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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阿拉善 7月 19日电 （记者
刘宏章 实习生 闫琛琛）盛夏，记者
在阿拉善盟贺兰山丰源三矿生态治理区
看到，经过近几年开展的贺兰山地区环
境综合整治，昔日因常年采煤形成的黑
残山体，如今已被绿草覆盖，三五成群的
岩羊在山间嬉戏觅食，群山之间、山谷之
中，绿意盎然，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管理局宣传员袁丽丽自工作以来，时常
到保护区内拍摄照片、收集素材，她用
一张张照片记录下贺兰山环境综合整
治后的变化。“刚开始光秃秃的，在撒播
或补播草籽后，绿色一年比一年多起来
了。”袁丽丽说。

贺兰山是阿拉善的“母亲山”，也是
我国西部重要的天然生态屏障，其生
态环境直接影响黄河、宁夏平原、河套
平原及西北、华北地区生态安全。近
年来，阿拉善盟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
书记对内蒙古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
批示精神，坚定不移走以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
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把
祖国北疆这道万里绿色长城构筑得更
加牢固。

贺兰山保护区内矿产资源富集，很
多矿产资源开采加工项目在保护区成
立前就已存在，如太西煤集团古拉本煤
矿，上世纪50年代就已开始采挖；二道
岭煤矿、大岭煤矿相继于上世纪80年
代初设立，后来又陆续出现阿拉善盟丰
源公司三、五矿。2006年至 2011年，
受经济利益驱使，保护区周边又出现一
些小型洗煤厂，污染了环境，让保护区
的生态环境受到严重威胁。

党的十八大以来，阿拉善盟委、行
署和阿左旗旗委、政府先后于2016年6

月、2017年6月、2018年5月相继实施
了贺兰山保护区及周边环境整治专项
行动。贺兰山管理局对保护区内的工
矿企业进行了环境综合整治，政府累计
投资1200余万元，共拆除各类建筑物4
万余平方米，拉运黄土50余万立方米，
采挖坑回填300余万立方米，渣台覆土
治理180万平方米，飞机和人工撒播草
籽9500亩，保护区生态环境综合整治
取得阶段性成效。

2017年至2019年，阿拉善盟利用3
年时间，组织开展了贺兰山地区生态环
境隐患集中整治攻坚战，制定出台《阿拉
善盟自然保护区内矿业权和工矿企业退
出实施方案》，明确目标任务和工作措
施，按照关停、拆除、清理、整治、验收、注

销的程序，全面清理贺兰山保护区内的
工矿企业，永久性封闭煤矿井洞17处，
有效遏制了保护区内违法违规破坏生态
和污染环境行为，加大力度推动保护区
内矿业权退出工作。截至目前，自然保
护区内8宗矿业权完成退出，退出率达
100%，生态环境治理卓有成效。“保护区
矿业权的退出为更好地保护贺兰山生态
环境打下了良好基础。”阿拉善盟自然资
源局副局长姚远告诉记者。

在打赢贺兰山生态保卫战基础上，
阿拉善盟持续用力，加大贺兰山保护区
森林防火力度，强化森林资源管护，先
后完成了保护区生态修复、管护设施、
防火道路等建设项目，实施了工作站、
森林公安派出所、管护站等各项基础设
施建设工程，不断推进保护区森林资源
的保护工作。截至目前，内蒙古贺兰山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森林资源面积由
2001年的 51.8万亩增至58.2万亩，森
林覆盖率由51%增至57.3%，山涧明流
由禁牧前的13条增至21条，自然生态
恢复明显。

环境整治让贺兰山重现秀美容颜

□本报记者 苏永生

夏日的兴安盟扎赉特旗阿拉达尔
吐苏木沙日格台嘎查，山清水秀，满目
葱茏，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成群的牛
羊在草甸子上悠闲地吃草；庄稼地里，
成片成片的玉米、大豆长势正旺，透出
一片绿意。宽敞干净的马路两旁绿树
成行，一座座院落整齐排列，院子
里，豆角、西红柿、青椒等各种蔬菜
长得正欢。

沙日格台嘎查党支部书记张宝山
介绍，沙日格台嘎查是一个蒙古族聚
居嘎查。10年前，嘎查房屋破旧、道路
泥泞，村民人均年收入徘徊在1800元
左右，全嘎查392户村民80%的住房是
土房和危房，近70%的住户是不同程度
的贫困户。2014年到2019年，嘎查定
点帮扶单位——自治区民委累计向沙
日格台嘎查投入少数民族发展资金
1979.2万元，帮助嘎查改善基础设施、
发展富民产业、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在
自治区民委的全力帮扶下，嘎查3个自
然屯全部修通了水泥路，彻底告别了土
坯房，新修了广场、民俗馆、党群活动中
心。嘎查大力发展肉牛、肉羊养殖，
2018年脱掉了贫困嘎查的帽子，2019
年 75户贫困户全部退出了贫困行列。
现在，嘎查群众正在帮扶工作队的带领
下，想方设法积极发展生产，向着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挺进。

走进村民佟双节新建的住房，一张
挂在墙上的全家福首先映入眼帘，佟双

节和丈夫与女儿女婿的合影非常喜
庆。住房里沙发电视等家具和电器一
应俱全。佟双节正在自己新建的加工
车间里加工奶制品。工作台上，6个奶
锅里，新挤的牛奶正在加热。

“一锅装4斤牛奶，可以做1张奶皮
子。我家的牛都是经过改良的西门塔
尔牛。除制作奶皮子外，我还制作黄
油、奶干，一天可以消耗六七十斤鲜
奶。黄油60元1瓶，奶干3元钱1块，奶
油渣子30元1瓶，我每天做的奶制品不
用出家门就全部卖完了。”佟双节高兴
地说。

在沙日格台，佟双节是出了名的勤
劳致富户。2019年，她家投资20万元
建了100平方米的住房，今年又投资20
万元新建了30平方米的奶制品加工车
间和两个牛舍。

“我 28年前姑娘还没出生时就自
己制作奶制品来卖，当时奶干1块才3
毛钱。我家现在种着200亩地，养着41
头牛。每天，我和丈夫早上3点多就起
来干活，两人轮着放牛，晚上11点多才
能休息。我丈夫海五宝还有肉牛改良
的技术，一年下来也能挣个七八万。我
们自己有手脚，就要靠劳动致富，不能
给国家添麻烦。今年冬天，我准备雇一
个喂牛和挤奶的人，把养殖业和奶食品
加工业做大。”佟双节说。

走进建档立卡户吴初一家的院子，

几名工人正在修建棚圈。吴初一的妻
子徐荷叶在院子里跑前跑后忙个不
停。

扎赉特旗人民武装部驻村帮扶工
作队员苏福川说：“ 吴初一4年前不幸
患上了尿毒症，每周要在乌兰浩特的医
院里做3次透析，除去医保报销，自己
还要花1000多元。他家里还有一个上
高二的儿子。近3年来，在自治区民委
的支持帮助下，他家的牛由5头发展到
15头，羊由6只发展到30多只，家里还
养了7只鹅和几口猪，现在已经稳定脱
贫。”

“我们家的东西从房子到牲畜都是
国家给的，没有国家的帮扶政策，我们
一家人真不知道该怎么过！国家帮助
我们脱贫致富，我们也不能光等着国家
帮助，我要好好养殖牛和羊，把家庭副
业搞好，把日子过好。”徐荷叶说。

这几天，嘎查村民华成林备齐了红
砖、水泥、沙子等建筑材料，准备在院子
里修建围墙和棚圈。

华成林的妻子患有癫痫等疾病，儿
子在扎赉特旗上高三。为了给妻子治
病，华成林花光了所有的积蓄。自治区
民委2016年为他家帮扶了5头牛，嘎查
把他聘为护林员，使他每年有1万元的
固定收入。现在，除去卖掉的 3头牛
外，他家还有8头牛、14只羊，种着32
亩地。靠着辛勤劳动，华成林家率先摆

脱贫困。脱贫后的他怀着感恩的心情
积极要求入党，2019年 12月被嘎查党
支部批准为预备党员。在今年2月抗
击疫情期间，华成林带领护林员主动在
嘎查站岗值班，他自己还为嘎查捐款
500元。

“我2014年是贫困户，现在自主脱
贫了。共产党帮助我脱了贫，我也要加
入共产党，帮助带动更多的人脱贫。”华
成林说。

自治区民委驻村帮扶工作队员白
华说：“在自治区民委持续不断的帮扶
下，嘎查的落后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特别是嘎查群众发展生产、勤劳
致富的精神面貌有了很大的改观，内生
动力也得到了进一步激发，为今后奔向
全面小康打下了坚实基础。”

阿拉达尔吐苏木党支部书记云峰
说：“近年来，在自治区民委和扎赉特旗
人民武装部的帮扶下，沙日格台嘎查基
层党组织建设不断加强，集体经济也有
了积累，群众的生活水平明显改善，我
脱贫、我光荣，我奋斗、我幸福的观念进
一步增强。嘎查组建了马头琴、四胡、
安代舞3支队伍，经常开展文化活动。
苏木也在嘎查积极开展文明乡风、良好
家风、淳朴民风培育活动，表彰自主脱
贫户，评选最美农牧民，用扶志与扶智
相结合的方式不断激发贫困群众的内
生动力。下一步，我们要依托帮扶单位
的力量，大力发展文化旅游，推进乡村
振兴，把阿拉达尔吐苏木打造成养牛专
业苏木，把沙日格台嘎查这个全国少数
民族特色村寨建设得更美好。”

沙日格台嘎查：笑意写在群众的脸上

截至2020年7月19日7时

内蒙古现有境外输入确诊病例11例 疑似病例1例
7月19日，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发布消息：

□本报记者 张文强

截至7月19日7时，内蒙古现有境外输入确诊病例11例、疑似病例
1例，均在定点医院隔离治疗，所有密切接触者均在指定场所进行集中
隔离医学观察，全程实行闭环管理，严防疫情扩散蔓延。

7月18日7时至7月19日7时，内蒙古报告无新增确诊和疑似病
例。

7月18日24时，内蒙古报告无症状感染者0例。

□本报记者 李存霞

7月19日，是包头姑娘小周近日来
最开心的一天。这天早上，她终于离开
位于呼和浩特市新城区的昭君大酒店，
回到了包头市的家中，与家人团聚。

小周今年24岁，是一名在白俄罗
斯留学的学生。7月4日，她和200多
名乘客一同乘坐CA722航班，从白俄
罗斯飞抵呼和浩特市。按照规定，200
余名归国人员需在呼和浩特市集中隔
离留观14天。

负责为该批次留观人员做好各方
面保障工作的，是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昭
君大酒店集中留观工作组。工作组下
设综合协调组、医疗保障组、心理疏导
组、疫情防控组、消杀组、垃圾清运组、
安保组、车辆保障组、后勤保障组等9
个小组，共38名工作人员，由来自新城
区卫健委的工作人员、疾控人员、医护
人员以及昭君大酒店工作人员等组成。

新城区卫健委副主任、集中留观
工作组负责人刘侃凯介绍：“从4月 5
日起，工作组已经陆续负责4批共600
多名归国人员的留观工作，形成了非
常完善的应对处置工作方案。我们第

一时间为留观人员建立健康档案，每
日进行健康监测，对有基础病的人员
提供医疗服务和咨询，为特殊需要留
观人员提供个性化的服务……迄今为
止，实现了留观人员零交叉感染、工作
人员零感染的防控目标。”

谈起留观期间的感受，小周感慨
地说：“工作人员都太贴心了！前几
天，我的体温一到晚上就会升到37度
左右，白天就正常了，我特别害怕。工
作人员每天都打好几个电话问我情
况，最后发现我是因为每天室内运动
过量导致的暂时性高温，大家这才放
心了！

“为了做好防疫保障工作，我们不
放过任何一个细节。之前一批归国留
观人员中，有18名孕妇，我们还专门抽
调了妇产科医生来酒店驻守，确保万
无一失。有的留观人员心里感觉不踏
实，我们驻守的心理医生为他们进行
疏导，还为他们代购药品、代收快递
等，尽可能满足他们的所有需求。”刘
侃凯介绍说。

“舍弃小我顾大我，抗疫勇士暖万
家。”就在前几天，有一名留观人员代
表CA722所有乘客为辛勤的工作人
员送上了一面锦旗。

温情守护归国者
抗疫勇士暖万家

本报7月19日讯 （记者 毛锴
彦 实习生 常能嘉）为认真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7月17日在中央政治局常
务委员会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自治区党委、政
府近期关于防汛减灾、安全生产工作部
署要求，7月18日，自治区安委办向各
盟市安委会、自治区安委会有关成员单
位下发紧急通知，要求进一步加强汛期
安全生产工作。

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
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深化党委政府
领导责任、细化部门监管责任、强化企

业主体责任，结合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
年行动，立即对汛期安全生产工作再检
查、再推动、再部署。突出做好矿山、危
险化学品、交通运输、旅游等重点行业
领域汛期安全风险防范和隐患排查治
理，加强沿河沿湖、地势低洼地区企业、
建筑工地和城市地下隧道、管网等安全
检查，发现隐患和问题要立即整改。

通知强调，要切实做好灾害监测
预报预警，加大媒体宣传，严格执行值
班值守和信息报送制度，全力做好各
项应急准备工作，严防自然灾害引发
的生产安全事故。

自治区安委办下发紧急通知

要求加强汛期安全生产工作

本报7月19日讯 7月 18日，长
城电厂2×1000MW空冷超超临界燃
煤发电机组工程在鄂托克前旗上海庙
经济开发区开工。

自治区副主席艾丽华出席开工仪
式并宣布项目开工。

长城电厂2×1000MW空冷超超
临界燃煤发电机组工程项目是国务院
《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12条重点输
电通道——上海庙至山东临沂&plus-
mn；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配套
电源项目之一，由内蒙古能源发电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内蒙古能建集团、北方联
合电力有限责任公司和山东能源新汶矿

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联合投资建设，是
我区直属能源企业首个单机容量百万千
瓦的火电项目。工程静态投资60.98亿
元，计划2023年3月建成投产。

机组设计采用国产高效超超临界
间接空冷发电机组，同步建设脱硫、脱
硝、除尘装置，实现超低排放，环保排放
指标执行燃机标准，废水全部回收利用，
实现零排放。项目建成后，年发电量可
达175亿千瓦时。对构建自治区大型能
源支柱企业，落实自治区能源发展战略，
推动自治区和山东省经济社会发展，实
现东西部资源优势互补、区域协调发展
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张丰）

长城电厂2×1000MW空冷超超临界
燃煤发电机组工程开工

艾丽华出席

只争朝夕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7月 19日，呼和浩特市赛罕区龙谷华庭小区里，赛罕区生活垃圾分类领导小
组办公室工作人员正在为专职垃圾分拣员进行岗前培训。为有效推进社区垃圾
分类工作，赛罕区招聘并培训16名专职垃圾分拣员，他们将进驻该区各试点小区
进行垃圾二次分类、指导及宣传工作。 本报记者 安寅东 摄

专职垃圾分拣员岗前培训

■上接第1版 开展了控肥增效、控药
减害、控水降耗、控膜提效“四控”行动，成
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先行示范区、国家园
林城市、国土资源节约集约模范市。特别
是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治理，总
投资56.78亿元的乌梁素海流域山水林
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试点工程以全国第
一名的成绩获得国家项目支持。

突出产业“特色”，形成了小麦、肉
羊、向日葵三大产业集群和绿色有机产
业基地，创建了“天赋河套”农产品区域
公用品牌。累计认证“三品一标”产品

398个，河套巴美肉羊、河套番茄等17
个产品获得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
保护，建成田园综合体29个、国家绿色
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240万亩。

突出改革“本色”，构建了“三位一
体”农业高新区创建机制，创新成立了
全国唯一的正处级政府职能部门绿色
统筹办，统筹推进农业高新区建设；设
立了园区建设管理中心，履行农业高新
区管理职责；成立了国有企业巴彦绿业
公司，负责农业高新区项目建设。制定
出台涉农涉牧资金整合、土地流转、高

标准农田建设3个配套办法，实施沿黄
生态“大保护”、生产能力“大强化”等

“七大行动”。以农业高新区创建为切
入点，聚集“农、高、科”三要素，全力建
设河套全域绿色有机高端农畜产品生
产加工服务输出基地。

农业高新区建于临河区。发展主
题为“河套灌区现代生态农牧业”，主导
产业为小麦、肉羊、向日葵精深加工。
累计投入72亿元。核心区基本实现了

“七通一平”。计划到2023年，培育20
家食品加工龙头企业，总产值达到83.9

亿元。重点发展 5-10家农业龙头企
业，形成产值12.2亿元的绿色智慧种植
业产业集群。到2023年，院士工作站
和博士科研站由现在的 39个达到 50
个，农业高新技术企业由现在的10个
达到29个，总产值由现在的105.2亿元
达到184.2亿元，核心区土地产出率、劳
动生产率年均增长分别达到12%、15%
以上，科技研发投入比重由现在的
0.7%达到2%以上，农牧业科技贡献率
由现在的60%达到65%，绿色产业贡献
率由现在的30%达到40%。

巴彦淖尔国家农业高新区创建一路高歌

■上接第1版
王国平口中的扶贫产业园，是代力

吉镇 2019 年投入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500万元建立起的黄牛养殖扶贫产业
园。该产业园占地总面积 6.6 万平方
米，现牛存栏400多头。“扶贫产业园建
成虽然不到一年时间，已经净盈利110
多万元。”黄牛养殖扶贫产业园负责人
刘金锁说。

按照“政府主导、企业运作、合作共
赢”的模式运营，黄牛养殖扶贫产业园
示范带动能力让当地群众增收信心倍
增。最让他们称道的是，产业园发挥信
息灵通、交易渠道宽的优势，购进2至3
龄的优质基础母牛提供给有需求的养
殖户，让农牧民从自家门口就能买到优
质的基础母牛，他们也可通过产业园的
平台卖牛，这样买进卖出的循环模式大
幅提升了当地牛的品质和养牛人的经
济效益。同时，还为广大养殖户提供科
学饲养、规模化经营等方面服务，在其
辐射带动下，周边群众的肉牛养殖积极
性显著提高。

不止科左中旗，全区各地“把脉点
穴”，把产业扶贫作为重中之重，坚持产
业进村、扶持到户，采取企业带动、先建
后补、以奖代补等措施，使全区50%左
右贫困人口通过产业扶持实现脱贫，产
业发展脚步越来越快、后劲越来越足。

在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后旗，市级扶

贫龙头企业绿兆源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带动4个嘎查村开展麦后复种大白菜
及产后初加工试点，加工后的大白菜比
出售鲜菜每亩效益高了1000元左右，
龙头企业的带动辐射作用明显；

小米、野生沙棘汁、草原羊肉等特
色农林牧副产品插上了电商的翅膀，远
销国内外。赤峰市敖汉旗成功实现特
色资源的效益转化，闯出了一条“从输
血到造血”的脱贫新路；

种一片小果园丰富“果盘子”，种一
片小菜园丰富“菜篮子”，养一批小畜禽
丰富“荤食菜单”，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
大力发展庭院经济，在“弱劳力”的增收
上不断出新招……

产业挑大梁，为贫困户打造了“聚
宝盆”，栽下了“摇钱树”。真金白银的
获得感，真真切切的幸福感，让奋力改
变贫困面貌的贫困群众，日子越过越有
滋味，生活越来越有盼头。

锚定高质量，巩固成果提成色
脱贫攻坚，重数量更重质量。为了

交出高质量脱贫的答卷，内蒙古进一步
强化持续帮扶，夯实稳定脱贫基础，全
力推动脱贫攻坚从“打赢”向“打好”转
变。

几声鸡鸣，唤醒了沉寂的富康新
村，一缕缕炊烟袅袅升起。晨曦映照之
下，崭新的村落多了几分雅致的韵味。
村口不远处，坐落着一栋栋配套新建的

设施大棚。
富康新村是赤峰市林西县易地扶

贫搬迁工程规划建设的移民新村，也是
国家扶贫改革试验区项目。从居住环
境、文体娱乐到产业发展新村，为群众
提供优质的“一站式”便民服务，实现了
从“搬得出”向“稳得住、能致富”转变。
搬迁来的132户贫困户均为老年人，离
开“一方水土养不好一方人”的偏远山
区，在这里开始新的生活，让这些老人
体会到了安享晚年的幸福。

山村新变化折射时代大进程。在
这些温暖的小故事背后，蕴藏着内蒙古
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有力举措和
坚定信念。

——大力推进产业扶贫。立足实
际、立足资源、立足特色，因地制宜培
育一批市场前景好、辐射带动强、群众
满意度高的扶贫产业。今年，有条件
的56个贫困旗县将全部纳入自治区优
势产业带和产业集群重点县范围，重
点发展肉羊、肉牛、生猪、饲料饲草、玉
米、小麦、马铃薯、向日葵等优势特色
产业，产业项目覆盖贫困人口83.15万
人次，实现户户有增收项目、人人有脱
贫门路。

——扎实做好兜底保障。对无法
依靠产业扶持和就业帮扶脱贫的家庭
全部实行政策性保障兜底，加强低保制
度与扶贫政策有效衔接，精准实施农村

低保、特困人员救助供养、临时救助等
政策，持续抓好重病、重残“单人保”、因
疫因病家庭收入扣减、纳入低保贫困户

“渐退期”等政策落实，确保符合条件贫
困人口全部纳入救助兜底保障范围，实
现应缴尽缴、应保尽保。

——扎实推进易地扶贫搬迁后续
帮扶工作。我区 12.49 万贫困人口、
5.78 万同步搬迁农牧民全部入住新
居。今年，自治区、盟市、旗县共落实易
地扶贫搬迁后续产业扶持资金2.74亿
元，累计为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配
套设施农业、养殖棚圈、光伏电站等后
续产业项目835个，投入资金约19.5亿
元，确保易地搬迁贫困人口实现搬得
出、稳得住、逐步能致富。

——有效激发内生动力。我区坚
持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创新帮扶
方式，采取实行奖励积分、设置公益岗
位、信用星级评定等手段培育贫困群众
脱贫主体意识，组织、引导、支持贫困群
众用自己辛勤劳动实现脱贫致富。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
奋斗的起点。当前，内蒙古正全力在“拔
穷根”上下功夫，在“谋长远”上再发力，
确保高质量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

担当奋进，矢志攻坚。从解决温饱
问题到攻克最后的“贫困堡垒”，内蒙古
上下同欲、扎实苦干，以更加坚定的信
念奏响一首决战脱贫的奋进曲。

温暖万家灯火 共赴小康之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