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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拉尔区

□本报记者 李玉琢
额尔古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 塔娜

雄浑壮美的自然风光、富集丰厚的历
史文化、浓郁独特的民族风情，汇集成额尔
古纳丰厚的旅游资源禀赋。近年来，额尔
古纳市充分依托自身资源，坚持以文塑旅、
以旅彰文，全力推进旅游业全域、全季、全
业发展。

绑扎钢筋、安装模板、装修装饰……眼
下，额尔古纳河右岸餐厅的施工现场一片忙
碌景象。

“目前，餐厅内部软装已基本完成，进入
细节收口处理和设备调试阶段。户外草坪
也已进入养护期，将在近期正式投入使用。”
额尔古纳市蒙源旅游文化有限公司项目管
理部部长鹿明告诉记者。

额尔古纳河右岸餐厅坐落在额尔古纳
湿地景区，是额尔古纳市蒙源旅游文化公司
今年重点打造的旅游餐饮项目。餐厅融合
了俄式风情，既有中式菜肴的色香味俱全，
又有西式料理的精致与浪漫，为游客营造了
一个品味自然、享受美食的理想场所。

文旅发展要突破起势，就要发挥项目压
舱石作用。近年来，额尔古纳市实施了湿地
景区夜经济及智能化沉浸式体验项目、自兴
森林康养度假区、界河旅游码头、草原在这
里景区、乌兰山标准化汽车营地、套娃滨江
文旅综合体等 10个重点文旅建设项目，推
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在加强硬件设施建设的同时，额尔古
纳市利用电商平台、直播带货、主题邮局及
快递进景区，不断提升“指尖出行、一码到
家”消费体验，开发了“雪圆圆”“萌宠”“蒙
源有礼”“桦精灵”等系列文创精品，俄罗斯

族特色列巴、格瓦斯以及手工针织品等非
遗项目逐步实现了产业化生产。当地开设
了民族歌舞演绎、滑草、滑索、高空秋千等
多种娱乐项目，新建界河旅游码头，界河游
船航线延长 4.7公里，成为自治区唯一水上
游览边境风光黄金业态。

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生态资源、
人文资源，额尔古纳市坚持以文塑旅、以旅
彰文，大力实施“旅游+”战略。

走进奥洛契庄园的界河书屋，一股浓郁
的书香气息扑面而来。挑选一本喜欢的书
籍，品上一杯咖啡，坐在窗前欣赏额尔古纳
河壮丽的景色，心旷神怡。

来自广东的游客潘震说，额尔古纳河在
全国的知名度很高，这次是专门来奥洛契庄
园欣赏额尔古纳河的美丽景色，特别震撼，
特别美。

为了让到访游客享受到更加优质的旅

游体验，额尔古纳市积极打造“旅游+文化”
模式，组织乌兰牧骑、文化馆进景区，开展一
系列惠民演出、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在湿
地景区、中科丽丽娅俄罗斯民族文化旅游
区、奥洛契庄园、万庭深呼吸旅游宾馆开设
了图书角，增加了景区的书香氛围。

额尔古纳市打造“旅游+体育”模式，调
整旅游产品向休闲、运动等多个方向发
展。当地对市区内健身步道进行串联，形
成了健身慢行系统，举办了 2023年冰雪季
首届中俄界河冰钓比赛，打造界河冰钓旅
游品牌。目前，额尔古纳市正在积极筹办

“草原英雄之路——呼伦 100”徒步越野挑
战赛及 2024年内蒙古自治区“中国体育彩
票杯”青少年女子篮球冠军赛。

文旅融合，额尔古纳市正以风光之美、文
化之美、乡村之美全力打造文旅融合新图景，
让八方来客共享文旅融合绘就的秀美画卷。

文旅融合催生“美丽经济”
额尔古纳市

鄂托克旗

赛罕区

科左后旗

达茂旗

□本报记者 刘宏章 实习生 伊德尔

仲夏时节，阿拉善盟孪井滩生态移民
示范区连片的苜蓿流青溢翠、清香扑鼻、
长势喜人，紫色的花朵随风摇曳，预示着
牧草蛋白质含量达到峰值，进入了最佳收
割期。连日来，一台台割草机、搂草机穿
梭在田野间开展头茬苜蓿收割工作。

走进该示范区苜蓿种植基地，看到自
走式割草机、搂草机等大型机械在田里来
回穿梭，割草、搂草等多个环节井然有序，

“绿地毯”在大型机械的轰鸣声中变成了
“条纹毯”，田野里上演着一幕幕壮观的丰
收景象。

“今年我们一共种植苜蓿1000亩，春
夏雨水较多，产量明显比去年要好，预计
亩产 600公斤。”该示范区苜蓿种植基地
工作人员夏志刚介绍说。

据了解，苜蓿素有“牧草之王”的美
誉，蛋白质含量高、营养好，每年可以采收
三到四茬，经过收割、晾晒、捡拾、切割等
环节，变成营养丰富的青贮饲料，宜被牲
畜消化吸收，是奶业全产业链发展不可分
割的一部分。2023年，孪井滩生态移民

示范区奶业发展龙头企业富润源农牧业
综合开发有限公司，瞄准当地土地资源丰
富、生态条件独特、昼夜温差较大的优势，
承包了该示范区嘉尔嘎勒赛汉镇呼布其
嘎查集体土地 1000亩，以“公司+基地+
农户”的模式，建设了苜蓿种植基地。

“收割的新鲜苜蓿打包后，送往第三
方机构进行化验，化验合格后才会再加
工，供奶牛食用，我们不仅喂得安心，还省
钱。可以说，优质饲草实现就地就近供应
生产。”富润园农牧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办公室主任牛军介绍道。

近年来，孪井滩生态移民示范区以绿
色生态发展、种养深度融合为导向，加快
饲草料产业链体系构建，建立苜蓿种植示
范基地，引进水培牧草技术，科学种植青
贮玉米、燕麦草、甜高粱等饲草，有效推动
该示范区种养殖业供给链的完善。

“我们将不断调整优化种植结构，探
索发展‘粮饲兼顾、草畜配套、以养带种、
农牧互促’的现代畜牧产业体系，推动优
质饲草就地就近供应生产，实现种养互
促、草畜两旺良性循环发展，真正将资源
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孪井滩生态移民
示范区农牧林水局副局长唐丽莉说。

头茬紫花苜蓿开镰收割

□本报记者 肖璐

仲夏时节的阿鲁科尔沁草原一碧千
里，风景如画。一年中浩大的游牧转场大
幕在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巴彦温都尔苏
木开启。1200余户牧民，赶着 12.8万头
只牲畜，从冬营地定居点出发，缓慢向夏
营地行进，上演原生态牧民迁徙壮美场
面，形成了独特的人文景观。

“阿妈，我回来了！”6月14日晚，刚刚
毕业的内蒙古农业大学研究生乌日古木
拉突然返程回家，给了父母一个大大惊喜。

“每年 6月中旬开启游牧转场，我早
已铭刻在心，今年没通知父母能够回家，
突然‘造访’让他们激动不已。”乌日古木
拉说，每年的游牧转场他家都会参与，已
经形成传统习俗。

清晨 5时 30分出发，乌日古木拉全
家齐上阵，驾驶车辆、驱赶牛羊、煮茶烧
饭，浩浩荡荡的游牧队伍在草原和山林间
缓缓前行，甚为壮观。

“老一辈牧民游牧转场只有勒勒车运
送行李，现在卡车、摩托车均能派上用
场。”与乌日古木拉一家游牧转场同行的
赛音朝格图说，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已
有千年历史，希望能继续传承发扬下去。

“根据咱家草场面积，按照草原载畜
量规定，只能放 120个羊单位，请按规定
逐一进场。”在去往夏营地的路上，设有3

个卡口限制牲畜的数量，玛尼图嘎查党支
部书记毕力棍代来正在核实牛羊数量。
据他介绍，阿鲁科尔沁草原游牧系统核心
区总面积 500万亩，涉及 23个嘎查。每
年3月至 6月实行季节性休牧，季节性休
牧期以外的放牧期，天然草原牧草产量与
放牧饲养牲畜数量保持动态平衡，减轻天
然草场放牧压力，缓解草畜矛盾，实现草
畜平衡。

2024年，阿鲁科尔沁游牧转场将有
1200余户牧民、12.8万头只牲畜，从冬营
地定居点出发，分期分批沿着海哈尔河、
苏金河、达拉尔河及其支流，向几十公里
甚至上百公里开外的乌兰哈达、雅图特、
宝日温都尔、塔林花、浑都伦、查干温都尔
等 6个夏营地进发，在这里安营扎寨，牧
马放羊。

年复一年，世代相传，阿鲁科尔沁旗
当地牧民以对自然生命的热爱，向世界传
播着这个古老的游牧传说。2022年 5月
20日，阿鲁科尔沁草原游牧系统被联合
国粮农组织正式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
化遗产。

“阿鲁科尔沁草原拥有森林、草原、湿
地、河流等多样的生态系统，具有重要的
生态功能。”阿鲁科尔沁旗委常委、副旗长
特木热告诉记者，阿鲁科尔沁旗将坚持在
传承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守护好这片
世人向往的绿色、纯净之地，为筑牢我国
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贡献力量。

大规模游牧转场开启

这几天，尽管包头市达茂旗的天气依然
高温不退，但农民工李某的心情却一片清
爽。他紧紧握住老潘的手说：“没想到这么快
就能帮我要回血汗钱，感谢你，感谢信访局！”

原来，在达茂旗信访局“潘志荣工作室”
的帮助下，李某等10多名固阳籍农民工顺利
拿到了拖欠已久的工资及材料款，共计15万
多元。

前段时间，李某等农民工们来到达茂旗
信访局，反映其在达茂旗某矿业公司从事车
库、锅炉房等建设工程后，承包方未按照约定
结算工资及材料款的问题。

详细了解情况后，达茂旗信访局“潘志荣
工作室”立即启动农民工工资清欠机制，开启
绿色通道，第一时间联系该矿业公司项目工
程负责人核实相关情况，并协调达茂旗明安
镇、旗人社局劳动监察大队，全程跟踪督办、
及时推动问题化解。

经调查，李某等10多名农民工是承建方
招聘人员，因承建方财务状况紧张，导致 11
万多元农民工工资被拖欠。为了让农民工尽
快拿到工资，“潘志荣工作室”在核实情况后

立即与旗人社部门、该矿业公司、承建方等有
关单位召开现场协调会，当场核算工资、协商
支付额度，当天就达成了解决协议，并且很快
责令施工承建方筹集到资金 15 多万元，这
样，被拖欠的农民工工资和材料款全部结清。

“潘志荣工作室”成立于2022年 9月，由
已退休的全国模范检察官潘志荣牵头坐镇，
旨在为当地群众排忧解难、义务维权。

2022年 12月 6日，宁夏籍农民工于力江
带领10名工友来到达茂旗信访局大厅，反映
劳务工资被拖欠一事。

“外来务工人员大都是迫于无奈才背井
离乡外出打工的，眼看到年底了，不能让大伙
儿空手回家过年，更不能让大家寒了心。”潘
志荣一边安抚着这些来上访的农民工，一边

不停地打电话，积极联系工程主办单位达茂
旗交通局、建筑公司以及雇佣农民工的第三
方了解情况。原来，建筑公司将劳务工资全
额打给了第三方，第三方却挪用了部分劳务
工资用于其他开支，建筑公司未要求第三方

出具费用清单，第三方也未将挪用费用告知
建筑公司，使得工人和建筑公司之间发生了
矛盾。

当天，经过几方协商决定，由旗交通局从
未结算完毕的工程款中扣除剩余劳务工资，
垫付给农民工，再由建筑公司向第三方进行
追讨，至此，23万余元劳务费在旗信访局大
厅以现金方式当场发放。

于力江回忆道：“说实话，我当时见到‘老
潘’，几句话过后，就觉得这回找对人了，焦急

的心里也一下子平静了许多。”
据了解，“潘志荣工作室”成立以来，

不断畅通信访投诉渠道，主动加强与有关部
门沟通协调，共成功化解各类信访事项 29
件，引导走司法程序 18件，移送公益诉讼案
件线索 15条，移交纪检部门 5条，帮助 70多
名农民工追回 100多万元工资，有效维护了
信访群体的合法权益，促进了全旗的社会和
谐稳定。

“只要有困难，就去找‘老潘’。”已经成为
当地群众的共识。

“信访工作涉及诸多法律问题，可我们工
作人员大多不是学法律专业的，所以开展工
作特别难，而‘老潘’的到来，为我们有效地解
决了这一难题。”达茂旗信访局联合接访中心
副主任李宗瑜说。

如今，一向不爱多说话的潘志荣却成了
“话痨”，他总想和身边的人说说草原，说说林
地保护，说说依法维权，“达茂草原是一片神
奇的土地，我愿为建设生态和美、社会和谐的
草原新城发挥最大的余热。”62岁的“老潘”
意志坚定地说。

““潘志荣工作室潘志荣工作室””为群众排忧解难为群众排忧解难
□本报记者 刘向平

“大家排好队形，我们跟着刚才的音乐再
跳一遍……”盛夏来临，兴安盟突泉县太平乡
东风村活动室内每天都热闹非凡，30余名村
民正跟着“文化村长”郝媛媛学跳广场舞。

作为基层文化站站长，郝媛媛可谓是乡
里的文化能人。自2022年选聘为东风村“文
化村长”以来，她组织村民开展歌咏比赛、秧
歌大赛，“没事炕上躺”的村民们都被调动起
来，成为积极参与文化活动的“热闹人”。

“以前跳广场舞没人辅导，不知咋跳才标准，
现在有了‘文化村长’，定期到村来教，我们越跳越
有谱。”东风村村民马艳辉自打跟着“文化村长”学
习舞蹈以来，又重拾了自己儿时的梦想。

2022年 8月，“我们的美好生活”文化文
艺志愿服务活动暨“文化村长”助力乡村文化
振兴项目在兴安盟启动。2年来，突泉县在
188个行政村中选取了70名“文化村长”，深
入村屯开展“村歌嘹亮”“书写我们的美好生
活”“微笑的力量”“画画我们村的‘明星’”等
群众性文化服务活动。

在突泉县永安镇四家子村的活动室，内
蒙古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剪纸技艺传承
人、“文化村长”赵日霞正在为村民们上剪纸
课，一两分钟的时间，一张普通的彩纸就在她
手中发生“蝶变”。“比起剪出好作品，更重要
的是让这门技艺传承下去。剪纸艺术来自民
间，还得反哺民间。”赵日霞说。

突泉县不仅组织“文化村长”深入村屯
开展文化服务，还建立“乡村文化人才库”，
组织成立理论宣讲、舞蹈、书法等各类文艺
队伍 124支，通过举办文化专兼职人员、文
艺爱好者技能培训班，培养基层文艺骨干
2100余人。

突泉县文联主席段俊艳表示，“文化村
长”在满足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同时，积极用
文艺方式激活乡村资源、增强乡村品位、赋能
乡村产业，为新时代“千万工程”赋予了文艺
内涵、贡献文艺力量。

孪井滩生态移民示范区

阿鲁科尔沁旗

本报鄂尔多斯7月 11日电 （记者 毛锴彦）近
年来，鄂托克旗信访局根据当地矛盾纠纷的特点、成因，
建立了多层级、递进式的“321”矛盾纠纷调解机制，在
镇、村两级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日常矛盾纠纷排查的基
础上，实行“嘎查村三次劝调、苏木镇两次联调、旗级一
次终调”，切实做到“小事不出嘎查村、大事不出苏木镇、
矛盾不上交”，用实际行动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

“在实施‘321’矛盾纠纷调解机制的同时，我们还
全面推行信访代办工作，配置信访代办员 133名、专
职代办员 100名、网格代办员 797名，进一步将信访
阵地前移,及时发现、有效化解和全面预防矛盾纠纷，
为地区社会治理和长治久安提供有力保障。”鄂托克
旗信访局局长郑世理说。

实践证明，鄂托克旗“321”矛盾纠纷调解机制在防
范化解社会矛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实现了信访办结
率、群众满意度“双上升”和重复访、信访总量“双下降”。

“321”机制联调联动化解纠纷

本报通辽7月11日电 （记者 鲍庆胜）“非常开
心能够在家门口欣赏到家乡乌兰牧骑的演出，演出特
别接地气，而且形式多样、丰富多彩，我们非常愿意
看，希望以后他们能够经常来演出。”科左后旗阿古拉
镇乌日图塔拉嘎查村民那顺说。

据了解，科左后旗乌兰牧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专题惠民文艺演出的足迹遍布阿古拉镇、双
胜镇、阿都沁苏木、巴彦毛都苏木等地多个村屯。目
前，专题演出已达48场次，惠及群众逾7万人次。

近年来，科左后旗文化和旅游局依托乌兰牧骑惠
民演出、群众文艺汇演等活动，将中华文化符号有效
融入群众文化、文艺汇演、展示展演等活动，把热爱中
华文化的种子深深埋入各族群众心灵深处。

今年以来，科左后旗文化和旅游局以让根植在北
疆大地的优秀文化活起来、火起来，为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彰显文艺力量为己任，激发文艺团体的创
造活力，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北疆文化，
挖掘地方文化精髓，创作出好来宝快板《高举红旗跟
党走，打起快板感党恩》《感党恩 听党话 跟党走》等
15部紧扣时代脉搏、贴近民众生活的文艺精品。这些
作品不仅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刻内涵，更在
弘扬传统文化中凝聚了民族团结的强大动力。

惠民演出到基层

本报呼和浩特7月11日讯 （记者 刘洋）日前，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政府主办的“跃动北疆 无可阻

‘篮’”赛罕区首届“村BA”篮球赛在赛罕区昭乌达南
路街道东喇嘛营社区火热开赛。

本次赛事汇聚了来自赛罕区各个镇、街道办事处
以及区域服务中心的 16支队伍，参赛运动员总数超
过200名。赛场上，每位队员都展现了出色的球技和
崇高的体育精神，每当有精彩的投篮得分，都会赢得
现场观众的热烈掌声。现场氛围热烈，“村BA”的激
情与活力彻底点燃了辖区群众的体育梦。

除了赛场上的速度与激情，赛罕区 2024年夏季
“村晚”文艺演出活动同期举行。舞蹈、男女声独唱、
晋剧清唱等节目接连上演。通过接地气的内容、喜闻
乐见的表演形式，向观众朋友们呈现了一场具有文化
味、传承味的乡村“村晚”，进一步激发新时代乡村振
兴的文化活力。舞台下还进行了助农展销活动，搭建
特色农产品展销平台，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进程中进
一步展示赛罕区新农村、新风尚、新面貌。

下一步，赛罕区将不断健全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因地制宜，不断挖掘拓展具有赛罕区特色的农民
体育赛事和文艺演出活动，推进农民体育健身与乡村
文化、乡村产业、乡村治理等深度融合，持续推进乡村
文化振兴，真正做到文化为民、文化惠民，为乡村振兴
事业不断注入强大精神动力。

首届“村BA”火热开赛

本报呼伦贝尔7月11日电 （记者 李新军 实
习生 王婧）仲夏，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的街头上，绿
意盎然中多了一道靓丽风景，她们是呼伦贝尔市公安
局海拉尔分局女子平衡车巡逻队。

“热心专业又细致耐心，机警敏捷又温柔刚毅。”
这是游客和当地市民对她们的评价。

女子平衡车巡逻队现有8名女警员，她们穿行于
热闹的广场、景区和夜市，热心为游客、群众提供服
务，开展治安巡逻、普法宣传等。

警用平衡车体积小、易操作，相比步巡，视野更广
阔，反应更快速，便于民警在人群中第一时间发现异
常情况。车上装备了警笛、警灯和喊话器，一旦发生
突发情况，巡逻队员可以迅速到达现场处置，大大提
高了巡逻效率和服务质量。

“驾驶平衡车巡逻，既节能环保，又灵活便捷，大
大提升了辖区群众的安全感和幸福感，助力平安海拉
尔建设再上新台阶。”巡逻队队长韩金璐说。

平衡车巡逻队亮相街头

““文化村长文化村长””种文化种文化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高敏娜高敏娜 突泉县融媒体中心记者突泉县融媒体中心记者 曾令刚曾令刚 摄影报道摄影报道

““文化村长文化村长””赵日霞赵日霞（（中中））教授村民剪纸技艺教授村民剪纸技艺。。

““文化村长文化村长””教授村民新编广场舞曲目教授村民新编广场舞曲目。。

““文化村长文化村长””崔书江为村民画肖像崔书江为村民画肖像。。

““文化村长文化村长””郝媛媛为村民纠正舞蹈动作郝媛媛为村民纠正舞蹈动作。。

街头骑警装备靓街头骑警装备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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