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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戴宏 皇甫美鲜 海军
宋爽 袁宝年 王磊 见习记者 郭羽

“中国避暑之都”“风电之都”“草原
皮都”“中国酸奶之都”“建在玄武岩上
的园林城市”“中国马铃薯之都”“中国
燕麦之都”……一个个响亮名片传遍大
江南北时，谁能想到乌兰察布曾经是一
个极度贫困地区，又有谁能体会到它从
落后地区的行列出列时付出了多大艰
辛？

党的十八大以来，乌兰察布市认真
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惠及
民生作为最重要的工作来抓，不畏艰
辛、迎难而上、艰苦奋斗，经济社会发展
实现了质的飞跃，创造了落后地区弯道
超车的奇迹，交出了一份写满幸福的民
生答卷。

“这里有人照顾我，这就是我的幸
福！”在察右前旗平地泉镇花村幸福院居

住的崔佩珍老人高兴地对记者说。
农村牧区养老互助幸福院是乌兰

察布市探索的“互助养老”模式，也是
老人们的“幸福之家”。该模式2014
年被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
司评为“中国十大创新社会福利政
策”。

花村幸福院利用一所闲置小学改
建而成，采取“统一建设、产权归公”

“统一居住、分户生活”“统一管理、互
帮互助”的“三统一”模式运行。每个
幸福院还配建文化活动室、卫生室、集
中洗衣间、活动广场，方便老人生活。
花村幸福院院长张德礼介绍说，住幸
福院后，老人们出行、就医、购物方便
了，生活也不孤单了。

从2012年开始，乌兰察布市将农
村牧区养老问题同危旧房改造、调整
农村产业布局、脱贫攻坚相结合，利用
撤并后闲置的学校、乡镇办公场所等
现有设施，集中建设生活、医疗、文化

设施齐全的幸福院，让农村60周岁以
上有生活能力、无生产能力的五保户、
低保户、贫困户就近搬迁到中心村的
幸福院居住。

如今，乌兰察布市已建成农村牧
区幸福院 476 处、入住 44148 户，解
决了农村牧区孤寡留守老人、空巢老
人、因伤因病丧失劳动能力老人和
60 岁以上贫困老人的集中养老问
题。

老旧小区改造，与民生福祉相
连，与城市发展相系。乌兰察布市把
老旧小区改造作为城市建设补短板、
强基础、惠民生、促发展的重要举措，
统筹谋划，扎实推进。2020年，对241
个老旧小区进行了改造。

脏、乱、差是过去乌兰察布市集宁
区新华街街道通州社区连馨苑小区给
人们的印象。如今，这里路宽了、管网
通了、环境美了、生活更方便了、人情
味更足了。已经在此住了近30年的

姜秀英见证了连馨苑小区的变与不变，她
说：“以前是烂房子、泥巴路，楼道里好多
天没人打扫。现在，环境好了，设施好了，
但邻里间互帮互助的习惯还像以前一
样。”

在推进这项“民生工程”中，乌兰察布
市处处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顺
应群众期待，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将

“民生工程”做成“民心工程”，老旧小区实
现“内外兼修”的美丽蜕变，向群众交上一
份满意的答卷。

养老、住房、医疗……民生福祉得到
持续改善。“十三五”以来，乌兰察布市基
本医疗保险和城乡医疗救助实现市级统
筹，所有旗县级综合医疗机构均达到二
级以上医院标准，社会保险、社会救助、
社会福利事业发展水平逐年提升。各旗
县市区全部通过国家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验收，嘎查村文化室、健身路径实现全覆
盖。便民利企服务提速增效，企业开办
时间和不动产登记时间分别压缩到3个

和 5 个工作日，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时
间压缩到90个工作日。

“您好，这里是 12345政府服务便
民热线，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我
想约一下企业代办帮办业务。”乌兰察
布市在 12345政府服务便民热线开通
的帮您办专席，一经上线便受到企业和
群众的欢迎。

乌兰察布市 12345 政务服务便民
热线主要受理企业和群众在生产生
活中遇到的需要咨询的求助、意见建
议、举报投诉等相关问题，已实现市
域全覆盖。该热线成为群众向政府
反映问题、求助咨询的主要渠道，极
大地提升了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满
意度。

改善民生、补齐短板，聚焦社会事
业、社会保障和社会治理，下大力气满
足群众需求，乌兰察布步履坚定，努力
让各族人民更多更好地共享高质量发
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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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户抱着羊羔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本报记者 戴宏 皇甫美鲜 宋爽
袁宝年 王磊 海军
见习记者 郭羽

初夏的乌兰察布大地，处处奔涌着
活力。

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工业园区内，三峡
现代能源创新示范园施工现场，管架林立，
机器轰鸣。望着眼前热火朝天的建设景
象，项目负责人郝睿说，项目建成投运，将
打造百亿级高端装备制造与绿色智慧能源
产业集群，延长绿色能源产业链条，提高能
源资源综合利用效率，促进内蒙古高端装
备制造产业升级与跨越式发展。

乌兰察布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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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建
设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国家重要
农畜产品生产基地，积极构建富有特色、具有
优势的区域创新体系和绿色特色优势现代
产业体系，在维护国家能源安全、粮食安全、

产业安全中提升产业发展层次和水平。
——加快形成以创新为引领和支

撑的产业体系和发展模式,不断提升产
品技术和质量水平。

——秉持绿色发展理念，乌兰察布
设置“绿色门槛”，坚决淘汰落后产能,
开始向高能耗、高污染企业“亮剑”。将
污染企业拒之门外，对耗能超标企业严
格限制。严格执行国家重点生态功能
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对不适宜继续发
展的产业实施限制和禁止。

——充分利用风光资源丰富、氢能
市场广阔、区位交通优势等有利条件,
推动风电装备、光伏组件、先进储能、电
控系统、零碳装备等新能源上下游产业
项目建设,发展壮大风光氢电装备制造
产业集群,延伸能源装备产业链。

一个个群众点赞的项目，一幕幕拼
搏发展的镜头，清晰地记录着乌兰察布
对旧动能做“破”的革命，向新动能要

“立”的效应的累累硕果。构建绿色制

造体系,推广绿色设计和绿色产品开
发,推行绿色工厂、绿色供应链和绿色
园区建设……绿色，已经成为乌兰察布
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新引擎。

深刻的变革，激活乌兰察布高质量
发展一池春水。

从麦苗青翠的乡间田野到机声隆
隆的加工车间，从商贾云集的农贸市场
到创客云集的电商园区……一幅现代
农业融合发展的精美画卷展现在眼前。

“坚持绿色兴农兴牧，高质量建设农
畜产品生产基地。围绕马铃薯、燕麦、冷
凉蔬菜、肉牛等主导产业，开展种业技术
攻关。”“巩固建设九大特色冷凉蔬菜种植
基地，扩大高标准设施蔬菜建设规模。”乌
兰察布市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绿
色力量”，让人倍感振奋。大力发展绿色
经济，乌兰察布发展逻辑愈发明晰，现代
农牧业已成为实现跨越发展的坚固支点。

清晨，一棵棵新鲜欲滴的生菜、黄瓜等
整装待发。几个小时后，280公里之外的北

京市民就能在自家的餐桌上享用着绿色、
有机、无公害的蔬菜。

“燕麦和牛奶加水果的完美结合，味道
超赞！”“营养全面、特别健康……”阴山优
麦的“燕麦随身杯”早餐产品在各大电商平
台“走红”，让广大消费者吃出美味、健康。
内蒙古阴山优麦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庞春
江介绍，公司已开发出从燕麦粥米、速食品
到膳食纤维、保健品等“阴山优麦”系列产
品，集燕麦育种、种植与产销于一体。

草丰水美、空气清新，孕育出优质的
“绿色”牛羊，四子王旗杜蒙羊肉因其肉
质鲜美、品质上乘获得了全国各地消费
者的“青睐”。“适应性强、繁殖率高、肉质
细嫩……”内蒙古赛诺种羊科技有限公司
党支部书记布和朝鲁对公司拳头产品杜
蒙羊的优点如数家珍。作为首批国家肉
羊核心育种场，内蒙古赛诺种羊科技有限
公司已形成以生物育种和快繁技术为核
心，涵盖活畜交易、屠宰加工等多项业务
的生产经营体系，优质种羊及配套技术服

务全国20多个省份。
绿色无公害的农畜产品走俏国内外

市场，成为乌兰察布农牧业的“金字招
牌”。这得益于乌兰察布市坚持“打绿色
牌、走特色路”，全力推进现代农牧业高质
量发展的思路；归功于质量兴农、科教兴
农、绿色兴农、品牌强农的有效举措。通过
实施农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三年行
动，全市新增绿色、有机产品20个、地理标
志农产品2个。实施“乌兰察布莜麦”地理
标志保护工程项目。创建1个国家级农业
产业强镇，认定一批“一村一品”示范村镇。

回首来路，乌兰察布围绕建设国家
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国家重要农
畜产品生产基地,起笔不凡，落子精彩，
靓丽“转身”汇聚奋进跫音。

面向未来，乌兰察布市将继续在招商
引资上再发力，在项目建设上再攻坚，在营
商环境上再提升，持续推动产业结构优化
升级，为高质量发展蓄积新动能，在深度融
入新发展格局中展现新作为、取得新成绩。

厚植底色绣山河
□本报记者 戴宏 皇甫美鲜 袁宝年

宋爽 王磊 海军
见习记者 郭羽

初夏时节，乌兰察布大地渐渐进入
最美丽的季节。

位于集宁新旧城区交接处的白泉
山公园，绿树成荫、亭台掩映，被誉为

“城市绿岛”和“天然氧吧”。站在白泉
山公园山顶上远眺，城区大街小巷被绿
色包围，令人心旷神怡。目光转向东
边，只见霸王河由北向南流过，河两侧
草木繁盛，花团锦簇，仿佛置身于一座
江南城市。

人们也许无法想象，过去的白泉山，
土壤贫瘠、沟壑纵横、林草稀少，而河道宽
阔的霸王河，也曾几近干涸。

人居环境的巨变，得益于乌兰察布对
改善生态环境的不懈努力。乌兰察布横
跨“三北”地区，是京津晋冀进入内蒙古的

“门户”。坚守生态底线，筑牢我国北方重
要生态安全屏障，是乌兰察布的使命。

党的十八大以来，乌兰察布市牢固

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
理念，以“生态立市”作为发展战略，统
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严格
落实河湖长制，全面推行林草长制，全
力打好升级版污染防治攻坚战，推动生
态环境持续改善，加快创建国家生态文
明建设示范市，生态建设取得了巨大成
效——

全市森林覆盖率达到23.27%，森林
公园、湿地公园、地质公园等达到14个，
成功创建“国家园林城市”“自治区节水
型城市”。

“草原三化”得到有效治理，退化沙
化趋势得到有效缓解。全国首个草原
生态修复公益项目在四子王旗实施完
成；2020年草原修复绩效评价位列全区
非国家试点盟市第一。

与此同时，白泉山生态修复项目荣
获“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霸王河公园
入选“国家湿地试点公园”。老虎山、卧
龙山和泉玉岭河旧貌换新颜，它们与白
泉山、霸王河并称为“三山两河”，如今
已成为乌兰察布市生态保护建设的一
张亮丽名片。

由集宁往西南方向80余公里，在群
山环抱之中，有一片蔚蓝湖面，它就是

“草原明珠”岱海。岱海是自治区第三
大内陆湖，被列入“中国湿地保护行动
计划”179 块国家重要湿地之一。受沿
湖工农业取水和自然补水变化等因素
影响，过去几十年里，岱海湖面呈萎缩
态势，特别是2005年后萎缩加快。

2016年，乌兰察布市以壮士断腕的
决心全面启动岱海治理工程，通过采取

“四控三处理”等举措，严格控水、控肥、
控药、控膜，加强畜禽粪污、城乡垃圾、
城乡污水处理。2020年起，岱海治理由

“一湖治理”升级为流域治理，实施22条
入湖河流沿线绿化、水保等工程，拆除
河道内的48处养殖场、鱼塘等设施，清
理垃圾，以改善水质和水循环。

“家里的旱厕已经改造成了水厕，生
活污水不再排入岱海，而是经下水管道排
入污水处理站。家里的6亩地也流转给公
司了。”凉城县岱海镇义和村村民白润贤
对近年来岱海的改变有着切身体会，“现
在岱海的水变清了，周围还种植了‘花
海’，来岱海玩的人越来越多了。”

岱海综合治理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刘
建军介绍说，去年以来，岱海萎缩的趋势
得到初步遏制，水质、生态系统也开始改
善。流域内植被覆盖率从2015年的68%
提高到2019年的70%，鸟类种类由2015
年的68种增加到2019年的91种。

2020年5月，岱海生态应急补水工
程正式启动，工程从托克托县境内的黄
河干流取水，输水线路长131.7公里，设
计年最大取水量4466万立方米，预计
今年年底竣工。目前，管线沟、隧洞正
在加紧施工。

科学治理，多管齐下，岱海有望重
现万顷碧波。

生态环境的改善，绝非一朝一夕之
功。在兴和县南部，晋、冀、蒙交界处的
苏木山，以董鸿儒为代表的两代务林
人，通过60余年的艰苦努力，将荒山变
林海，林海变资源，为“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发展理念写下生动注脚。

走进苏木山，便走进了一片绿色的
海洋，在最高峰黄石崖俯瞰苏木山，耳
畔松涛阵阵，满目葱茏苍翠。然而，60
多年前的苏木山，却是一片荒山秃岭。

1958年，董鸿儒来到苏木山当护林
员。1960年，苏木山成立国营林场，以
董鸿儒为代表的务林人就踏上了绿化
荒山之路。为了寻找合适树种，他们走
遍了苏木山的每一个角落，尝试了一次
又一次，也失败了一次又一次。直到
1964年，他们发现华北落叶松适合在苏
木山生长，于是从河北引入树种，在苏
木山大面积种植。日复一日，年复一
年，如今，苏木山从荒山秃岭变成了绿
水青山，优美风光吸引了大批游客，茶
叶、蘑菇、养殖、民宿等多种产业，带动
村民脱贫致富，苏木山从不毛之地变身
旅游景区，绿水青山变成了金山银山。

昔日狂风肆虐、飞沙走石，今日青山
绿水、花草掩映，塞北明珠乌兰察布的生
态环境已发生了脱胎巨变，但乌兰察布人
追逐绿色之梦的新征程从未停歇。

草原深处添新绿，生态新城护北
疆。站在新的起点，乌兰察布积极响应
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全面融入京津冀
协同发展战略，坚持绿色发展、绿色惠
民，力争将乌兰察布建设成为适宜人
居、适宜创业、发展迅速的首都后花园。

交出写满幸福的民生答卷

开启乡村振兴新征程
□本报记者 戴宏 皇甫美鲜 宋爽

袁宝年 王磊 海军
见习记者 郭羽

从空中鸟瞰乌兰察布，从东向西，
连绵的绿色山脉、四通八达的高速公
路、成片的种植大棚……一派欣欣向荣
之景。

曾几何时，乌兰察布的穷是出了名
的，一方水土养不了一方人。

“小康路上不能让一个人掉队！”经
过6年的脱贫攻坚，到2020年，乌兰察
布市 10个贫困旗县、750 个贫困嘎查
村、29.1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摘帽，为
推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开
启乡村振兴新篇章奠定了坚实基础，乌
兰察布大地处处涌动着奔小康的感人
场景。

每年的7月中旬至9月下旬，来自
山东、河北的运输车在察右前旗平地
泉镇南村的蔬菜交易市场中络绎不
绝。如今的南村蔬菜名声在外，很多
商家从区外远道而来采购南村的新鲜

蔬菜。
然而，在十几年前的南村，售价、

销量却要取决于到村里的收菜车，当
时都是大田的传统种植，需要自产自
销，不但亩产低下，售价也低于平均
水平。

2009 年，南村建立了蔬菜交易市
场，农民卖菜不再受制于一种方式，
不但蔬菜价格稳定了下来，而且凭借
着土地优势开始向区外销售反季节
蔬菜。

2012 年，借助京蒙帮扶和引进的
技术员，南村建起98个蔬菜大棚，一个
一亩两分地的大棚收益相当于过去十
亩大田的产量收益。

2020年，户均年收入已经超过10
万元的村民们打起了旅游的“主意”，在
大棚种植有机蔬菜的基础上发展起了
采摘旅游。

51 岁的村民邓英连从 2012 年开
始承包大棚，并在2018年开始从事采
摘经营。她说：“我们都是用农家肥种
植，绿色、有机、无污染，从品质、外观
到口感，都比市场上的要好上许多。”正

在一旁采摘的客人于森连连点头：“这
都是纯天然的，你看这西红柿多饱满，
酸酸甜甜的特别好吃。”

察右前旗蔬菜联合协会会长张效
玲告诉记者：“下一步，我们计划发展旅
游民宿采摘，走网络销售、直播带货的
路子，同时要整合土地，实现水肥一体
化建设。”

位于蒙、晋、冀三省交界的兴和县
苏木山林场，是内蒙古中西部地区最大
的落叶松人工林场，森林覆盖率高达
78.4%，生态价值可达50多亿元。坐落
在苏木山脚下的店子镇卢家营村凭借
苏木山资源开设农家乐，把绿水青山变
为金山银山。

在卢家营村农家乐内，村民樊二板
一身大红色的着装整齐干净，头发利索
地盘在脑后，正忙着做开业的各项准备
工作。“以前我们种地连自己都无法
养活，也没有地方打工。现在不一样
了，我平时进农家乐打工，等六月份进
山采茶，秋天时能采蘑菇，这都是野生
的，挺受人们欢迎。”她感慨地说，“现
在守着山就能挣钱了，一年纯收入能有

两万元。”
兴和县店子镇党委副书记黄玉印

曾是县旅投公司派到店子镇的驻村干
部，驻村结束后他被任命为乡镇干部。
他介绍了镇里的发展规划：“我们将着
力打造‘三色’苏木山，红色教育、绿色
发展以及金色旅游，带动杂粮杂豆农副
产品生产销售，发展特色种植、石墨矿
产、特色养殖业，把乡村特色转化为乡
村优势。”

近年来，乌兰察布市围绕自治区绿
色农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的整体定位、
把握创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历史
机遇，扎实推进农牧业产业化发展，通
过实施“龙头企业带贫减贫工程”，引进
了薯都凯达、德青源、大北农等一批实
力较强的企业，培育了赛诺羊业、中加
种业、阴山优麦等科研能力、辐射带动
能力较强的地方扶贫龙头企业。

一个大棚种三个月纯收入能达到
两万元！这样的事就发生在商都县七
台镇喇嘛板村。这样的收益源于商都
县本地企业——内蒙古希森马铃薯种
业有限公司。该公司主要研究马铃薯

种子培育，其自主研发的马铃薯种子占
全国市场的30%。公司与喇嘛板村专
业合作社开展马铃薯原原种合作生产，
企业提供马铃薯苗，村民承包大棚进行
原原种种植，原原种成熟后企业以每粒
原原种 2角 5分钱回收。一个七分地
的大棚内种植7万棵左右马铃薯苗，经
过3个月就能收获20万粒左右的马铃
薯原原种，种植一个大棚纯收入便可达
2万元。

“产业是兴旺之基、致富之源。哪
里产业发展得好，哪里扶贫成效就明
显、稳定，哪里就能实现乡村振兴。”薯
都凯达食品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

2021年开启乡村振兴新征程。乌
兰察布迎头赶上，在产业布局上，围绕
马铃薯、燕麦、冷凉蔬菜、肉牛等主导产
业，开展种业技术攻关，巩固建设九大
特色冷凉蔬菜种植基地，扩大高标准设
施蔬菜建设规模。

5月30日，乌兰察布市乡村振兴局
正式挂牌成立，揭开了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崭新的一页，迎来了有效衔接、全面
推进、阔步发展的新阶段。

群众在乌兰察布市政务服务大厅办理业务。

苏木山餐饮、民宿。

七苏木中欧班列物流枢纽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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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中的快手智能云乌兰
察布大数据核心区数据中心。

商都县七台镇喇嘛板村村民查看
马铃薯长势。

航拍镜头下的苏木山航拍镜头下的苏木山。。

航拍岱海。改造后的连馨苑小区改造后的连馨苑小区。。

“红色公交”。

薯条加工流水线。

内蒙古赛诺种羊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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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云谷”拥抱世界 乌兰察布绿富同兴

社区志愿服务示范户社区志愿服务示范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