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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文明实践在行动

□本报记者 高雪芹 李晗 刘宏章

一峰骆驼可以走多远？
百度的回答是每小时 3 至 5 公里，

不吃不喝能坚持 3240 至 5400 公里。
然而，阿拉善右旗给出的答案则远远
超越了这个距离，那里的骆驼已经走
出大漠戈壁，走向无限远的未来。

一个产业的力量可以有多大？
2013 年以前，阿拉善右旗农牧民

收入以转移性收入为主。2019 年，全
旗农牧民人均纯收入达到4.3万元，其中
经营性收入占57.5%，来自骆驼产业的纯
收入占 79%。全旗贫困发生率从 2014
年的10.81%下降为零；建档立卡贫困户
人均纯收入由 2015 年的 12781 元增加
到2019年的27772元，年均增长21.7%。

冲 锋 —— 人 脱 贫 、村 出 列 、旗 摘
帽，问号变作惊叹号

举目皆沙、遍地荒凉，鞭长驾远、
路旷人稀。这样的“标签”，阿拉善右
旗贴了很多年。

“天上无飞鸟，风吹砂石跑。一家
人，几十峰骆驼，怎么养也不挣钱。”

“出趟门，半天到不了地方。什么
时候咱这里能有条像样的路？”

2014 年，阿拉善右旗共有 8 个贫
困嘎查，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1017 人。
最远的牧户离旗政府所在地 450 多里，
因病、因残、因学、因灾是致贫主要原
因。农村牧区产业基础薄弱，部分地
区荒漠化严重，农牧民饮水安全难以
保障，旗境内没有一条高等级公路。

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难道
这里只能生长落后和贫穷？阿拉善右
旗人不信，也不甘。

“只要还有一家一户乃至一个人
没有解决基本生活问题，我们就不能

安之若素；只要群众对幸福生活的憧
憬还没有变成现实，我们就要毫不懈
怠团结带领群众一起奋斗。”

水困行难，是脱贫攻坚最难啃的
“硬骨头”、制约阿拉善右旗发展的最
大瓶颈。“始终坚持发展第一要务不动
摇，建设一批打基础、利长远的重大工
程、重点项目。冲锋，就从这里开始！”
旗委书记杨海发出动员令。

2016 年 7 月 25 日上午 8 时，清冽
的天然富锶弱碱水顺着输水管道喷涌
而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巴丹吉林镇
新 水 源 地 供 水 工 程 宣 告 竣 工 ，全 旗
75%以上的人口告别苦咸水、劣质水，
喝上安全优质的矿泉水。

京新高速阿右旗段、国道 307 线雅
山段相继建成通车，结束了阿拉善右
旗不通高等级公路的历史，“北开南
联、东进西出”的大交通格局形成，昔
日的交通末梢成了区域交通枢纽。

绘 出 决 战 图、立 下 军 令 状 ，发 扬
“工匠精神”、下足“绣花功夫”。1 名旗
处级领导干部、1 个旗直部门、2 名旗级
选派干部共同包联 1 个嘎查，“1121”
帮扶机制务实管用，责任体系自上而
下建立。

旗委书记带头遍访，三级书记抓
扶贫，工作总队、18 个脱贫攻坚专项推
进组、40 个驻村工作队入驻⋯⋯精准
识别、精准施策、精准帮扶，各层“链
条”全面转动，不拔穷根绝不罢休。

车窗外，沙漠、戈壁、山丘、草滩、
湖泊交替闪过，中午时分，胡树其嘎查
到了。

胡树其是阿拉善右旗唯一的边境
苏木塔木素布拉格苏木政府所在地，
是全旗贫困户最多的贫困嘎查。在嘎
查党支部领办的绿丰农牧民专业合作
社驼圈里，150 峰骆驼膘肥体壮，他们
或站或卧、悠然自得。

“嘎查 29 户贫困户全部吸纳进合
作社。我们整合项目资金，为每户购
买 3 峰骆驼，合作社托管 3 年，每户每
年分红 2000 元，托管期结束，每户返
还 6 峰骆驼。2018 年，29 户贫困户都
脱了贫。”嘎查党支部书记、嘎查达布
仁图古斯说。

全旗设立党员中心户37户、党小组
60个，嘎查党支部书记、党员中心户领办
合作社12家，实体化运作的27家农牧民
专业合作社党的组织和工作全覆盖。

立足“两不愁三保障”总体要求，
高标准建成 13 个集中区，累计搬迁转
移农牧民 4700 多名。拿出七成以上
可用财力，每年为民办 10 件实事，构建
起城乡居民养老、医疗、就业、教育、安
居、低保六大民生保障体系，各项民生
指标走在自治区前列。

当年的问号变作巨大的惊叹号。
2016 年，8 个贫困嘎查出列；2018 年 7
月，阿拉善右旗退出自治区贫困旗县
序列；2019 年，贫困户全部脱贫。

突破——打特色牌，“沙漠之舟”
承载健康产业新使命

阿拉善是“中国骆驼之乡”，阿拉
善右旗双峰驼总存量 5 万余峰，占全盟
总数的 45%，保有量更是占到全国的
20%，堪称“驼乡中的驼乡”。可是，独
特的资源在“沉睡”，全旗上下心急如
焚。

“乡村振兴要靠产业，产业发展要
有特色，要走出一条人无我有、科学发
展、符合自身实际的道路。”

思路廓清，迷茫中奋起。“全力做
好双峰驼优良种质资源保护开发‘大文
章’。”旗委副书记、旗长罗志伟说，“让‘沙
漠之舟’承载健康产业新使命。”

产业要发展，没有硬核的“龙头”
咋行？一次机场邂逅，罗志伟和“立志实
现骆驼价值最大化”的新疆旺源生物科
技集团董事长陈钢粮再提在阿拉善右旗
兴办骆驼产业龙头企业的话头。

之后，罗志伟几赴新疆，双方几番
磋商。2014 年，作为旺源生物科技集
团的分公司，计划总投资 3 亿元、注册
资金 3000 万元，集产品研发、生产、销
售于一体的驼乳深加工企业——内蒙
古沙漠之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阿拉
善右旗落地。

秋日的早晨，巴丹吉林镇静谧、清
冷，白墙蓝瓦装点下的“沙漠之神”却
热闹非凡。刚刚 8 点，后院空地就被各
色车辆塞满，车主们正将一只只银色
奶桶搬至送奶间。

和着鼎沸的人声、奶桶触碰地面
的叮当声，巴音高勒苏木乌兰塔拉嘎
查送奶牧民何承伟一边同妻子从车上
提奶桶，一边大声回答我们的提问：

“ 家 里 34 峰 奶 驼 ，一 天 毛 收 入 就 有
2800 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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驼乡的新次元正在打开
本报 10 月 26 日讯 （记者 石向

军）近日，自治区气象局与华为技术有
限公司签署技术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
深化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
等现代信息技术在气象领域的应用，围
绕现代信息技术开启智慧气象服务应
用新模式。

根据协议，双方将以构建统筹集
约、协同高效、开放共享、安全可靠的气

象信息化体系为目标开展密切合作。
双方将共同推进基于云平台的气象服
务创新、人工智能在智能预报中的应
用、气象观测智能感知技术应用、5G 技
术在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和传播中
的应用。还将建立联席会协调机制、信
息交互机制和联合攻关机制，共同推进
联合创新工程，提升气象信息化、现代
化水平。

我区牵手华为
开启智慧气象服务新模式

本报鄂尔多斯 10 月 26 日电 （记
者 王玉琢）这一段时间，坐落在鄂尔
多斯市东胜区泊江海子镇柴登村的中
国北方亚高原训练 基 地 足 球 场 上 ，人
头攒动、哨音不断，各类足球比赛、训
练 营 活 动 此 起 彼 伏 。 曾 经 沉 寂 的 小
村，因足球场地的建成而带动百姓脱
贫致富。

东胜区泊江海子镇柴登村，距鄂尔
多 斯 中 心 城 区 35 公 里 。 作 为“ 城 边
村”，以前产业发展落后，年轻人都选择
进城打工，村里土地荒芜，无人耕种。
如今，借助独特的区位优势，柴登村让

“沉睡资源”变成“定期存折”，后发先
至，走出一条“民企联动、城乡共融”的
特色之路。

据了解，眼前这个真草坪足球场以
前是柴登村两座废弃的学校和一个臭
气熏天的活禽交易市场。2019 年市委
办公室驻柴登村工作队和村委会本着

“既不大修，也不大建”的原则，利用已
有废弃资源、盘活村集体经济的思路，
在柴登村这个有着特殊亚高原气候的
地方，利用 120 亩土地和闲置资产，打
造了一个亚高原训练基地，能容纳 300
多人同时住宿，拥有天然草坪足球场 7
个，闲置房屋作为大食堂，一次能容纳
200 多人集体用餐。

到今年 8 月份，训练基地已为村集
体经济创造了 20 万元的收入，成为柴
登村集体经济的“爆款”，为小乡村发
展注入了原动力。未来，这里将是集
休 闲 度 假 、赛 事 承 办 、轮 训 教 学 和 夏
令营活动于一体的、体育与旅游元素
深度融合、独具特色的北方体育旅游
小镇。

体育赛事落户柴登村，带来了人
流、物流、现金流。以前外出打工的人，
现如今都选择回乡创业。村民武美霞
在柴登村经营着一家烩菜馆，来到武美
霞家里，她忙着带记者参观起了她家刚
刚扩建了的餐馆。武美霞对记者说：

“老公以前一直外出打工，现在饭店的
生意越来越好，他也选择了回家跟我一
起创业。”从 50 多平方米的小馆子到如
今 130 多平方米的饭店，年收入也翻了
几番。

受益于足球训练基地的还有村民

王占小，过去不是种玉米就是挖土豆，
忙完地里的活儿就无所事事，家里的日
子也过得捉襟见肘。自从足球训练基
地运行后，他利用空余时间来基地食堂
帮忙打下手，年近 60 的他怎么也没想
到，自己每天还能有 150 块钱到 200 块
钱的收入。

如何唤醒更多的“沉睡资源”，带动
村民致富奔小康，柴登村人把目光再一
次盯在了撂荒的土地上，他们要让“荒
土地”变成“金疙瘩”。

2018 年市委办公室驻柴登村工作
队，了解到柴登村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
土地荒芜，无人耕种。以此为突破口，
鄂尔多斯市委办公室驻柴登村第一书
记宋乃春一家一家推开院门，苦口婆心
做村民思想工作，让大伙儿认识到土地
流转是唯一的出路。

经过这一波强有力的“操作”后，村
民在曾经的撂荒地里既可以领到流转
金，还能空余出大把的时间来另谋职
业。43 岁的村民杨飞身兼数职，收入猛
增。春种秋收之际，杨飞就在集体耕地
里打小工，一天最少可以拿到 150 块钱
的工资。其他空闲时间在村里当起了
包工小老板。此外，还有 800 亩流转
回来的土地用来种植饲料玉米。早在
种下玉米种子之前，他们就和距村 30
公里的鄂尔多斯野生动物园签订了收
购合同。秸秆成为骆驼、犀牛等动物的
口中餐，秋后实施青贮，卖给野生动物
园，既能解决动物冬天的美食，也能在
来年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充足供应。
原本普普通通的玉米，身价翻了好几
倍。

今年，柴登村还引进光伏发电产业
扶贫项目，又与山东寿光蔬菜达成协
议，建设 300 栋新型光合作用温室大
棚。在初尝体育甜头之后，柴登村提出
打造“体育小村”，规划建设橄榄球、篮
球等多个体育项目，为村民种下一颗颗

“摇钱树”，让每一位村民在小康的道路
上不掉队。

如今的柴登村正如它的汉语意思
“湿地草滩”一般生机盎然，荒地绿了，
产业兴了，村民富了，柴登村正在脱贫
攻坚与美丽乡村的建设中奏出活力四
射的旋律。

柴登村：让“沉睡资源”
变成“定期存折”

□本报记者 郭洪申 实习生 胡建华

“我要谢谢你，因为有你，爱常在
心底；谢谢你，感谢有你，把幸福传递；
送给你小心心，送你花一朵⋯⋯”仲秋
的一天，为了感谢来看望她的阿姨们，
通辽市开鲁县辽河农场九分场 8 岁的
留守儿童李嘉欣甜甜地唱起了《听我
说谢谢你》。

李 嘉 欣 的 父 母 均 在 鄂 尔 多 斯 打
工，她与爷爷奶奶共同生活。开学前，
分场妇联主席带着志愿者来到李家，
给嘉欣带来了图书和零食，并陪她一
起阅读。暑假期间，她们还联合大学
生志愿者多次深入到包括李嘉欣在内
的留守儿童家里，提供课业辅导、心理
疏导、生活照料等服务，让孩子们留守
有关爱、成长不孤单。

今年，开鲁县充分发挥各级妇联
组织的独特优势和妇女“半边天”作
用，将“辣妹子”巾帼志愿服务队伍打
造成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品牌，
创新开展关爱三留守人员（留守儿童、

留守妇女和留守老人）“月敲门”志愿
服务项目，即留守儿童每月一家访、留
守妇女每月一谈心、留守老人每月一
看望。

辽河农场三分场的曹玉红是一位
留守妇女。她因腰间盘突出压迫神经
而多次接受手术，弯腰、提物等活动受
限，无法从事重体力劳动。针对曹玉
红的情况，“辣妹子”巾帼志愿者主动
上门服务：栽秧苗、侍弄菜园、打扫卫
生，只要发现曹玉红有需要，志愿者便
化作“及时雨”。

除了给予留守妇女生产生活方面
的关爱，还有每年至少举办两期的种
养殖技术、手工技能等培训，为妇女自
主就业创业培养一技之长。

宗文俊是辽河农场七分场妇联主
席、“辣妹子”巾帼志愿者，家里种有 60
多亩辣椒、养着 90 多头牛。她不仅是
种养殖大户，还多次参加过妇联和农

广校组织的各类技术培训，为全场姐
妹讲授适用技术，分享致富经验。行
动不便的、不能及时到课的，她还“送
服务”上门。她说：“能为大家服务，就
觉得自己有了价值，我愿意把我学的
东西教给她们，让她们都能跟上时代
的脚步、过上更好的日子。”

前不久，麦新镇农场村村民袁吉
泉 72 岁生日那天，家里来了几位身着
粉马夹的人，进屋送礼物、搞卫生，她
们是“辣妹子”巾帼志愿者。悠夫家鸽
合作社负责人陈敬红给老人买了一身
新衣裤、一双新鞋，还有一个大生日蛋
糕；本村的志愿者们给老人换床单、擦
玻璃⋯⋯

像 袁 吉 泉 老 人 一 样 享 受 此 优 待
的，全镇 84 位“五保”老人全都有。从
2005 年开始，陈敬红在端午、中秋等传
统节日为老人们买礼物、送祝福，在春
节和老人生日时，从头到脚给老人置

办新“行头”，十几年来从未间断。她
说，不为别的，看到老人们开心快乐，
自己也感到快乐。而本村志愿者对留
守、“五保”老人的关心和帮助一直都
未间断过，每月为老人进行一次居家
大扫除，理发、洗衣、代购生活用品、表
演节目；平时进行电话问候，随时掌握
留守老人心理状况、健康状况、存在的
困难，并及时提供帮助。

开鲁县妇联主席王艳华介绍，“月
敲门”志愿服务项目实施从摸底建档
开始，对三留守人员进行登记造册，做
到底数清；对三留守人员的需求进行
调查，做到精准对接、精准服务；对志
愿者的管理采取积分制，作为年终考
核奖惩的依据，以充分调动志愿者的
积极性。志愿者们从留守儿童、妇女
和老人的迫切需要出发，在就业辅导、
生活照料、心灵慰藉、技能培训、就业
指导、健康保健、法律维权等方面，为
三留守人员提供帮助。目前已服务目
标人群 1172 人，投入志愿者 1325 人，
开展各类帮扶活动 1366 场，服务总时
长 2064 小时。

开鲁县：“月敲门”志愿服务很贴心

10 月 24 日，指导老师在为学员示范标准动作。当日，2020 年全区健身广场舞
一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班暨百县健身广场舞技能提升班在呼和浩特开班，来自全
区的 203 名社会体育指导员在为期两天培训中将系统学习健身广场舞技能，从而提
高社会体育指导员的业务素质，充分发挥社会体育指导员在全民健身活动中的骨干
作用。 本报记者 于涛 摄

学习技能 提高素质

10 月 26 日，首府市民在公
园内健身。连日来，呼和浩特
市秋高气爽，市民纷纷走到室
外运动健身，锻炼身体的同时
也欣赏秋天的美景。

本报记者 孟和朝鲁 摄

秋日健身
正当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