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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融媒体记者 韩继旺
乌拉特中旗融媒体中心 梁震英
米德格玛 高东霞

“叮、叮、叮”，巴彦淖尔市乌拉
特中旗海流图镇手工艺人巴图陶
高右手拿着锤子，均匀击打着银
片，在他耐心地一錾一刻间，那块
原本扁平生硬的银片呈现出立体
生动感，纹路也慢慢呈现。

年近 60岁的巴图陶高是自治
区级乌拉特铜银器制作技艺代表
性传承人，从 13 岁跟随邻居学手
艺至今，在银店里敲敲打打加工制
作铜银器已经 40多年了。银器的
手工制作要经过熔银、锻打、下料、
做铅托、雕花、焊接、清洗等工艺流
程。粗加工后的银料，还必须要进
行精加工，包括锤錾、錾刻、镌镂、
花丝编结等，非常复杂。

巴图陶高技艺精湛，他制作的
乌拉特妇女头饰、马鞍、银碗、蒙古
刀、酒具等工艺品细腻精美，既体
现出深厚的蒙古族文化积淀，又融
合了国内外的时尚元素，深受国内
外手工艺品爱好者欢迎。他光手
工艺品销售就可年收入10多万元。

“到目前为止，我已经培养出
16 位徒弟，他们基本都在从事铜
银器制作，收入都不错。这是我最
为自豪的一件事。相信我们的民
族手工艺一定会一代一代传承下
去。”巴图陶高欣慰地说。

来到乌拉特草原，除了要买
几件铜银饰品外，奶食品也是必须
要品尝的。依托一望无际的大草
原，发展奶食品产业成为当地牧民
的“重头戏”。

在乌拉特中旗，提到奶食制
作，人们都会想到娜拉。今年 43
岁的娜拉是巴音乌兰苏木牧民，进
城创办奶食店已有 5 年时间，凭借
传统的手工制作技艺，她成了当地
小有名气的“奶食专业户”。

从小看着母亲做奶食长大的
娜拉，从妈妈那里学到传统手艺
后，不断融入新的技术，既保留传
统奶制品风味，也在此基础上加上
现代元素。现在，娜拉和其他 5 位
志同道合的姐妹成立了赛乐沁农
牧专业合作社，形成了奶源基地、
品种研发、奶食加工、产品销售的
产业链。从最基本的传统奶食品
到乳清糖、乳清酒、乳清饮料等系
列产品，娜拉和姐妹们的生意越做

越大，奶食品品种达到 40 余种。
通过加盟北京微商团队和乌拉特
电商，她们的奶食品每年仅网上销
售额就达到 15万元左右。连娜拉
自己也没想到，她们制作的手工奶
制品能够销往北京、上海、成都等
全国30多座大中城市。

为了推动传统奶食文化融入
市场，娜拉将自己的奶制品带到了
国内各类文化推广活动上，通过现
场制作、讲解奶制品悠久的历史，
让更多的人了解乌拉特传统奶制
品文化。

在奶制品走俏的同时，娜拉
和姐妹们又把眼光投向了更广阔
的舞台。她说：“下一步，我们要让
我们的奶制品进超市。同时，利用
自己的蒙古包开展传统文化教育
体验活动，邀请网红主播体验奶食
制作，直播销售，让更多的人分享
到蒙古族的美食。”

乌拉特文化积淀深厚，民俗
纯正浓郁。尤其是乌拉特奶食、乌
拉特服饰、铜银器制作等民族手工
艺品都是乌拉特非物质文化遗产
中的瑰宝。

近年来，乌拉特中旗立足当
地实际，坚持以脱贫攻坚统揽经济

社会发展全局，切实将民族特色手
工业打造成保护、弘扬民族文化，
推动精准扶贫，促进农牧民增收的
特色产业。

2018 年，乌拉特中旗政府投
资130万元，将1座1500平方米的
旧办公楼改造成乌拉特民族文化
产业创意创新示范基地，免费为高
校毕业生、农牧民、城镇就业困难
人员等提供场地，鼓励支持他们发
展民族工艺品、民族服饰、毡艺刺
绣、宝玉石加工等民族特色产业。
目前已吸引23家企业、商会进驻。

乌拉特中旗紧密结合“互联
网＋”“创业内蒙古行动”，举办皮艺
雕刻、玉雕、银饰制作、蒙古族服饰
制作、乌拉特刺绣、奶食品制作、蒙
餐制作等特色培训班，还举办奶食
品制作技能大赛、民族服饰大赛、

“舌尖上的乌拉特”草原美食制作技
能大赛等，给民族传统手工艺技术
人才提供相互交流和发展的平台。

传统的民族手工业正让当地
越来越多的农牧民就地创业，既传
承了民族文化，又催生了“美丽经
济”。据统计，目前乌拉特中旗从
事民族手工艺制作的共 386人，年
总收入在700万元以上。

民族手工技艺催生“美丽经济”

□本报融媒体记者 徐永升
松山区融媒体中心 聂珊

立夏时节，赤峰市松山区穆
家营子镇龙潭山上的山杏花竞相
绽放，满山飘荡着浓浓的花香。
花丛中，袁景林和他的伙伴正在
嫁接摇钱树。

袁景林是河北省围场县瑞辉
林果开发有限公司工程监理。从
他所在公司中标松山区山杏嫁接
扁杏服务项目后，这几天，他和他
的技术团队一直为这片山杏林嫁
接大扁杏。技术工人们削切枝
条、插入砧木切口、绑缚塑料薄
膜，熟练的动作一气呵成。1 个月
后，新的嫩芽将会萌发枝头；3 年
后，这片杏林将成为松山区规模
最大的集中连片大扁杏经济林。

松山区山杏林总面积为 70万
亩，山杏林面积虽大，可效益不高，
山杏产量低，还“十年九不收”，亩
产值只有 100 至 200 元。在这 70
万亩山杏林中，有 24.6 万亩是退
耕还林工程栽植的，林相整齐、树
龄适中，比较适合直接嫁接大扁
杏。为此，松山区在制定 2019 至
2021 年发展经济林实施方案中，
将实施 3 万亩山杏嫁接扁杏项目
列入其中。今年，区里选择山杏种
植最为集中的穆家营子镇古都河
村，实施 3142 亩、17 万余株山杏
嫁接大扁杏项目。该项目整合了
国家、自治区和松山区三级涉林项
目资金，平均每亩投资750元。

古 都 河 村 农 民 聂 宪 芳 家 的
22 亩山杏，正好在山杏嫁接大扁
杏项目区。这几天，他一有空就
来这里观摩学习嫁接技术。未来

3 年，袁景林的专业团队将继续负
责这片大扁杏的抚育及日常管
护，而聂宪芳也计划着在接手前，
掌握田间管理关键技术。“去年，
杏仁的价格是每斤 4 块 3 毛，如果
做干果炒货，卖到超市里每斤能
达到 30 块钱以上！”聂宪芳对自
家大扁杏林的收入充满期待。

“大扁杏树是一年栽植、百年
受益的‘铁杆庄稼’！”松山区林草
分局经济林办公室主任薛中华介
绍，经过前期的考察和试种，本次
嫁接选择了抗寒、抗旱且结实量
高的“围选 1 号”大扁杏品种。他
算了一笔账：1 亩地能栽山杏树
50 株，嫁接成大扁杏后，盛果期 1
棵树能产杏核 8 至 16 斤，每亩能
收入 2000 元到 4000 元。山杏树
属于灌木，嫁接成大扁杏后，就变
成了落叶亚乔木，树冠更大，在防

风固沙、保持水土、改善生态环境
等方面效果更明显。

山杏树嫁接大扁杏，是松山
区发展经济林助力脱贫攻坚的一
个缩影。几年来，松山区着力发
展特色经济林，重点打造 48 个经
济林示范园区，指导成立 18 个林
果专业合作社。全区已形成了中
东部的葡萄、大枣、苹果、梨、中型
苹果产业带，西部小型苹果产业
带 ，经 济 林 总 面 积 达 到 14.8 万
亩。夏家店乡的大扁杏、安庆镇
黄姑屯的苹果梨、老府镇巨昌隆
的 123 苹果，都小有名气，亩均收
入都在 2500 元至 6000 元以上。
目前，松山区经济林进入盛果期
的有 5.2 万亩，年产各类水果 4.8
万吨，总产值达 1.02 亿元。

经济林，正在成为当地农民
脱贫路上的“摇钱树”。

松山区：大扁杏“嫁”出摇钱树

●今年，阿荣旗将招录 159 名大
学生充实到村级后备干部队伍。录
用人员在村（社区）工作 2 年，符合条
件人员通过选举可进入村（社区）“两
委”班子；2 年服务期满后，有一定数
量人员可任乡镇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最低服务年限为 3 年，服务期内不得
调离所在乡镇，未满服务期调离的，
取消事业编制待遇。

（阿荣旗融媒体中心 王保国）

●近日，磴口县森林公安局民警
在乌兰布和沙漠一湖泊中发现 5 只火
烈鸟的倩影。这是继去年之后，火烈
鸟再次光顾磴口县落脚歇息。火烈
鸟 2 次光顾磴口县沙漠湖泊湿地，实
属罕见。

（磴口县融媒体中心 王治贵）

●为助力旅游行业复工复产，连
日来，杭锦旗巴拉贡市场监管所积极
开展景区复工复产专项检查行动。
执法人员深入景区对场所消毒、每日
晨检及旅游景点门票和旅游产品明
码标价等进行了全面检查。

（杭锦旗融媒体中心 阿拉腾其
木格 李佳）

●连日来，为进一步摸清贫困家
庭子女就学情况，加大助学政策宣传
力度，正镶白旗全面开展贫困家庭子
女就学情况摸底排查宣传工作，跟踪
排查义务教育阶段 6 至 15 周岁适龄
儿童人口台账和就读情况，确保贫困
家庭全覆盖，不漏一户一人。

（苏日嘎）

●近日，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发布了 2020 年第一批、第二批自
治区诚信典型及诚信示范企业名单，
化德县 7 家企业榜上有名。

（李剑平）

●去年，我区在磴口县巴彦高勒
镇沙拉毛道嘎查布设了国家级农区
鼠情移动智能监测设备。作为农业
农村部在自治区西部的唯一监测点，
5 月 10 日，经全国鼠情监测大数据中
心确认，磴口县成功监测到 1 次（帧）
鼠情活动视频。这是我区首次捕捉
到鼠害活动信号，标志着自治区农区
鼠情监测步入自动化智能监测阶段。

（郭承德）

●牙克石市妇联持续关注关爱
陪读妈妈群体，在开学复课季，组织
全市陪读妈妈通过云端线上相聚，6
个街道办事处和牧原镇共 7 个分会
场的 42 位陪读妈妈，在线交流，一同
成长。

（牙 克 石 市 融 媒 体 中 心 张 雨
琦 陈睿）

●日前，乌海市乌达区计划生育
协会联合乌达区妇联、乌达区妇幼保
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开展了“感恩母
亲 回报母爱”暨“母亲节”关怀关爱
贫困母亲系列活动，为贫困母亲发放
暖心慰问品、送去健康免费体检，让
她们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温暖。

（乌达区融媒体中心）

●连日来，锡林浩特市巴彦查干
街道锡林社区组建的“绿色骑行服务
队”在辖区各小区进行全覆盖、地毯
式巡查，同时为居民发放相关宣传
单 。 据 了 解 ，成 立“ 绿 色 骑 行 服 务
队”，旨在以“骑行”这种创新模式，通
过社区工作人员自身行为，宣传倡导
绿色、环保、低碳的生活方式。

（锡林浩特市融媒体中心 朱媛
丽 黄世杰）

●近日，苏尼特左旗 173 名驻嘎
查第一书记和扶贫工作队员来到该
旗人民医院接受健康体检。此次健
康体检旨在进一步关心关爱脱贫攻
坚一线干部，保障他们以饱满的精神
状态和健康的体魄开展帮扶工作，凝
心聚力打赢脱贫攻坚战。

（朝鲁孟 曹飞）

●近日，杭锦旗蒙医综合医院被
评定为“二级甲等民族医医院”。近
年来，杭锦旗以创建全国基层蒙中医
药工作先进旗为抓手，不断加强蒙中
医药发展力度，推动蒙中医药在基础
设施建设、内涵提升、技术创新、人才
培养、质量控制、服务管理等方面实
现了全面发展。

（杭锦旗融媒体中心 李纳）

乌达区
重点项目推进专班保姆式服务企业

本报乌海 5 月 14 日电 今年以来，围
绕“质量提升年、项目建设年、环境优化年”建
设，乌海市乌达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抽调各
相关单位部门主干力量 20 多人组成重点项
目推进专班，为企业提供咨询、接件、领跑、代
办等一站式贴心保姆式服务。专班每周调度
2 次，2 月至今，已累计开展调度 100 多次，为
企业协调解决了招工难、返岗难、资金短缺、
临水临电、土地排干、手续办理缓慢等问题
60余项，确保重点项目顺利推进。

（本报融媒体记者 郝飚 乌达区融媒
体中心 田峰）

阿尔山市
“清风干部”评定全面启动

本报兴安 5 月 14 日电 日前，阿尔山
市全面开启 2019 年度“清风干部”“清风标
兵”“清风村（社区）”“清风单位”评定工作，评
定扩大了参评范围，将全市科级及以下在编
在岗干部和职工全部纳入其中。此次“清风
干部”评定工作采取动态管理，将根据新标准
对上年度“清风干部”实行退出机制，将不在
评定范围、不符合评定标准的人员予以退
出。同时，建立“优秀清风干部”库和“典范清
风干部”库，进一步巩固评定成果。

（本报融媒体记者 高敏娜 阿尔山市
融媒体中心 吴迪）

锡林浩特市
“家电以旧换新”惠民服务走进社区

本报锡林郭勒 5 月 14 日电 为持续推
进“家电以旧换新”惠民服务工程，近日，锡林
浩特市商务部门联合家电企业，启动 2020年

“家电以旧换新”优惠政策及相关服务宣传活
动。本轮“家电以旧换新”活动时间为 4月下
旬至 12月底，主要针对电视、空调、冰箱和洗
衣机等旧家电进行免费上门回收。为快速拉
动消费增长，苏宁易购销售有限公司将回收价
格由去年的10至150元提高至10至800元。

（本报融媒体记者 巴依斯古楞 锡林
浩特市融媒体中心 王楹涵）

鄂托克前旗
公益诉讼守护公共利益

本报鄂尔多斯 5 月 14 日电 近年来，
鄂托克前旗检察院以“检察官作为公共利益
的代表”为己任，积极稳妥推进公益诉讼，守
护社会公共利益。今年以来，该检察院突出
履职重点，持续加大公益诉讼办案力度；强
化良性互动，确保“三个效果”统一；增强工
作效果，提升公益诉讼宣传质效，到目前办
理公益诉讼 25 件，确保检察公益保护与地
方发展大局同频共振。 （丁洁）

克什克腾旗
“硬核”监督护航复学复课

本报赤峰 5 月 14 日电 克什克腾旗纪
委监委派驻机构聚焦职能职责，立足发挥

“监督的再监督”作用，从严从实对全旗教育
系统疫情防控和复学准备工作进行监督检
查，为中小学顺利开学保驾护航。派驻纪检
监察组督促驻在单位召开复学复课准备工
作专项会议，邀请疾控卫生部门专业人员对
学校开展专题培训；要求各学校从细安排谋
划复课准备，扎实做好物资准备工作；有针
对性地开展专项检查，确认各项工作达到复
课标准。截至目前，全旗四年级及以上年级
已全部开学复课。 （宝山 苏妮尔）

五原县
建设 3000 亩黄河生态廊道启动

本报巴彦淖尔 5 月 14 日电 五原县黄
河滩地东西长 60 公里、南北长 4 公里，总面
积 335395 亩。今年，五原县启动 3000 亩黄
河生态廊道建设，主要选择适宜种植的红
柳、胡杨等树种，以防风固沙，防止水土流
失、改善黄河沿岸生态环境为核心，统一株
行距，横成行、竖成列，保证绿化工程的整体
性和美观性。据了解，沿黄廊道生态绿化工
程预计 5 月上旬全部栽植完成。

（本报融媒体记者 韩继旺 五原县融
媒体中心 何卓憬）

乌拉盖水库
向下游泄放生态水

本报锡林郭勒 5 月 14 日电 乌拉盖水
库充分发挥防洪调蓄、生态保护、水源涵养
等功能，5 月 10 日起向下游进行生态放水，
年计划泄流 1600 万立方米，以保障水库下
游生态涵养补水。在泄放前期，该水库利用
各种媒体向下游农牧民开展安全宣传，提高
防范意识。扎实有效地保护利用好管理区
水库的水资源，科学调度泄放生态流，对水
库上下游、左右岸，防汛抗旱、生态治理将起
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为管理区的经济社会发
展起到“水”的坚实支撑。乌拉盖水库于
2015 年 6 月开始除险加固，2018 年 10 月完
工 ，同 年 进 行 蓄 水 。 目 前 ，水 位 达 909.51
米，库容达 5300 万立方米。 （思博）

丹顶鹤丹顶鹤

﹃﹃
串门串门

﹄﹄
牧民家牧民家

□本报融媒体记者 郭洪申 扎鲁特
旗融媒体中心 白敖敏 摄影报道

近日，扎鲁特旗道老杜苏木南宝
力皋吐嘎查牧民布仁的奇遇让人羡
慕：他家来了一位“贵客”丹顶鹤，不但
不飞走，还每天“粘着”他，以至于他每
天遛起了“仙鹤”。

随着天气转暖，扎鲁特旗境内湿
地湖泊迎来成群结队的北迁候鸟，布
仁家的“客人”是它们中的一员。

据布仁介绍，这只丹顶鹤是他在
太本庙湖附近遇见的，令人意外的是，
它居然跟着他回到了家里。这几天，
丹顶鹤一直待在布仁家，成了他的“影
子”，不管他走到哪儿都会跟着。

布仁发现丹顶鹤后，第一时间向
扎鲁特旗森林公安局汇报了此事，民
警立刻来到实地进行调查取证，确认
这只大鸟确实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丹
顶鹤。经初步检查认定，丹顶鹤外表
未发现明显伤痕，可能是迁徙途中，体
力不支停下休息，因而落单。经多方
协商，民警近日将这只丹顶鹤送往黑
龙江省扎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扎鲁特旗是候鸟迁徙过境的重要
通道之一，每年春秋两季都会有数万
只候鸟过境。为了保障候鸟迁徙安
全，当地相关部门积极开展保护过境
候鸟等野生动物专项行动，加派警力
在候鸟聚集区域进行巡逻，加大打击
查处捕杀野生动物相关违法犯罪行为
的力度，为候鸟安全保驾护航。

云视角视角

布仁和丹顶鹤湖边散步布仁和丹顶鹤湖边散步

。。

展翅飞翔展翅飞翔。。

粘人的丹顶鹤。

美丽的丹顶鹤。

乌拉特中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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