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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蔡冬梅 路兴 马芳
马嫣然 郭娜 云夏阳

一条路意味着什么？
一条路架起了沟通渠道，打开了

致富大门,实现了产业兴旺。
九峰山的深秋，仿佛打翻了调色

盘一般绚丽多彩。沿着一条新修的蜿
蜒小路，记者一行驱车驶入大山深
处。渐渐地，远处一抹鲜艳的“中国
红”映入眼帘，那是土默特右旗九峰山
管委会耳沁尧村北的毛主席纪念碑。

迫不及待地，大家朝着纪念碑驶
去。山顶视野极为开阔，可以俯瞰整
个村子，高 17米的纪念碑巍然耸立。
碑前，摆满了祭奠者留下的花束，寄
托着人们对伟人的深情追思，勾起了
47年前那段不能忘却的红色记忆。

1976 年 9 月 9 日，毛主席逝世。
为了表达缅怀之情，耳沁尧人民公社
号召全体社员每人自愿集资五毛钱，
在村里修建了毛主席纪念碑。77岁
的李兰弟回想起当年的场景依然热
泪盈眶。“大家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
力，村民有的拿出五毛钱、有的拿出
一块钱，没钱的就拿出攒着准备过年
吃的鸡蛋，经过 5000 多名社员的自
发捐款，修建起了这座纪念碑。”

1977 年 9 月 9 日，纪念碑落成。
典礼仪式上，人们沉痛默哀，表达对
伟人的深切怀念。从此，纪念碑也就
成了村里最神圣的地方。

47年间，村里几代人默默守护着
这方红色圣地。李利强是目前留在
村里为数不多的中年人，多年来，他
一直自发担负着保持纪念碑干净整
洁的工作。对他来说，守护纪念碑已
然成为他的一种习惯，而在他心里更
多的是一种无言的职责。

如今，一代又一代村民从山里走
出去，去往城市、乡镇开始新的生

活。当年 5000多人的耳沁尧人民公
社，如今只留下1000多人，常住居民
更是不足200人。但即使是离开了村
子，纪念碑依然是耳沁尧村民心中最
深的惦念。

今年国庆节，原来在耳沁尧中学
教书的20多名教师相约回村，第一件
事就是瞻仰纪念碑。从小在耳沁尧
村长大的于学慧告诉记者，他父亲原
来在耳沁尧中学教语文，总在课堂上
给学生讲修建纪念碑的故事。

“现在，我们虽然都已经离开村
子，工作在不同的行业和岗位，但纪
念碑依然承载着我们童年美好的回
忆，修建纪念碑的故事也一直激励着
我们。每到周末，我总会带孩子回村
里瞻仰纪念碑，希望把红色基因传承
下去。”于学慧说。

游走在秋日的耳沁尧村，原来耳

沁尧人民公社的中国银行、学校、邮
政局等旧址依然保存完整，这些都无
声地诉说着这里的过往繁华。如今，
一条通往村外崭新的水泥路直接修
到了村口。“村里的路修好了，你们多
会儿想回来就回来吧，现在方便多
了。”看着崭新的道路，村民们的喜悦
之情溢于言表，纷纷给城里的孩子们
打去电话汇报喜讯。

这条长约 6公里的路，是耳沁尧
村第一条水泥路。它，不仅结束了曾
经“村里人出不去、城里人进不来”的
历史，也承载着全村人的新希望新梦
想。对于未来，耳沁尧村党支部副书
记徐文开充满期待。他说：“如今村
里修了水泥路，大家在游览九峰山美
景的同时，更方便来村里瞻仰纪念
碑，听红色故事。相信我们村一定会
越来越好！”

一条路，唤醒深山里的红色记忆

□本报记者 于涛 刘宏章 李卓
王磊

深秋的一个清晨，沿着布满碎石
的崎岖山路，驱车行进至巍峨壮观的
贺兰山深谷，54岁的李东开启了一天
的巡护工作，几个馍、一瓶水，翻山越
岭，来回一趟就要徒步20多公里。

李东是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管理局哈拉乌管理站副站长。
护林防火、监测森林病虫害、保护野生
动植物、制止破坏森林资源……寂寂
山路、默默前行，李东在护林这条路上
一走就是36年。

“这是天然更新的青海云杉、华
北落叶松的幼树，这些结满红果子的
植物叫鄂尔多斯小檗。这几株灌木
叫沼委陵菜，它们的种子随风散播，
会在沟塘边生长出更多的植株。”李
东对贺兰山的一草一木如数家珍，充
满感情。从十几岁的毛头小伙儿到
如今五十多岁的老林业人，他见证了
贺兰山从经营性林场到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的转变历程，也见证了这里的
生态变迁。

贺兰山是阿拉善的“母亲山”，是
我国西部重要的天然生态屏障，其生
态环境直接影响黄河、宁夏平原、河套
平原及西北、华北地区的生态安全。

1999年，贺兰山实施退牧还林移
民工程，数千牧民赶着牲畜下山。2000
年之后，天然林保护工程全面启动，阿
拉善盟停止天然林抚育间伐和木材销

售。党的十八大以来，阿拉善盟启动
实施贺兰山保护区及周边环境整治行
动、内蒙古贺兰山地区生态环境隐患
集中整治攻坚战、内蒙古贺兰山地区
生态环境隐患精准治理攻坚战……持
续强化生态保护修复让壮美锦绣“母
亲山”满目苍翠。

数据最具说服力，保护贺兰山生
态环境的成绩单有目共睹：森林覆盖
率由保护区建立前的 31.6%提高至
57.3%，森林面积由 36.8 万亩增加至
58.2万亩，林区植被覆盖度达到80%，
岩羊由 1.6万只增加到 5万只，马鹿由
2000头增加到7000头，绝迹半个多世
纪的雪豹重现贺兰山……一个个突出

成果，浸润着“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
负人”的努力。

迈着坚实的脚步，一遍遍阅读和
丈量着贺兰山的脉络。如今，一大批

“绿二代”“绿三代”与山林为伴、与岁
月同行，接力守护心中的“母亲山”。

李东的儿子李国民今年 28岁，从
小生活在贺兰山脚下的他，大学时读
了林学专业，如今在贺兰山从事护林
工作已有5个年头。他坚定地表示，希
望能够把爷爷和爸爸身上默默坚守、
无私奉献的高尚品质传承下去，用自
己的实际行动守护好“母亲山”。

（阿左旗融媒体中心记者 任佳
龙 姜勇 宋金蔚参与采访）

三十六年一片林，两代人的忠诚守护

李东父子巡护途中 。

□本报记者 于海东 郭洪申
李存霞 怀特乌勒斯

秋日里，走进通辽市工业重镇霍
林郭勒市，蓝天白云下的街道干净整
洁，公园、街道两旁的林木色彩斑斓，
美不胜收。

很难想象，这是一座因煤而兴、
以铝产业闻名的重工业城市。该市
能源局副局长赵福晓说，这座城市能
够如此干净整洁，主要是抓住了新能
源产业发展机会，推进“煤电铝”向

“绿电铝”转型升级。
而这背后，更是当地发展思路的

一次空前解放，打破传统地域藩篱，
主动向邻居“借东风”。

在当地企业内蒙古创新轻量化
新材料有限公司的项目现场，公司生
产运营副总赵新旺介绍说：“我们主
要为奔驰、宝马、奥迪等大型主机厂
提供铝合金零部件，产品主要用于新
能源汽车的防撞梁、电池托盘等，待
10 条生产线于明年 12 月全部投产
后，年产值将达到20亿元左右。”

公司产品不仅搭上了新能源汽
车产业的快车，而且为顺应世界铝产
业发展趋势，当地正利用风光等新能
源做大“绿电铝”产业。起步之初，霍
林郭勒市发现自己的新能源建设用
地不足，如何破局？

他们想到了向邻居兴安盟科右
中旗“借东风”。科右中旗地域广阔，
风光资源丰富，但区域内企业用电能
力有限。当霍林郭勒提出可消纳全

部科右中旗风光发电后，两地一拍即
合，开启了跨盟市产业协作。

目前，霍林郭勒市电力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已决定在科右中旗境内建
设50万千瓦的新能源项目，其产生的
绿电将全部输送回霍林郭勒。内蒙
古锦联铝材公司也将在兴安盟科右
中旗建设64万千瓦的新能源项目，预
计明年年底建设完成。该公司副总
经理颜磷介绍：“项目投产后预计每
年将产生26亿度绿电，减少二氧化碳
排放约200万吨，可生产20万吨拥有

‘绿证’的绿电铝产品。”
据了解，目前，霍林郭勒市原铝

产 能 已 占 全 国 的 7% 、自 治 区 的
43.8%。2022年，该市规模以上工业
总产值达877.61亿元，正奋力向千亿

铝产业进发。从薄如蝉翼的铝箔到
高精尖的铝合金材料，从交通用铝到
电子产品用铝，铝在霍林郭勒实现了

“七十二变”，其产品涵盖了汽车零部
件、全铝家居等高端应用，身价也翻
着跟头涨。

为加快“煤电铝”向“绿电铝”转
型，目前该市正在实施的新能源项
目有 20 多个，预计到“十四五”末，
霍林河地区新能源装机规模将达到
774.3 万 千 瓦 ，占 总 电 力 装 机 的
55.3%，年可自发自消绿电约 252 亿
度，加上网购绿电，绿电消纳占比将
达到50%以上。

（通辽市融媒体中心记者 斯琴
德力格 霍林郭勒市融媒体中心记
者 张辉参与采访）

打破藩篱“借东风” 共赴千亿产业梦

□本报记者 王塔娜

秋日的赤峰市克什克腾旗乌兰布
统，万山红遍、层林尽染，草原湖泊、山
川峡谷、骏马牛羊，处处都呈现着五彩
的迷人景观。

走进小红山子嘎查“杨家大院”，一
股清新的空气迎面而来，不时还有清脆
的鸟叫声环绕耳边。主人杨耀宗和他
的妻子许金艳一大早便开始忙碌起来，
打扫院落、杀鸡宰羊、择菜洗菜……

所有准备工作做得差不多了，杨
耀宗进屋看一眼时钟，估摸着还有半
个小时预约的游客该到了，赶紧拿着
抹布出去擦了擦院门前挂着的“共产
党员经营户”标识牌。

“这可是我家的金字招牌，得好好
护着！”杨耀宗说，他是拥有 12年党龄
的老党员。今年，自从乌兰布统苏木
政府给他颁发了“共产党员经营户”牌
匾后，生意比往年更加火爆了，仅 1个
多月时间就接待了游客2000多人次，
收入超10万元。

上午 11点，两辆挂着北京牌照的
汽车停在了“杨家大院”门前。“听朋友
说你家是‘共产党员经营户’，一听心
里就踏实，便带着家人过来了。”游客
李永波看了看院门前的牌匾说。

李永波一家刚落座不一会儿，美
味可口的农家菜摆满了一桌，手把肉、
蘸酱菜、炖豆角……“这些菜都是我们
自己种的，吃起来特别爽口，羊肉也是
我们当地的羊，味道鲜美，快尝尝！”杨
耀宗边上菜边介绍。

作为克什克腾旗旅游的一张亮丽
名片，乌兰布统景区历来备受广大游客
青睐。周边村庄的村民也瞄准旅游新
业态，纷纷搞起农家乐，吃上了“旅游
饭”。为杜绝当地经营主体欺客宰客、

看客要价、恶意竞价等行为，乌兰布统
苏木党委以旅游产业发展共同体为依
托，激励广大党员在旅游产业转型升级
中打头阵、当先锋、做表率，开启以党员
经营户为中心，辐射带动周边村民提升
服务质量的共同富裕路径探索。

“按照评选等级，我们给符合标准
的非共产党员商户悬挂‘诚信经营商
户’、党员商户悬挂‘共产党员经营户’

‘共产党员示范户’标牌。成员单位将
承诺在接待游客的醒目位置悬挂公
示，通过以‘我亮身份、您来评价’的形
式，营造了良好市场秩序、畅通了投诉
渠道、提升了服务质量。”乌兰布统苏
木副苏木达刘昕宇说，通过这种模式
不仅游客越来越多了，村民参与的积
极性也日渐增加，截至目前，共发展

“共产党员经营示范户”16户。
“这里就是我的个人画室，画得都

是我们乌兰布统的美景！”茶余饭后，
杨耀宗带李永波一行到他的个人工作

室参观。草原上的蒙古包、山坡上的
白桦树、房前的鲜花……在杨耀宗的
笔下，展现得淋漓尽致。

杨耀宗介绍，自 2022年乌兰布统
苏木和赤峰市美术馆联合在小红山子
嘎查开办“画家村”培训班以来，在老
师的指导下他画了 100 多幅油画，目
前已卖了50多幅，挣了1万多元钱。

“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刘昕宇对
这种培养农牧民画家、以他们的笔触
画出家乡美景，并把他们的作品变成
商品，用文化带动旅游经济的发展方
式给予了大力支持。

刘昕宇说，截至目前，小红山子嘎
查共举办了4期油画培训班，牧民创作
的油画达到 200余幅。一个个栩栩如
生的画作让更多人了解了乌兰布统，
切实起到了以文化振兴赋能乡村振兴
的作用。

（克什克腾旗融媒体中心记者
顾峻峰参与参访）

以红带绿，“旅游饭”香溢乌兰布统

乌兰布统苏木小红山子嘎查杨家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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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处沙漠，你会想到什么？
是“大漠空高尘不飞”？还是“大

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然而，你可
曾想到，沙漠不仅侵蚀大片土地，还让
百姓饱受沙灾侵扰。

金秋时节，走进巴彦淖尔市杭锦
后旗太阳庙农场，在一片片高耸的沙
丘上，工人们分工有序、动作熟练地将
稻草在沙丘表面扎设成 1.2 米方格形
状，扎设深度10-20厘米，形成网状结
构，连成一片，蔚为壮观。

“这些稻草方格，仅仅是黄河‘几
字弯’攻坚战杭锦后旗生态综合治理
工程的一小部分。过去，这里是成片
的沙漠。如今随着项目的实施，已完
成 1000 多亩的固沙草方格。”杭锦后
旗林草局副局长贺鹏谈及眼前这片沙
漠，仿佛看到自己的孩子茁壮成长般
满眼欣慰。

杭锦后旗地处乌兰布和沙漠东北
部，过去由于气候变化，境内的黄沙动
辄遮天蔽日，侵袭田地，掩埋村庄，曾
严重威胁当地人民的生产生活。“遇上
刮大风，房子的墙能被埋住1米多高。”

杭锦后旗双庙镇太荣村村民杨生金回
忆，“早起一推门，推不动，沙子把门堵
了。沙丘齐墙高，顺着沙子就上房顶
了。”这是当地恶劣环境的真实写照。

从上世纪 90年代起，杭锦后旗组
织村民和干部义务治沙造林、实施“三
北”工程、天然林保护工程、退耕还林
工程，以及乌兰布和沙漠边缘治理工
程，形成曲线长48公里、宽300米左右
的防沙治沙锁边林带，有效阻止了沙
漠东侵，保护了农田和村庄。近几年，
通过实施蚂蚁森林、规模化防沙治沙
等工程，已经治理沙漠11.6万亩。

今年9月，杭锦后旗全面启动黄河
“几字弯”攻坚战生态综合治理工程项
目，将9个镇和太阳庙农场全部纳入“三
北”工程规划实施范围，通过工程固沙、
人工造林和取沙腾地等方式，预计2年
内将2700亩套区零星沙丘全部消灭，到
2030年完成生态综合治理34.26万亩，
沙区林草综合覆被率达到50%以上。

“稻草方格治沙法，植树是关键。”贺
鹏一边示范一边向记者解释，“这1.2米
的稻草方格是工人用铁锨把稻草牢牢扎
进沙里做成的，可有效减弱地面起沙风
速，这是机械固沙。在稻草方格里栽植
梭梭、柠条等成活率能达85%以上，这是
最主要的、长久的生物固沙方式。”

在太阳庙农场另一片沙区极目远

眺，连片的人工梭梭林长势喜人，沿着
乌兰布和沙漠绵延而去，焕发出勃勃
生机。现场，60岁的农场工人丁瑞兰
手持水管，在每颗梭梭四周冲出4个沙
洞，再由村民配合在树旁钻出1米深的
沙穴，然后撒入肉苁蓉种子。

“这两年变化太大了，栽种的梭梭
林不断扩大，形成一道绿色生态屏障，
使流沙得到控制，生态环境质量和沙地
生态系统明显改善。”丁瑞兰感慨地说。

种下去，还得养起来。贺鹏说：
“生态系统支撑着一方民生。一棵成
年梭梭能固定 10平方米的沙地，寿命
可达百年以上。同时，肉苁蓉、柠条等
沙生植物可获得可观的经济价值，每
亩收入1000—2000元。”

有绿色就有希望，有产业就有未
来。截至目前，杭锦后旗累计人工种
植红柳 2.4 万亩、梭梭 11.6 万亩，接种
肉苁蓉1.6万亩，昔日的茫茫沙海正在
变得满目葱茏。

“风沙小了，沙区更绿了，也更美
了。红柳、柠条、梭梭越来越多，我们
走上了一条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态致
富路。”望着亲手栽种的梭梭林，丁瑞
兰满怀期望。

（巴彦淖尔日报记者 周悦 杭锦
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 于厦 蔺鑫
王懿哲参与采访）

稻草方格让流沙无处遁逃

□本报记者 高敏娜 赵曦 王智华

清晨 5点，当人们大多还沉浸在
梦乡时，兴安盟突泉县六户镇六户农
特产品加工创业产业园机制干豆腐
车间已是一片热气蒸腾、豆香四溢。

一粒粒富硒培植、蛟流河水浸润
的黄豆，严格筛选后送达这里，经过
研磨、滤渣、煮浆、点卤、压型……薄
如纸、色如金、韧如绸的“六户干豆
腐”仿佛从机器中“打印”出来一般，
匀称又整齐。

“干豆腐整个加工的过程需要十
几道工序，我们的设备都是按照独特
工艺专门定制，最大限度贴近手工制
作。”忙碌一个上午后，“六户干豆腐”
非遗传承人王海波和他的工人们一
起将做好的干豆腐装袋打包。这些
产品即将通过冷链物流进入市场，变
成一道道美味菜肴，走上了千家万户
的餐桌。

“六户干豆腐”作为突泉县颇有
名气的美食名片，也是兴安盟具有代
表性的土特产之一。看似平常的小
小豆制品，不仅饱含着浓浓的乡愁和

农民的致富梦想，也牵动着产业振兴
的光明未来。

2021年，“六户干豆腐”制作工艺
被纳入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制作干豆腐手艺在我们家传承了四
代，已经有近百年历史了。过去我们
的干豆腐只能在自家小作坊生产，每
天就产个 200多斤，销售范围也只限
于周边乡镇，现在这些干豆腐终于从
家庭小作坊搬进了特产加工厂，日产
能力提升到了 2万余斤，产品也走向
了全国。”王海波说，他一直在思考着
如何让这一土特产名气“出圈”。

在呼和浩特市兴安盟生态农产
品旗舰店，一袋袋“六户干豆腐”整齐
地码放在保鲜柜里，凭借着干、薄、
细、嫩的特质，在市场供不应求。“许
多顾客品尝过后成了回头客，还有很
多超市和东北菜饭店向我们订货。”
旗舰店负责人刘宝成说。

“今年我们建设六户农特产品加
工创业产业园，就是为了解决当地土
特产品‘有牌不靓、有产不量、有坊不
亮’瓶颈问题，推动干豆腐、熏鸡、榛
菌包‘六户三宝’土特产规模化、产业
化、品牌化发展。”六户镇人大主席陈

浩说，产业园前端链接农户产业基
地，中端助力 13个村集体经济，后端
还链接销售市场，年产值达到 3000
万元以上，带动大豆种植农户 1500
户以上。

土特产之“土”，源于一方水土。
突泉县作为典型的农业大县，现有耕
地 266 万亩，年均日照时数 2905 小
时。光热资源充足，蛟流河水灌溉下
的肥沃土壤孕育出一大批“独甲一
方”的特色产品：六户干豆腐、溪柳紫
皮蒜、太和小米、三联粉条……突泉
县土特产家族，各个村镇都有自己的

“拿手好物”。
如何让这些土特产从田间到百

姓“舌尖”？近年来，突泉县依托得天
独厚的区位优势，在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的大背景下，在扩数量、增产量、提
质量上下功夫，延伸产业链，增加产品
竞争力，打造出了一批拿得出、叫得
响、推得开、影响深远的特色产品品
牌，真正做到了保持“土”味，彰显“特”
色，壮大“产”业，带动众多农牧民增收
致富，走出乡村振兴的特色发展之路。

（兴安日报记者 张昕阳 突泉
县融媒体中心记者 苑康参与采访）

乡村“土货”销往城市“舌尖”

这条长约 6公里的路，是耳沁尧村第一条水泥路。

霍林郭勒市的光伏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