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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玉琢 郝雪莲

春节前夕，在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阿勒腾席
热镇掌岗图村的阿努食品研发生产基地，一杯杯“阿
努”干肉奶茶经过塑膜、封装、打包等环节，带着美好
的新春祝福走向千家万户。

“一碗正宗的传统奶茶，除了茶、奶、盐外，少不
了干肉、炒米、酥油的‘加持’。以前只能在牧区或蒙
餐店里才能喝到的正宗蒙古奶茶，如今我们已经做
成杯装奶茶，把具有草原特色的传统美食变为符合
现代消费群体的方便食品，一上市就受到了消费者
的热捧，成为杯装奶茶的领军品牌。”在阿努食品研
发生产基地的产品展厅，内蒙古阿努文化科技有限
公司品牌创始人之一的哈斯巴特尔，向大家展示奶
茶从蒙古包到写字楼的“华丽蜕变”。

“我们的奶茶有3大类8个品种，明星产品是‘阿
努’干肉奶茶，2023年，仅这一项销售收入就突破了
600万元。新品‘阿努’肉粥销售额达270万元，还有

上市刚刚3个月的‘阿努’奶酪爽乳味饮料，也很受消
费者欢迎。”掌岗图村党支部书记张子军在展厅里向
参观者介绍。

一个当年因贫困出名的掌岗图村如何与一个开
发杯装奶茶的文化科技公司产生交集？这二者碰撞
又激起了什么样的“火花”？这还得从3年前说起。

“当时的掌岗图村是阿勒腾席热镇基础条件最
差的一个村，在 2021 年以前没有任何集体经济产
业。”2020年，作为阿勒腾席热镇政府干部被下派到
掌岗图村担任党支部书记的张子军，想到的第一件
事就是如何发展集体经济，提高村民幸福指数。

“掌岗图村处在禁止开发区，发展种养殖业受
限，只能发挥离城郊近的优势，探索发展‘三产’。”张
子军回忆道。

2021 年，张子军在探索发展村集体经济项目
时，遇到了正在寻求发展出路的内蒙古阿努文化科
技有限公司。凭着敏锐的商业嗅觉，张子军和村委
班子成员认为该公司的“阿努”系列奶茶和方便食
品，顺应了当今快节奏的消费市场，有很大的发展潜

力，于是决定投资与之深度合作。
说干就干，两家首次合作始于 2021 年 10 月。

掌岗图村用20多天完成项目评估和谈判，又用20多
天将村里民宿改造成 640平方米的厂房，同时购置
了生产设备，村里负责生产，阿努公司负责销售，当
年就实现销售收入达200万元。“村里有了集体经济
收入，公司也走出了困境，初次实现双赢。”张子军兴
奋地说。

一年合作期满后，掌岗图村村委班子又作出一
个大胆的决定——收购阿努公司，将其固定资产、品
牌、研发和管理团队全部收购，建成杯装奶茶包装生
产线，全线生产干肉奶茶、酥油奶茶、手把肉奶茶、蜂
蜜奶茶、锅茶等杯装方便食品，使之完全成为村集体
产业，产生更大的效益。

此后的几年里，作为村集体经济企业的阿努公
司，固定资产达3300万元，销售收入逐年增加，2023
年实现销售收入 1200多万元，纯利润约 180万元，
带动本村和周边村民50多人就业。

■下转第3版

一 杯 奶 茶 激 发 出 的 大 效 应

□本报记者 薛一群
通讯员 吕志敏 胡立忠

新春时节，走进通辽市开鲁县麦
新镇苏家堡村智能温室大棚，潮湿的
泥土味扑鼻而来，鲜红饱满的西红柿
宛如一个个小灯笼点缀在绿叶间，呈
现出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村民们穿
梭在棚内采摘、装箱，脸上洋溢着丰收
的喜悦。

“这是沙瓤西红柿，软糯、口感绵
密，1 个大棚能产 11000 斤到 12000

斤，按照每斤3.5元的批发价计算，3个
棚大约能为村集体经济增收 10 万
元。”苏家堡村党支部书记马景立指着
长势喜人的西红柿介绍。

据了解，去年，苏家堡村利用壮大
集体经济项目资金，建设了 3个智能
温室大棚，用于栽植西红柿，并由村党
支部领办的合作社负责经营管理，得
益于控温、补光等智能技术手段，苏家
堡村的西红柿颜值高、口感好，一上市
便成为了居民餐桌上的“新宠”。

“以前我一直在市里和县里进货，
自从苏家堡村的柿子上市后，我再也

不用舍近求远去外地拉柿子了。苏家
堡村的柿子新鲜、好吃，卖得特别快。”
开鲁县麦新镇郭家水果蔬菜店负责人
郭海巍说。

苏家堡村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种植
产业，不仅让村里的集体经济筋骨

“壮”了起来，也辐射带动了当地很多
村民在家门口就业。

“自打村里建起了暖棚，我就在这
打零工，一天能挣百十来块钱，还不耽误
家里的活儿，挺好的。”实实在在的收益，
让苏家堡村村民刘德伟获得感满满。

产业兴,乡村旺。马景立对于苏

家堡村未来的规划与发展信心十足：
“大棚下一茬计划栽植瓜类或者育秧
苗，还能为村集体经济增加 6万元左
右的收入。”

一村一品，一村一策。开鲁县把
做大做强村级产业作为乡村振兴的切
入点，发挥中央、自治区发展壮大嘎查
村集体经济项目示范带动作用，通过
发展产业、投资置业、创办实体、资产
盘活、入股经营、乡旅开发、资源利用、
服务创收等方式，积极打造多轮驱动
的富村引擎，攒足乡村振兴“厚家
底”。据统计，截至 2023 年底，全县
217 个嘎查村集体经济总收入 1.4 亿
元，57%的嘎查村集体经济年收入达
到20万元以上。

小 柿 子 映 红 致 富 路

春光作序，万物和鸣。今年38岁的
巴音吉日嘎拉是呼伦贝尔市新巴尔虎右
旗阿日哈沙特镇团结嘎查的牧民，曾经他
是舞台上耀眼的乌兰牧骑舞蹈演员，如今
他是奔跑在乡村振兴路上的致富带头人。

新春之际，新巴尔虎右旗的草原白雪
皑皑、银装素裹。一大早，巴音吉日嘎拉
就开始忙碌起来。运草料、清理棚圈、照
顾牛犊……虽然牧区劳作辛苦繁重，但他
脸上却洋溢着灿烂的笑容，眼前这些牛犊
将是他在肉牛人工繁育改良技术路上的
第一桶金，届时，他不仅能增收，更能发挥
出“头雁”效应，带动乡村产业振兴。

巴音吉日嘎拉说：“2023年，在党和
政府好政策的鼓励下，我开始发展肉牛
养殖产业，通过推进现代化建设，实现了
牲畜兴旺，获得了大丰收。2024年，我
将继续坚持科学养殖，也希望我的想法
和实际成效能带动身边的牧民朋友，实
现共同富裕，为新巴尔虎右旗畜牧业发
展作出积极贡献。”

2023年，巴音吉日嘎拉对自家符合
配种条件的 10多头母牛进行了冻精改
良配种，今年初春开始陆续接生犊牛，逐
渐形成了自己的养殖模式和养殖技术。
除此之外，他还在棚圈安装了智能监控
设备，可以随时监控牛的状况，现代化智
能技术带来的方便和快捷让他的肉牛养
殖产业更专业、更科学。

在乡村振兴路上，像巴音吉日嘎拉这样“独辟新径”的
年轻人还有很多，正是这些热爱草原、扎根牧区的带头人，
通过发挥“领头雁”作用，有力助推乡村实现产业振兴。

近年来，新巴尔虎右旗立足地域特点，牢牢把握优
质资源禀赋和发展优势，深化产业结构调整，促进畜群
改良，全面推广现代化养殖模式，不断夯实乡村振兴牧
业基础，促进畜牧业平稳有序、健康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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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2月 10日讯 （记者 冯雪
玉）2 月 10 日，自治区文旅厅发布消
息，2024年春节假期第一天，全区接
待国内游客 390.97万人次，实现旅游
收入26.88亿元。

春节假期首日，全区各地迎春灯
会、庙会等文旅活动丰富多彩，带动文
旅消费热情高涨。数据显示，春节假
期首日接待人次是2023年的5.66倍，

是 2019年可比口径的 5.09倍。实现
旅 游 收 入 是 2023 年 的 7.61 倍 ，是
2019年可比口径的 6.28 倍。其中接
待一日游游客 237.51 万人次，占比
60.75%，接待过夜游游客153.46万人
次，占比 39.25%。客源地排名前 5的
分别为上海市、广东省、河北省、北京
市、重庆市，这5个省市客源总量占据
了区外客源的61.78%。

春节假期首日我区接待
国内游客超 390 万人次

实现旅游收入26.88亿元

本报巴彦淖尔 2 月 10 日电
（记者 薛来 实习生 曹雨婷
牛源源）2月7日，乌拉特前旗体育文
化产业园综合训练馆内的滑冰场上，
大批滑冰爱好者纵横驰骋、飞速滑
动，大家或三五成群，相互切磋技艺；
或漫步舞动，像在空气中游弋。他们
以完美的平衡和精准的技巧在冰面
上疾驰，犹如一道道彩虹般的幻影。

据了解，该综合训练馆是巴彦
淖尔市首家正式投入使用的室内滑
冰馆，占地面积520平方米，包含休
息区、换鞋区、设备运行区，其中，冰
面面积 400平方米，一年四季均可
满足冰上运动项目表演、训练、比赛
及群众的健身娱乐。“我非常喜欢滑
冰，有了这个室内滑冰场，我可以更
好地发挥出自己的技术和水平，也
让我认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我们一起享受这项运动。”滑冰爱好
者闫舒桦说。

崭新的设施设备、宽敞明亮的
运动场馆，让陪同孩子滑冰的家长
乐享冬日里温馨的亲子时光。“孩子
在户外滑冰时穿得很厚实，滑得也
不尽兴，如今家门口建起了这样的
场馆，环境舒适、温度适宜，孩子一
年四季都能来这里滑冰，非常方
便。”家长祁媛说。

王旭作为国家一级运动员、国

家一级短道速滑社会体育指导员，
经常给滑冰爱好者讲解滑冰的基本
知识和技术要点，指导大家练习重
心移动和摆臂等要领。如今，这样
高规格的场馆开在了家门口，让他
激动不已：“我是‘十四冬’呼和浩特
赛区越野滑雪项目的发令员，虽然
这项比赛已经结束，但一想起当时
的场景，我还是热血沸腾。我时常
给滑冰爱好者分享比赛的视频，他
们很兴奋，学习热情空前高涨。作
为一名滑冰教练，今后我会更加注
重培养运动员的兴趣，在专业技能
上进行正确引导。”

为确保安全，滑冰场严把护具
质量关，配备了各种尺寸的护具、头
盔和冰鞋。在滑冰者穿戴护具前，
相关负责人都要进行认真细致的检
查。滑冰现场还有安全指导员进行
巡护，为广大滑冰爱好者营造一个
安全有序的冰上运动场所。

“为助力‘十四冬’，激发全民冰
雪运动热情，我们投入大量资金建
起了这个室内滑冰场，每天来滑冰
的人数以千计。”滑冰场负责人何凯
胜介绍，“我们还积极开展各种冰上
运动培训项目，以短道速滑和冰壶
运动为抓手，扎实发展以冰为载体
的体育活动，在全旗营造冰雪运动
的浓厚氛围。”

乌拉特前旗滑冰爱好者四季畅滑不是梦

□本报记者 蔡冬梅
包头市融媒体中心记者 赵永峰

近日，“大爱北疆 多彩人生”第
八届中国残疾人冰雪运动季活动包
头站在赛汗塔拉冰雪乐园精彩开
启，活动以“开展冬季康复健身，助
力残疾人体育全面发展”为主题，来
自包头市10个旗县区、包头市社会
福利院、包头市特教学校的近 400
名残疾人、残疾人亲友和志愿者组
成8支队伍，以竞技点燃冰雪激情，
共同感受冰雪运动的快乐，也为即
将召开的“十四冬”升温助力。

启动仪式上，包头市社会福利
院和包头市特教学校的孩子们带来
了精心准备的舞蹈。北京冬残奥会
内蒙古唯一单板滑雪运动员许祥发
出倡议：“用激情点亮冰雪的光芒，
用拼搏创造赛场的辉煌，真诚祝愿
大家尽情享受这段美好的冰雪之
旅，在赛场突破自我，在冰雪中展现
风采，让我们一起点燃冬季运动的
热情，畅享冰雪运动的快乐。”

在冰雪趣味运动会上，8支参赛
队伍摩拳擦掌、团结协作，共同完成了
蜘蛛滑行、雪道滑滑乐、冰上投壶3个
项目的比拼。运动会现场充满了残健
融合的温暖，变成了激情欢乐的海洋。

此次活动还设立了雪上飞碟
（雪圈）、雪地碰碰球、雪地龙舟、冰
上自行车、冰雪摩天轮等10余项冰
雪体验项目。残疾冰雪爱好者可根
据自身条件选择适合自己的冰雪运
动项目。除了冰雪运动，赛汗塔拉
冰雪乐园还向参加活动的人员免费
开放了冰雪龙宫和花灯区。

“这次活动邀请福利院的20多
个孩子来参加，很有意义。孩子们
开阔了眼界，玩儿得很开心。”包头
市残疾人辅助器具和就业服务中心
的专业技术人员刘兴贺说。

据介绍，今年包头市残疾人冰
雪运动季活动以“推广残疾人大众
冰雪运动，鼓励和引导残疾人积极
参与冬季锻炼”为目的，希望通过举
办残健融合冰雪活动，让更多残疾
人走出家门、拥抱生活，共同感受冰
雪带来的快乐。

让更多残疾人畅享冰雪运动

本报2月 10日讯 （记者 柴
思源）2月 9日，记者从“十四冬”筹
委会获悉，为搭建海拉尔赛区与扎
兰屯赛区间的空中交通通道，天骄
航空将在2月16日至27日间，正式
开通海拉尔⇌扎兰屯⇌呼和浩特

“十四冬”保障航线，每日一班，便于
赛事期间广大运动员、裁判员以及

观众的参赛、看赛出行。
2月17日至27日，航班每日8:

00 由海拉尔起飞，9:00 抵达扎兰
屯，在扎兰屯停留50分钟后飞往呼
和浩特。2月 16日至 26日，航班每
日 15:00 由呼和浩特起飞，17:10
抵达扎兰屯，18:00由扎兰屯起飞，
19:00抵达海拉尔。

天骄航空2月16日开通“十四冬”保障航线

新春走基层

2 月 10 日，驾驶员在车厢里布置新春元素。春节期间，为保障市民出行，呼和浩特市公共交通有限
责任公司所设的 100余条公交线路，除 23条城乡线路正月初一停运 1天外，其余线路全部正常运营，方便
市民、游客出行游玩。

本报记者 怀特乌勒斯 摄

春节出行 公交相伴

相约十四冬 魅力内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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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宏章 实习生 纳日娜

屋外冰天雪地，屋内暖意融融。
临近春节，走进阿拉善左旗巴润别立
镇阿拉腾塔拉嘎查村民曹进学家中，
一股暖意扑面而来。屋内明亮整洁，
崭新的沙发巾、喜气洋洋的饰物……
两口子把屋里收拾得干干净净，迎接
龙年新春的到来。

在曹进学家中，看不见烧煤的炉
子，也没有烟囱，闻不到烧煤味，他家是
通过“煤改电”安装的电采暖地热。

“以前一到冬天，家家户户都忙着
买煤、拉煤，靠烧煤取暖，屋内总有烟

熏火燎的煤烟味，院里堆积着用来生
火的树枝、杂草，风一刮煤渣四处飞
扬。而且，半夜还得起来给炉子添煤，
麻烦不说，还老担心煤气中毒。自从

‘煤改电’装上电采暖之后，电源一开，
不到半个小时屋里就暖暖的，不仅方
便省事，还特别干净。”今年是曹进学
家享受政府“煤改电”工程的第二个年
头，说到曾经烧煤的日子，曹进学的脸
上溢满喜悦。

令记者惊喜的是，“煤改电”的电
采暖设备科技感十足，提前设置好控
制面板上的时间和温度，就能实现稳
定供暖。“没有进行‘煤改电’之前，即
便不停地烧煤，房间的温度也不高”。

曹进学的妻子王月莲说，“现在只需一
键操作，屋里的温度就能提高好几度，
棉衣棉裤根本穿不住，在家穿件毛衣
就行，而且还能通过手机远程操控，真
得感谢党和政府的好政策。”谈起“煤
改电”的好处，王月莲赞不绝口。

“煤改电”不仅安全便利，还经济
实惠。曹进学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原
先烧煤，一年光买煤就得花四五千元，

‘煤改电’政府补贴之后，一个冬天较
之前能省 2000多元，省心省力不说，
还安全卫生。”

政府改的是电，暖的却是群众的
心。巴润别立镇副镇长陈丽超介绍，在
巴润别立镇，像曹进学家一样受益于

“煤改电”的家庭有近230户。2022年
以来，在中央、自治区和阿拉善左旗政
府的支持下，巴润别立镇投资420.9万
元对阿拉腾塔拉、巴彦宝格德2个嘎查
实施“煤改电”工程，实现了嘎查生活和
取暖散煤燃烧清零，有效改善了农牧民
的取暖条件和环境卫生。

“‘煤改电’既是一项惠民利民的暖
心工程，又是推进环境治理、改善空气
质量的有效举措，对改善百姓供暖条
件，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现在我们已申请实施二期‘煤改电’项
目，将分别在塔塔水嘎查、铁木日乌德
嘎查、白石头嘎查、图日根嘎查实施‘煤
改电’清洁取暖改造项目，将惠及409
户常住户。目前中央及自治区相关专
项资金已下达，项目进入施工招投标前
期准备阶段。”陈丽超说。

“ 煤 改 电 ”暖 身 更 暖 心

■上接第1版
上午9时，岩山站站线冻害整修作

业正式开始，作业人员首先测量冻害
位置的水平和高低值，得知冻害处所
需水平垫片的厚度，紧接着大家有条
不紊地拆卸弹条，并用液压起拨道器
将钢轨慢慢撬动起来，将水平垫片塞
入，随后，再将拆卸的弹条进行复紧，
100分钟的“天窗”时间，大家密切配

合，顺利完成了当天的冻害整修任务。
11时09分，井庆刚带领一行人列

队接车，4181次旅客列车满载着旅客
平稳地驶过岩山站。透过车窗，一名
儿童在家长的怀抱中露出了仅有的两
颗小门牙朝着他们挥手，仿佛在向他
们致谢。看着小孩子天真的笑脸，此
时井庆刚的内心无比温馨，嘴角微微
上扬，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

大兴安岭深处站线守护人

■上接第 1版 作为中欧班列中线通
道的出入境节点，目前经二连浩特铁路
口岸出入境中欧班列线路多达 70条，
向西连接德国、波兰、俄罗斯、白俄罗斯
等 10多个国家的 60多个地区，覆盖国
内中欧班列大部分首发城市。自2013
年出境首趟中欧班列以来，这里已累计
出入境中欧班列1.4万列。

“二连线路车间距国境线5.6公里，
承担着44.8公里正线、164.9公里站线、
282组道岔的养护维修任务。”二连线
路车间党总支书记杨涛谈起管内范围
如数家珍。“我们平均每天的步行距离
都在 8公里左右，1个月就要磨坏一双

鞋。”杨涛说。
中国和蒙古国铁路轨距不同，我国

的轨距是 1435毫米（准轨），蒙古国轨
距是 1520毫米（宽轨），为使两国列车
顺畅通行，进入二连浩特铁路口岸后，
会有一段套轨，即线路上有 4根钢轨，
可以走两种不同轨距的列车。但在检
查维修时，套轨给刘磊他们增加了不少
工作量，因国内没有宽轨维修的大型作
业机械，所以维修时全部依赖于人工介
入，大家起道、垫板作业时，顶撬棍、砸
大锤，仍得使用传统作业模式。

在铁道线路检修中，刘磊他们最常
见的作业就是整修轨道几何尺寸，确保

轨道平顺。在作业现场，有人弯下身
子，一个枕木下一道尺，测量线路几何
尺寸；有人认真记录检查数据，双手冻
得通红。

“第三个接头位置的高低目测不太
好，刘磊你拿水准仪和道尺复核一下。”
检查中，工长俯下身子，趴在钢轨上，头
靠在石砟上，眼睛顺着轨道延伸的前
方，侧脸观察钢轨的高低。

“复核低2毫米。”刘磊回答道。
“大家把机具抬过来，咱们马上处

理。”轰轰隆隆的机械声响起，大伙又开
始忙碌起来，身上甚至还冒出了热气。

8时30分，所有的工作任务按计划

顺利完成，全体人员清点工具，准时下
线返回车间。

进入刘磊办公室，墙上贴着 2024
年节假日值班表，从2月10日至2月17
日，上面都有刘磊的名字，今年已经是
他在工区过的第10个春节了。

“我算是铁三代，我爷爷是一名志愿
军老兵，1955 年从江苏到二连浩特援
边，我现在检修的铁路，就是60多年前
他们修建的；我爸爸是一名火车司机，现
在在中欧班列出国车队班组，他开的火
车就日夜行驶在这条铁路线上。”刘磊骄
傲地说，“虽然不能陪伴在家人身边，对
他们很亏欠，但国门之下无小事，我们车
间的口号就是‘扎根北疆，养路报国’，能
守护好祖国‘北大门’下的铁路线，我觉
得是很有意义的工作。”

守护好祖国“北大门”下的铁路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