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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善，汉语的意思是“五彩斑斓之地”，这一名称名副其实。
7 月，行走在“中国骆驼之乡”“中国肉苁蓉之乡”“中国观赏石之城”阿拉善，沙漠文化、草原文化、骆

驼文化、航天文化、奇石文化、口岸文化、多彩的民俗文化交相辉映。
世界三大胡杨林之一的额济纳胡杨林正值绿影婆娑；东风航天城蓝色的发射塔架在大漠戈壁若隐

若现；横贯全境的金黄色沙海见证着“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千古绝唱；大漠秘境的居延海碧波荡
漾、飞鸟翱翔；雄浑壮阔的沙海驼铃悠扬；梭梭林红柳紧锁黄沙铺向天际；千姿百态五彩斑斓的奇石吸引
着赏石人的目光；越野 e 族英雄会路牌描摹着全球最大的越野盛会的欢乐；十三家族的故事传承着土尔
扈特部东归的精神；居延汉简、曼德拉山岩画、黑城遗址勾勒着古丝绸之路的辉煌；三迁旗府为国防的旧
址和 735 公里边境线上流传着军民团结的动人故事；巍巍贺兰山、重建的定远营古城铺展出绿色发展的
新生活⋯⋯

苍天般的阿拉善令人心襟荡漾，笑容绚烂的阿拉善人令人心驰神往。

共建共治共享 城乡居民收入高于全区全国平均水平

阿拉善位于内蒙古自治区最西部，27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上生活着蒙、汉、回、藏等 28 个民族 25 万人口，是内蒙古面积
最大、人口最少的盟市，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 23.56%，蒙古
族人口占总人口 17.84%。这里自古以来就是北方各少数民
族游牧生息融合共生之地，各民族和睦相处交往交流交融历
史积淀深厚。1980 年建盟以来，生活在阿拉善的各族人民共
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经济社会发生巨大变化。

阿拉善在全区率先完成“人脱贫、村出列、旗摘帽”的脱贫
攻坚目标任务，实现了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民族都不
能少。学龄前到普通高中 15 年实行免学费教育，民族教育实
现“三语”教学。

2019 年，阿拉善地区生产总值和地方财政收入较建盟之
初增长了 527 倍和 637 倍，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42983
元和 21753 元，高于全区、全国平均水平。

交往交流交融 各民族团结奋斗共建美好家园

事成于和睦，力生于团结，经济的繁荣发展，人民的幸福生活得益于团结和睦安定和谐的发展环境。
以政治引领民族团结，阿拉善盟制定出台了《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党建+”工程化推进项目化实施的指

导意见》，着眼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生态保护等，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全面融入并推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
态文明建设全面发展，民族团结内容进入每个部门、每个居民的信息终端，走进大中小学课堂。

以发展促进民族团结，做强“苍天般的阿拉善”品牌，打造“国际旅游目的地”，英雄会、奇石节、胡杨
旅游节、骆驼那达慕等吸引着世界的目光，2019 年全盟接待国内外游客 2260 万人次，旅游总收入 210
亿元，近 7 万各族群众借助文旅产业从事餐饮业、农牧家游、民族服饰首饰、奇石、驼奶康养等产业增收
致富；争取“兴边富民行动”少数民族发展资金 3.3 亿元，实施项目 337 个，惠及面覆盖全盟所有苏木镇，
极大改善了各族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全盟 29 家企业被命名为自治区民族贸易企业，9 个苏木镇、嘎查被
挂牌为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培育形成了全球生产规模最大的靛蓝、金属钠、光引发剂生产基地，20
多种化工产品占全球市场份额的 50%以上；策克口岸和正在建设的乌力吉口岸让阿拉善逐渐成为丝绸
之路经济带和中蒙俄经济走廊的重要国际大通道。

以文化浸润民族团结，阿拉善建成陶布秀尔、萨吾尔登等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6 个项目
列入国家非遗名录，6 人成为国家非遗项目传承人，58 人成为自治区级非遗项目传承人，形成“民族团
结+人文教育”“民族团结+企业文化”的产业发展格局。累计投入各类文化建设资金 7 亿元，四级公共
文化服务网络呵护着各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

以生态助力民族团结，连续35年飞播造林治沙，形成了“绿带锁黄龙”的壮丽景观。苏和等一批治沙模范带动
了全国各地各民族的志愿者支援阿拉善生态建设，森林覆盖率由建盟初期的2.96%增加到8.01%，城镇建成区绿
化覆盖率达到39.95%，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45.73平方米，均远超国家平均水平，阿拉善成为西北宜居之地。

以双拥共建民族团结，打造居边护边堡垒户 150 户，涌现出边境线上的“护边额吉”尼玛老人等。伫
立于弱水河畔的东风航天城书写了中国航天事业的多个“第一”，每一次的成功都有阿拉善各族干部群
众顾全大局的无私奉献。今年 5 月 8 日，我国新一代载人飞船返回舱在东风着陆场预定区域成功着陆，
各族群众积极配合。阿拉善多年来还为军属解决就业问题，驻盟部队官兵则积极支持地方医疗、扶贫、
生态等工作，额济纳旗连续 5 次被评为全国双拥模范旗。

以法治保障民族团结，阿拉善草原“都贵楞”群防群治体系筑起了农牧区保护网，法官联系巡回办案点、“巡
回法庭”送法到农牧民身边，保障了各族群众合法权益，社会治安群众满意度和安全感连续五年全区领先。

同心同行同向 为中国梦贡献阿拉善力量

40年来，阿拉善331个集体和615名个人受到了盟级以上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全盟3旗均被授予“全国民族
团结进步模范集体”称号，4个单位被命名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示范单位，乌云苏依拉等12人被授予“全国
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称号。南斯勒玛、苏和、尼玛等民族团结故事在阿拉善大地广为传颂。

交往交流交融、共建共治共享，阿拉善各族儿女守望相助、团结奋斗、一往无前，为创造更加美好的
生活不懈奋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持续贡献着阿拉善力量。

苍天般苍天般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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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济纳旗的章兴红是汉族，他和蒙古族兄弟学习了
做蒙餐，如今血肠做得远近闻名，民宿开得红红火火。

位于阿拉善的东风
航天城是东方红卫星和
神舟飞船的起飞地，在
这里，双拥共建的故事
数也数不清。

阿右旗塔木素布拉格苏木牧民尼玛 49
年如一日忠诚护边，他们母子被称为边境线
上的“活界碑”。

阿左旗乌兰牧骑今年已经演出 100 多场，多语种传播
党的声音服务农牧民群众。

巴彦木仁
苏木回族人口
较多，在这里，
汉族、蒙古族、
回 族 和 睦 相
处、和谐共居。

为卫护黑城免遭
流沙侵蚀，苏和老人
从 2004 开始在黑城西
北方向执着“治沙”，
种下一片绿色，全国
各地各族人士前来助
力，如今这片绿色越
来越大，黑城的围沙
逐渐退却。

小 小 居 延 海 ，连
着中南海，在党中央、
国务院的关怀下，一
度干涸的居延海恢复
了往日生机。

阿左旗马鬃绕线蒙古唐
卡传习所负责人格日勒免费
开办培训班，汉族、蒙古族、高山族等各民族群众从全国
各地来这里学习非遗技艺。

6 月，部队官兵帮额济纳旗东风镇宝日乌拉嘎查五户
村居民谢晓花家硬化了院子和路面，出车更方便了。

阿拉腾朝格苏木蒙、汉、满、土等多民族聚居，其中土
族有 30 多名，在这里，各民族共同建起旅游点、入股合作
社，一起奔小康。

胡杨林中的吉日嘎郎图嘎查有土尔扈特部始祖回归
后的旧址，嘎查依据历史建起了土尔扈特民俗文化园，生
态+旅游增收致富。图为回归十三家族的猎人家族后人。

阿右旗民委
工作人员下乡时
为阿右旗板滩井
苁蓉专业合作社
负责人发放印有

“创建全国民族
团 结 进 步 示 范
盟”的纸杯和宣
传资料。

来自河南的汉族学生杨嘉鑫
和张雨轩在阿左旗读的是蒙古族
幼儿园，小学也上了蒙校，还分别
爱上了马头琴和陶布秀尔。

阿右旗曼德拉
苏木旭辉骆驼养殖
农牧民专业合作社
有三对哈萨克族养
驼 人 夫 妇 ，因 为 他
们 信 仰 伊 斯 兰 教 ，
合作社负责人也一
起 吃 清 真 餐 ，大 家
相处其乐融融。

中国秘境阿拉善中国秘境阿拉善··沙漠世界地质公园巴丹吉林庙海子沙漠世界地质公园巴丹吉林庙海子。。

27 万平方公里大地上的斑斓色彩绚烂笑容

（本版部分图片由阿盟民委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