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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高敏娜 赵曦
王智华

10 月 22 日傍晚，兴安盟乌兰浩
特市骑行爱好者包丽华和队友们骑
行在全线贯通的斯力很旅游公路上，
她们正在追逐一场日落。

戴着流线型头盔、身着各色骑行
服的骑友们迎着晚霞从市区出发，沿
着这条旅游公路一路向南，道路两旁
色彩斑斓的秋日美景映入眼帘。整
个骑行队一路走走停停，拍照不断。

“秋天傍晚时分，这条路的景色
特别美，大家伙一致选择到这里来，
简直像在风景画中骑行。”包丽华说，
自从旅游公路贯通后，她和队友们就
成了这条路上的“常客”，大家在路上
体验骑行快乐的同时，还能感受大美
乌兰浩特四季更迭的自然风光。

起于乌兰浩特洮儿河国家湿地
公园，终至斯力很现代农业园区，全
长25公里的斯力很旅游公路，是乌兰
浩特市加快擘画乡村振兴新图景，让
旅游产业更好赋能乡村振兴的重要
基础设施建设。它将洮儿河湿地风
光景区、朝鲜族民俗特色村寨三合
村、红色马镇葛根庙等景点连珠成

串，将沿途自然、农田等风光融为一
体，备受游客青睐，实现了各景点的
良性互动和业态互补。

道路的通达，不单让市民及游
客受益，更为沿途农户及村集体经
济带来了新生机，把好日子连通到家
门口。

小树枝铁锅炖的经营者盖晓红
比往年更忙碌了：“自从路通了，每天
自驾游、骑行的人很多，我和家人就
合计着开个农家乐，从来没想到这几
间老房子也能给我们带来收入。”

“受地理位置所限，我们向阳村
以前被别的村称为‘死胡同村’，自从
公路修好后，改变特别大，村民出门
不用再绕路多走那 11公里路了。”乌
兰浩特市斯力很现代农业园区向阳
村第一书记牟将中说，现在大家骑着
电动三轮就可以把自家的土鸡蛋、大
棚的蔬菜送往市里的早市夜市卖掉，
这在以前不敢想。

如果说旅游公路的通达是空间
布局的改变和优化，那么长638米、宽
12米的友谊大桥的飞架更是从根本
上解决了当地群众“过河难”“行路
难”，成了百姓心中的“幸福桥”“连心
桥”，让“望河兴叹”彻底成为了历史。

“我们都盼着这桥通呢！”乌兰

浩特市葛根庙镇友谊嘎查村民包玉
清的娘家就在一河之隔的斯力很现
代农业园区向阳村。两个村子“隔河
相望”，她的归乡之路可谓遥远漫长。

一条河，能割裂地理，割不断亲情。
一座桥，拉近了距离，更拉近了民心。

“桥没修通之前回娘家得 1小时
路程，需要从镇里绕行100多里地，现
在桥修了之后，六七分钟就到家了。”
包玉清说，只要有时间每天都要回去
看看父母，路上的奔波都变成了更多
时间的陪伴。

曾经的天涯远变成了如今的咫
尺间，友谊大桥的飞架不仅让浓浓亲
情不用再苦苦等待，还连起了民生民
心和产业发展。如今的友谊嘎查正
依托交通优势，计划乘势而上，构建
农旅融合发展新格局。

“我们要大力发展旅游餐饮、民
宿经济和农畜产品销售，真正实现路
通、景美、民富。”乌兰浩特市葛根庙
镇友谊嘎查村委委员王永平说。

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桥通了，
路便不远；路、桥的通达，绘就了诗与
远方，守护了浓浓乡愁，也托起了百
姓稳稳的幸福。

（乌兰浩特市融媒体中心记者
黄妍 晓蕾 文静参与采访）

一桥一路 串起好山好水好生活

□本报记者 戴宏 李新军 帅政
王丽红

“宝宝们，这是我们扎兰屯的榛
子，籽粒光滑圆润、仁满粒香，非常好
吃，而且天然野生、营养丰富。”10月29
日，内蒙古扎兰屯市数字经济产业园电
商直播基地，网红主播们在直播间内热
情洋溢地推介扎兰屯的特色产品。

在基地的产品展示选品区，来自扎
兰屯本地和呼伦贝尔其他地区的各类
特色产品琳琅满目，沙果干、木耳、榛
子、牛肉干、剪纸、泥塑、麦秆画、太阳
花……通过直播被卖到全国乃至世界
各地。

目前，我国直播电商行业呈快速
增长态势。扎兰屯市敏锐地瞄准市场
机遇，以做强做优电商产业为重要抓
手，拓宽群众增收致富渠道，通过招商
引资，引进上海直播企业，投资 500万
元，打造了 1750平方米的数字经济产
业园电商直播基地。

扎兰屯市电子商务发展中心负
责人王瑞告诉记者，基地于 2023年 6
月建成并投入使用，以联农带农、富
民增收为目标，希望通过直播带货的
方式，更好地带动农产品销售和群众
增收致富。

在直播基地记者看到，18个直播间
里设施一应俱全，根据直播内容的不同，
房间里的陈设也不同。扎兰屯的非遗剪
纸十分出名，在售卖扎兰屯剪纸艺人作
品的专属直播间，背景墙上挂满了栩栩
如生的剪纸作品，地域特色十足。

目前，直播基地已入驻5家电商企
业，新增带动就业近100人，交易额已
超 1000 万元。内蒙古星绘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总经理卢熠是土生土长的本
地人，曾在北京工作。“选择回乡发展，
除了因为总公司负责人和我本身是扎
兰屯人，有着家乡情怀外，还因为当地

重视电商产业招商引资，在人才、设
备、场地等方面支持力度非常大。”他
告诉记者，“扎兰屯的特色农产品和文
创产品也满足了我们对好商品的需
求。我们代理的木耳产品上了‘东方
甄选’平台，销量很不错。”

直播基地的电商企业不仅将当地
特产卖到全国，还在跨境电商上崭露
头角，将剪纸、麦秆画、太阳花等呼伦
贝尔各地的文创产品卖到了北美、欧
盟等地区。内蒙古星绘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在国外搭建了专门的网站售卖扎
兰屯本地文创产品，通过推特、INS等
社交平台进行引流，在平台上预存了
500多位基础用户。

除了招商引资，直播基地还积极
搭建电商集聚、品牌打造、人才孵化、
供应链培育四大服务体系，为企业提
供技术交流、政策申报、人才培育、融
资创投的全方位服务环境。同时，电
商直播基地不断扩大线上直播产品的
门类，大兴安岭的特产蓝莓、桦树汁等
来自呼伦贝尔地区的名优特产品纷纷
上线，让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到了物产

丰富的呼伦贝尔。
久久为功，善作善成。直播基地

的良好运行是扎兰屯市紧紧围绕推进
电商产业发展，大力开展电商基础设
施建设的一个缩影。1个市级电商公
共服务中心，3 个乡镇级电商运营中
心，130个村级服务站，1个电商示范
村，5个助农直播工作室，为当地电商
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人才是创新发展的基础和源头。
截至目前，扎兰屯市已举办147期电商
技能培训，孵化带动1名千万级主播、5
名百万级主播，每年通过本土助农网
红达人销售本地农副产品超 5000 万
元，直接带动超 4000 户农民增收致
富。当地电商交易额也逐年递增，
2023年上半年达7.3亿元，其中农产品
网络销售额位列呼伦贝尔市首位。

六十条河绕青山，绿荫深处是扎
兰。这座风景优美、物产富饶的小城，
正在搭载电商快车驶上高质量发展的
新赛道。

（呼伦贝尔日报记者 刘银 晓
梅参与采访）

小城有好物 “网”来世界知

□本报记者 张慧玲 呼布琴
王玉琢 毛锴彦
郝雪莲 布音额尼尔乐

10 月 17 日，伴随着鄂尔多斯市
鄂托克前旗淅淅沥沥的小雨，记者来
到了敖勒召其镇三段地社区内蒙古
劲牛现代农牧业开发有限公司。

“据统计，安装温室大棚集雨系
统后，育苗基地年节水量达 1万多立
方米。”内蒙古劲牛现代农牧业开发
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林堂说。

年节水 1万多立方米，这仅仅是
鄂 托 克 前 旗 农 业 生 产 节 水 的“ 一
斑”。据统计，如今鄂托克前旗农业
生产节水每年达到 1790 万立方米。
1790万立方米的水资源是个什么概
念？资料显示，杭州西湖蓄水量为
1400万立方米，鄂托克前旗每年农业
节省下来的水量比一个西湖的蓄水
量还要多。

一年省水省出一个“西湖”，地处
毛乌素沙地边缘，风沙大、降雨少的
鄂托克前旗怎么做到的？

过去，鄂托克前旗由于居民生产
生活用水主要依靠抽取地下水，曾造
成不同程度的地下水超采，地下水位
下降一度多达1.8米。

为扭转地下水位下降势头，修复
水生态，近年来，鄂托克前旗依据地
下水资源压减指标，不断优化水资源
配置，强化水资源调度，通过“节、调、
补、技、管、引”等综合措施，打出一套
地下水超采治理“组合拳”。

2022年开始，鄂托克前旗全力推
动农牧业产业结构调整，推广种植谷
子、大豆、荞麦等抗旱耐旱节水作物，
鼓励限采地下水、充分利用旱作雨养
的种植方式，同时大力发展设施农业。

相较于种大田，发展设施农业更

节水。内蒙古劲牛现代农牧业开发
有限公司拥有我国西北地区最大的
单体育苗基地。在这个占地3万多平
方米的温室大棚内，抬头就能看见专
门用来收集雨水的波浪形的棚顶。
下雨时，雨水在棚顶汇集，顺着管道
流到地下的水沟里，经水沟流向雨水
回用蓄水池后，可以用来灌溉和给温
室降温。

“2021年建设之初，我们也想过
把雨水排掉，后来考虑到当地的气候
环境，觉得排掉太浪费，就把大棚设
计成带有集雨系统的科技大棚。”李
林堂说。

“每年2月中旬基地开始育苗，育
苗大棚采用的都是水肥一体化浇灌
技术，相比以前的灌溉方式，省时省
水省肥省药，不到 10分钟就能浇完。
而且大棚内还配有自动化温控设备，
保证全天棚内温度不低于 30度。灌
溉和温控设备用的水一部分就是集
雨系统收集来的雨水。”育苗基地技

术指导员牛文明说。2022年起，鄂托
克前旗还大力推广拱棚置换水浇地，
每年轮休 5000 亩耕地，进一步压减
地下水用量。置换的拱棚内全部用
上滴灌，滴灌节水率达 60%以上，可
有效降低灌溉成本，进一步减少水资
源消耗。

2022年，敖勒召其超采区和三段
地超采区水位分别上涨 1.99 米和
4.41米。

2023年，敖勒召其、三段地地下
水超采区的8万亩农田，95%以上实现
高效节水灌溉，年节水量超过 168万
吨，全旗地下水超采区水位继续回升。

农业节水要久久为功。面对水资
源紧缺的现状，鄂托克前旗坚持把“以
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
产”作为水资源最大的刚性约束，积极
践行“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
两手发力”的治水方针，优化水资源配
置，加强水资源需求管理，走出了一条
高效灌溉节水农业之路。

一 年 省 出 一 个“ 西 湖 ”

□本报记者 王塔娜

金秋十月，走进赤峰市喀喇沁旗
新泰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肉鸭养殖一
场，一排排高标准鸭舍整齐排列，鸭舍
内几十万只待出栏的鸭子“呱、呱、呱”
地叫着，场面十分热闹。

“鸭苗和饲料都是九牧合公司统
一供应，我们严格按照公司规定的标
准饲养，这些鸭子已经养了40天，今天
准备出栏。”厂长宫永丰说，养殖场每
年出栏 6批肉鸭、约 100万只，每只肉
鸭纯收入约2元，眼前这些肉鸭一会儿
就被内蒙古九牧合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拉走。

大约过了 15分钟，几辆拉货车便
开进养殖场大院。检疫人员第一时间
给肉鸭做宰前检查，随后抓鸭队迅速
把肉鸭装进笼子里，不一会儿，16.4万
只肉鸭全部装载完成，运往 3公里外
的内蒙古九牧合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肉鸭运输到九牧合，一笼笼肉鸭
被搬进了生产车间。在生产车间，3条
生产线全线开工，经过宰杀、脱毛、开
膛、分割等一系列工序后，被加工成几
十种精细产品，经速冻包装后，送入冷
冻仓储库。

“我们现有一个标准化屠宰工厂，
年屠宰肉鸭达 3500万只，销往全国各
地。”九牧合公司生产部经理张凯说道。

从孵化、养殖再到屠宰、分割、加
工，喀喇沁旗立足自身实际，做大做强

肉鸭产业，以喀喇沁农畜产品加工园
为核心发展圈，引进内蒙古九牧合农
牧科技有限公司、内蒙古连盛农牧业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等龙头企业，为养
殖户提供种禽养殖、商品肉鸭孵化以
及肉鸭回收、肉鸭屠宰加工等全产业
链服务。

在九牧合公司销售部，老鸭汤、
盐水鸭、卤制鸭、火锅食材等产品摆
放整齐，墙面上还有“蒙鸭”“雪花鸭”
等品牌的介绍。“我们公司研发了具
有‘舌尖上的喀喇沁’特色产品 20余
种，还注册了‘蒙鸭’‘蒙老鸭’‘雪花

鸭’‘参芪草本鸭’等品牌，产品远销
东北、西北、华北、长三角、珠三角等
地区。”销售经理赵鑫诚介绍道。

喀喇沁旗不断延伸肉鸭产业链，
单只肉鸭全产业链产值达到了上百
元。如今，喀喇沁旗肉鸭养殖场（小
区）达 65个，肉鸭存栏数 400万羽，带
动1.5万余名群众就业，人均年收入达
5—8万元，小小肉鸭串起助农增收的
全产业链，成为喀喇沁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助推器。

（喀喇沁旗融媒体中心记者 郝
越凡参与采访）

小 鸭 子“ 孵 ”出 大 产 业

□本报记者 薛来 梅刚 参萨尔
图古斯毕力格 薄金凤

见习记者 高辉

“如何推进产业治沙？就是要和
沙漠争地盘。我县实施‘借光治沙’模
式，坚持治沙和致富相结合，让大漠生
金。”10月 20日，巴彦淖尔市磴口县防
沙治沙局副局长韩应联说。

韩应联口中的“借光治沙”是将光
伏发电与四翅滨藜、梭梭等种植有机
结合，以“板上发电、板下种植”方式，
推进产业叠加发展，实现生态效益和
经济效益双赢。

金秋十月，在磴口县沙金套海苏
木巴音温都尔嘎查，占地 2.54 万亩的
光伏电站项目区内，工人们正在钢架
上安装光伏板，一排排蓝色的光伏板
为沙漠披上了一层巨大的“铠甲”，在
阳光照射下熠熠生辉、蔚为壮观。

光伏板下，整齐排列的草方格内
栽种的四翅滨藜、梭梭等植物已有一
尺多高，正在随风摇摆，为光秃的沙漠
增添了不少绿意。

“光伏电站项目3月18日开工建设，
总投资58.3亿元，东西跨度约8公里，南
北跨度约2.6公里，项目预计12月底并网

发电，可实现年发电量17.5亿度。”巴彦淖
尔蒙能能源有限公司基建工程部负责人
袁伟轩说，项目主要特点是“光伏+生态
治理”一体设计、同步实施，最终实现光伏
产业与生态治理有机结合。

“为了给生态治理和机械化作业
留下充足的空间，我们在设计过程中，
光伏板的前沿距地面高度不低于 1.8
米，光伏阵列前后的距离不小于12米，
使板间作物正常生长和光伏发电互不
影响，以此提高治理区植被覆盖度，强
化防风固沙效果。”袁伟轩说。

据磴口县官方测算，板上光伏运
行周期内年发电小时数 1800 小时以
上，收益率大于 8%，板下种植的四翅
滨藜和梭梭接种肉苁蓉后，亩均效益
达到1200元以上。

磴口县位于巴彦淖尔市西南部，
东临鄂尔多斯高原、南依黄河、北靠阴
山、西部是浩瀚的乌兰布和沙漠。全
县面积 3677平方公里，其中乌兰布和
沙漠面积 2840平方公里，占该县总面
积的 77%。近年来，当地不断丰富拓
展防沙治沙“磴口模式”，大力推进产
业治沙，通过板上光伏发电，板下种植
四翅滨藜、梭梭等植被实现防风固沙。

“我们在光伏电站项目区试种了
四翅滨藜和梭梭，目前生长情况较好，

预计种植梭梭等植物近3万亩，3年后
再接种肉苁蓉，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
效益双增收。”内蒙古王爷地苁蓉生物
有限公司负责人魏均说。

为了一探究竟，记者来到该公司
的梭梭林种植区，魏均边指导工人采
挖肉苁蓉边介绍种植经验：“沙漠里最
适合种梭梭，它的根系可以蔓延几十
平方米，防风固沙效果特别好。梭梭
根部可以接种肉苁蓉，具有可观的经
济价值。今年预计采收肉苁蓉400多
吨，实现经济收入1000多万元。我们
也在申报肉苁蓉种子审定和开发药材
加工产业，做好生态产品价值转换。”

让大漠生金，磴口县经过几十年
的摸索，走上一条生态产业化和产业
生态化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曾经寸草
不生、人迹罕至的沙漠腹地，如今充满
了希望与生机。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探索‘空中
光伏板+地上梭梭林+地下肉苁蓉+林
下家畜禽’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
态修复共同体，规划建设 30万亩有机
中蒙药材种植基地，逐渐形成以肉苁
蓉为引领的百亿中蒙药材产业。”魏均
望着眼前的沙漠信心十足。

（巴彦淖尔日报 周悦 磴口县
融媒体中心 马超峰参与采访）

“借光治沙”让大漠生金

内蒙古九牧合公司生产车间，肉鸭屠宰加工流程正在有序进行。

雨水在温室棚顶被收集后顺着管道流进水沟。

入驻扎兰屯市电商直播基地人员在直播带货。 本报记者 金泉 摄

□本报记者 蔡冬梅 路兴

“美丽的草原我的家，风吹绿草
遍地花。彩蝶纷飞百鸟儿唱，一湾碧
水映晚霞……”

10月 28日上午，一场盛大的“壮
美广西· 唱响世界”国际合唱节，在
刘三姐的家乡、青山绿水的桂林漓江
之畔隆重举办。灯光璀璨的舞台上，
一群来自内蒙古包头市达茂旗、身着
蒙古族盛装的中老年歌手，为现场观
众奉献了两首无伴奏合唱歌曲《美丽
的草原我的家》和《八骏赞》。这来自
草原最纯净的天籁之音，深情演绎出
对内蒙古家乡的热爱，现场观众好评
如潮，掌声不断。参赛曲目高票胜
出，荣获一等奖殊荣，吴清明荣获“优
秀指挥奖”。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个由包头
市达茂旗一群平均年龄超 60岁的退
休企事业人员和下岗职工组成的合
唱团刚刚创立不久，就在半年前，他
们几乎是在“零基础”的情况下，凭着
对民族音乐的一腔热爱自发成立“达
音”合唱团，在内蒙古民族剧院国家
一级演员吴清明老师的带领下，频频
出彩。

“我们都热爱音乐，这一直是我
们的梦想。我是从达茂旗走出去的
音乐人，所以当家乡人有组建合唱团
想法的时候，我们一拍即合。”说起组
建合唱团的初衷，吴清明介绍说，“达
音”合唱团在今年4月 2日成立，志同

道合的人们纷纷加入进来。主打无
伴奏合唱，以“弘扬高雅艺术、提升文
化修养”为宗旨，进一步丰富退休干
部职工的精神文化生活。目前合唱
团成员共55人，成立以来先后参加了

“‘鹿城巾帼之声’系列宣讲活动”“达
茂联合旗第十届文化旅游节暨第三
十三届那达慕大会开幕晚会”等多场
活动，并获“首届中国包头黄河合唱
节”中老年组银奖等。

在合唱节演出现场，灯光下一张
张饱经沧桑的面孔自信而祥和，身
上丝毫不见暮气。他们那如天籁般
的无伴奏合唱，一下子把观众带入
到一望无际的内蒙古大草原意境
中，似乎真切地感受到骏马、草原、

山川、河流……都在歌声中一幕幕闪
现，原汁原味的人声之美，让听众尽
享听觉盛宴。

手捧奖杯和证书，“达音”合唱团
团长于晓洁非常激动。她告诉记者，
这个创建不久的“达音”合唱团队员
里，既有夫妻、妯娌、姐弟，也有亲家、
姑姐、闺蜜，“我们是因为同一个目标
而走在一起，共同努力去做一件喜欢
的事情，而且要做到最好。”为了有更
加长远的发展，“达音”合唱团将不断
补充新鲜血液，吸收更多爱唱歌的人
员加入其中。“让更多的人了解北疆
文化，走进达茂旗。”

(达茂旗融媒体中心 赵楠参与
采访)

漓江之畔唱响草原天籁之音

无伴奏合唱《美丽的草原我的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