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详见第 3 版

内蒙古日报社出版 国内统一刊号：CN15-0002 邮发代号：15-1

今日8版

第25920期

2020年6月22日
庚子年五月初二 星期一

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机关报

内蒙古日报客户端

□新华社记者 陈旭 李放 勿日汗

“现在种洋芋可不用犯愁了。”40
多岁的胡国柱是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
布市察哈尔右翼前旗望爱村的种地大
户，说起种地，他滔滔不绝地讲起了自
己的种地经历。

6 年前，胡国柱从邻近的旗县来到
望爱村，通过土地流转租下 600 亩旱
田，种起了马铃薯。

乌兰察布市气候冷凉、土地贫瘠，
生态环境脆弱，粮食产量低而不稳，深
度贫困人口一度占内蒙古的 46.2%。
而独特的气候和土壤条件却成就了业
界公认的马铃薯产业黄金带，目前，乌
兰察布市每年鲜薯总产量约 450 万吨，
被誉为“中国薯都”。

6 月中旬，记者一行从北京出发，
乘坐 1 个多小时高铁到达乌兰察布市
后，转乘汽车前往望爱村。刚下国道，
起伏的山丘上，漫山遍野的马铃薯嫩
芽随风摇曳，黑色滴灌管道四通八达。

记者见到胡国柱时，皮肤黝黑的他正

在地头的简易房前收拾大型农用机械。
“农民种地原来没什么保障，丰收

了没销路，不丰收没产量，咋种都是
亏。”胡国柱回忆当初、感慨万分，“如
果没有来自北京的帮扶，我怕是早就
出去打工了。”

近年来，随着京蒙对口帮扶的不
断深入，如何让贫困群众稳定脱贫成
为 来 自 北 京 对 口 帮 扶 干 部 的 首 要 工
作。2016 年，在北京挂职干部的大力
引荐下，来自北京的凯达恒业农业技
术开发有限公司落户乌兰察布市京蒙
合作产业园，围绕马铃薯做起了文章。

在园区内的凯达公司，记者看到
300 多米长的生产线上，智能化、自动
化装备琳琅满目，一排排低温油浴设
备上还贴有各村的名字。

北京市挂职干部、察哈尔右翼前旗
副旗长卫问童说，2019 年北京市投入
京蒙帮扶资金 2960 万元购买油浴设备
作为 30 个当地贫困村的资产托管，每
年分红 300 多万元用于贫困村集体经
济。一手“扶”住了当地的龙头企业，一
手“托”起了当地最困难的贫困户。

早在 2013 年，京蒙合作产业园就
已获批成立，目前已成为承接非首都
功 能 疏 解 和 京 津 冀 产 业 转 移 示 范 园
区，2019 年工业总产值 163 亿元，共
181 家企业落地生根。

“从首都来到‘薯都’，两地资源优
势实现互补。”内蒙古薯都凯达公司副
总经理王国平说，目前凯达一期薯条
加工厂已投产运营，去年收购马铃薯 7
万吨，截至去年底共带动建档立卡贫
困户 4343 人。

从 前 的“ 土 蛋 蛋 ”变 成 了 如 今 的
“金蛋蛋”。

“现在手里有了凯达的大订单，舍
得浇水、舍得除草、舍得花钱。”胡国柱
说，今年他与凯达公司签订一级种薯
培育基地订单，以每斤 0.75 元保护价
收购，公司还派技术人员下地指导。

“播种、浇水、施肥全部上了机械，种地
比以前精细多了。”

望爱村党支部书记孟铎说，像胡
国柱这样的种植大户，不仅带来了土
地租金收益，更能促进贫困户就业，村
民在本地打工每天能赚 150 元左右。

“切洋芋块一天 100 块，今年光切
洋芋块就赚了 3600 块。”村民段秀珍给
记者算了她家的账单。虽然脱贫了，
但是 65 岁的段秀珍已经干不了重体力
活。“原来穷得没办法、没本事，才在家
种地，如今在家种洋芋都发了财。”

“产业帮扶重在因地制宜。”北京
市挂职干部、乌兰察布市副市长郑晓
博说，产业扶贫一端连着市场、一端连
着贫困户，如何实现优势互补、双方共
赢，关键在于让引进来的企业能落地、
能发展、能带动。

2019 年，乌兰察布市曾经的 8 个
国家级贫困旗县共引导 35 家北京企业
落地，落实投资额 8.77 亿元；双方共建
产 业 园 区 11 个 ，截 至 去 年 入 园 企 业
184 家，落实投资 4.96 亿元。

有订单、有劳力、有技术⋯⋯有了
全方位的保障后，今年胡国柱一口气
购入土豆播种机、收割机、拖拉机等 6
台新型农用机械。“以前都是没本事的
人才留在村里种地，现在咱种地都是

‘挺着腰杆’种！”
（新华社 6 月 21 日电）

首都帮“薯都” 农民挺起了“腰杆”

□本报记者 白喜辉 李玉琢 梅刚

乌仁将已经设计好的图案附帖在
牛羊皮上裁剪、雕刻、上色，然后用皮毛
与之拼接，再配上各种颜色的彩石，一
件极具鄂温克民族特色的“太阳姑娘”
非遗皮毛饰品便完成了。

日前，在鄂温克族自治旗民族文化
产业创业园太阳姑娘工作室，千余件民
族特色鲜明的饰品让人眼前一亮。工
作室创办者乌仁在绒布上裁剪图案，女
儿艾吉玛飞针走线绣太阳花，母女俩联
手制作鄂温克手工挂件，配合得天衣无
缝。在这间工作室，她们创作出无数魅
力独具的民族手工艺精品，获得许多奖
项，更获得了无数游客的夸赞。

“在传承发展本民族非遗保护项目
的同时，我们还与兽骨文化、苏绣制作技
艺、蒙古族毡艺制作技艺等项目传承人
开展跨界合作，开发出多元化的文化衍
生品，带动贫困妇女增产增收。”乌仁说。

今年 52 岁的乌仁是鄂温克旗伊敏
苏木阿贵图嘎查牧民，但传统的畜牧业
生产并没有给她带来富裕的生活。怎
样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呢？

2005 年，鄂温克草原上兴起牧户
游，乌仁开始尝试接待游客，她从小就有
美术天赋，父辈在教孩子们做鄂温克族
传统手工艺品时，她总是学得最快、做得
最好。在经营牧户游期间，她用自己制
作的“太阳花”妆点蒙古包，佩戴着“太阳
花”饰品接待游客，她发现许多来自天南
海北的游客都对“太阳花”非常感兴趣，
购买者络绎不绝。“为什么不做点‘太阳
花’售卖呢？既可以把鄂温克的民族文
化传播出去，又能增加一部分收入。”

乌仁想靠“太阳花”致富的想法并不
顺利，人们嘲笑说：几片兽毛、几个珠子，
大家都会做，谁会花钱买？但倔强的乌
仁打定主意，决心要干出一番事业。

她从只会往图案上缝彩石，到剪裁
出成品皮样，再到创新各种“太阳姑娘”的
设计、制作，从被动等游客上门购买，到主
动参加国内外展销会，让民族非遗技艺大
放异彩。凭着这门手艺，乌仁获得了可观
收入，不仅实现了脱贫，还对生活有了信
心，“我能学会一项技能，做出一件件非遗
手工艺品，还能凭手艺过上好日子，我感
到很自信，更实现了自己的价值。”

几年间，乌仁把自己的工作室从小
平房发展成鄂温克太阳姑娘文化发展
有限公司。从公司创建之初，她就把公
司定位在“保护民族文化，传承民族精
神，服务旅游市场，解决牧民就业”上。

经过 10 年摸索，“太阳姑娘”制作
技艺被列入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乌仁也入选自治区级非遗代表性
传承人。与此同时，她积极开展非遗文
化保护传承活动，培养了 8 名“太阳姑
娘”非遗代表性项目传承人，派出非遗
传承人到全国各地参加比赛、交流经
验，提高她们的专业水平。

为了将鄂温克民族优秀文化延续
下去，从祖先手中传承民族记忆，让更
多的人了解本民族历史文化，乌仁走进
各个旗县、苏木、嘎查、街道办事处，向
本民族妇女传授“太阳姑娘”系列皮毛
手工艺品制作技能，并为她们解决原材
料及销售问题。

2016 年，鄂温克旗民族文化产业
创业园建成，乌仁将公司迁至园区，员
工也由最初 1 人发展到 14 人，其中 5 人
是贫困户。她先后在阿荣旗、扎赉诺尔
区、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根河等
地开展培训，带动数千名妇女实现了家
门口就业。以 2019 年为例，乌仁扶助
当地建档立卡贫困户 12 名，每人每户
增收近 3000 元。

乌仁还将非遗与旅游紧密结合，在
当地率先建立了“太阳姑娘”非遗体验
馆，与当地多家旅行社达成合作，吸引
更多游客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关注，从非
遗+旅游衍生出非遗+研学模式，探索
出文化传播与旅游产品融合发展的新
途径，仅 2019 年她就接待研学团队 70
个 1500 人，在让小朋友们体验到鄂温
克族独特非遗文化的同时，也让这些古
老的民族非遗手工技艺推陈出新。

女儿艾吉玛大学毕业后，毅然回乡
和母亲一起创业，借助互联网平台做线
上线下推广，拓宽了营销渠道，成为颇具
知名度的民族文化产品推广“网红”。“很
多人是网络购物，但妈妈不会用汉语打
字，就让我做销售工作，还教我制作各种
非遗产品，拓宽了创作思维。”艾吉玛制
作的太阳花不仅保持了传统手工艺特
色，还在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创新，融入了
更多的民族元素。特别是今年新冠肺炎
疫情的不利形势下，艾吉玛把线上销售
做的更是风生水起。5月份，工作室制作
的手工艺品销售额达到 3 万元，产品远
销广州、上海、西藏等地。

鄂温克旗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
蕴，为弘扬多民族文化特色，该旗深入挖
掘、培养、支持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传承
人，集聚各民族优秀人才入驻民族文化
产业创业园，其中包括 26 名非遗传承
人，囊括了 23 项非遗传承项目，已入驻
企业 121 家，直接带动就业 1000 余人。
如今，这些少数民族特色技艺不仅成为
鄂温克族自治旗的一张文化名片，还成
为本旗脱贫攻坚的一支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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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花”点亮幸福路

本 报 兴 安 6 月 21 日 电 （记 者
胡 日 查 高 敏 娜）兴 安 盟 以 生 态 优
先、绿 色 发 展 为 导 向 ，近 年 来 大 力 实
施 米 产 业“ 双 百 双 千 ”工 程 ，政 府、企
业 、农 民 合 力 打 造“ 兴 安 盟 大 米 ”品
牌 ，运 用 互 联 网 新 零 售 模 式 ，与 全 国
20 多家百强零售企业合作，运用电商
直 播 ，依 靠 新 媒 体 流 量 获 取 订 单 ，并
在蒙古国等国家和香港、澳门地区开
展“兴安盟大米”展览展示活动，使线
上 线 下 齐 发 力 推 广 销 售 成 为 做 大 做
强“兴安盟大米”产业的强力引擎，形
成 了 种 植 订 单 化、产 品 优 质 化、营 销
品牌化。

兴 安 盟 快 递 物 流 联 运 中 心 2019
年 11 月投运至今，已有顺丰、韵达、天
天、中通、申通、圆通、优速等 8 家快递
企业入驻，累计进出港量 700 多万件，
日 均 进 出 港 超 10 万件。兴安盟成为
全区最早以盟为单位实现电商全覆盖
的地区，全盟 6 个旗县市均被列入国家
电商进农村综合示范县。目前，全盟
引进和自建各类电商平台 28 个，入驻
淘 宝、天 猫、京 东、美 团、携 程、斗 鱼、
抖音、快手等全国前 10 名综合型电商
平台，形成多平台、多网络、多渠道的

销售模式。
同时，兴安盟与物美、步步高、家

乐福、华联、永辉、维多利等全国 20 多
家百强零售企业形成紧密战略合作关
系，经营的 200 多家实体经销店遍布近
20 个省、自治区和 4 个直辖市。在全
国进驻大型酒店 58 家、进驻机关食堂
69 家、进驻经济园区 55 家、常驻各类
展馆 37 家。仅扎赉特旗龙鼎农业每天
销往湖南步步高集团的“兴安盟大米”
就达 30 吨。

这两年，兴安盟运用电商直播，依
靠新媒体流量获取订单，在网络销售
方式方面实现新突破。邀请多位粉丝
达百万级的网红主播走进兴安盟开展
直播 7 场，参与阿里集团“脱贫攻坚公
益直播盛典”17 次，多位旗长多次直接
参 与 淘 宝 网 络 直 播 销 售“ 兴 安 盟 大
米”。“兴安盟大米”成为阿里巴巴淘乡
甜网上的明星产品，产品销量排名粮
油类产品第一名，实现了由“种得好”
向“卖得好”转变。

目前，兴安盟以品牌建设和推广营
销为抓手，深化线上线下销售融合力
度，努力向全年线上销售 1 亿元、线下超
过 10 亿元的目标冲刺。

“兴安盟大米”成为
线上线下“双明星”品牌

只争朝夕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6 月 21 日，市民在呼和浩特市青城公园观赏莲花。当日是二十四节气中的夏至，青城公园莲花池里的睡莲初醒，引得
许多市民前来游园赏莲，感受盛夏里的几许清凉。 本报记者 怀特乌勒斯 摄

夏至赏莲 亲近自然

央视网 6 月 21 日讯 习近平总
书记 2017 年给内蒙古乌兰牧骑队员
们回信时指出，大力弘扬乌兰牧骑的
优良传统，扎根生活沃土，服务牧民
群众，推动文艺创新，努力创作更多
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
永远做草原上的“红色文艺轻骑兵”。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草原红色文
艺轻骑兵——乌兰牧骑，风雨无阻为
农牧民群众送演出、送服务。人民在
哪里，乌兰牧骑的服务就延伸到哪里。

6 月 17 日是乌兰牧骑成立 63 周
年的日子。这几天，“乌兰牧骑月·一
切为了人民”系列活动在内蒙古各地
农村牧区开展。除了传统文艺演出，
这一次，草原轻骑兵还给牧民百姓带
来了理论宣讲、科普知识、健康义诊、
贫困帮扶等实打实的服务。

这 样 的 服 务 将 持 续 两 个 月 左
右。1957 年 6 月 17 日，在锡林郭勒
盟苏尼特右旗草原上成立了第一支
乌兰牧骑，诞生 63 年来，乌兰牧骑从
最初的 9 个人、两辆勒勒车、四件乐
器，发展成为全自治区的 75 支队伍
3000 多名队员。

2017 年 11 月 21 日是乌兰牧骑

队员终生难忘的一天，他们收到了习
近平总书记的回信。

2019 年 7 月 15 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内蒙古赤峰市考察时观看了社区
乌兰牧骑队员表演的节目，再次为乌
兰牧骑点赞。总书记的关怀激励了

内蒙古全区乌兰牧骑队员。乌兰牧
骑从原先的一支支文艺小分队逐步
演变成了“送政策、送科技、送文艺、
送医疗”的综合服务队。

伊金霍洛旗乌兰牧骑与贫困户
王达赖结成了帮扶对子，帮他家盖起
了一个近 300 平方米的羊舍。

从 2018 年开始，内蒙古成立了
“草原轻骑兵志愿综合服务队”，包括
理论宣讲、法律知识、卫生健康、脱贫
攻坚、生态保护等 220 支专业志愿者
队伍。

2019 年 11 月 1 日《内蒙古自治区
乌兰牧骑条例》正式实施，乌兰牧骑从
硬件设施到政策资金都有了保障。在
履行传统职能的同时，乌兰牧骑开办
公益培训班延伸服务。如今，“乌兰牧
骑+”志愿服务队已深入到偏远农村牧
区 、少 数 民 族 聚 居 区 、边 防 哨 所 等
2000多个服务点进行综合服务。

最近，内蒙古还出台了网上乌兰
牧骑工作方案，将开展 10 项线上主题
活动，同时加强平台建设，培养直播
达人、建设乌兰牧骑数字资源库等，
多地推出决战决胜脱贫攻坚主题线
上作品展，宣传脱贫攻坚。

内蒙古乌兰牧骑：扎根生活沃土 一切为了人民

乌兰牧骑正在演出（央视截图）。

基层天地广阔 青春大有作为
——聚焦“三支一扶”计划实施十五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