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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胜小康 奋斗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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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宏章 实习生 曾令飞

1月13日，记者来到腾格里经济
技术开发区腾格里额里斯镇乌兰哈
达新村，放眼望去，平坦的马路两旁
绿树成荫、一幢幢整齐划一的砖瓦房
靓丽耀眼，家家门前挂起了年味十足
的红灯笼，在冬日的艳阳下洋溢着喜
庆的氛围。

“这两天我们嘎查农牧民最高兴
的事就是家家都领到了嘎查旅游农
民专业合作社的分红，今年我分得
8398元，这是嘎查合作社第八年分红
了，我每年都能分到几千块钱。”正在
自家庭院里利用旅游淡季检修车辆
的村民牛早春高兴地说。

“近年来，我们嘎查通过实施‘党
支部+旅游合作社+农牧户’的产业发
展模式，家家户户都走上了富裕路。
2019年嘎查 221户牧民全部参加了
分红，共为村民分红313万元。8年
来，合作社累计为村民分红 2400多
万元。”该嘎查党支部书记李雄鹰介

绍说。记者在一张嘎查旅游分红明
细表上看到，2019年嘎查牧民最多分
到了 14858 多元，最少的也分到了
7752元。

乌兰哈达嘎查地处腾格里额里
斯镇最南部，10年前，这里基础设施
落后，生态环境恶化，发展进程缓慢，
是典型的贫困嘎查。如何改变落后
面貌、让农牧民走上致富路？近年
来，在政府扶持下，该嘎查依托境内
的沙漠、草原、湖泊、湿地等得天独厚
的旅游资源，以及便捷的交通条件和
通湖、额里森达来2家4A级旅游区，
从2012年开始，由嘎查党支部率先牵
头成立了嘎查旅游农民专业合作社，
着力打造“党支部+旅游合作社+农牧
户”模式，把过去牧民一家一户的“小
生产”引入通湖旅游景区的“大市
场”，形成合力发展旅游产业。合作
社本着农牧民自愿的形式以户为单
位入股（一股本金为 1000元），购置
顺六轮车在景区参与沙漠冲浪项目，
通过在景区经营沙漠冲浪车、骑马等
项目让嘎查农牧民增收致富。

“嘎查发展旅游产业可为我们农
牧民拓宽了致富路，现在我每年通过
分红和旅游劳务收入就达 20 万多
元。”说起嘎查旅游产业带来的变
化，曾是贫困户的牛早春脸上溢满
幸福。今年 46岁的牛早春 1994 年
退伍后一直以放牧为生，但收入只
能勉强维持生活。2012 年，在政府
帮扶下，牛早春贷款买了 2 匹马入
股并参与旅游服务，当年分红和在
景区劳务收入就达 2万多元。尝到
入股合作社发展旅游业的甜头，牛
早春第二年在合作社担保下贷款购
买了沙漠越野车，并把自家的几峰
骆驼入股投入旅游服务。随着开发
区旅游业的蓬勃发展，他的收入逐年
提高。现在他已在景区有了3辆沙漠
越野车，12辆沙滩摩托车，6峰骆驼，
不仅甩掉了贫困户的帽子，还成为了
该嘎查的富裕户。

“合作社刚成立时，一些牧民并
不看好，许多人抱着观望的心态，只
入了两三千元，结果当年分红就超过
了股金。这一下打消了牧民的顾虑，

由于合作社经营效益好，目前嘎查
221户牧民全部参股。合作社顺六轮
车也发展到了16辆，每年分红达300
多万元。”李雄鹰说。

据了解，在嘎查党支部的带领
下，目前在景区从事旅游经营的嘎查
牧户达到了70户，涉及骑马、骑驼、沙
海冲浪、沙漠越野、卡丁车项目的有
140 户，每户年收入均在 10 万元以
上。嘎查人均收入也由合作社成立
前的不足3000元，提高到了现在的3
万多元，通过“党支部+旅游合作社+
农牧户”的产业模式，不但壮大了集
体经济，还让133名贫困人口实现稳
定脱贫致富，嘎查也成为远近闻名的
富裕村。

“下一步，我们嘎查将继续按照
‘党支部+旅游合作社+农牧户’的产
业模式，依托丰富的旅游资源，着力
改变过去单纯依附于景区的发展方
式，打造真正属于自己的产业产品，
让嘎查农牧民致富的路子走得更宽，
更稳，更持久。”李雄鹰信心满满地
说。

沙漠旅游让乌兰哈达嘎查成了远近闻名的富裕村

□本报记者 皇甫美鲜 实习生 郭羽

1月 9日上午，记者驱车来到乌
兰察布市察右前旗山岔口乡十二洲
村贫困户张连奎的家。只见64岁的
老张正在扫着院里的雪，亮堂堂的新
家墙上挂着他与李克强总理坐在小
炕桌边的大照片，他情不自禁地聊起
总理去年来他家的情景。

摘了穷帽的张连奎让记者给总
理捎句话，他激动地说：“总理您放心
吧！您来我家嘱咐我多种土豆，我实
现了这个目标。今年种了200亩，收
获了 60 多吨。种的新品种‘华颂 7
号’，口感特别好，收入也不错。今年
我准备再多种100亩！快过年了，总
理，我想给您捎箱马铃薯尝尝。”

张连奎的心声，就是“中国薯
都”乌兰察布人的心声。通过一年
的奋斗，该市以科技为引领，实现了
马铃薯产业链环环有创新、处处有
变化！

每年种薯外销量100万吨，占国
内市场份额的7%

隆冬时节，位于商都县的内蒙古
希森马铃薯种业有限公司一派繁忙，
4万平方米的微型薯组培车间“绿色”
盎然，身穿白色工作服的技术人员在
显微镜下小心翼翼操作着……该公
司仅是该市种薯产业的一个缩影。

乌兰察布市处于马铃薯产业黄
金带，该市认真贯彻落实李克强总理
指示要求，突出抓实原种生产打造种
薯薯都，目前该市有马铃薯种薯企业
9家，已形成从茎尖脱毒、组培快繁、
温网室生产微型薯到原种繁育的一
套良繁体系，达到了马铃薯田每3年
更换一次良种的能力。该市生产的
种薯不仅满足本地需求，还远销宁
夏、云南等国内20多个省市和地区。
目前，该市成为我国最大的马铃薯产
区。

乌兰察布市在财力困难的情况
下，先后出台政策对马铃薯种薯种
植、良繁体系和仓储库建设给予补
贴，2019年对全市种植一级以上种薯
的种植户进行补贴，使得马铃薯种薯
的覆盖率达到90%以上，比上一年提
高了15个百分点。

小土豆华丽转身，低温油浴薯
条、马铃薯酸奶饼供不应求

都说食品行业有生产淡旺季，但
是来自北京的内蒙古薯都凯达有限
责任公司自2017年投入生产以来，却
是一年四季不休息，连续24小时满负
荷生产。

该公司产业园主任周光舟介绍
到：“我们公司采用的是国际最先进
休闲马铃薯低温油浴加工技术。公
司计划在国贫旗察右前旗总投资31.5
亿元，建设马铃薯国家现代农业产业

园加工核心区。其中一期工程，总投
资5亿元的7万吨休闲薯条加工厂及
中国薯都马铃薯博物馆现已投产运
营，2020年，总投资8.5亿元的20万
吨级法式薯条加工厂，以及3万吨级
豆制品加工厂将相继投产运营。”他
还自豪地说：“现在凯达的休闲食品
占60%的市场份额，订单多得都接不
过来。乌兰察布市真是风水宝地，优
质马铃薯、绿色蔬菜源源不断地供
应，解决了我们最头疼的事。下一步
我们要招更多工人，优先聘用贫困
户。”

无独有偶，马铃薯主食化产品在
该市也是独树一帜。2015年该市建
立了自治区首条马铃薯主粮化产品
生产线，生产的马铃薯全粉、马铃薯
馒头受到客户青睐。其中，内蒙古娃
姐食品有限公司的马铃薯酸奶饼被
评为全国马铃薯主食“十大休闲食
品”，该公司2019年销售额达到600
万元。新上市的高附加值产品马铃
薯醋、马铃薯酒等，已出现在百姓餐
桌上。

电商助力，好薯卖出好价钱，有
机薯“后旗红”成了薯中贵族

在乌兰察布市有个“土豆公主”，
她就是察右后旗壹蒙壹牧电商平台
总经理郭晨慧。

这个从北京返乡创业的姑娘，自
2015年起，她从“后旗红”土豆入手，

开设“后旗红”天猫自营店、“乌兰土
宝”淘宝自营店，又在当地开办2家实
体店，依托马铃薯种植优势开展线上
线下销售。她注册的壹蒙壹牧电商
公司采取“实体+电商”模式，销售绿
色蔬菜及内蒙古名优特产。仅仅几
年，迅速把当地火山灰中生长的红色
土豆“后旗红”推向全国，并出口俄罗
斯、蒙古及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带
动全区30多家龙头企业进行销售，并
吸引众多优质商家合作。2019年该
公司全年销售额达到803万元，较去
年增长14％，其中线下实体店销售额
166万元，电子商务平台销售额 417
万元。全年快件发货量达到13.8万
件。

郭晨慧说：“我家种的 500亩土
豆，不用化肥，几年前就以牛羊粪为
肥料，人工除草，产量稳定。无论是
网上还是实体店，全部以高端产品销
售出去的。”

如今，乌兰察布市绿色农特产品
线上线下销售全面铺开，已建成县
级电商服务中心和物流分拨中心各
11 个，镇村（嘎查）电商服务站点
582个；在北京8个帮扶区建立了特
产专卖店、在社区、大型超市都设立
了专柜……马铃薯产业已成为乌兰
察布市农牧民增收致富的支柱产
业，人均来自马铃薯产业的收入约为
3000元。

“总理，想给您捎箱马铃薯！”

本报 1月 22日讯 （记者 石向
军）记者从自治区气象局获悉，入冬以
来，我区降水量与常年同期相比偏多，
春节期间森林草原火险等级林区和草
原区较往年略低。

目前，我区积雪主要分布在呼伦贝
尔市、兴安盟、赤峰市西部、通辽市、锡林
郭勒盟、乌兰察布市、呼和浩特市、包头
市、巴彦淖尔市东部、鄂尔多斯市和阿拉
善盟局部地区，约占全区总面积的
67.7%，积雪最深处出现在兴安盟阿尔山
市。1月24日至27日，我区中西部晴转
多云，西部偏东和中部偏西地区有小雪，

西部偏东南部分地区有中雪，加之前期大
部地区积雪厚度较大，可降低火险等级。

综合我区前期降水、2019年 5至9
月植被长势、目前积雪状况及春节期间
天气形势，预计2020年春节期间森林
草原火险等级林区和草原区较往年略
低，但农区防火形势不容乐观，尤其是
呼伦贝尔市东南部、兴安盟大部、通辽
市大部、赤峰市大部、乌兰察布市西南
部、呼和浩特市中部、包头市东南部、鄂
尔多斯市部分地区、巴彦淖尔市河套地
区以及贺兰山山地等火险等级高或很
高，容易燃烧并蔓延。

春节期间我区森林草原火险等级
低于往年

□本报记者 张文强

早上不到5点，位于呼和浩特市赛罕
区惠民街久春轩烧麦馆的灯已经亮起，烧
水、拌馅儿、制作小菜……厨房里，店主张
春喜夫妇又开始一天紧张地忙碌。

烧麦味道好，再加上服务周到热情，
他们的生意做得风生水起。早上5点准
时开门，这是他们几年来一直坚持的营业
习惯。张春喜告诉记者，他们每天4点多
就得起床，每天睡眠不足6个小时。

“有时候觉得很苦很累，但反过来
想，谁又能随随便便成功？”张春喜坦
言，这些年，国家提倡“大众创业、万众
创新”，大力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对他们
这样的小微企业实行减税降费的好政
策，这不仅减轻了他们的经济负担，也
增加了他们创新创业的动力和信心。

“虽然我们是小型餐饮企业，但已为5
名进城务工人员解决了吃饭问题，这也是
我们为社会做的一份贡献。下一步，我们
将借助互联网发展创新，带动更多的人就
业。”张春喜的爱人白焕萍笑着说。

张春喜夫妇是土生土长的旧城
人。上世纪九十年代，两人双双下岗。
下岗之后，两人卖过服装、开过出租车、
也跑过长途货运，一路走来，有过失败
的痛苦，也有过成功的喜悦。20年来，
他们尝尽了生活的不易和创业的艰辛。

“我们刚结婚住的是10多平方米的
小平房，现在有了两套三居室住宅。”张春
喜十分喜欢“幸福生活是奋斗出来的”这
句话，他说现在他们虽然不能算是富有，
但至少已经步入了小康生活，回想这么多
年走过的路，他们不负韶华。

“新的一年又开始了，期盼我们的
生活蒸蒸日上，红红火火。”张春喜说。

“期盼我们的生活蒸蒸日上”

本报1月 22日讯 （记者 李文
明）记者从 1 月 21 日在呼和浩特市
召开的全区农牧局长工作会议上获
悉，2019 年我区农牧业农村牧区继
续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全区粮食产
量 达 到 730.5 亿 斤 ，实 现“ 十 六 连
丰”，肉类产量达到 257 万吨，畜牧
生产实现“十五连稳”，农村牧区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预计突破 1.5 万
元，增长 10%以上，为稳定经济社

会大局和应对风险挑战提供了有力
支撑，较好地发挥了“ 压舱石 ”作
用。

去年以来，我区大力推进质量兴
农兴牧、绿色兴农兴牧、品牌强农强
牧、科技兴农兴牧，农牧业农村牧区改
革持续深化，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
梯次展开，农牧业产业扶贫扎实有
效。全区农（牧）企利益联结机制比例
稳定在82%，紧密型比例达到54%，形

成了牛奶、玉米 2个千亿级，肉羊、肉
牛、羊绒、马铃薯、小麦、杂粮杂豆、向
日葵、蔬菜和饲草产业9个百亿级产业
集群。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
之年，也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和“十
三五”规划收官之年。全区农牧系统
将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总抓手，深
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以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

子，全力实施全区2020年农牧业农村
牧区高质量发展10大行动计划，全力
完成打赢脱贫攻坚战和补齐全面小康

“三农三牧”短板两大重点任务，全力
抓好农牧业稳产保供和农牧民增收，
保持农村牧区社会和谐稳定，提升农
牧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确保
农牧业再获丰收，确保如期打赢脱贫
攻坚战，确保农村牧区同步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

粮食“十六连丰” 畜牧“十五连稳”

我区农牧业农村牧区发展质量进一步提升

本报 1月 22日讯 （记者 陈春
艳）1月17日，农历小年，自治区党委常
委、宣传部部长白玉刚看望慰问内蒙古
日报社离休干部、自治区摄影家协会原
主席思勤和著名作家冯苓植，向全区宣
传文化战线广大工作人员致以新春的
问候与祝福。

在思勤家，白玉刚与思勤夫妇促膝
交谈，关切询问他们的身体状况和生活
需要，叮嘱他们保重身体，祝愿他们健
康长寿。白玉刚说，宣传文化系统的离
退休老同志为推动我区宣传文化事业
发展、弘扬社会正能量作出了积极贡
献，希望他们继续关注我区宣传文化事

业。94岁的思勤老人对自治区领导的
关怀表示感谢，向白玉刚赠送自己的摄
影作品集，并签名留念。

在冯苓植家，白玉刚聆听他讲述自
己的文学创作心得和趣事，欣赏他的创
作手稿和珍贵的文献资料，并耐心听取
冯苓植对宣传文化工作的意见建议。
白玉刚表示，我们要关心爱护离退休老
同志，虚心向老同志学习，学习他们淡
泊名利、执着于创作的崇高精神，为“建
设亮丽内蒙古、共圆伟大中国梦”汇聚
正能量，作出新贡献。

内蒙古日报社、自治区文联等相关
单位主要负责同志陪同慰问。

白玉刚看望慰问我区老艺术家

致以新春的问候与祝福

本报 1月 22日讯 （记者 刘志
贤）为确保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
难而失学，2019年，我区积极落实学生
资助政策，学生资助工作成效显著。

据了解，2019年，我区累计资助各
级各类学生 537.89 万人次，资助金额
59.95亿元。其中，各级财政投入46.62
亿元，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9.65亿元，
学校资助3.1亿元，社会捐资助学0.58
亿元。全年资助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
生9.27万人，落实资助资金3.41亿元。

2019年，我区进一步健全资助体系，
调整完善了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生活补助政策、设立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奖
学金、增加高职院校国家奖学金名额、扩大

高职院校国家励志奖学金覆盖面、扩大高职
院校国家助学金覆盖面并提高补助标准、提
高普通本科学生国家助学金标准。进一步
推进资助精准，印发了《内蒙古自治区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实施办法》，就家庭
经济困难认定的组织机构与职责、认定依据
和等级、认定工作程序、相关责任等方面进
行了明确规定，切实保证各项学生资助政策
真正落到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身上。资助工
作由过去的单纯“输血”型资助转变为“输血
与造血结合”型资助，形成了更加注重“资助
育人”的新模式。此外，2019年我区学前教
育资助管理信息系统的上线运行，也标志着
覆盖我区各学段的资助管理信息系统全面
上线运行。

2019年我区资助各级各类学生
537.89万人次

本报 1月 22日讯 （记者 张文
强）记者近日从全区卫生健康工作会议上
获悉，今年我区医改将重点推进疾控体系、
医联体建设和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三项改
革，同时抓实优化医疗资源配置、推进药品
集中采购使用两项重点工作。

第一，以深化疾控体系改革为重
点，完善公共卫生服务制度。今年，我
区将进一步完善各级疾控机构功能定
位，积极推进自治区和有条件的盟市疾
控机构适当放开面向社会提供公共卫
生技术服务，创新旗县级医防协同机
制，健全完善公卫医师制度、薪酬制度、
职称评价等方面政策，建立保障与激励
相结合的运行新机制。

第二，以网格化医联体建设为抓手，
完善医疗服务制度。一是在分级诊疗制
度上下功夫，加快推进城市医疗集团和旗
县域医共体建设。二是在优化医疗资源
配置上下功夫，加快提升旗县医院医疗服
务能力，推进区域医疗中心建设。三是在
推进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上下功夫，不断
激活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推
进医院良性健康发展。

第三，以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为突破
口，完善医疗保障和药品供应保障制度。在
抓好带量采购、用药管理、医保支付方式改
革等政策落实，促进药价实质性降低的同
时，进一步加强药品使用管理，切实让老百
姓享受到药品降价所带来的红利。

今年我区医改重点推进三项改革

1 月 22 日，家长
和孩子们在内蒙古图
书馆少儿馆阅读。内
蒙古图书馆便利的借
阅条件和安静舒适的
学习环境吸引了众多
读者，成为首府市民
假期“充电”的好去
处。
本报记者 王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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