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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年逾古稀的尼玛一边为儿
子哈达布和、孙子宝泉整理物资，一边
叮嘱着巡边时的注意事项，目送车子
缓缓驶向那条他们一家守护了53年的
边境线。

从风华正茂到两鬓斑白,50 多年
来，尼玛不畏严寒酷暑，默默守护着祖
国边境的安宁。1971年，年仅25岁的
尼玛响应组织号召，背起3岁的儿子哈
达布和，带着母亲和弟弟翻沙岭穿戈
壁，来到了阿拉善盟阿拉善右旗最北
端的中蒙边境线——“8号点”，在茫茫
戈壁安下了家。

黄沙戈壁上，尼玛常年独自背着
枪，在荒无人烟的边境线上巡逻。为
应对随时可能发生的意外，抱着枪、装
着子弹睡觉是常态，她把子弹缠在腰
间，用绳子把枪系在手臂上，贴身口袋
里时刻装着一颗“留给自己的子弹”，
她时刻提醒自己：如果遇到敌人，千万
不能被活捉。

除了时刻紧绷的情绪外，还要面对
恶劣的自然环境。“夏天天气最热的时
候，这里有50多度，嘴唇上经常是一道
道血口子。冬天天寒地冻，一壶冰凉透

骨的水、一块‘锅盔’就是一天的伙食。”
尼玛回忆，戈壁滩天气说变就变，一次
母子俩巡边突遇沙尘暴，肆虐的狂风卷
起黄沙遮蔽天空，不一会儿就伸手不见
五指了，儿子因为害怕不停地哭，她搂
着儿子躲在骆驼身后3个多小时，最终
风停止了咆哮，母子二人逃过一劫。
无数次在漫天风沙中跋涉、寒冬腊月
中守夜、烈日炙烤下巡逻……在常人
眼中艰苦的守边故事，在尼玛的嘴里
却云淡风轻。

荒凉的无人区，寂静的“8号点”，
尼玛是“连长”，儿子是“小兵”。一起戍
边的同伴陆续离开，边防战士也换了一
茬又一茬。53年来，她每天沿着广袤荒
凉的戈壁边境线巡逻8个小时以上，从
最初的步行，到后来的骑骆驼，再到现
在的“铁骆驼”，累计巡边18万多公里，
劝返、制止临界人员千余人次，堵截临
界牲畜万余只，未发生一起涉外事件，

被称为中蒙边境线上的“活界碑”。
尼玛默默坚守在最热爱的土地

上，为捍卫国家领土完整、保卫边境安
全稳定、促进民族团结进步贡献了自
己的力量。恩格日乌苏边防线除了尼
玛之外没有一户人家，尼玛家就成了
战士们巡逻途中小憩的休息站，她还
经常让儿子带边防战士们到家里，给
战士们煮手扒肉、缝补衣服、做奶酪和
奶皮等奶食品。尼玛就像对自己的儿
子一样疼爱着战士们，被边防战士亲
切地称作“尼玛额吉”。

如今的尼玛家，既是“居边戍边堡
垒户”，也是“驼乡红十字应急救护站”

“边境动物疫情报告点”“爱国戍边教
育基地”……在尼玛的教育和影响下，
儿子哈达布和18岁时也成了一名巡边
员。2018年，边防部队给予哈达布和
可以沿着边境线巡防的特权，哈达布
和是获此殊荣的第一位牧民。2023

年，孙子宝泉放弃留在巴彦浩特工作
生活的机会，成为塔木素边防派出所
的辅警，接过了奶奶和父亲手中的“接
力棒”，成为一名新时代守边人。在尼
玛一家的感召下，各族群众守望相助、
团结一心，先后组建了“边防驼运排”、
女子护边队，与尼玛老人共同守护着
祖国北疆。

今年9月，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
彰大会上，尼玛被授予“全国民族团结
进步模范个人”荣誉称号，而她却因身
体原因缺席了这一“高光时刻”。“我没
什么可遗憾的，知足了！我会继续守
土戍边，虽然我没有什么力气了，但我
相信我的儿子和孙子会更加努力地守
卫国土，我过世之后，也要葬在边境线
上……”尼玛动情地说。

春去秋来，寒冬炎夏，为国守边，
代代相传，一次选择就是一生的守
候。“党和国家让我来守边，我就要一
直守下去。”尼玛奉献全部青春守护边
境安宁，用半个世纪的人生坚守着她
的初心，在大漠戈壁中竖起了一面永
不褪色的旗帜，始终振奋着边境线上
的各族儿女。 （丁宁）

中蒙边境线上的“活界碑”

在赤峰市，有这样一个霸气
的地名，那就是克什克腾旗宇宙
地镇，而这里有个村的名字更奇
特，叫很黑村。因名字奇特，很黑
村吸引无数游客、网红慕名而来，
成为全国闻名的网红村。

10月的克什克腾草原秋色正
浓，美不胜收。驱车沿着热阿线一路
行驶来到黄岗峰脚下的很黑村，不少
过往游客被村口大石头上的“很黑
村”3个字所吸引，纷纷进村打卡。

“本想看一眼就走，却不知不
觉在这儿度过了两天，很黑村不仅
不‘黑’，还很‘潮’。”来自北京的游
客李辰骏说，在这里不仅能品尝到
地道的农家菜，还有骑马、文艺演
出、篝火晚会等娱乐项目，住宿条件
也很舒适。

“2年间累计接待游客 40 万
人次，收入达 300万元。”说起旅
游收入，很黑村党支部书记、村委
会主任付桂芬难掩心中的激动。

很黑村总面积90平方公里，
常住人口245户620人。过去，虽
然地处热水塘至阿斯哈图石林旅游
公路沿线，旅游资源丰富，但却因农
业基础薄弱、发展动力不足、社会
治理不优等问题制约着发展，没能
将“网红”优势转化为发展“红利”。

如何破局？很黑村创新推出党建
引领“一约一团三化”基层治理模式，通
过完善《村规民约》、建立“村务议事团”、
实施“网格化、契约化、法治化”管理，解决
人居环境较差、矛盾纠纷频发、攀比之风
严重等问题，夯实和谐稳定根基。

基层稳，产业兴。很黑村探索推进

“党建+农文旅融合”项目，以农促
旅、以旅促兴、以文铸魂，蹚出一条
农文旅融合发展的新路子。

实施旱作高标准农田建设，
使 8000 亩坡地变良田；建设
5000 立方米容量的雨水集蓄
池，增加水浇地面积1200亩；建
设蔬菜大棚 54栋，村集体经济
收入增加8万元；打造有机农产
品品牌，让农产品变成旅游商
品，让农户享受二次分红。

“今年将 68 户农户分散经
营的 500 亩土地集中起来种植
谷子，推行‘托管式’服务，谷子
喜获丰收。”付桂芬预估，一亩地
产量约 500斤，按市场价 2元一
斤算，毛收入能达50万元。

一手抓农业，一手抓文旅。
很黑村盘活闲置的宅基地、房屋
等资源，建成民宿52间，可接待
游客120余人；建设很黑美食广
场、标准化骑马场，搭建“百姓大
舞台”，通过举办篝火晚会、文艺
演出等丰富夜经济业态。

2年间，很黑村集体经济由
15万元增加到 60多万元，群众
增收 300 余万元。很黑村也因
此获得赤峰市“最强党支部”

“文明村”等荣誉称号。
“明年占地4000平方米的‘哈氏天

体’主题民宿将投入使用，届时可同时容纳
200人住宿。我们将通过不断完善产业链
条，持续扩大‘很黑不黑、网红更红’的品牌
效应。”宇宙地镇党委书记赵会桐表示。

“很黑不黑、网红更红”已成为赤峰
市一张闪耀的旅游名片。

很
黑
村
不
黑

网
红
村
更
红

□
本
报
记
者

王
塔
娜

本报上海 10 月 26 日电 （记者
梅刚 庄圆）深秋的黄浦江畔开启一场
冰雪梦幻之旅。10月 26日，由自治区
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来自内蒙古的冰
雪之邀”主题推介会在上海举行。活动
为期3天，旨在展示内蒙古冬季旅游资
源，进一步激发冬季文旅产业新活力。

冬季的内蒙古，千里冰封，万里雪
飘，冰雪旅游资源丰富多彩。推介会
上，来自呼和浩特市、兴安盟、呼伦贝尔
市、赤峰市、锡林郭勒盟、乌兰察布市、
鄂尔多斯市 7个盟市的文旅推荐官分
别作了主题推介，就冰雪旅游产品和路
线进行详细介绍，进一步打响内蒙古冰
雪旅游品牌，扩大内蒙古冰雪旅游产品
影响力。同时，还针对上海市的旅游市
场特点，提出了一系列优惠政策，旨在
促进两地之间的文旅合作，实现资源共
享、优势互补，为上海游客前往内蒙古
旅游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活动现场，企业自主交流环节为双

方提供了深入交流的机会，两地企业围
绕业态创新、产品开发、线路共建、优惠
政策等多个方面展开探讨，共推冬季旅
游市场繁荣发展。此外，为进一步精准
引客，吉祥航空将于10月 29日开通上
海—乌兰浩特直飞航线。

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相关负责人
表示，内蒙古的雪季漫长而多彩，独特
的冰雪奇景与多彩的民俗相映成趣，形
成了独特的冰雪体验。游客不仅能欣
赏到银装素裹的美丽雪景，还能沉浸式
体验当地的民俗风情，感受内蒙古人民
的热情好客。无论是滑雪、赏冰雕，还
是参与冰雪那达慕，都能让游客在寒冷
的冬季感受到别样的温暖和乐趣。他
诚邀每一位热爱旅行、热爱生活的游客
奔赴内蒙古冰雪世界，共赴美丽约定。

活动期间，乌兰牧骑队员、自媒体
达人纷纷走进上海市地标广场举行快
闪，有效提升了内蒙古在上海的知名度
和影响力。

内蒙古诚邀上海游客开启冰雪之旅

本报10月26日讯 （记者 皇甫
秀玲）近日，北京市海淀区与呼和浩特
市算力及人工智能供需对接会在京举
行。会议旨在深化海淀区与呼和浩特
市在算力及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推动
两地加快打造“两小时创新圈”步伐。

会上，呼和浩特市以路演等形式发
布了首批人工智能+应用场景需求清
单，涉及智慧城市治理、智慧行政审批、
智慧教育助学、智慧医疗保险等 14个
领域；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对算力产业
项目进行招商推荐；中国电信、中国移
动、中国联通、华著智算、九方世纪等呼

和浩特市相关企业介绍了两地算力合
作模式，助力两地在数字经济、算力及
人工智能领域相互合作，协同发展。

第四范式、面壁智能、旷视科技等
近30家北京市海淀区参会企业代表根
据自身需求，与呼和浩特市相关部门、
企业开展了算力和应用场景供需对
接。会后，双方搭建了算力资源与人工
智能对接、合作平台，建立起长效互动
机制，将在共建“京数蒙算”智算产业
园、上线智能算力共享服务平台、加快
打造北京算力服务基地等诸多方面进
行合作，推动京蒙合作不断深入开展。

深化算力及人工智能领域合作

海淀区与呼和浩特市加快打造“两小时创新圈”

本报10月26日讯 （记者 柴思
源）10月 25日，2024年全国男子曲棍
球锦标赛在江苏常州武进曲棍球训练
基地落下帷幕，内蒙古队强势夺冠。

来自北京、天津、内蒙古、辽宁、吉
林、江苏、广东、广西、四川和甘肃的10
支代表队近 200名运动员参赛。在小
组赛和半决赛中，内蒙古队以全胜战绩
冲进决赛，对阵老牌劲旅广东队。

决赛中，第一节双方便开始对球权
进行激烈争抢，直至第三节，内蒙古队抓
住机会，通过短角球破门得分。面对比

分落后的情况，广东队下半场积极调整，
比赛更加胶着，双方攻防转换极快。随
后，内蒙古队选手以完美配合再次破门
得分。比赛进行到第四节，内蒙古队以
短角球再攻入一球，将比分优势再次扩
大。最终，内蒙古队以3：1战胜广东队，
夺得本次比赛冠军。内蒙古队王才雨获
得最佳守门员，武晓辉获得最佳运动员。

据了解，内蒙古队、广东队、天津
队、辽宁队、甘肃队将在短暂的休息之
后启程杭州，参加 2024年中国男子曲
棍球联赛第二阶段比赛及总决赛。

全国男子曲棍球锦标赛内蒙古队夺冠

本报 10 月 26 日讯 （记者 宋
爽）10月 26日，自治区党委统战部、自
治区工商联举办 2024年第三场“政企
同心恳谈会”——专精特新民营企业专
场活动。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
胡达古拉主持。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
席么永波，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工商联
主席安润生出席。

胡达古拉说，党中央、自治区党委
高度重视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

壮大，希望广大民营企业抢抓发展机
遇，积极改革创新，为我区经济高质量
发展作出新贡献。

么永波对全区工业经济运行情况
作了介绍，强调要落实好国家和自治区
对专精特新企业支持政策，强化沟通服
务，帮助企业提振发展信心、增强竞争
力，为稳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会上，6家民营企业作了发言，相
关地区单位一一作了回应。

2024 年 自 治 区 第 三 场
“ 政 企 同 心 恳 谈 会 ”召 开

胡达古拉主持 么永波安润生出席

学先进 勇担当

本 报 10 月 26 日
讯 （记者 马芳）歌声
嘹亮，激情飞扬。10月
26日晚，由内蒙古文联
主办的“唱响北疆”内蒙
古新星新作演唱会第5
场在内蒙古工业大学体
育馆激情开唱，超百万
人次通过线上线下共同
欣赏这场音乐盛宴。

“悠扬的马头琴拉
起来，欢乐的顶碗舞跳
起来……”演唱会在梅
林组合带来的《豪爽内
蒙古等你来》中拉开帷
幕。紧接着，充满内蒙
古特色的《鸿雁归来的
地方》《牧人之子》《草原
心》，赞美家乡的《家乡
美》《秋风吹来故乡情》
《带我去草原》，优美动
听的《月光如水》《蔚蓝
的风》《回家》，旋律动
感的《歌在飞》《中国速
度》等歌曲轮番登场，
赢得观众阵阵掌声，神
秘嘉宾李德戈景的精
彩演绎将演唱会推向
高潮。

本场演唱会共有20
位优秀歌手登台献唱，
从近年来涌现的优秀原
创歌曲中精选 12首新
歌，同时对6首经典原创
歌曲进行重新演绎，融
入了丰富的文化元素和
多元的音乐风格。歌手
傲日其愣说：“《回家》表
达了漂泊在外游子对家
乡的思念。我有浓厚的
故乡情结，希望能通过我的歌声给家乡
观众带来欢乐，也感谢‘唱响北疆’这个舞
台，让我们能常回家看看。”

据统计，“唱响北疆”内蒙古新星新
作演唱会今年已举办 5场，共推出歌手
70余人，传播优秀原创歌曲近百首，网
络观看量及点击量过亿，以作品来源的
广泛性、演员阵容的强大性以及作品质
量的高标准，展现了内蒙古音乐的独特
魅力和深厚底蕴，深受广大观众尤其是
青年人的喜爱。

演出结束后，观众王彦龙激动地
说：“今年我观看了3场‘唱响北疆’内蒙
古新星新作演唱会，每场都很精彩，听到
了很多新歌，让人耳目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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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玉琢

“北国碧玉”“绿色净土”“东北亚
水塔”……人们把这些赞誉之词，毫不
吝啬地送给了呼伦贝尔。

呼伦贝尔是祖国北疆极为重要的
生态安全屏障，对全球气候起着举足
轻重的调节功能。

近年来，呼伦贝尔市全力以赴完成
好习近平总书记交给内蒙古的五大任
务，保持生态文明建设战略定力，扛起
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的政
治责任，守住绿水青山，厚植生态沃土。

呼伦贝尔草原约占内蒙古草地总
面积的 12%，是我国目前保存最完好
的草原。但过去由于长期过度放牧等
原因，在呼伦贝尔草原核心区域，形成
了呼伦贝尔沙地。

呼伦贝尔市一直高度重视防沙治
沙工作，依托国家“三北”防护林、沙化
土地封禁保护区项目等重点工程，持
续推进防沙治沙工作，统筹安排全市
防沙治沙“三北”工程及各类生态建
设，全力治理超载过牧。

通过实施分区治理、推进光伏治

沙、强化科技支撑、探索建管以银行贷
款+国企+社会力量的新模式，呼伦贝
尔市“三北”工程建设和防沙治沙工作
成效卓然。2004年到2019年，全市沙
地面积减少了130多万亩，沙化趋势和
过牧形势得到了有效控制。

今年，呼伦贝尔市依托“三北”工
程、防沙治沙和风电光伏一体化工程
等重点工程，科学规划，编制了7个“三
北”工程市级子项目，采取造林种草、
退化草原改良等治理措施，全力推进
草原沙地综合治理项目。全市 14 个
旗、市、区全部纳入“三北”工程协调推
进区、巩固拓展区，总任务 2881万亩，
目前已完成 109.46 万亩，完成年度任
务的54.09%。

为进一步推动解决草原过牧问题，
呼伦贝尔市今年推出了“强化草原过牧
管控、摸清草原放牧底数、实现草原带
薪休假、禁止非返乡畜流动放牧、实现
草原集约经营、化解饲草短缺难题”六

大措施，积极开展治理超载过牧专项行
动，草原过牧超载治理初见成效。

呼伦湖是呼伦贝尔草原上唯一的
浩瀚大泽。21世纪初，呼伦湖曾一度
面临严重的生态危机。

2013年以来，呼伦贝尔市坚决扛
起呼伦湖生态环境综合治理的重大政
治责任，持之以恒、一以贯之地推进呼
伦湖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呼伦湖正实现
从生态退化到生态向好的华丽蝶变。

今年以来，呼伦湖流域 11个治理
项目全部按期复工，生态补水按期启
动。在呼伦湖流域开展了水生态环境
问题春季排查整治行动，清理畜禽养
殖越冬粪污23.26万吨、生产生活垃圾
0.88 万 吨 、病 死 牲 畜 尸 体 3682 头
（只）。截至 7月底，呼伦湖水面面积
2237.1 平方公里，水量 134.6 亿立方
米，流域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呼伦贝尔市有12万多平方公里的
森林，其中，大兴安岭森林约50%的面

积在呼伦贝尔境内。为了保护好这片
浩瀚林海，呼伦贝尔市天保工程实施
面积达3572.72万亩。

天保工程实施中，呼伦贝尔市在
管理上采取“分级管理，层层落实，互
相监督，责任共担”机制，建立起“林业
局→林场→管护站→管护人员”管护
组织体系，把森林管护任务落实到山
头地块，把森林管护责任落实到人，明
确了管护人员职责和权利。

以“天保工程”实施为载体，呼伦
贝尔市天然林保护取得了巨大的生
态、经济和社会效益。2014年，呼伦贝
尔市森林面积 365.68 万公顷，2019
年，森林面积373.15万公顷，森林面积
增加了 7.47 万公顷，森林覆盖率增加
了0.5个百分点，天保工程区实现了森
林面积、森林蓄积双增长。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呼
伦贝尔市坚定不移地走以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
子。在2021—2023年盟市、旗县生态
质量评价结果中，呼伦贝尔市生态质
量连续 3年在 12个盟市中排名第一，
是全区唯一被评价为生态质量“一类”
的盟市。

呼伦贝尔市生态质量连续3年全区第一

强化科技支撑 守住绿水青山
加快落实“五大任务”推动高质量发展

10月 26日，鄂尔多斯队队员（橙）在运球突破。当日，由内蒙古自治区体育
局主办、内蒙古篮球协会承办的 2024年内蒙古自治区男子篮球联赛（蒙 BA）季
后赛总决赛收官。经过激烈角逐，鄂尔多斯队 101：82战胜呼和浩特队，以总比
分 2:0夺得总冠军，呼和浩特队获得亚军。 本报记者 孟和朝鲁 摄

篮下角逐

本报济南 10月 26日电 （记者
毕力格巴特尔）10月 25日上午，中国
地理标志产品交易会在山东省济南市
开幕，苏尼特羊肉国家地理标志保护工
程项目在山东省国际会展中心启动。

今年 8月，苏尼特羊肉成功入选
国家地理标志保护工程项目，成为全
国 44家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批准筹
建的示范区之一，也是目前内蒙古
唯一获批的国家地理标志保护工程
项目。

“作为苏尼特羊肉产品多年的经
销商，我衷心祝贺其入选国家地理标
志保护工程项目。此举无疑为优质

的苏尼特羊肉提供了更强有力的保
障与市场推广，让广大消费者能放心
选购既美味又营养的草原羊肉。”山
东泰安市顺丰牛羊肉批发中心董事
长徐继成说。

2003年，苏尼特左旗启动苏尼特
羊肉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申报工作，于
2007年正式被原国家质检总局列为
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成为中国同类产
品中首个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该旗依
托优质畜牧业资源，大力实施种质资
源培育、畜产品精深加工和品牌保护
打造，苏尼特羊年存栏稳定在 100万
只以上，扩繁场及核心群发展到 13

处、170群，成功创建自治区级苏尼特
羊核心育种场。

“苏尼特羊肉国家地理标志保护
工程项目的启动，标志着我旗在打造
高端农畜产品、助力乡村振兴的道路
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将为推动畜牧
业高质量发展、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
品生产基地提供有力支撑。”苏尼特左
旗副旗长梅园说。

启动仪式上，苏尼特左旗肉食品
加工企业还发起了《苏尼特羊肉地理
标志企业自律联合倡议书》，并与来自
全国各地的餐饮企业签订了战略合作
协议。

苏尼特羊肉国家地理标志保护工程项目在济南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