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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为政首，粮安天下
——习近平总书记在吉林考察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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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继旺 柴思源

□本报融媒体记者 贾奕村 郝勇

“快来，让我给你算一算！”
7月 23日，正在田地里查看红辣

椒长势的齐跃飞见记者前来，迫不及
待从兜里掏出手机打开了计算器。“这
红辣椒亩产6000斤，按照0.9元每斤
的订单收购价格，每亩纯收入能达到
2400元，是种玉米的3倍！”说着，齐跃
飞黝黑的脸上写满了开心。

齐跃飞是巴彦淖尔市乌拉特中旗
德岭山镇四义堂村党支部书记，为改
变村里单一的种植结构，他带着几位
村民去临河等地考察后，决定种植红
辣椒。“以前种玉米虽然成本低，但是
每亩纯收入也只有800元左右，红辣
椒投入大回报高。去年我们小范围尝
试种植成功后，决定扩大规模。”齐跃
飞说。今年，四义堂村通过乌拉特中
旗同众农民专业合作社，按照每亩每
年800元的标准，集中流转1000亩土
地用于规模化种植红辣椒，并将产量
的80%进行订单销售，销往四川省。

近年来，乌拉特中旗以传统种养
殖业为基础，积极培育特色产业，实施

“一村一品、一村一特、一乡一业”产业
推进行动，以打造高精强现代农牧业
为目标，积极培育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加快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标准化、专
业化、规模化种植渐成潮流。德岭山镇
地势平坦，土层深厚、养分充足。这几
年，德岭山镇综合分析气候环境、土壤
状况、养分含量和水源条件等情况，调
整农业种植结构，实现农作物倒茬轮
作，各村因地制宜，谋划发展优质高效
农业。盛夏时节，胜利村的千亩红薯产
业园一片葱绿，苏独仑嘎查的一片片花
生秧茁壮茂盛，大圣村尝试种植的500
亩板蓝根长势喜人……

特色种植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农产
品深加工实现“一地多赢”。2018年，
四义堂村党支部将集体名下的一座闲
置校舍进行翻新和改造，开办义堂红食

品有限公司，成功注册了义堂红食品品
牌。略显陈旧的一间间教室通过粉刷
和装修，摇身一变成为清洁明亮的加工
包装车间和4座储量达到400吨的保
鲜库，水饺、秋葵干、韭菜花酱等产品从
这里加工生产销往外地。

“快尝尝我们这义堂红辣酱，独家
秘制，畅销内蒙古哦！”四义堂村村民
庞海明说着拧开了辣酱的瓶盖，红红
的辣椒碎与清亮辣椒油完美融合，麻
辣鲜香的味道扑鼻而来，唾液在口中
不自觉的分泌起来。义堂红食品有限
公司成立时，庞海明以原材料入股。
今年村里扩大红辣椒种植面积，他将
自家40亩的土地种上了红辣椒。

“去年小规模手工生产了一批辣
酱，通过门店和经销商进行销售，没想
到好评如潮，收入近20万元！”庞海明
说。初步打开市场后，村支书齐跃飞
便组织了一批村民前往山东学习辣酱

生产技术，并采购生产设备，“这条生
产线再过10天就能组装完成。辣椒
成熟以后，我们可以把辣椒加工成半
成品储存在保鲜库中，实现四季加
工。”庞海明说。红辣椒成熟后就地生
产加工，不仅能保证原材料品质，减少
运输成本，还为当地提供了就业岗位，
让农民变身产业工人。

辣椒变辣酱，“身价”成倍增长。
每亩辣椒可制辣酱3000斤，每瓶辣酱
售价8元，亩均纯收入可达到2.25万
元左右，实现亩均红辣椒产值翻两
番。齐跃飞说：“我们的红辣椒绿色有
机，生产线运行以后，就能达到一定市
供标准和产业规模，下一步我们打算
申请入驻天赋河套区域公用品牌，让

‘义堂红’红遍天下！”
种植结构的优化和特色产业的培

育让村民的腰包鼓起来，四义堂村人均
收入逐年增长，2019年人均纯收入2.9

万元，比上一年增加1.3万元。行走在
村里平坦笔直的道路上，整洁的农家小
院错落有致。“这几天没出去跑车啊？”

“过几天跑！”采访中，齐跃飞与正要出门
的村民菅楞碰上。“今年收入咋样？”齐跃
飞随口问道。“挺好的，这地里不忙了我
就出去跑车，要么就在村里打打工，一年
能收入10万块。这日子越来越好了，人
可不能懒呀！”菅楞笑着，整理了一下身
上纯白的polo衫，走远了。

淡蓝的天空下，一株株辣椒苗在
微风中轻轻摇摆，还未成熟的辣椒从
枝叶下探出头来，贪婪地汲取着养分，
肆意生长。十几名带着头巾的妇女，
手拿小铲子，穿梭在田地间，动作利落
地清除着地里的杂草。再过一个月，
这些辣椒就要披上红衣，迎来丰收，它
们有的将与村外的食客相遇，有的将
留下来在加工车间里与村民们续写下
一段丰收的缘分。

种下红辣椒，幸福的日子步步高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本报7月26日讯 （记者 薛来
霍晓庆）“从恢复高考至今，共有 388
户牧民的沙布嘎，先后送出294名大
学生。其中，有10名博士、17名硕士，
大家都说我们这里是大学生摇篮。”7
月26日上午，赤峰市巴林右旗西拉沐
沦苏木沙布嘎嘎查党支部书记包玉龙
自豪地告诉记者。

一个位于草原深处的偏僻牧业嘎
查，为啥能培养出这么多大学生？包
玉龙介绍说，建国初期，这里的牧民除
了放牧什么都不会，米面蔬菜必须到
旗里买。有个牧民去买鸡，可是不会
用汉语表达，就指着鸡蛋说“买它的妈
妈”，成了当地的笑料。“这都是吃了没
文化的亏啊！”包玉龙感慨地说。

牧民们当家作主后，就开始了对
文化教育的追求。上个世纪60年代
初，沙布嘎培养出了第一个大学生。
改革开放后，有国家优先发展民族教
育的政策撑腰，沙布嘎崇尚教育的传
统再次发扬光大。“前些年，嘎查曾举
办过大学生那达慕，以蒙古族最高礼
仪，给尊师重教的好家长和爱岗敬业
的好老师献上哈达，给品学兼优的好
学生发放学习用品。连续多年，沙布
嘎的入学率、巩固率、升学率均保持在
100%。”包玉龙说。

1990年，沙布嘎嘎查建立了集体

教育帮扶机制。根据牧民家庭的经济
状况，对每个考上大学的学生奖励300
到500元。从2007年起，奖励金额增
加到本科1000元、专科800元。这个
奖励机制，不但减轻了牧民家庭负担，
也激励了学生们好学向上的信心。

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常务副
院长的乌云毕力格，是沙布嘎走出的
学子之一。他的哥哥乌恩巴图，对当
年资助弟弟上学的情景记忆犹新：“父
母身体不好，我14岁就在生产队挣工
分供弟弟上学，一次给弟弟送学费，为
了节省鞋子，我光着脚走了100多里
路。每次说起这事，弟弟都会心疼得
掉眼泪。”

现在西北民族大学攻读博士的其
力格日，谈到幼年读书的情景时眼泛
泪光：“有一次和额吉到苏木办事，我
看中一本书，额吉买不起，就用玉米棒
子做抵押租下了那本书，等我读完后，
额吉又用书赎回了玉米棒子。”

“蒙古族有句谚语：用金银装饰自
己不如用知识装饰自己。”79岁的楞格
吉玛说，“我们家族18口人，出了11个
大学生，我的6个子女中有5个是大学
生。”她的孙子乌芦马赛音从南昌大学
毕业后回到嘎查，成立了牧业公司指
导牧民培育良种牛，希望靠知识改变
更多牧民的命运。

草原深处的沙布嘎
被誉为“大学生摇篮”
总共388户牧民的嘎查，先后送出294名

大学生。其中，10名博士，17名硕士

四义堂村村民给红辣椒除草。 本报融媒体记者 贾奕村 摄

□本报记者 刘向平

拿到175万元贴息担保贷款，李洋
长长地吸了一口气，然后使劲儿地拍了
两下胸脯，跳起来喊道：“企业有救了，
可以大干一场了，爽！”

李洋是包头市央世食品公司总经
理，今年36岁。他创业以来，尽管也遭
遇过不少磕磕绊绊，但总能一一化解。
今年，新冠疫情突发，产品卖不出去，资
金回笼不来，原材料又涨价，企业一下
子遇到了资金难题。那段时间，李洋心
急火燎，彻夜难眠。

听说包头有“创业担保贷款贴息”
政策，审批时间短，容易操作，不用托
人。于是，他抱着试试的心态去市就业
服务局咨询，没想到，175万元贷款马
上就到账了。

这个政策不仅解决了李洋的燃眉
之急，也让有创业梦想的吕桐立即辞去
公职，决心创业。

吕桐是包头市直机关的一名干部，
今年33岁。北大毕业的她很想创业，
可资金从哪里来？

“恰好市里有这个优惠政策，让我
很快贷到了30万元。现在，我和朋友
合伙注册成立的教育咨询公司已经正
式开门营业了。”

其实，早在2002年，包头市作为全国
创业担保贷款3个试点城市之一，就成立
了专门的服务机构。经过多年的完善，现
在市区两级均设有创业贷款担保中心、大
学生创业贷款担保中心，已累计为69192
名创业者发放创业贷款58.5326亿元。

近年来，包头先后出台了《“创业包
头”行动三年计划》《创业园和创业孵化
基地管理办法》《创业奖补项目实施办
法》等多项政策，以提供创业场地、配套
创业服务、给予资金奖补、加强创业培训
等措施，对创业者进行全方位、一站式帮
扶。今年疫情期间，又出台了28个相关
文件，创新谋划了高校毕业生购房租房
补贴、一次性就业服务补贴、加大创业载
体补贴力度等务实的就业措施，强化就
业政策与财政、金融等政策协同联动，推
动稳定和扩大就业政策落实落地。截至
6月底，全市今年支出各类就业创业资
金2.28亿元，同比增加32.7%。

作为创业优惠政策的受益者，包头
微观世界广告传媒公司总经理艾新宇感

慨颇深：“我2016年从西安西京学院毕
业后，回到九原区，应聘了50家企业，结
果均因我是残疾人而拒之门外。好在区
就业服务局主动帮我免费提供了场地和
办公设备，又办理了贴息贷款，我才开始
了创业，现在是几家公司的法人了。”

“大学毕业生创业资金是最大的难
题，而包头出台的一系列创业政策，恰恰
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一问题。”说起自己的
创业经历，内蒙古东昊物业公司总经理
张新深有感触，他说，从包头师范学院毕
业后，他创办了家政服务公司，得到了学
校大学生创业园在资金、场地等方面的
帮助，再加上创业导师和校友们的精心
指导，企业规模逐步发展到目前的300
多人，业务遍及全市各区。企业已获得
自治区“百户十强”企业、全国“千户百
强”企业等多项荣誉，他实现了从一名贫
困大学生到成功创业者的华丽转身。

包头市创业贷款担保中心主任李
斌说：“为了方便、快捷帮助创业者完成
贷款业务，包头市在2015年建成了创

业担保贷款云平台，集申贷、考察、审
批、发放和还款管理为一体，将创业担
保贷款与互联网深度融合，形成‘互联
网+创业贷款’的全新运营管理模式，实
现了创业担保贷款‘云端受理、云端审
核、云端监督’的工作新格局。创业贷
款规模连年位居自治区各盟市首位。”

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包头市在
创业政策推动下，共实现城镇新增就业
2.27万人、失业人员再就业8724人、困
难人员就业3833人。

“稀土高新区实施的场地费用减
免、创业项目策划指导等全方位、一站
式服务，不仅让我创业成功，我公司还
孵化出260多家企业，涉及新农业、新
材料、医疗健康、电子通讯等多个领域，
同时带动4000多人就业。”内蒙古汇德
创业投资管理公司总经理姜涛说。

据了解，目前，包头市共建成创业孵化
基地95个，其中国家级1个、自治区级9
个，创业孵化面积达到353万平方米，入驻
创业实体5500余户，带动就业6.5万人。

包头市今年上半年通过各种方式
开展创业培训 247期，培训合格 6711
人，培训后成功创业1004人，带动就业
3276人。创业环境持续优化，创业典
型不断涌现，创业带动就业的倍增效应
显现，有力地推动了包头市经济结构优
化和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包头：创业带动百业兴

本报乌兰察布7月26日电 （记
者 皇甫美鲜 实习生 郭羽）炎炎
暑天，面对“蒸笼里的人们”，夏季平均
气温18℃的中国草原避暑之都乌兰
察布市备受人们的青睐。7月 22日，
乌兰察布市召开文化旅游产品政策
发布会，发布9条旅游线路；各景区推
出旅游优惠政策；格根塔拉旅游区、
辉腾锡勒黄花沟草原旅游区、林胡古
塞景区等9个 4A级景区分别与来自
北京、张家口、大同、呼和浩特的百余
家旅行社签订合作协议，诚邀八方游
客来避暑。

近年来，乌兰察布市积极实施“大
旅游”发展战略，转方式、调结构、谋创
新，着力开拓首都、首府及周边两大市
场，持续优化产品供给、提升服务质
量，推出包括格根塔拉草原—察哈尔
火山草原—辉腾锡勒黄花沟—集宁
国际皮革城的“草原风情游”、林胡
古塞—红召—岱海—二龙什台国家森
林公园察尔湖—苏木山森林公园的

“山水养生游”等9条旅游精品自驾游
线路，积极打造休闲娱乐度假目的地。

该市丰富文化旅游业态，引进大
型实景剧《千古马颂》，推动“内蒙古音
乐”“内蒙古舞蹈”与旅游融合发展。
同时举办一批文化旅游活动，如7月
19日开启“草原音乐美食节”活动，之
后还将举办首届中国网红音乐人颁奖

盛典暨乌兰察布草原音乐会、首届中
国互联网直播节暨中国互联网营销产
业博览会等 10 多项文旅活动，提升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生态
草原·避暑之都”品牌影响力。

中国旅游集团旅行服务有限公司
与辉腾锡勒黄花沟草原旅游区签约，
该公司内蒙古项目总经理彭淼说：“我
们被乌兰察布市文旅体局的口号打动
了，‘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
黄花沟景区是世界三大草原的花甸草
原，很有特色，今年五月底，我们来这
里考察过，看过景区的硬件和配套设
施，颠覆了我们过去对草原、蒙古包的
印象，当即与景区签了全年空房协
议。这次与他们签订协议包括了门票
价格优惠、旅游路线及人次奖励等3大
方面，相信，游客们会喜欢上这里的。”

乌兰察布市文化旅游资源丰富，
目前全市3A级以上景区18家，其中
4A景区 11家；全市共有注册博物馆
（纪念馆）10家，市博物馆为三级馆。
全市有可移动文物60604件（套）、不
可移动文物3071处；有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项目2项。去年该市被命名
为“丝路国家青少年国际摄影研学基
地”，在发布会上，该市文旅体局与北
京科普游子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签约，
各景区针对高考学生也纷纷推出了优
惠政策，力拓研学游。

避暑之都等你来

本报7月26日讯 （记者 赵丹）
7月 26日，记者从有关部门获悉，第十
七届中国·内蒙古草原文化节草原云·
2020内蒙古民歌大赛将于7月28日正
式启动。

本次活动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主
办，由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协办，由内
蒙古日报社、内蒙古文学艺术界联合
会、内蒙古艺术学院、内蒙古音乐家协
会承办，力求通过本次活动推动全区文

化繁荣发展，深入探索草原民歌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新路。大赛设传统
民歌独唱类、传统民歌合唱类和改编民
歌类三大类别共6个组别。区内16—
60周岁的歌手均可参赛。其中，传统民
歌独唱类设蒙古族长调、蒙古族短调、

“三少”民族民歌、内蒙古地区汉族民歌
（爬山调、漫瀚调、山曲）组4个组；传统
民歌合唱类设传统民歌合唱组1个组，
潮尔道、希鲁克道、古如歌等具有鲜明

地方特色的传统合唱类型均可参赛；改
编民歌类设改编民歌组1个组，在传统
民歌基础上经过改编演唱的各种现代
风格民歌作品均可参赛，可有独唱、组
合、乐队等不同形式。

大赛分初赛、复赛、网络投票、决
赛、草原民歌大赛获奖作品演唱会5个
阶段。大赛组委会组织评审围绕参赛
选手提供的视频，根据技巧、风格、艺术
表现力三个方面，评选出进入复赛和决

赛的名单，将于8月 16日和 8月 31日
在草原APP和呼陆客APP上公布。本
次大赛还在9月1日到7日设置了网络
投票环节，网友可以登录草原APP和呼
陆客APP民歌大赛频道，对入围决赛的
选手进行线上投票。草原民歌大赛获
奖作品演唱会是大赛的最后一个阶段，
大赛组委会将邀请部分一二三等奖、优
秀奖选手到呼和浩特，举办现场演唱会
并颁发获奖证书，同步进行网络直播。

草原云·2020内蒙古民歌大赛即将启动

7月 23日，呼和浩特市蒙古族幼儿园的垃圾分类宣传展位上，色彩鲜艳的垃
圾分类科普小玩具吸引了很多小朋友的关注，工作人员为孩子和家长普及垃圾分
类的常识。当日，由呼和浩特市生活垃圾分类指导办公室、赛罕区生活垃圾分类
指导小组办公室主办的垃圾分类主题宣传活动在满都海公园举行。据悉，今年首
府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进入全面实施阶段，截至目前，全市 50%的居民小区已经开
展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已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小区 1337 个、学校 198 所、公共机构
1334家。 本报记者 安寅东 摄

首府生活垃圾分类居民小区覆盖率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