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草原“深呼吸” 牧民“细耕作”

草原畜牧业转型升级“大戏”正在上演
□本报记者 高敏娜 实习生 韩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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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彦淖尔

夏日的鄂尔多斯河清海晏、绿意
盎然。2023 年 6月 6日，习近平总书
记主持召开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和
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座
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一年来，鄂尔多斯市委、市政府坚
决扛起防沙治沙重任，坚定自觉打主
攻、当主力，率先打响黄河“几字弯”攻
坚战，库布其沙漠治理率达到32%，毛
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 75%。2023 年
11 月，荣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
区”称号。

自从黄河“几字弯”
攻坚战号角吹响以来，
鄂尔多斯市将其作为一
号工程，通过顶层设计
保障库布其沙漠治理攻
坚行动。全市每年安排
不少于10亿元配套资金
统筹重点生态工程，率
先成立“三北”工程推进
中心。

“按照习近平总书
记指示，我们改变了单
一治理模式，统筹系统
治理与保护，分区分类
施策，科学实施库布其
沙漠治理，打造攻坚战示范区、样板
区。”鄂尔多斯市“三北”工程推进中心
主任闫伟介绍。

2023年 10月，鄂尔多斯成功举办
4省 5市 14旗县毛乌素沙地联防联治
协调推进会，签署毛乌素沙地区域联
防联治框架合作协议，统筹推进沙漠
边缘和腹地、上风口和下风口、沙源区
和路径区系统治理。

实现更大规模“绿进沙退”需要更
多的智能化、现代化机械装备支撑。

“90 后”返乡大学生敖日格勒毕业后
参与防沙治沙，他最初用锹挖植树一

天可以种植一两亩地，成活率也低。
后采用螺旋钻孔法，两人一组每天可
种植 20多亩，成活率超 80%。今年使
用句芒—301机器人，每亩种植 159株
沙柳需 19分钟，油耗仅为每亩 2.1 升。
5 台种植机器人每天可完成约 180 亩
种植任务。几年来，已完成草场绿化 2
万多亩。

鄂尔多斯市还加强与国内外专业
院所合作，打造系列创新平台、科创中
心，建设荒漠化种质资源库，让科技创

新全面赋能沙产业。
通过政策激励，众多治沙企业、合

作社纷纷涌现，农牧民也踊跃参与。资
金、技术、劳动力等要素向沙漠治理聚
集，多元投资机制和利益联结机制逐渐
形成，为防沙治沙注入强大动力，大大
加快了治沙速度。

杭锦旗吉日嘎朗图镇光茂村施工
代表王拴平就是其中一员，他带领的民
工联队今年已完成4000多亩植树种草
任务，每人投劳月收入达 3000 元至
5000 元，他计划未来动员更多村民加
入治沙队伍。

杭锦旗林草局林草事业发展中心
主任杨金耀介绍，杭锦旗探索实施激励
机制，确保农牧民直接参与率超 60%，
重点项目使用以工代赈资金比例达
30%以上，今年施行以工代赈政策后，
累计 86个施工队 40万人次参与生态
建设。

在鄂尔多斯，茫茫沙海与蔚蓝元素
相互交融，演绎出了“黄色+蓝色=绿
色”的神奇转换。这里积极开展防沙治
沙和风电光伏一体化工程，探索出了全

新的治沙路径。
鄂尔多斯市林草局

副局长柳天云介绍，他
们在库布齐沙漠北缘、
黄河以南打造了一条特
殊的“光伏长城”，长约
400 公里、宽约 5 公里，
可容纳 1 亿千瓦装机规
模，能实施生态治沙 300
万 亩 ，成 为 集 生 态、绿
电、产业、创新、富民于
一体的工程。

鄂尔多斯市各地生
态治理日新月异，从农牧
民自发参与植树造林到
各种政策激励群众多劳

多得，努力实现更高水平的绿富同兴；
从乌日更达赖、殷玉珍等老一辈治沙典
型到冯慧、敖日格勒等新生力量，治沙
精神在这里赓续传承；从人背肩扛到科
学选择植被恢复模式，创新实施流动沙
丘、固定和半固定沙丘、滩涂低地“三元
套嵌”治理模式，为坚决打赢“三北”攻
坚战增添科技力量。

目前，鄂尔多斯市已经开工防沙治
沙项目22个，完成生态建设305万亩、
治理沙化土地 252万亩。开工新能源
项目 12个，总规模 1352 万千瓦，完成
投资44.8亿元。

让生态“含绿量”
变发展“含金量”

□本报记者 毛锴彦

锡林郭勒

鄂尔多斯

细雨绵绵，洒落在乌兰毛都草原上，带
来阵阵泥土和青草的芬芳。眼下，兴安盟
为期45天的草原休牧期已经结束，看着草
绿，闻着草香，兴安盟科右前旗乌兰毛都苏
木勿布林嘎查牧民西恩塔本觉得儿时的草
原回来了。

“在休牧期间，没有牛羊的啃食和践
踏，草原得到了充分的休养生息。你看，这
草长得多旺盛，牛羊也会吃得更健康。”西
恩塔本欣喜地蹲下来，双手滑过一片草尖。

在草原休牧的这段时间，西恩塔本一
家也没闲着。翻修圈舍、备足饲草料、购入
大型机械设备……把牛羊集中在 1500 平
方米的现代化圈舍集中喂饲，既保证了牛
羊膘情，又保护了生态环境。

“草畜平衡，牛羊也得计划生育，超载
后草场退化，不利于我们牧业发展。”西恩
塔本说，过去他家有 1100只羊、150头牛，
全部采用传统粗放的养殖方式进行饲养。
现在劣畜变优畜，牲畜减少210头只，减畜
改良后既达到草畜平衡的要求，牲畜的品
质也得到了提升，现在每只羊的收入提高

了 150 元至 200 元，每头牛的收入提高了
2000元至3000元。

兴安盟草地面积2683.88万亩，占全盟
国土面积的1/3。这片草原，以高达74.03%
的天然草原平均植被盖度，高出全区平均
值近 30个百分点。它犹如一张巨大的绿
色地毯，铺展在兴安盟的大地上，守护着
这片土地的生态安全。如今不止西恩塔
本，在兴安盟，越来越多的牧民意识到发
展舍饲精细养殖、劣畜变优畜、减畜改良
的重要性。

这段时间，科右前旗阿力得尔苏木光
明嘎查牧民陈亮不在意自己每天吃什么，
却很关心家里牛羊的一日三餐。今年4月，
他尝试从阿力得尔现代草产业加工物流交
易园区“动物中央厨房”，为牛羊购买“预制
菜”，饲喂一个多月后，牛变壮实了，毛发也
光滑油亮。陈亮告诉记者，这笔投入让他
省了自己调制牛羊精细饲料产生的人工成
本，且每吨购买的价格要比鲜草便宜 100
多元。

草畜平衡下，加大优质牧草、饲草料供

给，让牛羊更肥壮。眼下，兴安盟从事饲草
种植、加工、销售的经营主体已经发展到
123家，天然牧草、人工饲草、秸秆饲料产业
总产值高达70亿元。兴安盟建成了5个集
种、储、加、销为一体的大型饲草产业园，年
加工配送饲草超过30万吨。充足的牧草保
障，不仅满足了牧业户放牧转舍饲的草料
需求，更为草原生态保护和恢复注入了强
劲动力。

让草原“喘口气”的时候，兴安盟的
牧民却一刻不停歇，拓展产业链，开发牧
业游，制作销售传统奶制品……忙得不
亦乐乎。

端午假期，科右前旗草原宿集迎来了
一批又一批游客，品尝奶制品、骑马、摄影、
看草原。“大家最稀罕的就是乌兰毛都草原
的好生态！”也正因如此，草原宿集附近 15
户牧民开起了“牧家乐”，为入住草原宿集
的游客提供鲜牛奶、奶制品、手工韭菜花等
土特产品，还为游客提供骑马、摄影等户外
活动的场地，户均年增收10万元以上。

当草原“好风景”变成致富“好钱景”，

牧民也更加爱护草原、珍惜草原。只有生
态好了，牧民的日子才会越来越好。

走进科右前旗满族屯满族乡阿拉坦敖
都嘎查西恩尼根家庭牧场，空气中弥漫着
浓浓的奶香，晾晒架上摆满了奶豆腐、奶
皮子、奶渣等奶制品，冰柜中储藏着黄油、
酸奶。牧民义乐呼熟练掌握奶制品制作
技艺，每年通过销售手工奶制品增收 10
余万元，原来 30 平方米的小作坊变成了
现在 300 余平方米的制作车间。“草原是
牧民赖以生存的家园，我们要保护好‘母
亲草原’，发展奶制品产业同样可以增收。”
义乐呼说。

今年，兴安盟围绕强化组织保障、推行
科学奖罚、严格监督管理、创新工作模式、
完善基础设施、营造良好氛围六大关键领
域，颁布了 18项强有力的措施，推动草原

“休养生息”和畜牧业转型升级。
生态在改善、草原焕新机、牛羊更肥

壮、牧民更富裕……此时的兴安盟草原绿
意盎然，野花竞相开放，牛羊点缀在草原
上，绘就了一幅美不胜收的生态画卷。

赤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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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赤峰7月3日电 （记者 李雪瑶）日前，“到人民中间
去”——赤峰市艺术剧院（赤峰市乌兰牧骑）2024年乌兰牧骑月
文化惠民公益演出在赤峰市元宝山区风水沟镇兴隆坡村举行，为
百姓送去一场文化盛宴。

演出在开场舞《中国梦·石榴情》中拉开序幕，演员们以饱满
的热情、婀娜多姿的舞蹈，表达了各族儿女对党和国家的热爱与
赞美。歌曲《振兴路上有你我》、舞蹈《筷子舞》、器乐《好日子》、相
声《畅游赤峰》等独具特色的节目轮番上阵，整场演出精彩纷呈、
气氛热烈、鲜活生动，现场观众听得入迷、看得陶醉。

“乌兰牧骑的表演非常专业，也非常精彩，不仅宣传了党的好
政策，也通过接地气的表演真实反映了基层群众的生活，希望他
们能经常来这里演出。”观众张鹏说。

赤峰市艺术剧院（赤峰市乌兰牧骑）院长杨红村介绍，在接下
来的一个月中，赤峰市艺术剧院将深入基层，广泛开展形式多样、
内容丰富的系列文艺演出活动，为广大市民送歌送舞，带去欢声
笑语，将党的声音传遍千家万户，以实际行动践行草原上的“红色
文艺轻骑兵”的光荣使命。

把 欢 乐 送 到 人 民 中 间

本报呼和浩特7月3日讯 （记者 郭娜 通讯员 樊若男）
盛夏的敕勒川草原绿草如茵、生机盎然，内蒙古少数民族群众文
化体育运动中心看台上人声鼎沸、热闹非凡。6月 30日，随着
当天首场 3岁以上纯血马 1200米赛事激情开闸，中国速度赛马
积分赛正式进入第七比赛日——“青城资本”主题赛马日。

内蒙古少数民族群众文化体育运动中心于2017年 5月竣工
投入使用，占地970亩，总建筑面积81869.8平方米，包括东区看
台主建筑、中区亮马圈、西区多功能楼以及标准赛道、马厩、停车
广场等基础设施，该项目一度处于半闲置状态。

作为高质量落实自治区党委“五个大起底”行动重要举措，呼和
浩特市属国有企业内蒙古青城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动真碰硬，全
力推动民体中心“半拉子”工程盘活工作，按照“一项目一方案”原则，
科学统筹提升改造工程。东看台楼升级改建为青资云川酒店，总占
地面积2.46万平方米，集餐饮住宿、会议会展、休闲娱乐于一体。

借助首府浓厚马文化底蕴，该公司积极探索马产业发展之
路，合理利用中区亮马圈楼以及8978平方米马厩、677亩标准赛
道，与内蒙古剧院乌兰恰特演艺公司开展长期合作，震撼上演大
型实景剧《千古马颂》；引入专业赛马赛事和马术俱乐部，举办
2024中国速度赛马积分赛暨内蒙古呼和浩特速度赛马常规赛，
提升民体中心知名度和客流量，让“沉睡资产”焕发了新生。

让“沉睡资产”焕发新生

本报通辽7月3日电 （记者 薛一群）日前，由通辽市委宣
传部、通辽市社科联、通辽市文联主办的日出西辽河·文化润北疆
《文明太阳升起的地方——图说西辽河文明》首发式在通辽市图
书馆举行。

据悉，该书是国内首部以图文并茂形式深度解读西辽河与西
辽河文明的纪实性大众普及读物，围绕西辽河流域中华文明探源
重大考古发现，探寻远古西辽河先民的生活遗迹、生存智慧。作
者王金历时 3年多，跨越 4个省市、自治区，深入到 27个市县旗
区，拍摄西辽河流域的水文地理、考古文化遗址和历史文化古迹，
并搜集了大量史前与历史时期考古资料和信息，经过精心整理编
著的一部兼具知识性、可读性和文献价值的专著。

座谈会上，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该书的出版给予高度评
价，认为此书贯通历史和现实、熔铸自然和人文，在多角度凝视西
辽河、多维度讲述西辽河的前世今生中，使读者近距离了解西辽
河的地理、历史和文化，感受西辽河作为中华文明之源的深厚底
蕴和精神力量。

与会领导和专家学者纷纷表示，要把北疆文化和西辽河文明
放到寻找中华民族文明之源的鸿篇巨制之中，扎实做好研究、宣
传、传播，坚定文化自信；要加强研究阐释，系统研究梳理西辽河
文化发展脉络，深入挖掘西辽河文化内涵特征和当代价值，推出
一批社会广泛认同的标志性研究成果，夯实文化发展根基，通过
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做好大众化宣传普及。

《文明太阳升起的地方——
图说西辽河文明》首发式举行

本报锡林郭勒7月3日电 （记者 毕
力格巴特尔）6月 30日，居住在锡林浩特市
巴彦查干街道安华社区的外地居民塞西女
士通过“蒙速办”APP，办理其4岁女儿的城
乡居民参保登记，成功让孩子参加城乡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

“我在为孩子办理参保有关事项中，通
过服务热线向锡林郭勒盟政务服务中心工
作人员咨询得知，居民不仅在 APP上录入
身份信息就能办理城乡居民参保事项，还能
在APP上备案异地就医相关信息。”塞西高
兴地说，过段时间准备带婆婆去北京做手
术，就不用专门去相关服务窗口备案，这对
我们来说既省时间又方便。

在环节流程上做“减法”，给群众幸福感
做“加法”，锡林郭勒盟按照“应汇聚尽汇聚”原
则持续推进各地区各部门电子证照、批文、批
复、证明等各类型证照存量数据汇聚工作，现
已在自治区电子证照库成功汇聚180万条证
照数据。从而实现第一批高频办理事项中办
理“从业人员健康体检办理”“公章刻制备案”

“异地转诊人员备案”“城乡居民参保登记”“职
工参保登记”等5个业务时只需提供一条身份
信息即可办理完成。据统计，年初以来，该盟
已办理37745个健康证、3254个公章刻制备
案、15767个异地转诊人员备案、6752个城乡
居民参保登记和219个职工参保登记的办理，

进一步提升群众办事便捷度，减少跑动次数。
此外，锡林郭勒盟大力推进证照电子化程度，确

保“亮证亮码”办理相关业务的基础。2021年以来，
锡林郭勒盟陆续制定出台《锡林郭勒盟电子证照暂行
管理办法》《关于推行不动产登记电子证照在多领域
应用的通知》《加快推进电子证照扩大化应用的通知》
等一系列文件，进一步明确该盟电子证照发证、持证、
用证、共享、留存、异议处理等环节的责任和义务，按
照国家电子证照工程标准，积极推动证照电子化和汇
聚进程，最大尺度保证“有证可亮，有码可扫”。

实
现
﹃
亮
证
亮
码
﹄
即
可
办
理
城
乡
居
民
参
保

本报巴彦淖尔7月3日电 （记者 薛来）6月 23日，巴彦淖
尔市首次引进两辆无人快递车，并在磴口县试运行。

据了解，无人快递车满载量可达 1 吨，最大续航为 180 公
里。车身的顶部和四周，密布着雷达和12个摄像头，可清晰识别
红绿灯、车道线、障碍物等。目前，无人快递车每日运行承载快件
600至 800余件，途径路程覆盖3个城区驿站和10个建制村，可
有效缓解人力短缺压力，提高快件进村实效。

“无人快递车的投入使用，有助于提升快递工作人员单日效
率，提升了收派件的时间，既能缓解网点用人压力，又降低了快递
企业运营成本，可以更好地实现在农村区域的配送服务。”磴口县
中通物流负责人靳燕说。

巴彦淖尔市邮政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这两辆无人快递车
是巴彦淖尔邮政行业首次落地的无人快递配送车。今后将协同
相关部门，引导快递企业加大科技研发应用力度，鼓励企业持续
扩大新能源在行业领域的应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为推
进行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动能。

首次引进无人快递车

呼伦贝尔

呼伦湖流域鱼类总量超呼伦湖流域鱼类总量超1515万吨万吨
□本报记者 李新军 摄影报道

呼伦湖又名达赉湖，是内蒙古第一大
湖，也是我国五大淡水湖之一, 素有“草
原之肾”之称。

日前，记者从呼伦湖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管理局获悉，通过有效的湖区科学治理
和系统保护，呼伦湖流域生态环境持续好
转，水域面积稳定保持在目标值内，达
2233.4平方公里。流域生物多样性稳步
提升，鸟类种群数量保持较高水平,典型
物种鸿雁、白琵鹭数量持续增加，鱼类资
源总量显著恢复，达到15万吨以上，绝迹
多年的黑斑狗鱼，也在呼伦湖出现。

“管护辖区内湿地面积不断扩大，吸
引了多种鸟类栖息繁殖，已监测到鸟类

60余种，2万余只。”保护区呼伦沟管护
站站长陈俊说。

呼伦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科
研宣教科负责人庞博介绍：“近年来，我们
一直致力于科学系统地保护呼伦湖的生
态环境，通过研究院这一科研平台，持续
对呼伦湖流域水生态、水环境、区域生物
多样性调查等进行研究，掌握流域内各项
环境指标和生物多样性变化，为呼伦湖保
护治理工作提供科学支撑。”

呼伦贝尔市北方寒冷干旱地区内陆
湖泊研究院持续对呼伦湖水体中的鱼类、
浮游动植物等水生生物进行系统研究，为
科学保护呼伦湖生态环境提供基础数
据。研究院通过持续加强与国内权威科
研院校合作，不断强化科研支撑，稳步提
升科学决策、科学治理水平。

鸟瞰呼伦湖鸟瞰呼伦湖。。

天鹅在这里栖息天鹅在这里栖息。。

疣鼻天鹅疣鼻天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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