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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于海东 郭洪申
怀特乌勒斯 薛一群 李存霞

在通辽市开鲁县，10万亩塞外红
刚刚收获完毕，这些外形美观如鸡心
状、口感鲜香脆甜的水果当地又称为
鸡心果，它不仅在国内热销，而且还
得到了国际市场认可，远销泰国、新
加坡、马来西亚等国。

“今年，我们的鲜果销售产值达
到了 2.4 亿元，通过果品的储藏和残
次果加工，预计到年底产值能突破 3
亿元。”开鲁县林业和草原局党组成
员、林业工作站站长孙世民说道。他
告诉记者，这些果树用地是改造的低
产低效林，既改善了生态环境，又提
高了农民收入。

通辽地处科尔沁沙地腹地，是全

国生态比较脆弱的地区之一。经过多
年的坚持不懈努力，科尔沁沙地在全
国四大沙地中率先实现了良性逆转，
林草植被盖度逐年增加，生态环境得
到有效改善。通辽积极开发享用生态
红利，林果、绿色种养、生态旅游等产
业已成为部分地区的支柱产业。

金秋时节，位于科左后旗境内的
科尔沁沙地“双百万亩”综合治理工
程努古斯台项目区内树木葱郁，在晨
曦的照耀下，伊和淖尔湖水碧波荡
漾，数百只水鸟在湖面觅食、嬉戏，勾
勒出一幅美丽的生态画卷。

“过去这里都是沙地，经过十年
的治理，沙窝子变成了绿色林海，生
态环境好了,野生动物也多了。”努古
斯台项目区护林员郭力说道。

如今，经过治理的努古斯台项目
区不仅吸引了赤狐、天鹅、秋沙鸭等

多种野生动物来此栖息，也成为通辽
及周边地区居民休闲旅游的好去处。

随着生态好转，科左后旗的生态
旅游产业开始蓬勃发展。该旗文旅
局副局长杨晓东介绍：“今年中秋、国
庆双节期间，科左后旗2家4A级景区
接待游客 19000 余人次，同期增长
389%。接下来，将坚持‘生态+文旅’
融合发展模式，推出‘绿水田园、乐游
后旗’特色旅游线路，推动重点景区
提档升级。”

借助通达沈阳、长春等东北各大
城市的交通便利，通辽景色宜人的绿
水青山，正吸引大批周边城市游客前
来观光旅游，释放出越来越多的生态
红利。

（通辽市融媒体中心记者 杨永
娜 科左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 邹
运 参与采访）

通辽百姓开始享受生态红利

□本报记者 巴依斯古楞
见习记者 朱媛丽

“我从小就喜欢毡绣，这不退休
以后和姐妹们一起绣，感觉很开心。”

走进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左旗传
统工艺工作站，几名身着艳丽民族服
饰，胸前佩戴着闪亮党徽和非物质文
化遗产传承人徽章的“国家的孩子”
围坐在一起，一针一线刺绣着大型毡
绣作品《爱边固边守边 筑牢祖国边
疆安全稳定屏障》。

今年66岁的新图亚是1958年从
安徽送到苏尼特草原来的“国家的孩
子”，她一边娴熟地缝制，一边和记
者讲起她与民族毡绣的不解之缘。

儿时的一天，母亲正在蒙古包
里做着毡绣，好奇的她看到一件件
美丽的刺绣成品，从此深深迷上民
族毡绣。

“阿拉腾花，快来帮我看看我这
几针绣得好不好？要是不好，我拆了
重绣。这绣的可是我们的战士爱边
戍边的故事，我可不能有一点马虎。”

说罢，“国家的孩子”阿拉腾花慢
慢挪动到新图亚旁边坐下，透过鼻梁
上的老花镜，细细端详着，帮新图亚
认真地改了几针。

阿拉腾花也是一名“国家的孩
子”，作为一名党员，她不仅有着崇高
的理想，还有着对这片草原浓浓的深
情。2017年 6月，退休后从事民族刺
绣工作 10年的阿拉腾花被授予苏尼
特左旗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级项目
中华民族刺绣代表性旗级传承人，这
不仅让她自豪，更激发了她埋头创制
毡绣作品的信心。

虽然眼花了，背驼了，但依然无
法阻挡她对刺绣的热爱。

“虽然我没有出生在这片草原
上，但我是草原额吉和阿爸养大的孩
子，能够在我有生之年用一己之力为
我的家乡做点事，是我的荣幸，也是
不可推卸的责任，我要把我们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一代代传承下去。”阿拉
腾花有些激动地说。

这幅长 7 米，宽 2 米，使用民族
传统技法刺绣的大型毡绣是由新图
亚、阿拉腾花等 11 位“国家的孩子”
共同制作的，她们中有 4 人是非物
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这些年，她们
参与刺绣的各类毡绣新颖别致，让
人过目难忘。

悬挂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
心展厅的大型毡绣作品《一叶红船映
初心》，引人驻足。这幅由该旗8名非
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手工绣制的毡
绣，是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
年、为表达草原人民对党和祖国的热
爱及祝福而绣制的。以“南湖红船”

为主题，长 5米、高 2米，采用非物质
文化遗产毡绣技艺，以毡为纸，以针
为笔，以线代墨，搭配30余种颜色，累
计300多万针刺绣而成。

“我们馆里像这种特色毡绣作品
还有很多，目前共收录了包含传统体
育竞技类、传统美术类、技艺类、民间
文学类、传统音乐类、传统医药类、民
俗类在内的七大项非物质文化遗
产。今后，我们还要继续加强宣传推
广，展示保护成果。同时，开展对外
合作交流，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
化。”苏尼特左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中心主任迎春说。

“看我把这个战士绣得像不像真
的？”传统工艺工作站里欢声笑语，绒
绒的驼毛线绣出了民族团结一家亲
的温馨，一针一线间穿梭出了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绵延与传承。

（苏尼特左旗融媒体中心记者
那松图 参与采访）

“国家的孩子”与非遗的不解之缘

“国家的孩子”们在创作爱边护边题材大型毡绣。

□本报记者 薛来 图古斯毕力格
薄金凤

9月 26日一大早，王亚希便蹲在
庙壕村瓜农胡二的地里摘香瓜。放
眼望去，大部分香瓜早已采摘完毕，
瓜蔓也已经堆积在一起，只有零星的
瓜蔓上挂着些许“灯笼红”。

“‘灯笼红’香瓜在 8月底就采收
完了，这点香瓜是为了参加第六届中
国农民丰收节的。”五原县胜丰镇农
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员王亚希说，

“五原县作为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
县，设置了县、镇、村三级网格化监管
体系，所有农产品上市前都要经过科
学检测，农残达标才允许上市，今天
我们要现场演示检测过程。”

当王亚希抱着香瓜赶到胜丰镇
灯笼红基地农残检测室时，检测员
张晓琴早已准备就绪。检测室里整
齐摆放着两台检测设备、两个显微
镜、各种化学药品、检测记录文件盒
等物品，只见张晓琴麻利地将香瓜
皮样品放入试管，并加入缓冲剂、缓
冲液、显色剂和酶，静置 15分钟后，
再加入所需药剂，利用检测设备详
细记录各项指标。没多久，张晓琴
向大家公布了检测结果：“本次检测
样品抑制率为 15.242%。”“农产品
抑 制 率 需 在 0—50% 之 间 ，超 过
50%则表明农残超标，不符合上市
要求。”她接着解释。

“ 我 们 播 种 时 用 的 都 是 有 机
肥，植保过程中的农药均符合国家
要求，镇里的监管员和村里的协管
员都会定期到地里取样检测。”胡
二说。

据悉，五原县共有 32 个这样的
农残检测室，而该县农畜产品质量安
全中心的检测室则更大更全面，内设

业务室、速测室、样品室、色谱室等科
室，拥有液质联用仪、气相色谱仪、液
相色谱仪、原子荧光分光光度计、原
子吸收分光光度计等多种先进的设
施设备。“这里负责全县农畜产品安
全检测，每年深入市场和基地开展产
品定量检测600个，速测2万多个，为
确保人民群众健康饮食提供了安全
保障。”中心负责人张虹敏说。

建设标准化基地，带动生产技术
提高，也是五原县农畜产品安全监管
工作亮点。走进隆兴昌镇黄柿子标
准化基地，棚内摆放着农产品质量
安全法、国家最新禁用和限用农药
名录、农产品检测报告等材料；棚内
还有一本生产记录本，上面详细记
录着每次浇水、化肥农药使用时间
和用量等信息；大棚全部使用水肥
一体化技术，棚上设有防虫网，既能

防虫又能通风；种植区域还有粘虫
板、灭虫灯等预防病虫害的设施，凑
近粘虫板可以看到，上面粘满了白
粉虱、蓟马等害虫。“这种物理防病
虫措施可以大幅度减少农药使用
量，农药和肥料的购买凭证需长期
保存，确保追溯工作顺利进行。”内
蒙古民隆农业有限公司新媒体负责
人沈鹏告诉记者。

“农畜产品质量安全是一项系
统工程，任重而道远，我们将守好‘国
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这个金字招
牌，继续探索更多的好方法和好措
施，为提高农畜产品质量安全贡献
力量。”五原县绿色产业发展中心
副主任史建兵说。

（巴彦淖尔日报社记者 王瑾
瑜 五原县融媒体中心记者 马丽
霞 参与采访）

五原县的美食安全有迹可循

五原县黄柿子。 张志中 摄

□本报记者 苏永生 皇甫美鲜 海军

金秋收获季，农民笑开颜。这两
天，在乌兰察布市凉城县麦胡图镇，来
农村信用社储蓄的村民络绎不绝。

青贮玉米种植大户、42岁的郭瑞
卿手里提着刚刚卖了青贮玉米的钱袋
子前来储蓄。“今年我青贮玉米种得好，

‘海高牧业’价格给得也好，1000亩青
贮玉米卖了 150万。”郭瑞卿一边等待
存款一边与记者高兴地聊起来。

“现在正值秋收时节，麦胡图镇青贮
玉米收割基本告一段落，农民的青贮玉
米已经变现。这几天每天都有很多农民
来信用社存钱，日进存款可达80万元左
右。”麦胡图镇农村信用社主任孟乐说。

在麦胡图镇“海高牧业”青贮玉米现
场，30多个3米见方的玉米青贮池一字
排开，一辆辆大型卡车将青贮玉米源源
不断地运到青贮池边，4辆装载机加足马
力挥舞着臂铲，将青贮玉米推进青贮池，
通过来回6道压实工序后完成青贮，一个
月后，这些青贮玉米营养达到最高值，成
为“海高牧业”奶牛新鲜的过冬“口粮”。

近年来，凉城县认真贯彻落实自治
区、乌兰察布市奶业振兴的各项决策部
署，积极引导支持本地农牧业奶业龙头
企业发展壮大，“海高牧业”就是受益者之
一。“海高牧业”成立于2008年，是一家集
奶牛养殖、肉牛育肥、饲料加工、生态观光
为一体的大型农牧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也是蒙牛和伊利的优质奶源基地。该公
司目前在凉城县境内有6处养殖基地，养
殖奶牛2.3万头，日产鲜奶300多吨。正

在建设中的一处养殖场建成后，可存栏
奶牛6.5万头，年产鲜奶22.3万吨。

“海高牧业”办公室主任王志华介
绍，我们公司积极探索与农民的利益联
接机制，目前通过实行托管、订单、流转、
务工四种扶持模式，带动农民增收致
富。比如，县政府为3500户丧失劳动能
力的村民注入乡村振兴衔接资金1亿元，
由公司购置基础母牛，实施代管经营，户
均每年分红2000元；公司与周边农户签
订青贮玉米种植订单，2022年共与3000
余户农户签订3万亩青贮玉米种植订单，
户均增收3000元；公司共流转周边3个
乡镇10个行政村1300多户16000多亩
土地，户均增收6100多元；公司优先吸
纳符合条件的周边农民在公司务工，并

为他们缴纳五险一金，每年用工600多
人，人均月工资5000元。

种植大户杜江海2013年投入资金
500多万元，创办蒙丰种养殖合作社开始
养肉牛，流转土地 5000亩种植青贮玉
米。经过10年坚持不懈的努力，杜江海的
肉牛养殖走上了良性循环之路。目前，蒙
丰种养殖专业合作社年存栏肉牛近180
头，同时每年为“海高牧业”提供青贮草料
10万多吨，年收益可达100万元左右。

截至 2023年，凉城县奶业龙头企
业带动周边农户发展青贮玉米订单 6
万亩，直接受益农户达 1万户，增加收
入1亿多元。

（凉城县融媒体中心记者 张利宁
李红宇 温志华 苏俊 参与采访）

奶牛添“口粮” 村民增收入

□本报记者 张慧玲 呼布琴 王玉琢
布音额尼尔乐 郝雪莲 毛锴彦

10月 16日，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
旗城川镇黄海子村委会会议室的气氛
如同窗外的秋阳一般温暖。村委加村
民共6人正围坐在桌旁，热烈讨论着村
民都关心的“村集体经济赚钱了，年终
分红给谁”的问题。

“低收入家庭刘翠英的医疗保险可
以从一年380块钱涨到400块钱。”

“继续给重度残疾的3户人家按60
周岁以上标准缴纳医疗保险。虽然他们
都还没到60岁，但是情况比较特殊。”

“这两条都挺好的，我同意。”
在几人热烈的讨论后，几项事宜都

拍板钉钉。这就是黄海子村乡村治理
方面的“独门秘籍”——“135+让一步”
乡村社会治理工作法。

乡村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保
障。通过创新实施乡村社会治理各项工
作，黄海子村蓬勃发展、村容村貌干净整
洁、文体活动丰富多彩、孝老爱亲蔚然成
风、百姓安居乐业，全村无刑事案件、无群
体性上访越级访事件、无邪教、无赌博。

2019年黄海子村被评为国家级乡
村社会治理示范村和内蒙古自治区一
村一品示范村；

2020年被评为国家级民主法治示
范村；

2022 年，“‘135+让一步’夯实乡

村社会治理基础”成功入选农业农村
部、国家乡村振兴局发布的第四批全国
乡村治理典型案例名单；

2023 年“135+让一步”工作法荣
获首届中国乡村振兴品牌大会乡村治理
优秀案例奖，并且有两户村民被评为国家
级“文明家庭”。

黄海子村下辖6个自然社，常住人口
221户649人。乡村治理治到全国“榜上有
名”，黄海子村怎么做到“村和万事兴”的呢？

原来，在推进乡村治理中，黄海子
村党支部创新方式，以“情是融化剂、理
是连心桥”为口号，以“耐心听，找茬口；
细心看，剥麻根；公心断，解麻团”为方
法，建强1个平台，也就是2021年成立
的嘎查标准化综治中心，强化镇、村、网
格员3级联动，用好引导法等5种方法，
为时间让一步，为诉求让一步，为感情
让一步，解决群众痛点、难点、怨点。

说白了，就是“有事，坐在一起好好
说”。“村两委加第一书记共8人，村支书和
第一书记是总的管理者，其余6人被分配
到6个村民小队。这样，就能全面管理到
每一个村民。村民间有点啥事我们也能第
一时间了解并进行调解。”鄂托克前旗下派
黄海子村驻村第一书记乌兰布拉格说。

“2021年11月，两家村民因为流转
土地起了纠纷，一家流转出去的草场说
啥也不想继续流转了，想要回来，经过我
们调解，两家协商好流转原来草场面积
的一半，另一半主家自己用，两家现在关
系好得很。”黄海子村支书刘建伟说。

“2022年浇地的季节，我们一户村民
的水泵抽不上水，想让供电部门给看看是
线路问题还是水泵坏了。供电部门的人
来了后没给检查，就说水泵坏了。在拔泵
的时候水泵卡住，耽误了浇地，这户村民地
里的辣椒全旱死了，损失八九万元。村民
想要投诉供电部门，经我们协调后，供电部
门赔付4.5万元，得到该村民的认可。一
场纠纷就这样得以解决。”刘建伟说。

从为群众办实事、户改厕、返贫监测
到草牧场土地确权、财务处置、低保年审
和危房改造等议题，一桩桩，一件件，能

“好好说”的事儿越来越多地得到解决，也
推动村级组织规范化水平稳步提高。

“我们坚决杜绝纠纷调解‘踢皮球’
现象。近年来，我们入户排查200余户，
矛盾纠纷化解率达100％。”刘建伟说。

都说和气生财，好的乡村治理方法
带来好的乡村产业。在村两委的带动
下，村集体经济发展得红红火火。村里
将草牧场流转出去，建了纯净水厂、泡
沫箱厂，还建了冷库。

“每年村集体经济纯收入达到50万
元。年终的时候，我们会给村民分红，村
里60岁以上的老人都给缴纳了医疗保
险，2022年给3个脱贫户每户2000元生
产补助金。村集体经济还带动30几人就
业。”负责发展产业的乌兰布拉格说。

乡村治，天下安。如今的黄海子
村，是联动，是共建，是共治，也是共
享。村强、村美、村富，和谐善治的乡村
样本足迹愈发明晰。

有 事 ，坐 在 一 起 好 好 说

□本报记者 高敏娜 赵曦 王智华

雪霁初晴景如画，阿尔山尽现北疆
恢宏气度！

当祖国大部分地区被秋色拥抱的时
候，兴安盟阿尔山市已经簇拥着洁白，官
宣入冬。10月18日，阿尔山市天空中飘
扬着雪花，小城银装素裹，宛若童话世界。

但是雪天也不抵游人的热情，在阿
尔山国家森林公园的景区木栈道上，游
客的脚印留下一串串。

“身为北方人，我虽然看过雪，但是
没有置身于林海雪原，感觉眼前的景色
就像一幅黑白相间的水墨画。”刚刚从北
京来到这里的游客张峰，被初雪后的阿
尔山惊艳，对接下来的“高颜值”旅行期
待不已。

“随着第一场雪的降临，我们阿尔
山开启了冬季旅游的篇章。”阿尔山市
文化旅游体育局局长白峰说，阿尔山拥
有长达6个月的雪期，雪期长、雪质好，
积雪厚度平均超过350毫米，这里的冬
天既有白狼雾凇瘦柳琼枝的曼妙，又有
不冻河奇景似春的婀娜，游客在这里可
以赏雪、戏雪、读雪，更能乐雪、悦雪、爱
雪。冰雪的多重体验在这里渐次呈现。

冬季阿尔山的魅力，一半在极寒，一
半在暖泉。纵情冰雪后，热气腾腾的温
泉就成为了宠儿。走进中国温泉博物
馆，游客正“沉浸式”体验“冰火两重天”的
神奇乐趣。

“阿尔山温泉水质特别好，给人一种
‘柔软’的感觉，身体被温泉水包裹，脚底

就涌上暖意，身心获得放松。”吉林省白
城市游客华小英伴着袅袅升腾的热气，
穿过绿植，踏入泡池，感受着温泉带来的
身心惬意，还有基础设施和旅游服务质
量优化升级后的满意度和幸福感。

阿尔山因水扬名、因泉而兴，享有
“圣水神泉”的美誉，不同温度、不同功
效的温泉深受国内外疗养客的青睐。
这批来自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市的游客
就是跟随疗养团，带着对阿尔山温泉康
养的无限向往，不远万里来到这个“温
泉之城”，感受阿尔山的温泉魅力。

阿尔山有四大矿泉群，是世界最大
的功能型矿泉之一，其类型之广、数量
之多、涌水量之大、微量元素之丰富举
世闻名，具有较高的医疗保健价值。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近年来，
阿尔山市将温泉体系开发作为重中之

重，把温泉资源开发利用作为提升旅游
业高品质发展的重要着力点，形成了以
海神温泉博物馆为核心，鹿角湾温泉度
假营地、阿尔缮疗法、圣泉广场引泉入
城、五里泉秘汤等一批温泉项目多点齐
发、亮点纷呈的发展格局。如今，感受
温泉康养已经成为游客畅游阿尔山时
必不可少的一项体验。

“今年冬季，我们还要推出一系列新
的产品和业态，让游客穿越‘森林雪野’，
寻找‘圣泉雪集’乐趣，体味温泉健康理
疗，品味雪雕园里童真……”白峰介绍。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这
个冬季，阿尔山向世界发出邀请，来体
验“冰与火之歌”的北疆豪情与浪漫！

（兴安日报记者 许文军 阿尔山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 邹玖久 徐广新
参与采访）

阿 尔 山 唱 响“ 冰 与 火 之 歌 ”

银装素裹的鹿角湾温泉度假营地。

收割机在凉城县麦胡图镇三合村收割青贮玉米。 王宾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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