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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6 月 27 日讯 （记者 戴宏）
6 月 26 日，自治区党 委 副 书 记、自 治
区主席布小林深入乌兰察布市兴和
县、卓资县，调研生态保护和旅游业
发展情况。

夏日炎炎，乌兰察布大地天高云
淡，草木葱茏。布小林走进苏木山自
然保护区调研生态保护治理情况。苏
木山是自治区中西部最大的人工林场
和国家 4A 级森林公园景区，60 年来
兴和县广大干部群众同心协力创造了
荒山变绿洲的奇迹。布小林沿着木栈
道拾阶而上，详细了解苏木山从荒山
到人工林场和旅游景区建设发展的历
程。她指出，苏木山几代建设者们用
实际行动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理念，要大力弘扬这种精神，使其
在新时代得到进一步升华。

随后，布小林来到红召高山牧场
调研。高山牧 场 占 地 约 10 万 亩 ，是
大 青 山 国 家 级 自 然 保 护 区 的 一 部
分 ，属 于 典 型 的 高 山 湿 地 草 原 。 艳
阳 下 ，牧 场 碧 空 如 洗 ，水 草 丰 茂 ，各
色野花竞相绽放，牛群、羊群在草地
上 悠 闲 地 吃 草 ，马 群 从 远 处 飞 奔 而

来 ，“ 天 赐 草 原 ”的 美 景 呈 现 眼 前 。
布 小 林 仔 细 询 问 草 原 生 态 保 护 、旅
游 业 发 展 等 情 况 ，要 求 当 地 和 相 关
部 门 大 力 推 行 绿 色 生 产 生 活 方 式 ，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布小林强调，内蒙古是我国北方
面积最大、种类最全的生态功能区，也
是生态环境非常脆弱的地区。要倍加
珍惜我区良好生态环境这一最宝贵财
富，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理念，始终保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
的战略定力，把保护草原、森林作为生
态系统保护的首要任务，统筹山水林
田湖草系统治理，守护好祖国北疆这
道亮丽风景线。

布小林指出，良好的生态环境是
发展旅游业的基础，保护生态和发展
生态旅游相得益彰。要以生态环境保
护为前提，进一步丰富优质生态旅游
产品和服务供给，提升旅游品位、丰富
旅游业态、增强产品吸引力，拓展旅游
发展的空间，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
的美好生活需要。

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调
研。

布小林在乌兰察布市调研
生态保护和旅游业发展

□本报记者 宋阿男
实习生 刘亦然

6 月 21 日，包头市九原区哈业胡
同镇永丰村包头茂盛种牛繁育科技有
限公司养殖场，一头头从澳洲进口的
奶牛正在悠闲地吃着草料，厂长张新
文和工作人员正在查看奶牛的进食情
况。

记者跟随张新文在养殖场走了一
圈，没看见几个员工，有些疑惑。

“人有运动手环，我们的牛也有智
能项圈，可以 24 小时监测每头牛的健
康数据。”张新文说，现在奶牛养殖管

理更主要是依托现代化的物联网技
术，通过每头奶牛脖子上的电子项圈
和养殖区的信号接收器相连接，牛的
产奶量、运动量、进食量等所有数据都
会汇总到电脑，牛有不适电脑都会发
出警报提醒工作人员注意，还可以针
对不同圈舍牛的情况调整饲喂配方，
有了科技支撑，养殖场的管理自然更
加高效。

随着内蒙古乳业百亿集群项目的
落户，张新文对未来的发展信心更足
了。他说：“我们后期通过和蒙牛集团
的深度合作，通过奶品质的打造和奶
牛养殖场的高标准建设，来提高奶源
的稳定性和质量安全。下一步我们还

计划启动近 170 亩的二期养殖基地，
再订购一批澳洲进口奶牛，严把产品
生产安全关，让广大消费者都能喝到
安全放心的牛奶。”

在规模化养殖中实现生态化、智
慧化、融合化，是当前包头市九原区贯
彻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战略，实现畜牧
业产业转型升级的生动实践。

1 个人 1 部手机，就可以照顾好 5
个养殖棚里的近万只黑猪。在九原区
哈林格尔镇中首农牧业开发（包头）有
限公司土黑麻淖村养殖园区，负责人
雷文东告诉记者，在他的手机上，猪舍
内的温度、湿度、通风等数据一目了
然，只要轻轻一点，就可以自动调节猪

舍 的 气 候 环 境 ，猪 就 像 住 进 了 空 调
房。他说：“猪舍采用发酵床处理模
式，结合现代微生物发酵处理技术，让
排泄物直接分解，实现养猪无排放、无
污染、无臭气。”

九原区以科技为支撑，以绿色为
指引，以品牌为目标，推进科技兴牧、
生态立牧、产业强牧，全力构筑绿色畜
牧产业集群谱写“现代牧歌”，目前已
组建包头市级产业化联合体 8 家，认
定家庭农牧场 25 个，农牧业产业化企
业（合作社）2019 年实现销售收入 2.8
亿元，同时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确保
2020 年所有嘎查村集体经济收入达
到 20 万元以上。

九原区：绿色发展谱写“现代牧歌”

□本报记者 赵娜

四五十斤重的大南瓜、紫色的油
菜、五彩缤纷的茄子⋯⋯这些别具一
格的太空蔬菜种植于扎兰屯市达斡
尔民族乡绿色蔬菜种植科普示范基
地。

“咱这蔬菜是用太空种子种植的，
不仅销得快价还高。”谈到这个项目，
科普示范基地的负责人徐继霞笑得合
不拢嘴，“目前，基地引进了‘航空一
号’黄瓜、‘深青 971’西红柿等 27 个品
种。这些新品种营养丰富、口感好、产
量高、适应性还强⋯⋯”

徐继 霞 说 ：“ 我 就 是 一 个 普 通 的
农民，过去也不懂啥技术，多亏科协
搭 建 了 平 台 领 着 我 们 去 外 面 学 习 ，
眼 界 宽 了 ，致 富 的 门 路 也 就 多 了 起
来。有一次跟着科协去深圳学习，看
到了这稀罕的太空种子就想到了回
乡种植。科协不仅帮我跟科研机构
建立联系，还经常派技术专家进行指
导。”

徐继霞在自己致富的同时，也帮
助大家伙一同致富。53 岁的达斡尔族
大姐齐玉凤说，“ 我 们 老 两 口 身 体 不
好 ，自 打 来 基 地 里 打 工 后 家 里 的 生
活 有 了 很 大 的 变 化 。 基 地 离 家 近 ，
活儿不重，一年能收入 3 万多块钱，
又 能 学 到 不 少 新 技 术 ，这 好 处 太 多
了！”

还 有 很 多 像 齐 玉 凤 一 样 的 贫 困
户 ，通 过 学 习 新 技 术 实 现 了 自 我 提
升。家住扎兰屯市卧牛河镇红旗村的
张景涛以前一直靠着打零工维持生
活，自打来到扎兰屯市森宝黑木耳种
植公司的种植基地，在科技专家手把
手地指导下，从最初的食用菌种植“门
外汉”，变成了行家里手。

“我要把学到的种植技术教给更

多农户。”张景涛坚定地说。
“通过技术培训，越来越多的人像

张景涛一样从贫困户变成了致富能
人。”扎兰屯市森宝黑木耳种植公司种
植基地负责人、农技协科普专家李玉
梅介绍，目前该基地通过技术引进、
联合攻关建起了食用菌研究所，研发
出 一 系 列 新 产 品 ，采 取“ 企 业 +合 作
社+农户”的模式，带动了越来越多的
村民致富。

近年来，自治区各级科协发挥自
身组织优势、科技优势和人才优势，找
准科技助力这个切入点，组织动员全
区科技工作者积极投身脱贫攻坚战，
将课堂搬到了田间地头。越来越多的
新技术、新品种成功落地，让扶贫工作
日渐实现“精”“准”“优”，让更多贫困
群众尝到了科技致富的甜头。据统
计，内蒙古科协连续两年组织 300 多
名科技专家走进基层，开展科普报告、
专题讲座及实用技术现场指导，累计
讲 课 695 场 次 ，培 训 农 牧 民 18 万人
次。

疫情冲击之下，科技工作者也在
积极寻找新的发力点。鄂伦春自治旗
诺敏镇科技特派员工作站站长张玉林
就开展起了线上培训 ，建 起 了“ 老 张
聊农事科技服务”微信群，确保贫困
户 养 殖、种 植、加 工 技 术 指 导“ 不 掉
线”。

“科技人才是推动产业发展助力
脱贫攻坚的重要力量。”内蒙古科协宣
传联络部部长杨生华介绍，内蒙古科
协将持续开展百名专家走进盟市旗县
科普传播行活动，组织科普专家队伍
和科技志愿服务队伍实施科技志愿服
务“智惠行动”。各地科协组织也将结
合当地实际，小规模、多形式、多层次、
灵活开展科普活动，在“志智双扶”上
持续发力，不断激发基层困难群众脱
贫致富的内生动力。

扶智造血助脱贫
□本报记者 胡日查 高敏娜

实习生 赵洹

每年的端午节前后，兴安盟突泉
县突泉镇大营子村都弥漫 着 忙 碌 和
欢庆的气氛。家家户户院子里的紫
皮 蒜 已 经 进 入 成 熟 期 ，亲 朋 好 友 齐
聚园田，将地里绿油油的蒜苗拔出后

用麻绳捆扎好，装篮装车，等待专人上
门收购。

“我家这 3 亩多地的园子，一年收
入不少，现在蒜苔出来了，能卖 3000
多元，过两天起蒜后就种白菜，两茬菜
能收获 1 万多元。”村民格日乐笑着
说。

据了解，大营子村种植紫皮蒜已
有 50 多年历史，截至目前，村里 180

户农户家家户户都在房前屋后种蒜，
总种植面积已经达到 200 多亩。依托
丰厚的种植经验，各家各户都有着可
观的经济收益，平均一人能增收 2000
元左右。

为了提升紫皮蒜的影响力，2001
年大营子村申请注册了“溪柳紫皮蒜”
产品标志，并取得绿色产品经营证书，
溪柳大蒜有了自己的“身份证”。2003

年 10 月，紫皮蒜农产品获“内蒙古自
治区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基地认证”，
2006 年 6 月，“溪柳紫皮蒜”商标正式
被国家工商总局注册为国家知名商
标，2008 年，注册了紫皮蒜合作社。
2014 年，注册了“溪柳紫皮蒜”内蒙古
自治区著名商标。溪柳紫皮蒜还有了
专用的包装箱，使“小小蒜头”成为了
享誉全国的“明星蒜”，身价倍增。

突泉县：“明星蒜”进入成熟期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东风路街道昭君新村社区工作人员、社区居民和志愿者正
在包粽子。近日，该社区举办民族团结心连心邻里节活动，大家欢聚一堂包粽子
吃粽子，并将包好的粽子送到社区一些老人家中。 本报记者 孟和朝鲁 摄

粽香牵起邻里情

6 月 26 日，牧民正在套马。当日，内蒙古锡林郭勒盟
乌珠穆沁草原上的牧民举办套马、驯马等蒙古族传统活
动，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观看。

本报记者 马建荃 摄

套马

□本报记者 巴依斯古楞

穿过太仆寺旗宝昌镇，顺着宝固县
省道一路向东南方向行驶 7.5 公里，一
座仿古的城门引人注目，随之映入眼
帘的是 3 个刚劲有力的大字——边墙
村。

穿过这道古色古香的“城门”，林
荫间的水泥路延伸到村庄，湿地公园
里的凉亭、木栈道、草坪，一派清新的
田 园 风 光 。 沿 路 的 村 边 是 明 亮 整 洁
的民宿院落，有几处小二楼、四合院点
缀其中，村民的住宅整齐划一，横竖成
排⋯⋯欣欣向荣，是边墙村给人的直观
印象。

谁能想到，8 年前的边墙村还是太
仆寺旗最难的贫困村之一——土路、土
房、土院墙，贫困人口多、没有产业、贫
困发生率高。当时，村里只要有些能力的
人全部往外转移，可王文成却带着自己
18年努力攒的资金回到了故乡。

开石料厂、牵头办养殖合作社⋯⋯
回乡不久，在村委会班子换届选举中，
王文成又一次被推选担任边墙村的村

委会主任，以前几次被推选他都没有考
虑回来，这次，他认真考虑了这事。“以
前大伙儿就推选过我，可那时真没想当
村官，说老实话，不如踏踏实实过好自
己的日子。”王文成憨笑着说，“后来一
想，既然大伙儿这么相信我，我索性当
个带头人，领着大家拼一拼，争取过上
好日子。”

新官上任三把火。王文成当选村

委会主任后，做了三件大事，奠定了边
墙村变强的基础。

多年来，由于考学、婚迁、新生、病
逝等原因，边墙村土配所有权矛盾突
出。王文成在村民大会上拿自己“开
刀”，做到按公平公正原则，土地该得必
须得、该让务必让。在王文成上任后的
第一个春天，边墙村完成了土地的重
新 分 配 ，土 地 调 整 这 事 儿 ，乡 亲 们 心
服口服，为后来的土地流转打下了基
础。

随后，王文成带领着村民，把过去
废弃大坑拉土填平后建了 80 座大棚，
不仅完成了对环境的治理，出租后也为
村集体带来每年 16 万元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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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成：让边墙村变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