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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塔娜

一场大雪过后，赤峰市喀喇沁旗河
南街道马鞍山村，山林间雾凇沆砀，山
与天，云与水，上下一白。午后，一辆辆
汽车停靠在村旁，游客的脚步声渐次响
起，宁静的小山村热闹起来了……

60岁的村民刘瑞霞为游客激情讲
述着马鞍山村的故事，靠种山葡萄还清
债务、摆脱贫困、过上好日子的她说起
家乡的变化，娓娓道来，在场游客听得
津津有味。

2019 年 7月 15日，习近平总书记
来到喀喇沁旗考察时指出，产业是发展
的根基，产业兴旺，乡亲们收入才能稳
定增长。

如今，马鞍山村共有山葡萄种植户
240户，山葡萄种植面积达 3500亩，带
动农户每亩均增收 1000元，村里的各
族群众真正享受到了产业发展带来的
福利。

马鞍山村的变化得益于脱贫好政
策。2019年，喀喇沁旗实现了 88个贫
困村出列，贫困县实现退出。脱贫摘帽
后，喀喇沁旗继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2022 年脱贫
人 口 及 监 测 对 象 人 均 纯 收 入 达 到

15050元，同比增长13.04%。预计2023
年脱贫人口及监测对象人均纯收入达
到17006元，同比增长12.88%。

起笔新征程，就在青山绿水间。5
年间，喀喇沁旗举全旗之力在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上
不断探索，形成庭院经济、务工就业、孝
扶共助等三大奖补体系，乡村“造血”功
能和群众内生动力逐渐增强。

撒米、拌料、饮水……在西桥镇高
营子村2组的一座农家小院内，辛志强
夫妻俩正忙着投喂饲养的鸡雏。

2013 年起，辛志强因身体原因不
能从事繁重体力劳动，可家里两个孩
子，一个上高中一个读大学，面对生活
的压力，他干着急却又无计可施。

“2023年听说养鸡有补贴，我就试
着养了 40只鸡，现在这些鸡都可以出
栏了，按市场价算一只能卖 130 元左
右，政府还给发了1200元补贴，明年我

想再扩大养殖规模。”在鸡舍旁喂鸡的
辛志强说，发展庭院经济，不仅活儿不
累也有钱赚，解决了他家的困难。

此时，仅有一山之隔的西桥镇雷营
子村的崔淑芬一家也在为务工补贴带
来的收入而高兴。

“在外打零工一个月有2500元的收
入，没想到政府还给务工补贴1200元，
日子正在慢慢变好。”崔淑芬笑着说。

振兴路上一个也不能少，针对老年
人群体，喀喇沁旗对 70周岁以上的脱
贫户，采取子女赡养与政府补贴奖励的
方式开展“孝扶共助”。

锦山镇驼店村村民于瑞祥和妻子
贾素英均年过七十，3个子女为老人缴
纳孝心赡养金 2000 元，政府补贴“孝
扶共助”奖补资金 1000元。“我们老两
口现在享受到了政府补贴和子女们共
助款，日子过得很舒坦。”于瑞祥高兴
地说。

为有效防范和化解脱贫人口收入下
降风险，喀喇沁旗研究出台《喀喇沁旗
2023年脱贫人口增收奖补办法》，多措
并举促进脱贫人口持续增收，共设计了
小种植、小养殖、小手工、小买卖、小作坊
5类“短平快”且可持续增收的小产业项
目，奖补资金在 300-1500元/户不等。
同时针对有劳动能力的脱贫人口落实务
工就业奖补政策，连续务工三个月的每
人每年补贴1000-1500元，零散或季节
性务工累计2个月以上，每人每年补贴
800元；对年龄较大且没有劳动能力的
脱贫人口，推行孝扶共助养老行动，政府
奖补孝扶资金每人每年500元，每户每
年最高奖补1000元。

喀喇沁旗乡村振兴局局长郭亚军
说，在政策激励下，全旗脱贫户的积极
性再度被调动起来。截至目前，全旗已
完成2批次产业奖补资金发放工作，发
放奖补资金 531 万元，户均增收 1500
元以上，项目覆盖占脱贫户87%。

政策能兜底，日子有奔头。在乡村
振兴这场接力赛上，喀喇沁旗着力处理
好“稳”和“进”、“输血”和“造血”、重点
攻坚和整体推进、政府扶持和群众自主
等关系，进一步巩固了脱贫攻坚成果，
为增加脱贫人口收入，助力乡村振兴探
索出了一条新路子。

喀喇沁旗巧用产业奖补 激励群众“动起来”

□本报记者 郑学良 通讯员 王建宏

一大早，位于呼和浩特市托克托
县黄河湿地管护中心河口村的俏手娘
手工艺合作社飘出阵阵面香。市级非
遗花馍馍传承人杨晓娟正在熟练地忙
乎着，工作台上摆放着已经做好的色
彩鲜亮、造型丰富的花馍馍，宛如一件
件“舌尖上的艺术品”。

“自从传承了这门手艺，逢年过节
大家都会来我这里定制花馍馍，像面
锁、寿桃、福袋啥的，一些呼包鄂地区
的顾客也会经常打来订购电话，每年
能收入50余万元。”杨晓娟笑着说，我
还招呼村里的姐妹们加入进来，大家
一起致富。

这是托克托县加大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和挖掘力度，将传承历史文脉、
带领百姓致富、助力乡村振兴作为推动
高质量发展切入点，让非遗保护传承与
旅游产业发展有机融合的一个场景。

河口村是自治区非遗项目最集
中、非遗资源最丰富的古村落之一，被
评为自治区级非遗特色村，现有非遗
项目10余项，其中花馍馍、杀猪菜、河
口豆腐、龙灯鼓为市级非遗项目，毛
毡、柳编、布艺、钩编为县级非遗项
目。目前该村正在着力打造河口村非
遗文化体验园。

近年来，托克托县紧紧围绕“千年
古云中、魅力托克托”形象定位，主动
融入黄河“几字弯”文化旅游风情带建
设，推出集休闲度假、户外拓展、农耕
体验、餐饮娱乐等项目为一体的生态
休闲游、历史文化游、非遗研学游等精
品旅游线路，努力利用本土非遗资源，
持续推进非遗旅游产业发展，高标准
建设首府南部黄河景观文化旅游带。

作为自治区级非遗旅游体验基
地，托克托县黄河麦野谷生态休闲旅
游区，目前已完成投资约2.3亿元。

景区通过开展非遗表演、农耕大观

园、非遗美食街、非遗传习等一系列活
动，以展示、体验等形式向游客们介绍
和传播托克托县本土非遗知识和文化。

“游客来我们景区能感受到托克
托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人们在体验
中提高非遗保护意识，在体验中共享
非遗保护成果。”黄河麦野谷生态休闲
旅游区负责人王娜告诉记者，去年景
区共接待游客20万人次，实现旅游总
收入781万元。

此外，托县依托靠近黄河的神泉生
态旅游景区和盛产葡萄、辣椒、黄河鲤
鱼的一遛湾，大力培育发展农家乐旅游
业，并把非遗文化融入其中。农家乐饮
食主打的非遗项目托县炖鱼、托县粉
汤、托县豆腐等，备受游客青睐。

2023 年 1 至 10 月份，67 户农家
乐共接待游客 51.95万人次，同比增
长103.7%，旅游收入5589万元，同比
增长96.1%。

去年，托克托县还着力打造具有
地域特色的北疆文化品牌。

他们在有着600多年历史的东胜
卫城脚下建设北疆文化长廊，举办“托
克托黄河开河鱼节”“托克托黄河文化
旅游节”“托克托葡萄节”“黄河龙舟赛”
等活动，把列入自治区、呼和浩特市非
遗项目的双墙秧歌、托克托吹歌、黑水
泉寿阳鼓、河口老龙、托县剪纸等通过
节庆活动展示出来，增强非遗文化的吸
引力、感染力，让游客感受草原文化、黄
河文化、农耕文化在这里的交流交融。

“目前，托县现有自治区级非遗项
目 6项、市级非遗项目 20项、县级非
遗项目3项，建成非遗传习场所4处，
传习基地3处。”托克托县文化旅游和
体育局局长赵永光介绍。

托克托县将着力在做好北疆文化
品牌的托克托县篇上做文章，让文化
遗产“活”起来、文化产业“火”起来、旅
游资源“旺”起来，让群众腰包“鼓”起
来，进一步提升托克托的知名度和美
誉度，促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托克托县——

“非遗＋”让文化“火”起来 旅游“旺”起来

弘扬北疆文化 赓续中华文脉

□本报记者 王玉琢

“我不求最大，只求最佳，我一定要
带领乌审旗广大农牧民，在建设社会主
义新农村、新牧区中，探索出一条‘绿
色、特色、生态’之路。”乌审旗博然祥和
源养蜂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曹国祥对记
者坦言。

曹国祥曾经也是一名地地道道的
农民，1991 年他妻子患了严重的风湿
性关节炎，失去了劳动能力，经人介绍
养蜂能治此病，于是向亲戚朋友借了
550元买了 3箱蜂，到年底 3箱蜂发展
到10多箱，纯收入达2600多元。而且
他妻子的风湿性关节炎得到了治愈。
这时他看准了养蜂将来一定会比养牛、
养羊赚钱。

从 1992 年他扩大蜂群数量，蜂群
增加到 40多箱，年底纯收入 3万多元，
到 1996 年蜂群数量扩大到 200 多箱。
由于当地过冬成本太高，他先后到陕
西、四川、云南、甘肃、湖北等地进行流
动式养蜂，平均每年纯收入15万多元，
并带出徒弟20多个。

随着国家生态环境治理，特别是
鄂尔多斯乌审旗植被恢复速度加快，
给他创建绿色生态有机蜂产品创造了
得天独厚的蜜源，也为他增收致富搭

建了平台。
乌审旗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

斯市西南部，全境处于毛乌素沙地腹
部，占毛乌素沙地总面积的近三分之
一。乌审旗历届党委、政府深入贯彻
落实党中央关于防沙治沙的重大决策
部署，特别是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指引下，始终把生态保护建设作为立
旗之本、生存之基、发展之要，常抓不
懈、久久为功，一代又一代乌审儿女顽
强奋斗、“绿色接力”，创造出了毛乌素
沙地综合治理的绿色传奇，为建设我
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贡献了乌审
智慧和力量。

乌审旗在长期的防沙治沙实践中，
总结出“七种”乌审生态治理模式。即

“封沙育林禁休牧”模式、“飞播造林”模
式、“小流域治理”模式、“家庭牧场”模
式、“造林大户”模式、“生态移民”模式
和“产业化带动”模式。通过坚持不懈
推进毛乌素沙地治理，历经“沙进人退”
到“绿进沙退”、“管沙用沙”到“沙里淘
金”、“绿富同行”到“绿富同兴”的三个
治沙阶段，全旗森林覆盖率和植被覆盖
度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7%和20%，
提升到现在的 32.92%和 80%，实现了
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双减少”，农牧
林草沙产业总产值达到40.58亿元。

乌审旗立足毛乌素沙地立地条件

和自然、社会、经济条件，坚持量水而
行，以水定绿，科学谋划，在干旱硬梁
区和丘陵沟壑区，重点实施人工造林，
加强封禁保护，使区域风沙水蚀明显
减弱，在对面积较大，集中成片的荒沙
地区，实施围封禁牧，通过自然复壮与
人工改良相结合，提高封育区林草覆
盖率，恢复良好的生态环境。在水分
条件好，自然复沙能力强地区，利用飞
机播种技术进行造林种草，增加植
被。在村庄绿化，因地制宜，构建四种
村庄绿化基本模式，即以休闲旅游采
摘为主的旅游服务型村庄，以景观绿
化为主的生态园林型村庄，以综合实
现经济效益和绿化效果为主的经济产
业型村庄和以营造生态林、防护林为
重点的绿色家园型村庄。

乌审旗先后组织实施了国家退耕
还林、天然林保护、三北防护林建设、京
津风沙源建设等一批林业重点工程，地
方政府加大生态建设投资力度，配套实
施重点区域绿化，形成了国家重点工程
和地方生态工程双轮驱动，同时坚持全
民共建共管为根本，以企业、社会团体、
农牧民专业合作社、造林大户为骨干，
形成了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
体和广大农牧民四级联动的全民造林
绿化工作格局。通过大力实施以林业
为主的生态建设战略，因地制宜，乔灌

搭配，稳步推进城镇周边、村屯、道路沿
线等重点区域的造林绿化，努力实现重
点区域“春有花、夏有荫、秋有果、冬有
绿”，重点营造高标准的景观林和生态
防护林。全旗仅三北工程累计完成人
工造林 389.7288万亩，飞播造林 44.31
万亩，封山育林12.024万亩。

60 多年来，勤劳勇敢的乌审人民
发扬“艰苦奋斗、坚韧不拔、锲而不舍、
久久为功”的治沙精神，在风沙中坚守，
在传承中创新，继往开来，攻坚克难，历
经“三个阶段”，实现了毛乌素绿色传奇
这一沧桑巨变。先后涌现出了乌审旗
首位国家治沙劳模谷启祥、“牧区大寨”
带头人宝日勒岱、个人承包治沙第一人
盛万忠、被誉为“中国骄傲、地球公民”
的殷玉珍、联户承包治沙集体乌云斯庆
13姐妹、新时代治沙愚公吉日嘎拉图等
不同时期的造林绿化全国模范和典型
代表。

时光不语，岁月不言。乌审旗先后
荣获“中国全面小康生态文明县”“全国
绿化模范县”“国家级生态保护与建设
示范区”“北疆楷模”等称号。2022年
被国家林草局确定为三北工程科学绿
化试点旗，被内蒙古自治区确定为林长
制“抓示范、提质量”示范旗。2023年，
乌审旗林长制工作被国家林草局通报
表扬。

在 沙 漠 中 书 写 绿 色 传 奇

□本报记者 王塔娜 通讯员 张梓垚

“党的好政策帮我家渡过了难
关！”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土龙岗村
村民张文艳手握“惠民幸福账单”，笑
着对记者说。

翻开“惠民幸福账单”：农村牧区
最低生活保障补助 28878元，农村牧
区经济困难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
2400元，农村医疗救助补助 640元，
禁牧补助502.77元，耕地地力保护补
贴 388.86元……各项补贴一目了然，
仅2023年，张文艳家收到了33054.48
元补助。

小册子中记录的一笔笔资金、一
项项好政策，牵动着、温暖着无数个像
张文艳这样的家庭。

张文艳一家七口人，除了 3个念
书的孩子，还有两个患有疾病无法劳
动的老人，一直靠着四亩薄田维持生
计，年景不好时丈夫会外出打工来贴
补家用，一年到头收入不到 2 万元。
随着三胞胎兄妹升入高中，各项高昂
的花销让这个家庭陷入贫困，三个孩
子都面临着失学的风险。

2017年，土龙岗村村干部在入户
摸排时将张文艳家识别为贫困户，给予
政策帮扶，他们不仅每月都能领到免费
药品，住院报销比例也多了。当年秋
天，村委会为张文艳争取了5万元的无
息贷款，鼓励他们夫妇发展养殖产业。

政策帮扶，信心十足。张文艳拿
着5万元，买了三头肉牛精心饲养，仅
用了一年时间就成功地摘掉了贫困户
的帽子。

2020年，成绩优异的 3兄妹同时
收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孩子们取得
好成绩，作为父母打从心里为他们高
兴。可现实问题也确实让人头疼，上
大学需要交学费、生活费，3个子女就
是 3倍开支，虽然我们家收入水平有
所提高，但是面对这样一笔巨大的支
出就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了。”张文艳
说，为了让孩子们顺利上学，她给申请
了助学贷款才解了燃眉之急。

怎样增加收入？保障老人和孩子
们生活质量？张文艳萌生了经营设施
农业种辣椒的想法，可由于缺乏启动
资金，她的想法一直无法落实。

正当她一筹莫展的时候，村委会
再次向她伸出了援手，为她申请了3.6
万元的自建棚补助。有了这笔资金，
张文艳自建了 6 栋大棚用于种植辣
椒，当年营收11万元。

2021年，从设施暖棚中尝到甜头
的张文艳想再扩大种植规模。恰逢此
时，三峡集团为土龙岗村援建的巴林
左旗乡村振兴示范项目建成投产，她
就借着这个机会承包了5个配套设施
完备的新建暖棚。当年，依靠这11栋
暖棚，张文艳还清了 3个孩子 5万元
的助学贷款。

“无贷一身轻，这日子越来越有奔
头了！”提起辣椒产业，张文艳喜笑颜
开。如今，一家七口过上了丰衣足食
的生活，三胞胎兄妹圆了大学梦，成了
全家人的骄傲与希望。

采访结束时，张文艳告诉记者，来
年她和丈夫继续发展养殖业和辣椒种
植，有了这几年攒下来的积蓄和经验，
明年的收入必然会再创新高。

“惠民账单”为幸福生活加码

□本报记者 刘宏章

“自从嘎查发展旅游业，我们嘎
查家家户户吃上了‘沙漠旅游饭’，走
上了致富路。”尽管冬季的孪井滩生
态移民示范区腾格里额里斯镇乌兰
哈达嘎查已是天寒地冻，但该嘎查从
事旅游业的牧民罗生恒依然很忙，这
几天他正在检修旅游车辆和收拾特
色沙漠露营基地。“天气冷了，正好利
用旅游淡季的时间，好好整修下设
备，为明年的好好干旅游做好准备。”
罗生恒说。

乌兰哈达嘎查地处腾格里沙漠腹
地。近年来，该嘎查依托境内的沙
漠、草原、湖泊、湿地等丰富的得天独
厚的旅游资源以及便捷的交通条件和
通湖、额里森达来 2家旅游区，由嘎查

党支部牵头率先成立了嘎查旅游农民
专业合作社，通过“党支部＋旅游合
作社＋农牧户”的产业模式，把过去
牧民一家一户的“小生产”引入通湖
旅游景区的“大市场”，合力发展旅游
产业。合作社本着农牧民自愿的形式
以户为单位入股，购置车辆在景区参
与沙漠冲浪项目，通过在景区经营沙
漠冲浪车、骑马等项目让嘎查农牧民
增收致富。

罗生恒是乌兰哈达嘎查老住户，
过去以放牧为生，由于连年干旱，一
家人的日子过得十分困难。随着旅游
产业的兴起，2012 年嘎查成立了旅游
合作社，罗生恒拉着几峰骆驼尝试着
入股参与旅游服务，没想到，当年就
收入了几万元。尝到甜头的罗生恒又
陆续购买了几辆卡丁车和自驾越野
车，随着嘎查旅游业的蓬勃发展，他

的收入也逐年提高，日子过得越来越
红火。

“随着嘎查农牧民发展旅游的经验
逐步丰富，嘎查党支部还支持每户牧民
承包 1000 亩沙漠，自主经营露营等。
我们是嘎查里第一家搞特色沙漠露营
基地的，主要是由周边4家牧民和几个
旅行社共同合作经营，经过5年的探索
发展，基地越来越好，仅去年中秋国庆
假期我们接待了 4万多名游客。”罗生
恒说。

据了解，现在乌兰哈达嘎查每年
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超百万人
次，从事旅游经营的牧户有 200余户，
涉及骑马、骑驼、沙海冲浪、沙漠越野、
卡丁车项目等，每户年收入 15万元以
上；合作社累计为村民分红 2400多万
元，嘎查集体经济也由之前的不足 10
万元提高到了现在的 300 多万元，人

均收入由合作社成立前的不足 3000
元提高到了现在的 3万多元。该嘎查
被评为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中
国美丽休闲乡村”。

乌兰哈达嘎查在致富增收的同时，
通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千村示范，
万村行动”新时代农牧民素质提升工
程，嘎查环境焕然一新，景区经营条件
得到明显改善。如今，乌兰哈达嘎查呈
现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
理有效、生活富裕的喜人景象。

“过去我们这里交通不便，电网不
通，生产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嘎查通过

‘党支部＋旅游合作社＋农牧户’的模
式发展沙漠特色旅游业后，不仅壮大了
集体经济，嘎查也成了远近闻名的富裕
村，现在嘎查住房条件改善了，油路通
了、电通了、网也通了，嘎查生活比城里
还好。”罗生恒感慨道。

把牧民“小生产”引入旅游“大市场”

本报包头 1 月 8 日电 （记者
格日勒图）近日，包头市财政局提前下
达2024年县级财力奖补资金3.51亿元，
较2023年增加0.6亿元，增幅达21%。

本报乌兰察布1月8日电 近日，
察右后旗供电公司党员志愿服务队，
按照“一活动一方案”的原则，制定出

系统全面的保供电方案和应急预案，
彰显了“蒙电铁军”精湛的专业技术，
过硬的工作作风。 （杜海峰 康鑫）

本报呼伦贝尔1月8日电 随着
“十四冬”的临近，国网呼伦贝尔供电
公司扎兰屯输变电工区变电集控运维
班有序推进“十四冬”电力供应保障工
作，对所辖变电站有针对性地开展巡
视工作，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高恩东）

1 月 7 日拍摄的
鄂托克前旗城川镇
珠拉图嘎查的分布
式 光 伏 发 电 设 施 。
近年来，内蒙古自治
区鄂尔多斯市鄂托
克前旗持续推进农
牧区光伏发电设施
建设，利用农牧区闲
置地和农牧民房前
屋后土地发展光伏
发电产业。目前，当
地 已 在 3 个 乡 镇 中
的 3 个 嘎 查 建 成 光
伏 发 电 站 ，42 户 农
牧民房前屋后建成
分布式光伏发电设
施，在壮大集体经济
的同时，助力农牧民
增收致富。

新华社发

光伏发电助农牧民增收光伏发电助农牧民增收

本报赤峰 1 月 8 日电 （记者
王塔娜）日前，由赤峰学院和赤峰市社
会科学联合会共建的赤峰市北疆文化
研究基地揭牌。

成立赤峰市北疆文化研究基地，是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
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践行新时代宣
传思想文化工作新要求的重要举措，是
繁荣北疆文化建设的重要平台，也是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要求。
赤峰市北疆文化研究基地成立

后，将充分发挥组织优势、人才优势和
资源优势，聚合赤峰市社会科学联合
会社科专家库和赤峰学院相关领域专
家学者，集中力量办大事，组建跨学科
专家团队，科学确定研究方向并开展
学术活动，通过双方合力，共同推动赤
峰市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

赤峰市北疆文化研究基地揭牌

简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