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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蔡冬梅 路兴 马芳
马嫣然

秋收尾声，直播带货成了这段时
间包头市固阳县下湿壕镇王林小的

“新营生”。
“这个莜面是来自我们当地的产

品，自己加工，不含任何添加成分。”在
下湿壕镇电商直播间，王林小热情地
向网友推介固阳莜面，一口“后山话”，
满满的乡土味儿。

眼下，从田间地头到网络直播，电
商经济如火如荼，乡村振兴也搭上这
辆快车，手机变成新农具，直播带货成
了新农活。在包头市固阳县下湿壕
镇，陈家渠村委会原党支部书记王林
小变身“新农人”，为本土优质农产品
当起了代言人。

位于北纬41°黄金纬度带的固阳
县，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自然
条件，俗称“固阳八宝”的黄芪、莜面、
荞面等农副产品非常受欢迎，固阳县
还被中国中药协会命名为“中国固阳·
正北黄芪之乡”。

如何能让这些“土宝贝”变成“金
蛋蛋”，走进千家万户？

下湿壕镇党委、政府积极探索尝
试新的办法。2021年，下湿壕镇成立了
包头市古榆农牧业有限公司。全镇16
个村集体经济合作社众筹入股，把当地
农副产品通过深加工产生效益，发展壮
大村集体经济，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以

“合作社+公司”共建模式，将60%效益
作为村集体经济收入，40%用于公司发
展，委任2018年已经退休的老支书王林
小当起公司负责人。

如何才能让村民过上好日子？这
是自 2000 年就担任陈家渠村党支部
书记的王林小第一个想解决的问题。
多年过去，他想的始终还是这个问题。

2001年，他向上级有关部门积极

争取资金和物资为村民发展水浇地，
解决了几个自然村人畜饮水的困难，
为全村新增水浇地800多亩；2014年，
他带领村民拆除土房自筹资金建新
房，陈家渠村旧貌换新颜；2015年，他
带动村民种植新品种脱毒种薯，经过
几年的种植和经营，陈家渠村成了远
近闻名的脱毒种薯产地。

在王林小带领下，陈家渠村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为村里引进的脱毒种薯，打入
了市场、打开了销路，从过去到现在还
是效益很大的，村民的人均纯收入估
计能增加1万元。”王林小说。

陈家渠村从一个贫穷落后村发展
成了先进示范村，村容村貌改变了、收
入增加了，村民们的幸福感藏都藏不
住。有村民自发创作了顺口溜，真挚
地表达对王林小的感激之情。“麻雀雀
飞来喜鹊鹊叫，咱们的村书记王林小，
带领乡亲们走上致富道，庄户人的日
子一天比一天好。”

当下正是秋收旺季，王林小走村串

户了解村民遇到的销售问题，关心村民
家里的收成情况，每天忙得不可开交。
村民王天柱说：“无论是秋收还是春耕，
老书记总惦记着我们，帮大家挑上好化
肥、好籽种，还找农牧业企业来订单采
购，有他在，我们的农产品不愁销路。”

看到王林小依然忙碌在田间地
头，不少村民疑惑地问：“您不是从书
记的岗位上退下来了吗？咋还跟我们
一起忙秋收呢？”王林小笑着说：“我是
一名老党员、全国劳模，现在还是人大
代表，这是党和政府对我的信任，我必
须把这项工作做好。”

坐在直播间，对着手机屏幕介绍
产品，商品就能销往全国各地，高效便
捷的直播带货让王林小十分惊喜，已
过花甲之年的他也在“网红”小姐姐的
指导下学起了直播带货。

“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帮助村
民把农副产品销售出去，帮助他们增
收致富。我现在虽然岁数大了，但必
须把余热发挥出来，为家乡发展做点
儿贡献。”王林小说。

老 支 书 的 新 追 求

王林小在电商直播间向网友推介农产品。

□本报记者 李雪瑶

步入赤峰市宁城县大城子镇万亩
番茄生产基地，一栋栋蔬菜大棚里的
番茄秧苗长势正旺……

早上6点刚过，张卫东一如往常，
在晨光的沐浴中走进蔬菜大棚。“第一
穗花下面的芽子都掐掉，小心别伤了
表皮……”看着齐膝高的番茄秧苗，张
卫东的脸上洋溢着喜悦。

“这是越冬茬番茄秧苗，元旦左右就
可以采摘。我一共种植了8个棚，每年都
能挣20多万元，我们种菜是认真的哦。”

正聊着，宁城县农牧局农业技术
推广研究员胡玉珍也打开了话匣子：

“育苗、定植、管理、收获、销售……40
多名技术人员会全程参与，面对面培
训，手把手教学，在每一次实践中帮助
农民提高种植水平。”

在技术的支撑下，宁城县蔬菜市
场得以进一步开拓，像张卫东一样番
茄种植户有1.2万人，设施蔬菜面积达
到 3.8万亩，年产番茄 10万吨，产值 5
亿元，户均收入达到10万元左右。

宁城县人均耕地面积不足 2亩，
曾经，农民大多数都靠天吃饭。立足
中国北方高原寒地自然环境特点，宁
城县把设施蔬菜产业作为农民增收
致富的新路，在制定奖补政策、建造
棚室、技术培训指导等方面给予支
持。胡玉珍说：“20 多年的实践证
明,宁城县的政策措施是正确的，不
仅产业规模大、蔬菜种类多，蔬菜质
量也广受好评。”

这边的番茄秧苗茁壮成长，那边

一肯中乡尖椒产业基地的尖椒也“不
甘示弱”，进入收获期。在盛丰蔬菜专
业合作社负责人张振金的大棚里，工
人们娴熟地将尖椒摘下，短短几十分
钟就收获了十几袋尖椒。

“挑选装箱的时候要注意，不能把残
次品放进去……”张振金嘱咐道。他告
诉记者，这儿的尖椒有一股香甜味，非常
受青睐，每年纯收入能达到40多万元。

“这里的尖椒产量充足、品质好，再
加上交通区位优势，是很好的进货点。”
说话间，北京客商江东富走了进来，望着
分装好的高品质尖椒，他竖起大拇指。

听到客商的肯定，一旁的张振金笑
得更加灿烂。这里的尖椒之所以品质
好，手智一体模拟通风器功不可没。在
银灰色的木头盒内，温度、湿度、最大通
风时间等数值都能清晰可见。张振金坦

言：“根据种植的蔬菜不同设定好温度、
湿度，当棚内温度过高，湿度过大时，通
风器自动控制开关进行散热、除湿，让蔬
菜始终处在良好的生长环境中。”

宁城县现已成为北京新发地和大
洋路农产品市场蔬菜种植基地、北京首
农集团在全国的第二个蔬菜种植基地、
北京市海淀区蔬菜联采联盟及大中超市
蔬菜供应基地，并与上海江桥市场、粤港
澳大湾区等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

从无到有、从有到优。如今，宁城
县设施蔬菜种植面积达到52万亩，年
产各类蔬菜 126 万吨,产值 53亿元，
7.3万户、17.5万人直接或间接从事设
施蔬菜生产。设施蔬菜成了当地的

“致富密码”。
（宁城县融媒体中心记者 韩小

伟 孟祥武 林天歌参与采访）

设施蔬菜成了“致富密码”
□本报记者 薛来 梅刚 参萨尔
图古斯毕力格 薄金凤
见习记者 高辉

金秋时节，在巴彦淖尔市乌拉特
中旗中蒙边境线1公里左右的山坳处，
伴随着摩托发动机的轰鸣声，被车轮卷
起的尘土弥漫在空中，一个身影出现在
山坡上，他就是乌拉特中旗巴音乌兰苏
木东达乌素嘎查牧民杨东，而他还有一
个令自己骄傲的身份——护边员。

站在山头上，一段几十公里长的
中蒙边境线尽收眼底，一切安然宁静，
他不由得感叹：“2007年，我从父亲手
中接过护边员的工作，负责巡视中蒙
边境718至 722号界碑间20公里的边
境线。对我来说，生活就是工作，工作
就是生活。”

“我每天一边放牧一边沿着边境
线巡护，巡查可疑车辆、可疑人员，还
要看有没有野生动物受伤，发现可疑
情况随时与当地边境派出所、边防连
队联系。”杨东说。

“前面那排树是父亲种的，现在已
经长成参天大树了。”顺着杨东手指的
方向，记者看到杨东家后院的一排榆
树格外显眼，成为茫茫戈壁上的一小
片绿洲。“后面的那排树是我和媳妇种
的，也算是一种传承。这么多年，我们

的心血都在这里，偶尔出趟门，心却时
刻牵挂着。”杨东笑着告诉记者。

“这份事业我会一直做下去！”杨
东的话虽平淡朴实，但句句含情，字字
珍贵。就这样，一个家两代人，四十多
年如一日，每年平均协助当地边境派
出所处理40多件警情。

“东哥，这两天家里有啥需要帮忙
的没？”“这两天周边的情况怎么样？”
上午 11时许，乌拉特中旗边境管理大
队的民警们到家中拜访杨东。期间，
杨东多次来到电脑前，通过一台自己
架设的监控仪和民警交流周边情况。

“护边员是我们最亲密的战友，他
们就像我们的眼睛和耳朵，为我们收
集边境线上的社情民意，与我们共同
守护祖国北疆。”乌拉特中旗边境管理
大队副大队长云小龙说。

一户人家就是一个哨所，一个边
民就是一名卫士。对于乌拉特中旗
境内180多公里中蒙边境线上的护边
员和辖区民警来说，每一寸土地都是
家，守好这段边境线就是为国守好

“北大门”。
在甘其毛都口岸，巴彦淖尔边境

管理支队甘其毛都边境派出所所长黄
健正在了解辖区当日的情况。作为一
名在大草原上土生土长的移民管理警
察，黄健视驻地群众为亲人，始终把群
众的急难愁盼记在心上、干在实处，尽

最大努力为辖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
解难事，他也被牧民们亲切地称为“赛
音查戈达”（好警察）。

“他的电话就是‘牧区热线’，我们
遇到困难第一个找的就是他。”提起黄
健，牧民钢巴图赞不绝口。

2020年 3月，钢巴图突发急病，皮
肤局部溃烂，血流不止，且高烧不退，
由于家人不在身边，自己又无法驾驶
车辆，无法及时得到治疗。紧急情况
下，钢巴图拨通了黄健的电话。黄健
立刻接上医生，迅速赶往钢巴图家，经
过紧急救治，钢巴图转危为安。“派出
所的民警们帮了我大忙……”回忆起
当时的情景，钢巴图甚是感慨。

近年来，乌拉特中旗紧紧围绕努
力完成五大任务、全方位建设模范自
治区两件大事，大力实施稳边固边工
程，健全完善党政军警民“五位一体”
治边格局，加强边境管控力量建设，筑
牢安全稳定屏障。军民守望相助建设
美好家园，成为北疆边防最亮丽的风
景线。目前，乌拉特中旗边境护边员
已发展至223名。

“祖国的‘北大门’由我们共同守
护。有我们在，请祖国放心！”黄健坚
定地说。

（巴彦淖尔日报记者 周悦 乌
拉特中旗融媒体中心记者 米德格
玛 张彬宇 呼和参与采访）

“有我们在，请祖国放心！”

□本报记者 郭洪申 李佳雨
薛一群 鲍庆胜

昔日的荒山岭摇身变成村民们休
闲观光的好去处，不仅提升了村子的

“颜值”，也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绿色游憩空间。

这一切，源自一位“40”后老党员的
执着与坚守。现年 75岁的高金山是
通辽市扎鲁特旗嘎亥图镇尼玛拉吉嘎
查一名老党员，他自掏腰包植树造林，
为家乡荒山披上“绿装”，用自己的努
力建设了生态绿洲，用绿色精神书写
了锦绣画卷。

初见高金山老人时，他正挥舞着
铁锹忙着给今年新栽植的小树固土培
根，黝黑的脸庞上布满了岁月深深的
痕迹。在他身旁，一棵棵树木婀娜多
姿，昂然挺立。

尼玛拉吉嘎查村西有座名叫塔玛格
图的山，小山不高，整体由石头构成，因为
缺少泥土、草木不生，一年四季光秃秃
的。加上过去采挖石头，破坏了自然生
态，春天狂风肆虐、扬沙满天，夏天下雨又
容易诱发山洪。看着这座“千疮百孔”的
荒山，年近七旬的高金山别提多心疼了，
种树的念头就这样在他的心里扎了根。

说干就干，从2018年春天在荒山
岭上栽下第一棵树开始，高金山便将
植树当成了最重要的事情，一年接着
一年，不断种下绿色的希望。

“我每天都到山上种树修树，山绿
了之后，野生动物也越来越多了。看
着周边环境越来越好，我打心里开
心。”高金山说，原先这个山是光秃秃
的，啥也没有，只要一下大雨，山洪就

往村里灌。挖了坑、栽了树，树虽小，
但挖的坑多，就自然能把山洪挡住。

荒山石厚土薄，在干石裸露、凹凸
不平的石头山上刨坑栽树苗也是个技
术活儿。没有机械，徒手搬开石头，筑
起一个个看似鱼鳞的树坑，再在里面
栽上树苗，虽然辛苦，他却乐在其中。
在他的悉心照料下，每年栽下的树苗
成活率都达到了95％。

绿树无言，青山为证。整理荒山、
打点挖坑、选择树种、植树护树，高金
山把全部感情和精力都倾注在了这片
光秃秃的荒山岭上。6年过去了，老
人的头发已经花白，荒凉的山坡沟壑
却绿了不少。

高金山老人已有52年党龄，他用
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践行着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用实际行动
诠释了当代愚公精神，创造了把荒山

变成绿岭的奇迹。老人的精神，如春
风雨露，浸润着尼玛拉吉嘎查村民。

尼玛拉吉嘎查党支部副书记迎春
说：“高金山老人是我村党龄最长的一
位老党员，在我们村也是特别有威信
的老人。自从在西山上开始种树，他
一年四季不间断，一有空就去山上栽
树护树，现在我们的西山都变绿了。
他的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我们一
定要把他的这种精神传承下去。”

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人居环境明
显提升，看着被绿色扮靓的山间，高金
山老人种树的信心和决心更加坚定。

“作为一名党员，就应该身体力行，做
点有意义的事。生命不息，植树不止，
我想把这项事业传承给下一代，给他
们做个好榜样。”高金山说。

（扎鲁特旗融媒体中心记者 白
敖敏 青格乐参与采访）

高金山：绿了青山白了头

□本报记者 郝飚 郭俊楼 杨柳
陈春艳 牟野

这样的生活场景，你是不是非常
熟悉：穿着含有氨纶的运动服，开着新
能源锂电池车，到超市使用可降解塑
料袋选购商品……这些看似不相关的
物品却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原料
中都含有一种特殊的物质——BDO
（1,4-丁二醇）。

作为一种重要的基本有机化工和
精细化工原料，BDO 可用于生产氨
纶、化妆品、可降解材料、锂电池溶剂
等多种产品，是世界上需求增长最快
的化工产品之一。同时，它的推广应
用对解决“白色污染”这个世界性难题
具有重要意义。

如今在乌海，BDO的大规模生产
承载着地区的转型发展，乌海市还信
心满满地提出：打造全球最大的BDO
一体化生产基地。

一块黑色煤炭、一瓶透明液体、一
卷可降解地膜……10月 29日，记者走
进位于乌海市乌达产业园的内蒙古东源
科技集团全资子公司东景生物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在中控室展台上可以直观地
看到BDO上下游相关产品样品。

该公司依托乌海煤化工和乙炔化

工产业集群优势，通过持续延链、补
链、强链，构建起“煤——电——石灰
石——电石——BDO——生物降解塑
料——生物降解聚酯产品”完整产业
链，是目前全国生产规模最大的BDO
及可降解聚酯产品全产业链生产基
地。已投产的年产 38万吨 BDO一体
化项目填补了乌海市及自治区 BDO
产业空白。

内蒙古东源科技集团全资子公司
金科发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实验室产
出的白色塑料膜 180天就可以降解。
实验室主任郑文强告诉记者：“今年年
初，全生物降解地膜在乌海市和巴彦
淖尔市进行示范推广，覆膜 2.8万亩。
目前得到的反馈很好，可降解率达到
了 90%以上。此外，公司自主研发的
可降解塑料袋 11月初也将在乌海各
大超市推广使用。”

BDO的主要原料是电石，而电石
生产离不开焦炭和石灰石。乌海市这
两种资源富集，是全国重要的煤焦化
工和氯碱化工生产加工基地。可以
说，做好BDO文章，乌海是天时、地利
齐备。

这些年，乌海市趁势而动，抓住可
降解塑料产业的黄金窗口期，推动传
统产业转型升级，全力打造以可降解
塑料为主要方向的新材料全产业链基

地，实现由低附加值原料向高附加值
产品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积蓄新动能。

近年来，乌海市已引进实施东源、
华恒、三维、君正、广锦5个BDO及其配
套产业项目，总投资560亿元，正在全
力打通从BDO到氨纶、锂电池溶剂、可
降解材料与工程塑料、医药中间体四大
全产业链条。预计到2027年，乌海将
成为世界最大的 BDO 一体化生产基
地，产值也将超过1000亿元。

近期关于乌海 BDO 及可降解材
料产业的喜事可谓接二连三：8月，国
内首家 BDO 产业技术创新中心在乌
海市乌达产业园揭牌。10月，在2023
中国（乌海）第二届 BDO 及可降解材
料产业发展大会上，宣布了乌海市成
为中国 BDO 产业发展大会永久举办
地；乌海市BDO行业协会成立。

“乌海发展可降解塑料产业不仅
在资源、成本、区位等方面优势明显，
同时还有政策、产业、要素保障等优势
加持，有基础、有条件推动可降解塑料
产业起势先行。一个具有全国重要影
响力、竞争力和话语权的可降解材料
产业集群即将跃然眼前。”中国石油和
化学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赵俊
贵说。

（乌海市融媒体中心记者 崔巧
叶 高鹏 刘思雨参与采访）

BDO为啥在乌海这么“香”

□本报记者 王玉琢 郝雪莲

地处库布其沙漠最东端与黄河交
汇处的准格尔旗十二连城乡黑圪劳湾
村，风光无限、层次分明。这里不仅有
大漠、长河，还有湿地、平原、森林、草
滩等交错分布。

你可以骑着骆驼走过沙漠，顺着
溜索越过黄河，看古诗里的“大漠孤
烟直，长河落日圆”，也可以驾着小
车，穿过茂密的森林氧吧，进入林荫
覆盖的农家小院，品尝味道鲜美的
黄河鲤鱼……

然而，早年间的黑圪劳湾村，却是
另一番荒凉的景象：耕地是沙、道路是
沙，一到春秋连小屋的窗台上都是一
抓一把沙；粮食不够，便吃玉米窝窝、
挖苦菜。这是当时农牧民的真实生活
状态。

说到黑圪劳湾村的过往，村党支
部书记吕新宇总能娓娓道来。20世
纪 60年代，春秋冬三季风沙弥漫，给
村民的生产生活带来极大不便。为了
改善环境，黑圪劳湾人民扎林而居，除
了自发在房前屋后植树，还沿着黄河
边从东南方向逐渐向西北、西南方向
种植。

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国
家实施“三北”防护林工程，植树造林
兴起。那时的吕新宇十五六岁，他和
父亲买上杨树苗，加入植树队伍。乡
亲们抓住每年短暂的植树季节，顶着
烈日、冒着风沙，栽下一棵棵树苗。

就这样，黑圪劳湾人民认准了治
沙造林是改善生存、生产环境，造福子
孙后代的伟大事业，50年间几代人接
力植树。如今，这里的环境已经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森林覆盖率达到
40%以上，全村村庄区域森林覆盖率
达到 91.6%，整个村庄都覆盖在林荫
之中。

随着生态环境逐渐向好，黑圪劳
湾村也在逐渐调整产业结构。在乡村
振兴的助力下，依托黄河、湿地草原、
森林氧吧、沙漠等旅游资源，形成以乡
村旅游为主线，一二三产融合振兴发
展的新发展格局。

启动观光农业、设施采摘农业、无
污染无公害农业，集中整改盐碱地
800 余亩，使土地向高标准农田发
展，年增收 48 万元；建设成链条、集
中、现代化、规模化养殖业，家家户户
搞养殖，整村养牛 500 多头、羊 1 万
多只；引进神泉园林公司建成了库布
其沙漠神泉旅游景区，发展沙漠冲

浪、林地氧吧、溪水垂钓、农家乐等，
形成围绕在旅游业周围，并与之互为
一体、互为依托的集农、林、牧、副、
渔、加工、养老、服务为一体的良性产
业链、生态链。

随着黑圪劳湾村生产生活条件不
断改善，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回乡创
业，刘瑞琴夫妇便是其中之一。他们立
足沙漠旅游资源，开起了特色农家饭
店，随着旅游项目的增多，后期又陆续
开设了沙漠骆驼、滑沙、垂钓等项目，今
年夫妻俩的收入已超过20万元。

村民张杰夫妇 2006年结婚后外
出打工，辗转几年生活并不如意，最终
选择回乡发展。他们发展骆驼骑行、
沙滩摩托等沙漠旅游项目，一年能收
入五六万元。空余时间，他们还搞养
殖，一年下来差不多能收入30万元。

经过几代人的辛勤劳动，沙漠绿
了，黄河清了，黑圪劳湾村人民生活更
好了。“我们确立了以旅游业为主线的
发展思路，依托黑圪劳湾村特殊的自
然环境，在原有的基础上继续对沙漠
进行生态恢复治理，引进文冠果种植
等产业，让生态环境更加宜居，村民生
活更加富裕。”吕新宇说。

（准格尔旗融媒体中心记者 裴
永耀参与采访）

沙 里 村 庄 新 光 景

高金山拿着铁锹去给小树培根固土。

游客在采摘番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