却不见好转。

除了睡觉，耿久成整天守在电视机前。“别看

这孩子说话不利索，但是能看懂电视剧。读大学
的姐姐放假回来，教他认字，他可感兴趣呢！”看着
别人家的孩子上学，王桂霞不敢奢望，“孩子有智
力问题，要是能认识几个洋字码也好啊，可是，爹
妈又没文化，这样的孩子，哪个老师愿意教呢？”

“送教上门！”今年年初，当三道洼中心校校
长赵玉杰找到武利时，她一口答应。同样是从山
沟里贫困家庭走出来的孩子，武利更明白教育对
残疾孩子的意义。

首先让他对各种颜色有了认知，然后用画画
打开他的内心世界，用画笔进行交流，带他走进五
彩世界。经过一次次的送教上门，耿久成能分清
色彩了，能叫得上各种动物的名字了，武利的脚步
更快了。

“儿子，看看谁来啦？”
“武老师！”面朝电视的耿久成头也不回地应

答。
“今天，老师画图，你来连线。兔子爱吃什么

呀？萝卜！那就把兔子和萝卜用线连起来……”

雪后，天空放晴，暖暖的阳光洒进室内，一个
人的课堂上，老师“一人一案”手把手地教。目睹
孩子认真倾听和积极参与，一旁的王桂霞满脸的
开心与感动。

为了进一步推进教育扶贫，库伦旗建立了完
善的控辍保学机制。经核查，库伦旗共有152名
义务教育阶段残疾儿童少年，其中有118名残疾
儿童在旗内就读，有23人在旗外特殊教育学校和
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就读，有11名残疾儿童申请缓
学；在旗内就读的118名残疾儿童中，有76名随
班就读。为了全力做好控辍保学工作，库伦旗教
育局针对义务教育阶段各校对所属学区不能随班
就读的44名特殊学生开展“送教上门”工作，确保
平均每月送教上门不少于两次，每次不少于两课
时，实现了全旗义务阶段教育的全覆盖。

两节课结束，时间已是正午。武利整理教具
返校，轮椅上的耿久成吃力地转身和她说再见。

“上一天学就是我们的学生，不放弃！”阳光下，武
利的步子更有力了……

〉〉〉〉〉〉云采风

一个人的课堂

蒙餐蒙餐88绝绝
————舌尖上的草原味道舌尖上的草原味道

据说，这样的奶食拼盘值1000多元 涮羊肉可以下锅了涮羊肉可以下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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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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