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旗县融媒

【一线】

【图见】【乡音】

执行主编：韩继旺 责任编辑：徐跃 版式策划：纪安静 制图：安宁

2024年7月31日 星期三8
【集市】【观察】

□本报记者 王塔娜

“草原明珠”克什克腾旗，自古就有“平
地松林”“松漠”之称，地处浑善达克沙地和
科尔沁沙地交汇地带，是京津地区重要水源
地，生态地位举足轻重。

作为赤峰市浑善达克沙地歼灭战主战
区，一年来，克什克腾旗坚持宜林则林、宜草
则草、因地制宜的原则，开启“政府主导、央
企助力、多元资本投入、群众参与、生态保护
与经济效益共赢”沙地治理新模式，通过“建
管营”一体化运营，全力绘就“绿富美”同兴
共荣的生态图景。

莝草山地区是浑善达克沙地克什克腾
旗境内极重度沙化集中分布区域，治理难度
很大，堪称难啃的“硬骨头”。

“我们就地取材，选用沙地云杉、大果沙
棘以及冰草、羊草、披简草、杂花苜蓿等乡土
耐旱品种，同时充分运用平茬抚育等现行政
策，更多利用本地黄柳、河柳作为沙障原料，
有效降低治沙成本。”克什克腾旗林草局副

局长王明达介绍。
采访中，铺设在漫漫黄沙中的数块黑色

网格引起记者注意。经棚镇副镇长安永兴
告诉记者，这是克什克腾旗联合内蒙古农业
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开展的一项试验，用
褐煤粉掺杂生物制剂撒在固沙网格内，起到
增加土壤黏度、促进植物生长的作用，亩均
降低成本700元左右。

像这样的科技创新应用在莝草山治沙
探索中还有很多。大面积的草种飞播、自主
研发的沙障开沟机、合作定制草种播撒机
械、核心区铺设的滴灌带、达来诺日镇治沙
区高耸的视频远程管护系统……在沙地治
理中，科技力量使绿色得以加速成势。

由三峡集团、中国林业集团负责实施的
浑善达克—科尔沁沙地南缘治理一期项目，
是央企在蒙东地区参与的首个防沙治沙工
程。自5月15日开工以来，这里共投入施工
人员3810人次，机械设备291台次。

“现在，每天用工大概在100人左右，都
是当地农民。我们同农牧民建立‘帮扶+劳
务’利益联结机制，鼓励附近农民参与防沙

治沙。”三峡三北防护林建设(内蒙古)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刘彬说。

防沙治沙非一日之功，也非一人一地之
事。为提高全民防沙治沙热情，克什克腾旗
规定项目总投资10%用于“以工代赈”治沙，
农牧民群众以沙地、资金、投工、机械等入股
方式自愿就近参与治沙。截至目前，克什克
腾旗累计投入资金1100余万元，采取“以工
代赈”模式治沙 3.8 万亩左右，带动 3000余
名农牧民实现人均增收2000元以上。

三分建,七分管。在开工之初，克什克
腾旗就建立了长效管护机制，同步跟进管护
措施，聘请当地有责任心的21个专职护林护
草员，每人平均负责巡护6023亩，全天候巡
护。此外，沙区苏木乡镇与荒沙承包户签订
《五方共管协议》，以项目区各农牧户为单
位，建立生态成果管护台账，充分调动广大
农牧民参与生态建设成果管护，见证从沙到
草治理全过程，享受治理成果，实现从“旁观
者”到生态保护“主人翁”的转变。

沙地治理，既要注重治理成效，更要锚
定长远发展潜力。克什克腾旗构建“建设、

管理、经营”一体化治沙模式，围绕发展人工
种草、沙棘两大产业，利用现有的储草站、牧
草加工企业，探索多角度、全方位的“变现”
渠道，让农牧户嵌入生态治理全过程，享受
防沙治沙的政策红利。

“到 2030 年，实现沙地人工种草 371.5
万亩，全旗大小畜饲草基本实现自给自足；
种植大果沙棘 15万亩，预计沙棘产量达到
7500吨，年经济效益实现 4500万元。”克什
克腾旗委常委、常务副旗长燕学有表示。

随着浑善达克沙地莝草山综合治理、浑
善达克沙地综合治理等项目的实施，克什克
腾旗极重度、重度沙化土地治理已近尾声。

“未来6年，我旗沙地治理主要任务将围
绕小面积治理维修、全域封育管护、经营扩
大治沙成果来进行，到2030年，全旗森林覆
盖率由现在的 31.7%提高到 33%以上，草原
植被盖度由现在的 52.3%提高到 60%以
上。”燕学有说。

植青绿、兴产业、富百姓，一幅“绿富美”
的生态图景正在克什克腾旗 915.87万亩沙
地上徐徐拉开大幕。

建管营一体 绿富美同兴
克什克腾旗

海勃湾区

丰镇市

额济纳旗

□本报记者 薛来
临河区融媒体中心记者 隗家鸣

7 月 28日，走进巴彦淖尔市临河
区干召庙镇迎丰村，广阔的玉米地里，
前不久种植的最后一批河套特色甜玉
米已经长出了一尺多高的秧苗。

“甜玉米之所以深受欢迎，就是因
为其口感软糯、口味清甜，既可作为主
食，为需要减脂的人群提供高质量碳
水化合物，又能为需要改善饮食结构
的人群提供身体所需的膳食纤维、维
生素等营养物质。”迎丰村党支部书记
何玉荣说。

甜玉米作为河套地区的特色美
食，不仅深受全国鲜食玉米市场的欢
迎，更远销国外。

何玉荣正是看准了甜玉米具有
广阔的产业化发展前景，所以多次组
织村“两委”和村民商议，最终确定将
发展甜玉米种植作为迎丰村的特色
产业。

今年，迎丰村党支部采用“党支部
领办合作社＋企业＋农户”的模式，与

巴彦淖尔市关尔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
司合作，流转村内耕地5000余亩种植
甜玉米。为确保粮食安全，在保障玉
米产量不减的前提下，按照4:2和 4:4
的比例增加了甜玉米套种大豆带状复
合种植。

据了解，为了实现村民的收益最
大化，在整个种植周期内，该企业雇用
100余名迎丰村村民，每人日收入180
至 220 元。为了错峰上市，从 4月 15
日至 6 月底期间，每日种植 200 亩左
右，既能保证玉米应季成熟，又能实现
玉米和大豆协同共生、一季双收。

“我们严格按照市区两级农业部
门有关要求，科学种植，勤于田间管
理，并按照控肥、控药、控水、控膜的有
关标准严格执行。”巴彦淖尔市关尔农
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种植部尹飞说。

前两个月种植的甜玉米，已经郁
郁葱葱，长势喜人。何玉荣看在眼
里，喜在心头：“农业和农村的高效发
展是农民的希望。今后，村党支部将
继续与企业常交流、共合作、促双赢，
为迎丰村日后发展特色产业奠定坚
实基础。”

甜玉米带来“甜”日子

□本报记者 刘向平
实习生 刘怡敏

7月27日，记者在包头市九原区白
音席勒街道开元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看
到，30多名合唱团成员正在进行日常排
练。从合唱团到秧歌队，再从绘本馆到
手工坊，近年来，九原区在深化党群服务
阵地体系功能建设方面持续发力，以党
群服务中心“一优化两提升”专项行动为
契机，“一地一策”全力打造接地气、聚人
气、冒热气的红色阵地，让党群服务中心
成为百姓家门口的“幸福空间”。

“以前来社区办事，办公室门口长
的、方的牌子‘挤’了一大堆，看得人眼花
缭乱。现在好了，门口的牌子少了，办事
直接到大厅一问，就会有人主动接待，别
提多方便了。”在开元社区党群服务中心
门口，60多岁的老党员石大爷高兴地说。

党群服务中心建设的重点不在于
建筑是否“高大上”，而在于服务是否

“精细微”。今年，九原区持续深化整
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出台专门方
案规范村级组织工作事务、机制牌子

和证明事项，先后共清理内外部标牌
标识 216 个，优化整合内部标牌标识
185个，对89个嘎查村（社区）党群服务
中心便民服务大厅窗口进行优化调整，
将涉及民政、社保、医保等10多个服务
窗口整合为“综合服务”和“帮办代办”2
个窗口，实现了“一窗受理、综合服务”。

亲子阅读、眼科义诊、美妆沙龙……
翻开鸿翔社区党群服务中心 7月份活
动清单，丰富的课程与活动让人目不暇
接。每周固定开展瑜伽课、形体课、书
法班、亲子阅读、手工DIY活动……提
起党群服务中心如今火热的运行现状，
社区党支部书记王敏难掩笑意：“过去，
我们这里服务功能单一，不接地气，自
然就缺乏人气。这两年，我们‘对症下
药’，引进了不少社会资源，针对居民的
需求推出了多项别具特色的服务，你
看，各个功能室天天都是满满当当的。”

“下一步，九原区将继续以党建通
民心、以服务系民情，不断整合资源，
把阵地建到群众门前，把服务送到群
众身边，把形象树在群众心田，打造好
家门口的‘幸福圈’。”九原区委常委、
组织部部长郭俊丽表示。

打造家门口的“幸福圈”

一颗颗灵芝，从精准试种到批量出产，
“林下＋灵芝”的特色种植模式，让灵芝撑起
“致富伞”；承一方文化，兴一方产业，敖鲁古
雅已是根河的一张亮丽名片；以“冷资源”为
媒，撬动新兴产业，以新质生产力打造高质量
发展新优势……

根河市立足资源禀赋，充分挖掘资源潜
力，推动“特”“优”产业发展壮大，走出了一条
具有根河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根河市敖鲁古雅使鹿部落景区的西乌乞
亚撮罗子营地二期建设项目，是根河市的重
点建设项目之一，目前主楼和维苏莱功能厅
已基本完工。

以敖鲁古雅景区建设为突破口，根河市在
过去两年投资3.7亿元，在完善旅游设施的基础
上，今年投入资金4.6亿元开工建设冷极温泉酒
店、沐渡水世界、美食城、右岸酒店、奥赫塔民
宿、沉浸式餐厅等项目，不断丰富旅游业态。

根河市紧抓业态创新，将2024年定为文旅

业态提升产业融合发展年，重点打造在良好的
生态环境下与中国唯一的驯鹿种群进行亲密接
触的体验项目；品尝沉浸式的民族特色美食盛
宴；体验大兴安岭道地中草药药浴温泉；观赏民
俗文化、森工文化相融合的沉浸式演出4个系
列业态。

来自广东的游客谭源先生说：“很荣幸来
到这边，第一次见到了森林‘精灵’驯鹿，觉得
它们非常可爱、温顺。我们特意租了鄂温克
族服饰，感觉像是融入了他们的生活一样，是
一种新奇的体验。”

根河市立足冷资源富集优势，成立了“中
国冷极”冷资源技术创新中心，已有中国飞行
试验研究院、中国直升机设计研究所、内蒙古

大学等50家会员单位和个人加入中心。中心
围绕极寒测试、冷能源开发、工程灾害和安
全、大兴安岭生态保护和森林消防等方面开
展科研，用科技为冰雪经济赋能。

根河市全力培育极寒冰雪测试服务产业，
实施了敖鲁古雅机场机库扩建项目，提高了旋
翼机、无人机等航空器测试服务保障水平。
2023年冬季，中国飞行试验研究院、中国直升
机设计研究所6架直升机在敖鲁古雅机场开展
了冬季极寒测试，测试效果达到了预期，对国
家直升机科研进程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

目前，根河市正与中国兵器工业集团、西
安试飞院等航空装备制造企业、科研院所洽
谈，争取航天发动机、飞行器等装备测试项

目；与包头一机厂等陆地军工装备制造企业
对接，争取武器装备极寒测试项目。

根河市深入践行“大食物观”，深挖野生
浆果、中草药、矿（山）泉水等林下资源潜力，
突出高端、有机、绿色、纯净优势，推进林下产
品精深加工，提高产品附加值。

宏源公司生产的低氘矿泉水产品，远销
北京、上海、深圳、呼和浩特等地区，目前正在
与内蒙古盐业集团、新城集团开展股权合作，
扩大生产经营规模。林海源公司、森芝宝公
司和市供销社研发生产的蓝莓口服液、蓝莓
蒸馏白兰地、威士忌、冷极灵芝饮品、灵芝粉、
灵芝片、灵芝酒等系列产品销售火爆。

为了让林区的好产品有个好渠道，卖出好
价钱，根河市组建成立了敖鲁古雅云平台，打
造网络宣传矩阵，以直播推广、电商打造、短视
频拍摄等多维度、多渠道宣传根河全域文旅资
源、非遗文化、旅游线路，直播销售根河林下产
品，将根河的好风光、好产品推向全国。

推动特优产业蓬勃发展推动特优产业蓬勃发展
□本报记者 李玉琢 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 孙梦琦 吴少卿

根河市

锡林浩特市

本报阿拉善7月30日电 （记者 刘宏章）
为有效促进胡杨的繁衍复壮，保持生态系统平衡
稳定，为“三北”工程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
边缘阻击战提供优质苗木和保障社会用苗，连日
来，额济纳旗国有林场对进入成熟期的胡杨母树
林果实进行监测，并抢抓时机组织专业技术人员
进行胡杨种子采集和保存工作。

记者在胡杨林采收现场看到，技术人员正忙
着采收胡杨树的种子。“胡杨种子成熟期一般在
7月至 8月之间，成熟的种子会在 3至 5天内飞
落，壳内种粒变成棕黄色时，我们要抢抓有利时
机进行采收。”正在现场采集胡杨种子的工作人
员介绍道。据了解，采收后，技术人员通过2至3
次筛选，将采集的种子摊晒于阴凉通风处，每天
进行翻动，防止种子发生霉烂。种子干燥后经过
脱絮、净种等工序将其装入容器放入冰箱低温条
件保存。

“下一步，我们将不断研究和总结胡杨种
子采集、保存及育苗相关技术，为强化保障
性苗圃建设、全力保障‘三北’工程种苗供给
打下坚实基础。”额济纳旗国有林场场长魏
新成说。

胡杨树种采集和保存工作有序进行

本报乌海 7月 30日电 （记者 郝飚）日
前，海勃湾区人民法院、乌海市公安局交通管
理支队海勃湾大队联合设立的海勃湾区人民
法院道路交通案件处理工作站正式挂牌运
行。该工作站将通过资源整合实现优势互
补，为道路交通事故纠纷减环节、减时间、减
程序，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司法为民的速度
和温度。

据介绍，海勃湾区人民法院道路交通案件
处理工作站设立在乌海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
队海勃湾大队，实行“法官+交警”联调共治工
作模式，海勃湾区人民法院派驻员额法官、法
官助理、书记员与交警大队民警联合开展道交
纠纷调解工作，同时引入诉前鉴定这一“解纷
加速器”，对道交纠纷实行精准分流、专业化审
理，努力实现道交纠纷“止诉于源、息诉于调、
化诉于理”。

下一步，海勃湾区将充分发挥该工作站对
于道路交通事故纠纷化解的前沿阵地作用,进
一步深化纠纷源头预防、诉调对接、法治宣传
方面的联动协作，共同守护道路交通平安顺
畅，保障人民群众平安出行，让人民群众的司
法获得感成色更足、底色更暖。

人民法院道路交通案件处理工作站挂牌

本报锡林郭勒7月 30日电 （记者 朱媛
丽）“我从没想过在咱家门口就能喝到口味这
么好、营养价值又高的娟姗牛奶，这回可好
了。”锡林浩特市世纪嘉园小区居民吕先生一
边操作自助售奶机一边夸赞。

为了让锡林浩特市广大市民随时喝到当
地牧场的放心、健康奶，近日，锡林浩特市沃
原奶牛场引进一批智能化自助售奶机，安放
至骏豪华庭、世纪嘉园、御湖原著、和谐佳园、
维多利时代城等小区内，居民可 24 小时随时
自助取奶，为广大居民提供家门口的优质奶便
捷服务。

“我们每天凌晨挤奶，从 7点开始为各小区
自助售奶机配送、更换当天新鲜牛奶，配送过
程采取冷藏配送方式。同时，自助售奶机采用
户外级冷藏箱体，持久恒温 2 至 5 度。奶桶是
食品级不锈钢材质，可有效满足奶质储藏要
求，最大程度保留牛奶营养元素，为居民提供
24小时健康奶。”锡林浩特市沃原奶牛场畜牧
业办公室副主任白嘎啦介绍，该自助售奶机首
批入驻 10 个小区，惠及居民 8000 余户，下一
步奶牛场将根据需求，在居住量大的小区进行
自助售奶机投放，同时计划将纯天然优质娟姗
牛奶发酵制作成奶豆腐、酸奶、图德、奶糖等传
统工艺奶制品，为擦亮“锡林郭勒奶酪”金字招
牌贡献力量。

开启送奶到户模式

本报乌兰察布7月30日电 （记者 海军）
夏季是细菌滋生的活跃期，食物极易腐败变质，
为保障人民群众饮食安全，充分发挥检察机关公
益诉讼职能，近日，丰镇市人民检察院联合丰镇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夏季餐饮食品安全专项
整治行动，护航食品安全。

本次专项整治行动，检察人员采取突击检查、实
地抽查的办法，检查范围涵盖粮油店、饭店、超市等
场所，重点对经营者的食品经营资质、环境卫生、从
业人员健康证明、进货渠道、食品生产日期、餐饮具
消毒、保质期标签标识及散装食品存放是否符合国
家食品安全标准等方面进行检查。同时，检察人员
为从业人员详细讲解食品安全知识和相关行政法
规，帮助销售者强化责任意识和法律意识。

丰镇市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部副主任杨欣燕
表示，人民健康百业兴，食品安全利千秋。食品安
全无小事，关乎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
全。丰镇市相关部门将继续贯彻落实食品安全

“四个最严”，充分发挥食品、药品安全公益诉讼检
察职能，用心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联合行动护航食品安全

临河区

九原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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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时节，通辽市奈曼旗东明镇代筒村设
施农业基地大棚内，第二茬吊西瓜栽植正在进
行，十几个工人忙碌着，扎眼、栽苗、培土，每个
动作都精准而娴熟，村党支部书记王海龙指挥
着工人浇水运苗。

王海龙不但是代筒村党支部书记，也是村
集体名下旭发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的负责
人。吊西瓜就是王海龙近几年引进种植的2K
手掰西瓜，依托村里85亩地春秋棚，王海龙不
但解锁了西瓜种植的“新姿势”，还解锁了设施
农业一年种三茬的“新高度”。

“春育椒苗夏种瓜”。这是王海龙近两年
的经营“套路”。眼下，辣椒苗早已移到大田，
正是到了栽植第二茬西瓜的季节。而王海龙
的第一茬30亩地棚吊西瓜已经上市。

在一处 30亩地的连栋大棚内，一个个滚
圆翠绿的西瓜吊在藤蔓绿叶间，若隐若现。

“这是 2K手掰瓜，属于棚吊西瓜的一种，
现在它的重量大约在2公斤左右，正好上市。”
王海龙蹲在瓜架下，边摆弄着西瓜边说，“种瓜
就得了解瓜，知道它的生长规律，懂得见叶补
锌、见花补硼、见果补钙。”自 2019年起，王海
龙承包了这座30亩地的连栋棚，2K手掰瓜也
种了有4年之久。

王海龙介绍，这种瓜的特点是瓜小皮薄、
甜脆可口、瓤嫩多汁，走的是高端消费。今年
的瓜一亩地能出 9000斤左右，整个棚区能出
27万斤，产值达到32万元。

工人们正在大棚中进行移苗作业工人们正在大棚中进行移苗作业。。

工人正在大棚中挖坑插苗工人正在大棚中挖坑插苗。。

展示手掰西瓜展示手掰西瓜。。

王海龙蹲在瓜棚中观察西瓜长势王海龙蹲在瓜棚中观察西瓜长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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