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守护故乡一片绿
□本报记者 巴依斯古楞

锡林郭勒
鄂尔多斯

呼和浩特

经过夏季的几场雨水滋润，阿拉
善左旗宗别立镇茫来嘎查的百万亩梭
梭肉苁蓉基地的梭梭林绿意盎然、长
势喜人，放眼望去，连绵起伏的沙丘
上，一片片高大茂密的梭梭林在黄沙
中碧绿葱茏，从脚下延伸向远处，遮盖
住了昔日肆虐的漫漫黄沙。

“种植梭梭嫁接肉苁蓉可是个好
产业，是一条既能致富又能改善生态
环境的双赢路，大家的日子越过越幸
福。”茫来嘎查牧民王会军说。

绿起来也要富
起来，治沙也要致
富。今年阿拉善盟
委（扩 大）会 议 提
出，全力打造全国
现代生态沙产业示
范 基 地 ，力 争 到
2030年全盟沙产业
产 值 突 破 100 亿
元。近年来，阿拉
善盟牢固树立“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理念，坚持“因地制宜、市场导向、创
新驱动、政府引导”的发展原则，依托独
特的沙生植物资源优势和多年生态建
设的基础，全力建设梭梭肉苁蓉、白刺
锁阳等林沙产业基地，并出台多项优惠
政策，对梭梭种植户给予奖励性补贴，
鼓励牧民发展沙草产业。截至2023年
底，阿拉善盟肉苁蓉接种面积达 151.3
万亩，锁阳面积 52 万亩，肉苁蓉产量
8000余吨，锁阳产量 5300 余吨，产值
达30亿元以上。

以加大培育力度、提升产业创新水
平为重点，近年来，阿拉善盟争取到国
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863”计划、自治
区科技重大专项资金等专项资金投入
近 1.6 亿元，全盟各级财政投入资金
5000多万元，撬动企业等创新主体自
主研发投入为14.5亿元。目前，围绕沙
生植物资源的开发利用，全盟已成功开
发与研制出林沙产业产品110余种，其

中包括梭梭肉苁蓉、白刺锁阳在内的新
产品 60余种；申请发明专利 37项，制
定技术、产品标准48项，为大规模开发
林沙产业提供了有力的技术保障。

同时，加大产品研发提升成果转化
水平。该盟依托现有24家具备一定规
模及科技研发条件的沙产业企业，围绕
药品、保健品、食品和日化品四大类别，
制定技术、产品标准 52 项，攻克肉苁
蓉、锁阳等沙生植物有效成分分离提取
技术、梭梭与肉苁蓉种子活力的保存等

多项技术难题，建立了肉苁蓉基因库，
研制出肉苁蓉多糖片、低聚糖冲剂、免
疫强化口服液、舒肝软胶囊、低聚糖饮
料等多款保健中试产品。其中“苁蓉枸
杞片”“苁蓉普洱茶”“黑枸杞玛卡片”

“黑枸杞阿胶”等30余款产品已经上市
销售，实现了沙生植物特色产品从低端
产品到高端产品、由初级加工向精深加
工转变。如今阿拉善已成为全国最大
的荒漠肉苁蓉集散地，数量和质量均居
全国前列，产业链不断完善，产品附加
值持续提高。

近年来，随着阿拉善盟特色沙产业
的快速发展，更多有资金和研发能力的
企业入驻，进一步推动了阿拉善肉苁蓉
产业的发展。目前，全盟从事沙产业的
规模企业有 39家，为推动特色生态产
业的发展起到了显著的示范带动作
用。其中，大型企业有 9家，占规模企
业比为 23%；中型企业有 9家，占规模

企业比为 23%。2023年，全盟所有从
事沙产业的规模企业肉苁蓉及锁阳相
关产品当年产值达10.06亿元。

顶着炎炎烈日，走进阿拉善右旗曼
德拉苏木沙林呼都格嘎查梭梭林基地，
只见数万亩人工种植的梭梭林在阳光
下随风摇曳。

“种梭梭林，可是我们增收致富的
‘金钥匙’。现在，我们苏木几乎家家户
户都种梭梭，最多的有几千亩。”正在梭
梭林浇水的牧民谢军仁擦着头上的汗

珠说，“经过近年来
的植绿，我们嘎查
的生态环境与过去
相比发生了很大的
变化，植被多了，风
沙少了，随着生态
的改善，野生动物
也增多了，走进林
中时常能遇到过去
很少见的兔子、狐
狸等野生动物。”

据了解，目前，
阿拉善右旗接种繁育肉苁蓉 11.38 万
亩，全旗登记注册生态沙产业企业 3
家，成立生态沙产业专业合作社 8家，
生态沙产业让从业农牧民年人均增收
5000元，实现了生态治理和环境保护
与经济发展共赢。

在大力推动林沙产业发展的同时，
阿拉善盟围绕“沙地绿起来、企业强起
来、牧民富起来”的发展目标，通过“公
司+基地+农牧户”的模式，已形成一条
较为完整的集肉苁蓉、锁阳种植、加工、
生产、销售于一体的产业链，加工转化
率达到68%，现在直接和间接从事沙产
业的农牧民达 3万多人，人均年收入 3
万元到 5万元，部分牧户达到 10万元
到 30万元，走出了一条“沙漠增绿、产
业增值、农牧民增收”的可持续发展之
路。过去让人望而生畏的茫茫大漠，如
今已成为沙区农牧民取之不尽的“绿色
银行”。

无边梭梭浸染戈壁
□本报记者 刘宏章

巴彦淖尔

阿拉善

我们乘坐的越野车在正蓝旗境内浑善达
克沙地腹地的小道上使劲地前行着。因为刚
下过雨，道路泥泞不堪，本来就不好走的路更
加的难上加难。要不是司机师傅技术过硬，
真怕抛锚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半道上。

行着行着，路也平了，路两旁的绿色也
多了起来，有一人多高的柳树枝叶在风中摇
曳，满眼葱郁绿色尽染。

“马上到了，毕老的家就在前方。”领路
的正蓝旗委宣传部副部长刘长永长舒了一
口气。

“对你们来说是雨，对治沙人来说这下
的可是金贵的‘油’啊！”车还没停稳，早已守
候在家门口的毕力贡达来老人迈着矫健的
步伐，笑着前来迎接我们。

眼前的他戴着常年被太阳暴晒而褪去
本来颜色的灰色前进帽，脸庞黝黑，笑起来
眼睛眯成了缝儿，声音异常洪亮。记者和
老人握手的时候，能够感受到他手上厚厚
的老茧。

“这儿是宝绍岱苏木登吉宝力格嘎查，
是毕老的故乡，也是他近14年的治沙战场。”
刘长永如是介绍。

“没有没有，这里只是我一辈子放不下
的乡愁罢了。”毕力贡达来老人又笑了起来。

脚下的这片热土——登吉宝力格嘎查
地处浑善达克沙地腹地。在本世纪初，这里
是典型的沙进人退区域，自然环境恶劣，牧
民群众生产生活一度陷入困难。

眼看着家乡生态恶化，儿时记忆中的美
景被沙漠蚕食，毕力贡达来看在眼里、急在
心上。无奈，公务加身的他总有处理不完的
事儿。等到了2010年，他退居二线后，立刻
作出了决定——回到登吉宝力格治沙。

“您这折腾啥？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怎么

办？”“打打牌、喝点小酒，享受天伦之乐不
好吗？”“别逞能了，沙化趋势是您能改变的
吗……”毕力贡达来的决定一出，立刻引来
孩子们以及亲朋好友的强烈反对。

“别人反对归反对，我支持你。”深谙丈
夫性格的老伴儿诺尔斯玛此时却举起了支
持牌。就这样老两口收拾了简单的行囊，义
无反顾回到了距离正蓝旗上都镇 100多公
里的故乡。

“您这是叶落归根啊。不过现在想来颇
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悲壮感。”记
者的总结又引来毕老洪亮的笑声：“哪有那
么高大上，只是回家，回到生我养我的地方
而已。”

毕力贡达来老人说得轻松，但对于家乡
的人们来说，见过世面的老领导解甲归田，
可是件了不得的大好事儿。

“这回终于有主心骨了。”嘎查的党员们
在广泛争取群众的意见后，一致通过，让刚
刚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的毕力贡达来成为
了登吉宝力格嘎查的党支部书记。

担任了嘎查党支部书记，毕力贡达来意
识到身上的担子更重了。不仅要治沙，还要
带领嘎查牧民走向小康。

登吉宝力格嘎查地处浑善达克沙地腹
地，人均草场面积仅有220亩。由于草场都
是牧民承包的，要围起来治沙，需要征得他
们同意。毕力贡达来就每家每户走访，说出
自己的打算，了解牧民的忧虑。

过去嘎查组织治理沙化区域后，因后期
管理不到位，个别牧民在治理区内偷着放
牧，造成邻里之间产生矛盾，导致沙化越来
越严重。了解这一情况后，他向牧民承诺，
一定要治好管好，如果出了问题，他会自己
赔偿牧民。就这样，16户牧民把 8000多亩
沙化严重的草场交给了他。

他带着老伴，背着干粮，将草场先行管
护起来，网子哪里坏了，就自行修补，累了饿
了就和老伴在沙包下面休息、吃干粮。谁家
的牲畜进了网子，他就到主人家做工作，牧
民们看到他是真心给大家办实事，也都主动
配合。

为了治沙，毕力贡达来以嘎查党支部书
记的身份，一次次找到旗里相关部门，这儿
弄来项目，那儿争取来资金，不仅保证了治
沙进度，同时还让嘎查集体经济也实现了从
无到有的转变。

就这样，几年过去了，围封的草场上逐

渐长满了植被，沙化治理取得了初步的成
果。于是，他组织成立了嘎查草业协会，带
领牧民种植 6000亩多年生牧草，通过精心
培育，成活率达到90%以上。

2018年，看到年轻人成长起来了，毕力
贡达来主动让贤，辞去了党支部书记一职。
在他任职的 8年间，登吉宝力格嘎查的山青
了、水绿了、民心齐了，更重要的是培育了产
业，为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蓄足了动能。

虽然辞去了书记职务，但嘎查党员们可
不想轻易地“放过”这位老书记。在他们“软
磨硬泡”下，毕力贡达来担任了嘎查的一名
党员中心户。

“担子轻了，但是接受了这任务，就得完
成好。”担任党员中心户后，毕力贡达来主动
申请当上了嘎查义务调解员，在家中建立了
矛盾调解“驿站”，实行网格化管理，让牧户
之间的矛盾纠纷消弭于萌芽状态，确保了矛
盾纠纷不出嘎查。

“您准备干到什么时候？”准备上车时，
面对记者突然的发问，老人未加思考地回
答：“没考虑过，干到干不动为止吧。国家现
在启动了浑善达克沙地歼灭战，这对于生活
在这里的牧民来说是天大的好事儿。我这
把老骨头现在干得可是正起劲儿呢。”

再次走上这条让毕力贡达来老人跑坏
两台“三菱”越野车的土路，感觉也不太颠簸
了，路旁的绿树也仿佛高大了许多。“叶落归
根，守护故乡一片青绿。”我把这句感想写在
了采访本上。

我们的采访结束了，但是，毕力贡达来
老人“愚公治沙”的故事还在继续，很可能会
持续到浑善达克沙地歼灭战取得最终胜利，
鸣金收兵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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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炎夏日，记者来到巴彦淖尔国
家农高区，在金伯利农场设施联栋大
棚内，放眼望去，满目葱绿，一株株蜜
瓜长势正旺，一颗颗果实正在汲取光
和热的滋养。巴彦淖尔市农牧事业
发展中心的科技人员正在大棚内忙
碌不停，他们用土钻开展 S 定点取
样、装铝盒、做标记、测量植株茎粗、
株高、坐瓜节位、植株抗逆性 ...... 技术
人员对这些常规的监测手段和方法
掌握的十分娴熟。

据介绍，数据监测是开展试验研
究的基础。为提高数据的精准性和
全面性，市农发中心按照承担的科技
兴蒙“设施大棚地力提升功能性制剂
研发及配套农艺措施集成”课题任务
目标，团队人员在田间安装了3套智
能监测设备，其中1台自动气象智能
监测系统，包含大气温湿度、地下水
位、土壤温湿度等数据的自动监测，
监测 3 个土层，分别为 0-20 厘米、
20-40 厘米、40-60 厘米；安装 2台

土壤墒情智能监测设备，每10厘米为一个监测土层，
0-100厘米分 10个土层实时监测土壤温度、土壤含
水率、土壤盐分等数据。

“与传统设备相比，智能化监测系统具有体积小、
安装便捷、太阳能供电、无线实时传输等突出优点。3
套监测系统自带数据存储和分析模块，能够实现自动
化监测和同步数据采集处理，每5分钟实时上传一次
数据，这些海量数据通过自动化传输系统，实时传输
至技术人员手机 app终端，智能监测系统就像‘智慧
田野的守望者’，成为连接土壤与作物生长的智慧桥
梁。”巴彦淖尔市农发中心副主任张晓红介绍，“通过
传统土壤取样化验技术与现代智能监测设备相互结
合，相辅相成，共同助力数据收集、整理、分析工作高
效高质量开展，为田间灌溉、施肥等农艺措施配套集
成提供更精准的数据支撑和可靠的决策依据。”

近年来，巴彦淖尔市立足资源禀赋和特色优势，
大力推进设施农业建设，2023年新增设施农业 5.76
万亩。全市已累计建成设施农业25.08万亩，建成千
亩以上设施农业园区11个。发展设施农业成为当地
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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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中国我在中国有个有个
□本报记者 李新军 满洲里融媒体中心 王化勇 实习生 孟庆丽 摄影报道

本报赤峰7月31日电 （记者 肖璐）少年儿童是祖国
的未来，特殊群体未成年人最令人牵挂。赤峰市以儿童需求
为导向，打造“情暖龙乡 同护未来”关爱儿童工作品牌，用心
用情用力做好儿童福利和关爱保护工作，护航儿童成长。

今年以来，在元宝山区实验小学、平庄中学和平庄矿务局初
中，赤峰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组织开展了多场《中华人民共
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

“两法”教育课，引导学生要遵守法律，扣好人生第一颗扣子。
围绕“情暖龙乡 同护未来”关爱儿童工作，赤峰今年将

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标准提升至每人每月 2100
元、分散养育标准提升至每人每月1600元，分别增加424元
和160元。今年1至6月，全市为1327名孤儿和事实无人抚
养儿童累计发放基本生活保障资金823.16万元。

截至目前，赤峰12个旗县区实现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
全覆盖，赤峰市民政局持续推动嘎查村（社区）儿童之家建设
工作，2024年 7月又相继建设24所儿童之家，提前完成年度
建设任务，目前全市已累计建成391所儿童之家。通过政府
购买服务的方式，引导专业化社会组织进驻未成年人救助保
护中心、苏木乡镇（街道）未保站和嘎查村（社）儿童之家，向有
需要的儿童提供寓教于乐和社会心理支持等一体化的服务。

情系特殊群体 护航儿童成长

本报鄂尔多斯7月31日电 （记者 郝雪莲）近日，《鄂
尔多斯市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建设实践》白皮书
正式发布。白皮书全书共计3万字左右，系统阐述了示范区
创建以来的理念、实践和成就。

2022年7月，经鄂尔多斯市人民政府申报，国务院批复同意
鄂尔多斯市以“荒漠化防治与绿色发展”为主题，建设国家可持续
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该市成为国务院第三批部署建设的示范区。

示范区批复以来，鄂尔多斯市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践
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按照《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
议程创新示范区建设方案》要求，重点针对“生态建设产业化
程度低，制约荒漠化防治提质增效”“资源型产业链条短，制
约经济转型升级和绿色发展”两大问题，组织实施荒漠化防
治提质增效、资源节约集约高效利用、现代能源经济高质量
发展提速、人才和科技创新驱动发展、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促
进“五大行动”，推动实施24项重大工程，走出一条以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形成可操作、可复
制、可推广的荒漠化防治与绿色发展有效模式，对推动荒漠
化地区生态优先、绿色低碳发展形成示范效应，为落实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供了实践经验。

《鄂尔多斯市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
创新示范区建设实践》白皮书发布

□本报记者 高敏娜

盛夏已至，兴安盟红色旅游也热度攀升。在内蒙古民
族解放纪念馆，不少游客正专注地聆听讲解员讲述发生
在这片土地上的红色故事。“周末带孩子学习红色历史，
感受红色文化，我觉得很有意义。”游客孙斌说。

当下，内蒙古民族解放纪念馆、五一会址、乌兰夫办公
旧址、内蒙古党委办公旧址等红色景区成为兴安盟市民和
游客的热门打卡地。

位于乌兰浩特市兴安北路的乌兰夫办公旧址青砖灰
瓦、肃穆庄严，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格外宁静祥和。“听了
革命先辈的红色革命故事，让我非常感动，也让我更加热爱
这片红色沃土。”刚刚参加工作的付迪说，红色景区就像一
本厚重的“历史书卷”，这里的每一张图片、每一个文物都
有自己的荣光，追寻革命先辈的红色足迹是对历史的敬畏，
更是对记忆的坚守。

发展红色旅游，播撒“红色种子”，遍布兴安盟6个旗县市
的85处红色遗址遗迹，向大家讲述着红色兴安波澜壮阔的历
史。多年来，兴安盟用好用活红色资源，不断丰富红色内涵，
提升红色景区教育功能，让游客在“内蒙古红色的摇篮”中探
寻红色记忆，传承红色精神，掀起红色旅游热潮。

“历史书卷”读者多

□本报记者 王雅静 通讯员 高霞

“我的理想是长大成为一名保家卫国的军人！”正在参
观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塔布赛村国防教育基地的小朋友
一边拍着胸脯一边掷地有声地说道。塔布赛村国防教育基
地是塔布赛村红色文旅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每年来这里
参观的学生、游客络绎不绝。

塔布赛村以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乌兰夫故居为依托，先后投资建设土默特红色教育
基地、百年民居王家院、红色电影展播厅、塔布赛国防教育
基地等红色教育基地和文化旅游景点。

草原星火广场是一个具有特殊历史文化意义的公共空
间。这个广场不仅仅是当地居民休闲活动的场所，更是承
载着红色文化与民族团结教育功能的重要基地。广场的特
色之一是设有“三千孤儿入内蒙”主题雕塑，展现了深厚的
民族团结情谊和人道主义精神。

塔布赛村红色文旅资源丰富，通过百年老街、红色文化
主题广场、百年民居乌兰夫的故事、非遗传承手工体验坊、
党建影院、塔布赛村村史馆、红色大讲堂、文创馆等实践教
育教学基地的有效衔接，红色文化在这里厚积薄发，不仅讲
好了塔布赛故事，同时也在土默特左旗历史文化长廊中留
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红色文化在这里厚积薄发

日前，“暖心中国 我在中国有个家”新时代文明实践志
愿服务活动在满洲里市正式启动。

“一会儿，我们带她去参加婚礼，希望她喜欢中国式的
浪漫。回家后，让我的儿子带着小姐姐一起包饺子、包子，
品味中国的美食。”志愿者李岩邀请俄罗斯 13岁的米罗斯
拉娃走进自己的家庭。

据了解，活动为期4天，8名俄罗斯青少年走进8个中国
普通家庭，了解中国家庭的生活方式和中国传统文化，增进
交流与沟通。除参与中国家庭生活外，俄罗斯青少年还将
走进科技馆，体验中国科技生活，感受科技强国力量。

“我很珍惜在中国家庭的每分每秒，感受到家人的热
情，在共同生活中增进彼此情谊。”米罗斯拉娃说。

家家

在图书馆里一起做活动在图书馆里一起做活动。。

一起拉马头琴一起拉马头琴。。

志愿服务活动启动志愿服务活动启动。。

赤峰

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