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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许晓岚 霍晓庆
张慧玲 郝飚 包荭

今天，当被问起是否知道白独贵湾
时，很多年轻人都会摇头。

是的，在乌海市的卫星图上，那片
几乎没有生命迹象的浑黄之地早已被
绿色取代；在行政区划上，这个曾代表
着“不毛之地”的地名，已经被甘德尔山
生态文明景区替代。

近 3 万亩滚滚流沙变绿洲，“消失”
的白独贵湾，成为乌海治沙史上值得铭
记的独家记忆。

“降服沙魔有多难？削平一座沙
山，6 台推土机整整工作了 24 天！”

脚下，是绵软的草毯，身旁，是十几
米高的新疆杨，穿行在它洒下的树荫
里，肆意享受着绿色氧吧的馈赠。任凭
谁都无法想象，2006 年以前这里是大
片流动的沙丘。

乌海市三面环沙，地处乌兰布和、
毛乌素、腾格里三大沙漠的边缘，黄河

穿城而过，有着水沙相拥的奇景，亦有
着沙尘侵袭的烦忧。白独贵湾就是乌
兰布和沙漠越过黄河在甘德尔山脚下
形成的近 20 平方公里的风积流动沙
地。每遇大风，沙尘弥漫，整个市区饱
尝风沙之苦。同时，滚滚流沙越过甘德
尔山，长驱直入鄂尔多斯高原，并进一
步向东、南两个方向挺进。

沙丘汹涌、寸草难觅、鸟兽无踪。
2003 年，乌海市提出建设生态绿洲型
工业城市，白独贵湾成为横梗在喉的一
道难题。2005 年秋，乌海市决定启动
白独贵湾沙区治理。

“那时候我们除了一腔热忱和一身
力气，啥都没有。”乌海市治沙站生产队
队长董研生用布满老茧的手拍拍粗壮
的树干，黑红的脸庞露出憨厚的笑容。

没有人烟的荒漠，没路、没水、没
电，要想实施治理，必须先完成项目区
通路、通电、通水等一系列基础工程。
整个工程预计需投资 1 亿元，而临危受
命的乌海市林业局身无分文。

“生态环境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民生

福祉，再难也要做！”当时马上就要进入冬
季，为抢在第二年春天植树前完成基础工
作并最大程度节省成本，全市林业系统干
部职工全部投入到这场战斗中。道路勘
探、修路、整地、拉电、供水、沙障工程⋯⋯
一系列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

“车开不进去，大家都徒步进入沙
漠，遇上大风走一步退半步。为节省时
间，中午不回家，在沙漠里扎个帐篷，午
饭就是混着黄沙的馒头和咸菜。”董研生
说，当时他和几名同事最先被派往白独
贵湾进行道路勘探，掌握了第一手资料，
为后续工程打下基础。

“降服沙魔有多难？削平项目区第
一座沙山，6 台推土机整整工作了 24
天。填筑输水主管道的一条深沟，16 台
大型挖掘机、推土机、运输车辆一干就
是 5 个月。5000 亩沙障扎制任务，是在
数九寒天完成的。”随着董研生的回忆，
仿佛回到那个热血沸腾的年代：

每天早晨天微微亮就上工，夜幕降
临劳动的号子依然在回荡。农历腊月二
十八，市区里早已张灯结彩、鞭炮声声，

可白独贵湾依旧车水马龙。刺骨的寒风
和沙子一齐打在脸上、身上，但人们的内
心却是从未有过的火热⋯⋯

终于，经过一个冬季的苦战，路通
了，水通了，电也通了，白独贵湾迎来了
崭新的开始。

从 2006 年春天起，寸草不生的白
独贵湾终于看到了绿色。

“为什么要植树？我们不植树，我
们的下一代就要吃沙子的苦！”

白独贵湾的绿色，在一点一点地延
伸、扩大。

乌海市举全市之力，向白独贵湾“进
军”。连续多年，每当植树季节，临近白
独贵湾的路上总是停满了公交车、私家
车、电动车、自行车，机关、企事业单位的
干部职工来了，教师和学生来了，部队官
兵来了，万亩荒滩红旗招展，热火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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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消失””的白独贵湾的白独贵湾

本报 10 月 16 日讯 （记者 霍
晓庆）10 月 14 日，自治区政府新闻办
召开新闻发布会，对《内蒙古自治区

“十四五”林业和草原保护发展规划》
（以下简称《规划》）的主要目标、总体
布局、主要任务等情况进行解读介
绍。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相关负责
同志回答了记者提问。

《规划》已于 9 月 21 日由自治区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厅 印 发 实 施 。 规 划
明确提出，到 2025 年，全区森林覆
盖 率 达 到 23.5% ，森 林 蓄 积 量 达 到
15.5 亿立方米；草原综合植被盖度

稳定在 45%；新增沙化土地治理面
积 2650 万 亩 。 全 区 森 林 草 原 质 量
明显提升，湿地保护与恢复初见成
效 ，荒 漠 化 防 治 持 续 深 入 ，高 质 量
发展理念深入人心，山水林田湖草
沙 系 统 治 理 能 力 明 显 提 高 ，森 林 、
草 原 、湿 地 、荒 漠 生 态 功 能 进 一 步
增 强 ，生 态 总 体 状 况 进 一 步 好 转 ，
局部恶化趋势基本控制，林长制有
效推进，林草支撑保障体系逐步完
善，优质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得到提
升 ，林 草 产 业 富 民 惠 民 成 效 显 著 ，
我 国 北 方 重 要 生 态 安 全 屏 障 架 构

基本形成。
围绕上述目标，《规划》明确了 6

项重点任务，分别是：加强自然生态
系统保护，全面加强天然林、天然草
原、自然湿地和荒漠生态系统的保
护及森林经营；加快林草生态修复，
科学推进国土绿化，加强退化草原
修复，科学开展防沙治沙；加强自然
保护地体系建设，推进呼伦贝尔、贺
兰山等国家公园建设工作，提升自
然保护区管理水平，推进自然公园
建设，全面保护和管理野生动植物
资源； ■下转第 2 版

未来5年我区森林覆盖率将达到23.5%

□本报记者 薛来 通讯员 盛文华

“谚语说‘天上的龙肉，地下的驴
肉’，龙肉啥味道咱不清楚，但驴肉是
真好吃！”李廷财夹起一片酱驴肉放在
嘴里，又端起酒杯，“呲溜”，一口小酒
便已入喉。

62 岁的李廷财脸泛红光，望向窗
外驴圈的眼睛含着笑意。那里，一头小
毛驴正在撒欢。“这头小乌头驴儿是上
个月刚出生的，再喂 4 个多月就能出栏
了，按现在的市场价，至少能卖五六千
元。乌头驴易饲养、不易患病、生长发
育快、适应力强，母驴平均 1年能产 1头
驴驹⋯⋯”说起这些，老李头头是道。

李廷财家住赤峰市巴林左旗隆昌
镇姜家湾村，妻子多年疾病缠身，2014
年他家被识别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后，
二人享受了国家大病救助、危房改造、
最低生活保障等政策扶持。2016 年
他家已稳定脱贫，但脱贫不脱政策，
2017 年，老李得了 2 头项目母驴。养
驴 4 年来，老李每年能收获 1 到 2 头驴
驹。“今年的肉驴价格和去年相比又上
涨了 4 到 6 元，俺的日子越过越有底
气！”李廷财乐开了花。

姜家湾村有 325 户 637 人，家家户
户都养驴，是名副其实的肉驴养殖专
业村。“俺们村的村民除了养驴外，还
养羊、养牛、种地，人均纯收入逐年增
加。”村党支部书记张晓丽告诉记者。

隆昌村的史大勇是远近闻名的致
富能手，在他的肉驴养殖基地内，260
多头体态丰腴的驴儿或晒着太阳或吃
着 草 料 ，不 时 发 出“ 昂 嗯 昂 嗯 ”的 叫
声。站在棚圈外，他掰着手指头给记
者算了一笔经济账：“大驴和驴苗育肥
半年左右卖掉，除去饲草料等养殖成
本，每头驴能净赚 1000 元到 3000 元
左右。我家肉驴年出栏 1000 头，每年

纯收入百八十万元吧。”
养驴 20 多年，史大勇的家从过去

3 间不足 50 平方米的小土房，变成了
8 间宽敞明亮的大瓦房；从 1 辆三轮
车，变成了 2 辆越野车；从 30 平方米
的简易驴舍，变成了基础设施完善、
占地 10 多亩的连排彩钢棚圈；从原来
的负债 5 万元，到现在的银行卡数字
节节攀升⋯⋯

史大勇的成功，示范带动了全村
人以及周边许多村的村民搞起了肉驴
养殖。随着肉驴交易量的逐年扩张，
建设 1 所大型交易市场已迫在眉睫。
2010 年，投资 160 万元、占地 50 余亩
的旺龙活畜交易市场在隆昌镇双胜村
建成，市场内肉驴交易圈、草料库、餐
饮、住宿等设施一应俱全。该交易市
场 每 个 月 共 有 12 个 交 易 日 ，辐 射 吉
林、山东、北京、河北、河南、江西等 10
多个省市，肉驴年交易量达 12 万头。

记者来到交易市场时，正看到一名
皮肤黝黑、个头中等、身材微胖的农村妇
女在和肉驴贩子热火朝天地谈价钱，她
洪亮的嗓门吸引了众多外地客商。她叫
刘硕颖，是专业肉驴经纪人，每个交易
日，经她手的肉驴交易量多达 50 余头。
她和丈夫做肉驴经纪人已有 5 个年头，
家庭年收入五六十万元。随着网络科技
在农村的迅速发展，刘硕颖也成了“网络
肉驴经纪人”，她在网络上直播卖肉驴，
为肉驴交易打开了另一扇窗。

截至目前，隆昌镇已有 4 个肉驴养
殖专业村、5 个重点肉驴养殖场、11 个
肉驴改良点，全镇肉驴存栏达 1.8 万
头，肉驴经纪人有 140 余人。

隆昌镇肉驴养殖很昌隆

本 报 阿 拉 善 10 月 16 日 电 （记
者 刘宏章）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
阿拉善盟坚持以学促行、以学促干，结
合“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开展，坚
持从最困难的群众入手、从最突出的问
题抓起、从最现实的利益出发，突出问
题导向，立足群众需求，创新自选动作，
下大力气解决群众关切的“急难愁盼”
重点问题和困扰基层发展的难点问题，
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
感，让各族群众切身感受到党史学习教
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新成效。

聚焦群众需求，架好了解民声倾听
民意的“传声筒”。该盟坚持站稳人民
立场，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
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全盟各级
领导班子结合党史学习教育“我为群众

办实事”实践活动开展，把“察民情访民
意”作为重要动作抓紧抓实，通过开门纳
谏、召开座谈会、设立服务热线、网上征
求意见、发放调查问卷等多种方式，征集
群众意见建议 7589 条，查找问题 4676
个，解决问题 1450个。聚焦基层所盼和
民心所向，旗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带头深
入联系点开展调研 1472次，了解掌握基
层群众问题诉求，推动问题向一线解
决 。 畅 通 民 生 诉 求 反 映 渠 道 ，通 过

“12345”政务服务热线、电子邮箱等载

体，广泛收集民生诉求和群众需求 537
条，并及时转办责任部门单位按期办
结。不断优化便民服务举措，各级窗口
单位围绕“为民分忧解难题，立足岗位作
贡献”目标，推出“互联网+政务服务”事
项 15732 项，优化服务流程 2446 项，依
托“蒙速办”APP，用数据跑路代替群众
跑腿，打通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聚焦痛点难点，列好为民纾困的“问
题簿”。该盟坚持把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
生活需要作为重要目标，着眼推动解决群

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盟
委、行署研究确定全盟“我为群众办实事”
重点民生项目清单，涉及教育、卫生、民生
保障、就业等 8 大类 40 个方面 157 个重
点民生项目。旗处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
坚持以上率下，聚焦群众“急难愁盼”，认
领重点民生实事 1748件，确定领导班子
成员办实事 2999 件。全盟各级机关企
事业单位党组织切实发挥政治领导作用，
带头设立党员先锋岗、责任区 3470 个，
结合开展“我帮你·善益+”活动等方式，
不断深化党员志愿服务，引导机关在职党
员认领民生实事 11733 件，公开承诺为
民服务事项 10853 件，践诺 2332 件，面
对面解决群众实际困难 2369个，真正用
党员的责任担当把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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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善盟：实招硬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

本 报 鄂 尔 多 斯 10 月 16 日 电
（记者 蔡冬梅 通讯员 吴辉）连日
来，位于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的内蒙
古智能煤炭公司麻地梁煤矿运煤线上
一片繁忙景象，一辆辆满载电煤的卡
车有序运行，安全驶向各地发电厂，日
均发送商品煤 25000 吨左右，公司干
部员工对组织完成好今年四季度 175
万吨保供煤任务志在必得。

启动煤炭保供以来，负责主抓煤
炭销售任务的麻地梁煤矿党委副书

记、总经理徐辉表示，针对当前市场煤
炭价格上涨的走势，我们要扛起国企
的担当和责任，坚决做到不带头涨价，
积极维护市场稳煤价大局。目前以低
于市场 200 元—300 元/吨的价格保供
给电厂，以国有控股企业的实际行动
稳定市场煤价，保障周边电厂正常运
转，用麻地梁的“暖心煤”为缓解当前
的“燃煤”之急做出应有的贡献。

今年以来，受多重因素影响，电煤
需求持续走高。内蒙古智能煤炭公司

麻地梁煤矿全力以赴保障煤炭稳定可
靠供应，积极与周边各电厂签订中长
期合同，发挥好中长期合同“压舱石”
作用。在确保安全生产前提下，麻地
梁煤矿充分发挥智慧矿山系统的应有
作用，统筹安排生产衔接，科学优化生
产布局，严格制定生产计划，合理组织
煤炭生产，安全高效释放从 10 月份核
增的 300 万吨/年产能，开足马力多出
煤、出好煤。

长期协议价格煤是稳价保供的重

要一环。煤矿坚决执行“基准价+浮动
价”的定价机制，严格履行煤炭中长协
合同，以实际行动引导煤炭价格回归
合理区间。为此，麻地梁煤矿销售部
门 还 专 门 开 设 了 电 厂 用 煤“ 绿 色 通
道”，优先保障电煤供应。在商品煤供
应趋紧的情况下，暂停其他零散客户
发运，优先供给电厂，有效缓解了电厂
燃“煤”之急，保障了周边工业和居民
正常用电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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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地梁煤矿：彰显国企担当 争当保供示范

本报 10 月 16 日讯 （记者 帅
政）10 月 15 日，记者从自治区安全生
产委员会办公室获悉，我区前三季度
未发生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事故总
量、较大事故发生量与去年同期相比
保持“双下降”，安全生产形势持续保
持平稳。

据了解，今年 1-9 月，全区共发生
各类生产安全事故 450 起、死亡 472
人 ，比 2020 年 同 期 减 少 328 起、165
人，分别下降 42.16%和 25.9%。较大
事故 11 起、死亡 38 人，比 2020 年同期

减少 1 起、4 人。
第三季度，鄂尔多斯市、呼伦贝尔

市、巴彦淖尔市、兴安盟和锡林郭勒盟
发生较大事故 6 起，占前三季度全区较
大事故发生量的 55%。自治区安委办
指出，各地区、各部门和单位要充分认
清当前安全生产形势的复杂性和极端
重要性，持续推进专项整治三年行动集
中攻坚，突出矿山、危险化学品、建筑施
工、道路交通、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加
强安全风险管控，坚决防范各类事故发
生，确保全区安全生产形势持续平稳。

我区安全生产形势持续保持平稳

10 月 16 日，参赛代表队在进行定向比赛。当日，由自治区体育局主办的 2021
年自治区“全民健身日”系列活动暨“我和我的祖国”展演活动在呼和浩特市阿尔泰
公园开幕，通过科学健身指导、全民健身项目展演、自治区直属机关定向比赛、“城
市那达慕”大会等 7 项活动，倡导全民健身理念，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
合，让更多的人动起来，收获健康和幸福。 本报记者 孟和朝鲁 柴思源 摄

全民健身 同心同行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10 月 15 日，万吨运煤大列飞
驰在唐包铁路。近日，中铁呼和
浩特局充分运用集宁至通辽、锡
林浩特至乌兰浩特铁路运能，加
大装车组织力度，优先满足内蒙
古中部地区到东北地区的电煤直
达运输需求。同时积极优化调整
运力，对电煤运输车辆实行优先
批车、优先配空、优先装车、优先
放行、优先卸车，加快铁路专用线
流通周转，全力保障缺煤省市用
煤需求。

见习记者 马骏驰 摄

抢运电煤

我在黄河岸边走

本报 10 月 16 日讯 （记者 白
丹）日前，中央文明办下发通知，经中
央文明办复查批准，从 10 月 9 日起，恢
复我区包头市、通辽市和满洲里市全
国文明城市资格。

全国文明城市是反映城市整体文
明水平的综合性荣誉称号，是目前国内
城市综合类评比中的最高荣誉。过去
一年中，包头市、通辽市、满洲里市吸取

教训、压实责任，以最大决心、最严要
求、最硬举措，努力提升文明城市建设
水平，抓紧抓实抓细文明城市创建整改
提升各项任务，全力以赴抓好文明城市
创建整改提升工作，确保高标准高质量
通过中央文明办整改复查，全力打好打
赢全国文明城市荣誉保卫战。经过奋
力攻坚，三地顺利通过中央文明办复
查，获准恢复全国文明城市资格。

包头市通辽市满洲里市
恢复全国文明城市资格

昔日的白独贵湾早已被甘德尔山生态文明景区替代昔日的白独贵湾早已被甘德尔山生态文明景区替代，，绿意葱茏绿意葱茏，，美景如画美景如画。。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包荭包荭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