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月 20 日，包头市利晨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
正在测试抛光粉。公司生产的稀土抛光粉具有抛
光速度快、光洁度高和使用寿命长、无污染的优点，
完成同等工作量的速度是传统抛光粉的 30 到 60
倍。 本报记者 孟和朝鲁 摄

推动稀土应用高端化

2 月 20 日，村民在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沙圪
堵镇长胜店村聚邦编织袋加工厂的生产车间作
业。加工厂实行“村党支部+企业+合作社+农户”
的运行模式，村民每个月的收入可增加 2000 元左
右，促进村集体经济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记者 王晓博 王鹏 摄

增收致富干劲足

近日，自治区直属乌兰牧骑走进呼和浩特市土
默特左旗福康老年公寓，开展惠民演出活动。据了
解，自治区直属乌兰牧骑自 1 月 22 日起，深入工厂
企业 、部队军营 、养老院 、街道社区，以“乌兰牧
骑+”的方式持续开展新春基层惠民综合演出服务
活动。 本报记者 王磊 通讯员 师园彬 摄

乌兰牧骑送温暖

现场

初春，大型机
械 在 鄂 尔 多 斯 市
达 拉 特 旗 昭 君 镇
巴音嘎查 7800 亩
土 地 提 质 改 造 工
程 施 工 现 场 穿 梭
忙碌、平整土地。
项目实施后，耕地
质量将显著提升，
预 计 每 亩 平 均 增
产 40%以上。
本报记者 王晓博

王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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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麻鸭嬉戏觅食，白鹭曲颈
饮水，灰雁飞舞盘旋……栖息越
冬的野生鸟类与波光粼粼的水
面相映成趣。

这是记者日前在呼和浩特
市赛罕区七圪台村附近一处水
域看到的景象。这里原是什拉
乌素河，干涸后成为一处荒滩，
后来部分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
经处理，达到优级标准后排入这
里，形成了该片水域。

“入河排污口设置了水质自
动监测设备，与生态环境部门联
网，实现水质动态监管。”呼和浩
特市生态环境局相关工作人员
介绍，水源安全有了保证，且排
出的水温总保持在十几度，让干
涸的槽滩变成生态环境良好的

“不冻河”。
“我们每天都要通过红外相

机和人工巡护来拍摄、记录越冬
候鸟的生活点滴。大家发现，部
分越冬的赤麻鸭已经变成‘留
鸟’，在这里安了家。”呼和浩特
市林业和草原局赛罕分局保护
中心副主任党海龙介绍说。

候鸟监测员张凤鸣是赛罕
区七圪台村的村民，也是这条
河的河长。与这条河槽相伴几
十载的他，看到如今鸟类成群、
生机勃勃的景象，十分感慨：

“荒滩时这里死气沉沉，后来有
了水源流入，才吸引了大量候
鸟前来栖息。从起初的几十只
到后来的几百只，今年更多，达
到了上千只。”

鸟儿因水而居，“不冻河”的
华丽变身，也是呼和浩特市近年
来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的真实写
照。人与野生鸟类和谐共生，乐
享青城“宜居”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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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怀特乌勒斯 摄

闻令而动，迅速出击。绳索救援、纵深
灭火，一场围绕提升消防救援战力的演训拉
开帷幕。消防员们一个个身法精湛、勇猛向
前，展示了消防救援队伍的专业水平与敬业
精神。

“逆行者”演训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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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冻河”上候鸟成群。

白鹭争抢捕获小鱼。

金桥污水处理厂对再生水进行采样。

调试用于记录观测候鸟的红外相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