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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采风

□本报融媒体记者 梁海龙
乌拉特中旗融媒体中心 梁震英

朝阳初升，面目慈祥、身着浅
色紫袍的 68 岁老人吉林太，便坐
在缝纫机前飞针走线，专心致志
地缝制起蒙古皮袍。

吉林太是巴彦淖尔市乌拉特
中旗具有缝制皮袍技艺为数不多
者之一。自 2016 年呼勒斯太苏
木前达门嘎查迁移进城，吉林太
便开始从事缝制蒙古皮袍的专业
生意。

皮袍是传统的蒙古族冬季御
寒服装，美观大方，结实保暖，是
牧民极寒季节的首选。但是，由
于是以皮制作，所以工艺讲究、程
序繁杂、耗时长。工序有洗皮、熟
皮、铲皮、揉皮、选皮、割皮、缝制、
装饰等环节，缝制一件成人皮袍
大约需用 40 张羊羔皮。

虽然吉林太手艺好，制作的
皮袍美感度高，但她 1 年只能接
30 多件订单。老人虽年事已高，
眼睛老花，腰背变形，但仍坚守阵
地，原因是，“现在会缝皮袍的人
越来越少了，要把这门手艺传给 5
个徒弟”。

2018 年，当地年方 29 岁的娜
睦恒，接过了前辈人的接力棒，创
办了“内蒙古乌仁乌拉特服饰文
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她的姥
姥和母亲是当地有名的制作服饰
能手，她的母亲还是市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项目乌拉特服饰代表性
传承人。娜睦恒用灵巧的双手和
善于发现美的慧眼，将传统服饰
改良创新，设计出既有现代元素
又不失民族传统特色的新一代乌
拉特服饰，备受喜爱者追捧。

一路走来，娜睦恒对乌拉特
服饰有了更深理解，“传统服装服
饰是民族文化自信的重要符号与

载体，是穿在身上的历史”。
近年来，乌拉特中旗高度重

视民族文化的传承、融合、保护与
创新，加大人才培养、资金扶持力
度，设立了乌拉特民族产业奖励
基金会，成立了乌拉特中旗传统
手工艺协会。2018 年，该旗为从
事民族手工业的艺人提供 1500
平方米的乌拉特民族文化产业创
意创新示范基地作为经营场地，
鼓励依靠“巧手”致富，实行减免
租金、优先提供小额贷款的优惠
政策。目前，全旗共有乌拉特服
饰、乌拉特刺绣工艺商铺 48 家，
服饰、刺绣产品销售已扩展到周
边盟市及呼和浩特市。“私人订
制”也已出现，除国内各省区用户
外，港、澳、台等地区，日本、韩国
等国家也有用户需求。

“近几年，随着文化活动增多
和礼品市场走强，蒙古族传统服
饰从节日礼服变为日常穿着，从

蒙古族专用变为其他民族也在订
制。我店 1 年订制约 1500 多件，
最好的年份达 4000 多件。”娜睦
恒说。

近几年，乌拉特服饰在国内
各类重要民族服饰赛事上屡次
摘金夺银。在内蒙古第十四届、
十五届、十六届蒙古族服装服饰
大赛中夺得饰品类、冬季传统服
饰类金奖，传统服饰、行业服饰、
现代服饰类银奖；2018 年，赴澳
门参加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蒙
古服饰歌舞大赛，获得传统服饰
表 演 银 奖 ；2019 年 10 月 25 日 ，
娜睦恒和母亲带着乌拉特服饰
参加在北京举办的中国国际时
装周，让现场观众欣赏到了乌拉
特服饰的光彩和蒙古族文化的
魅力。

传承、创新，让乌拉特服饰文
化走出草原，走向全国，在现代生
活舞台刮起“最炫民族风”。

乌拉特服饰刮起“最炫民族风”

云视角视角

草原灭鼠最佳时草原灭鼠最佳时

□本报融媒体记者 郝飚
乌海日报融媒体中心 路静

这几日，在乌海市海南区巴
音陶亥镇四新村新渠村民小组，
曾是建档立卡贫困户的李振平家
院里一派欢腾景象。此起彼伏

“咩咩”叫的小羊让李振平和妻子
忙得不可开交。

见驻村扶贫工作队队长兼第
一书记杨诚进门，他大声招呼道：

“杨书记，看咱家羊下了 43 只小
羊啦！”

今年 3月，李振平的家庭牧场
喜事不断，小羊陆续降生，4 头母

牛也即将临盆。照顾完小羊，还要
将 200 多只成年羊和十几头牛拉
出去放牧，这让李振平夫妻俩真是
忙翻了天。但忙归忙，李振平却干
劲儿十足。这几年，他家凭信用贷
款发展种植养殖业，不但还上了外
债，日子也有了起色。

李振平的贷款是中国邮政储
蓄银行海南支行针对建档立卡贫
困户提供的信用贷款。2016 年，
李振平拉草料时从草垛上摔下来
造成肝破裂，治病花了十几万元，
家里负债累累。2017 年，他家被
识别为建档立卡贫困户。为了帮
李振平解决困难，四新村扶贫工
作队先为他申请了房屋改造补助

和教育小额贷款，又积极联系中
国邮政储蓄银行海南支行帮扶李
振平。

由于李振平个人信用良好，
海南支行为他办理了 5 万元扶贫
小额贷款，当地政府全额补贴利
息。据悉，早在2014年，李振平就
申请过农户联保贷款，一年后按时
还款，积累了良好的征信记录。

李振平用这 5 万元购买了一
批羊，当年就产下 30 多只羊羔。
通过精心养护，家庭养殖业不断
扩大。2018 年，李振平家正式脱
贫。同年，他顺利通过信用等级
评定，获评信用户。凭借信用证，
最高贷款额度提升到了 10 万元，

于是他不断扩大养殖规模，还承
包了村里 20 多亩地种饲料玉米，
实现了种植、养殖经济“微循环”。

2019 年 ，牛 羊 肉 市 场 价 格
高，李振平的收入大幅提升，家底
儿由“负”变富。他告诉记者，3 年
前，他们一家和弟弟一家挤在不
足 50 平方米的土坯房里，靠着 8
亩地和几只羊生活，家中有学生
有病人，还欠着外债；3 年后，已经
住上了 100 多平方米的砖瓦房，
圈里有近 300 头牛羊，他觉得日
子越过越有奔头。谈及下一步的
打算，李振平计划申请最高可贷
30 万元的“家庭农场”贷款，让养
殖规模再上一个台阶。

海南区：守信用贫困户由“负”变“富”

□本报融媒体记者 巴依斯古楞
毕力格巴特尔 摄影报道

4 月 22 日下午，锡林浩特市草原
工作站职工们来到宝力根苏木牧户
草场上，对上周投撒灭鼠药效果进行
抽样检测。

“通过检测发现，新的老鼠洞数
量明显减少，老鼠活动量也下降了，
目前看来灭鼠效果还是挺不错的。”
锡林浩特市草原工作站职工新白音

说。
春季是鼠类繁衍旺季，也是灭鼠

最佳时机。今年，锡林浩特市大力开
展灭鼠工作，通过直升机、拖拉机等
在近 200 万亩草场上投撒药物，进行
灭鼠作业。

今年截至目前，该市共投入劳力
220 人（次），其 中 技 术 人 员 38 人

（次），动用飞机 24（架）次，大型机械
92 台（次），出动车辆 81 辆（次），累计
用 药 48.5 吨 ，完 成 草 原 防 治 面 积
48.375 万亩。

乌达区
“24小时法院”

本报乌海 4 月 23 日电 乌海市乌达区
“24 小时法院”日前正式投入使用。自此，
乌达区人民法院智能化水平迈上新台阶，不
仅实现了自助立案、自助查询、自助阅卷，还
能自动生成诉状。“24 小时法院”的设立，突
破了诉讼服务受工作日和工作时间限制的
传统模式，为急需办理业务的当事人提供

“一站式”、全方位的诉讼服务和方便快捷的
诉讼途径，满足当事人多元化司法需求，不
仅可提升诉讼效率，节约诉讼成本，更可减
轻当事人诉累。

（本报融媒体记者 郝飚 乌达区融媒
体中心 孙亚茹）

克什克腾旗经棚镇
农资供应保质保量

本报赤峰 4 月 23 日电 随 着 天 气 转
暖，克什克腾旗经棚镇党委领办的农业发
展合作联合会及时开展春耕备耕应急保
供配送服务。联合会工作人员统计汇总
各村农资需求，利用集中采买优势，直接
从质量过硬的农资生产经营厂家低价买
进优质、品牌化肥、种子等农资，再运至各
村组村民手中，大幅减少了村民购买成本
及运输支出。自 2 月末以来，联合会农资
配送已覆盖经棚镇 13 个村，累计为农户买
进生产资料 3965 吨，节约生产成本 495 万
元。

（本报融媒体记者 徐永升 克什克腾
旗融媒体中心 原国林 张静）

玉泉区
笼式足球场逐步对外开放

本报呼和浩特 4 月 23 日讯 日前，为
逐步有序满足广大市民健身需求，呼和浩
特市玉泉区 139 个室外笼式足球场地全部
对外开放，室内场地也逐步对外开放。据
了解，在笼式足球场开放之前，玉泉区文
旅广电局组建巡察队伍，对笼式足球场和
公共体育健身器材进行了日常巡检和维
护。同时，对公共体育健身场所、大众健
身器材等进行全面清洗消杀工作。为避
免人员聚集，笼式足球场进行人员流量限
制。

（本报融媒体记者 郑学良 玉泉区融
媒体中心 张勇）

东乌旗
创新金融服务助力复工复产

本报锡林郭勒 4 月 23 日电 连日来，东
乌旗金融机构全力创新服务模式，建立绿色
贷款通道，开通线上申贷业务，下调贷款利
率，创新贷款户纾困模式，切实助力企业复
工复产。金融部门为客户提供“5+2”“7×
24”小时全天候申贷服务，对受疫情影响较
大的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等行业企业，特别
是个体工商户发放低利率贷款，还为受疫情
影响暂时无法按时还款的客户纾困解危，做
到不抽贷、不断贷、不压贷。

（本报融媒体记者 巴依斯古楞 东乌
旗融媒体中心 李剑刚）

化德县
开展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宣讲

本报乌兰察布 4 月 23 日电 连日来，
化德县委脱贫攻坚理论宣讲团深入 6 个乡
镇开展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巡回宣讲。据了
解，宣讲团主要由涉及扶贫领域的农牧和科
技局、卫生健康委、医保局、教育和体育局、
民政局等科局熟悉扶贫理论政策的骨干人
员组成。接下来，宣讲团还将依托“学习讲
堂”深入到乡镇，按照群众点菜、专家授课的
方式，真正把讲堂搬到田间地头、脱贫车间，
做到理论宣讲在基层一线常态化。

（李剑平）

临河区
首批发放600万元消费券

本报巴彦淖尔 4 月 23 日电 巴彦淖尔
市 临 河 区 首 批 600 万 元 消 费 券 日 前 开 始
通过“云闪付”平台向临河区市民及在临
河区务工、游玩的群众发放，使用范围涵
盖餐饮、日用百货及电器类、超市等多个
领域。临河区通过发放消费券的形式鼓
励引导广大市民在做好自身保护的基础
上，走进商圈购物消费，助力经济社会发
展，让商圈恢复人气的同时，推动生产生
活秩序回归常态，让市场“活”起来、百姓
消费“火”起来。

（本报融媒体记者 韩继旺 临河区融
媒体中心 吕春云）

●为精准防治 2020 年春季森林
草原鼠害，牙克石市林业和草原局严
格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制定防治方
案，细化安排分工，强化督导调度，扎
实有序推进防治工作，今年计划防治
东北鼢鼠 6 万亩，资金 20 万元。

（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 王海英）

●近日，乌拉盖管理区人民法院
在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上成功拍卖 1
处房产。这是该法院首例司法网拍
成交案例。 （戴薇宁 张越洋）

●为进一步改善农牧民饮用水
水质，不断提高农村牧区单户水处理
设备使用率，近日，杭锦旗水利局组
织设备厂家、售后服务商逐嘎查村开
展农村牧区单户水处理设备管理使
用宣传培训活动。

（杭锦旗融媒体中心 阿拉腾其
木格）

●日前，乌海市海南区纪委监委
对接到的反映镇（街道）、村干部 17 件

“微腐败”问题线索逐一进行分析研
判，依据反映内容判断难易程度，明
确办结时限。并召开问题线索办理
推进会和执纪监督专题会，对办理进
展、结果进行把关审核。

（海南区融媒体中心）

●去年以来，化德县投入扶贫资
金 3700 万元，建设完成了 37 条 60.77
公里路面改造工程、水泥、砂石路以
及过水面改造工程，实现了全县所有
行政村和较大自然村通沥青、水泥
路，剩余自然村全部通砂石路，极大
方便了贫困地区群众出行和农副产
品调运与销售。 （李剑平）

●日前，杭锦旗举办无偿献血活
动。据了解，共有 200 余名干部群众
参与活动，共计献血 74300 毫升。

（杭锦旗融媒体中心 阿拉腾其
木格）

●日前，赤峰市元宝山区举行重
点项目集中开工仪式，20 个亿元以上
新建项目集中开工，计划总投资 97.6
亿元。2020 年，元宝山区计划实施
5000 万元以上重点项目 63 项，计划
总投资 360 亿元。

（元宝山区融媒体中心 刘晓冉
姚迪）

●日前，乌海市乌达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对 97 家餐饮单位开展了油烟
净化装置安全隐患排查专项行动。
对于发现问题单位，进行口头责令整
改，要求立即清理油烟净化设备，对
过期灭火器要立即更换，坚决杜绝安
全事故发生。 （乌达区融媒体中心）

●日前，岱海生态应急补水工程
专家组可研报告初稿基本形成，确定
了岱海生态应急补水工程输水线路
接黄河口及走向。该工程在黄河干
流头道拐水文站下游约 21 公里处左
岸托克托县境内的蒲滩拐接黄河，输
水管线经托克托县、和林格尔县以及
凉城县，从弓坝河入岱海，输水线路
总长 131.57 公里。

（凉城县融媒体中心 宋福恒）

●日前，一封来自武汉火神山医
院的感谢信送达锡林郭勒盟羊羊牧
业股份有限公司。疫情发生以后，羊
羊牧业向火神山医院捐赠精选牛羊
肉产品 11281.2 公斤以及口罩、84 消
毒液等共计价值 120.93 万元抗疫物
资，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加油助
力。 （孙智广 周勇）

●日前，乌海市海南区科协先后
来到巴音陶亥镇渡口村、一棵树村开
展农业技术科普服务培训。培训充
分发挥“科普助力脱贫攻坚”作用，传
播科学知识、开展志愿服务，帮助农
区居民提高科学种养技术水平。

（海南区融媒体中心）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暂停的
2020 年巴彦淖尔市国家级农田鼠情
监测于 4 月 14 日复工。监测点位于
磴口县巴彦高勒镇沙拉毛道嘎查。
作为农业农村部在自治区西部的唯
一长期监测点，通过放置鼠夹监测鼠
密度，使用生物灭鼠剂地芬·硫酸钡，
布置 TBS（围栏+捕鼠器）灭鼠，及示
范推广物理、生物、生态、毒饵站等鼠
害绿色防控技术控制农村鼠害。

（郭承德）

大型机械投撒灭鼠药

。

填充灭鼠药填充灭鼠药

。。

抽样检测抽样检测

。。

认真查看老鼠
活动轨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