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李烨琳  萨其茹拉
   

路宽了、灯亮了、环境美了……走
进科右前旗，绿色、宜居的城乡展现在
人们的眼前。 

近年来，前旗立足高起点规划、高
标准配套、高品质建设、高水平管理，
打造城乡新亮点，塑造城乡新形象，不
断提升城乡品质，推动城市建设提标
改造，让人民群众共享幸福美好生活。

触手可及的幸福 
前旗阿力得尔苏木海力森嘎查百

年古榆旅游度假村的夜晚，繁星闪亮、
灯火通明。村里新添了 10 户家庭式
民宿，一些来自北京、长春、齐齐哈尔
等地的旅游车辆停放在民宿前。“十一”
期间，游客涌进小村，民宿一房难求。 

路网通达，不仅改变了农牧民的生
活，还让非农收入节节攀升。据了解，
前旗新址沿 G302、G207 两条道路，有

餐饮企业和民宿 300 余家，农牧民户
均收入 8 万余元。去年全旗旅游收入
8.57 亿元，今年有望突破 10 亿元。交
通的便捷为棚蔬产业、特色种养殖业、
旅游产业的发展增添了动力，平安村
番茄、巴达仍贵大米、乌兰毛都草原羊
等成了前旗特色产品销售招牌，全旗
农牧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从 2013 年
的 5745 元增长到 2020 年的 14315 元，
人均可支配收入 10 年间增长近 3 倍。 

数 据 显 示，2012 年，前 旗 公 路 总
里程 2775 公里，139 个建制村通硬化
路。到 2022 年，全旗公路总里程 3406
公里，229 个嘎查村（社区）全部通硬化
路。有了“纵贯南北，横联东西”的交
通路网，沿线各地依托资源优势，布局
特色产业，“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
住乡愁”的村落紧密联结，农耕之美、
田园之美、自然之美和传统之美吸引
了四方游客。  

造福于民的建设 
近年来，前旗在统筹乡村基础设施

和公共服务布局、建设宜居宜业和美
乡村上下足了功夫。

环境蝶变处处新，幸福家园更宜
居。前旗以“绿色”为底色，以建成
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农业绿色发展先
行区和转型发展核心区为目标，把园
林绿化工程建设作为提升城市文化
品 位、改 善 城 市 生 态 环 境 的 重 要 举
措，对城区道路、河岸、公园等地进行
特色打造，提升城市品质，让美景无
处不在。 

在前旗梅园路、归流河生态公园、
植物园等地，金色的树叶随风飘落，成
为秋日里的亮丽风景。家住兴科三期
的居民那日苏有每天早起室外锻炼身

体的习惯，他说：“要想有个好身体，不
仅要坚持锻炼，还得有个好环境才行。
城市里的绿化多了，空气自然就好了，
心情美了，身体也越来越棒了。” 　　

近年来，前旗全力推进全国文明城
市创建常态化，不断提升园林绿化标
准化、精细化管理水平，全旗城区绿地
总面积达到 543.5 公顷，绿化覆盖率达
41.73%，人均绿地面积 115.63 平方米，
公园总面积 115.16 公顷，人均公园绿
地面积达 24.5 平方米。   

眼见为实的蜕变 
11 月的前旗，14 个苏木乡镇 228

个嘎查村处处释放着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带来的“红利”，上演着生态净起来、
绿起来、亮起来、美起来的美丽乡村

“蝶变记”。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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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两个打造”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二十大精神在基层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用民生“温度”增加幸福“热度”
——科右前旗打造宜居环境提升民生福祉

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二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内蒙古日报评论员

一切伟大成就都是团结奋斗的结
果，一切伟大事业都需要坚强核心的
领航。

新时代新征程上把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行，最紧要的是深
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
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这个重要要
求，是总结新时代十年波澜壮阔历程
得出的重大政治论断，也是我们贯彻

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走好民族复兴
之路和新的赶考之路的重要政治保
证。

过去五年和新时代以来的十年，
在党和国家发展进程中极不寻常、极
不平凡。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和
接踵而至的巨大风险挑战，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果敢
抉择，锐意进取、攻坚克难，团结带领
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撸起袖子加油
干、风雨无阻向前行，攻克了一个个看
似不可攻克的难关险阻，创造了一个
个令人刮目相看的人间奇迹，推动我
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征程。新时代十年的历史性成就和
历史性变革，是习近平总书记带领我
们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是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
引我们取得的。

内蒙古十年来取得的显著成绩、发
生的巨大变化，也是新时代十年伟大
变革的生动写照。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深情牵挂内蒙古各
族人民，先后 2 次到内蒙古考察，连续
5 年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内蒙古代表
团审议，叮嘱我们积极探索以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
路子，赋予内蒙古“两个屏障”“两个

基地”“一个桥头堡”的战略定位，为
新时代内蒙古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
提供了根本遵循、注入了强大动力。
十年来，全区上下牢记总书记嘱托，守
望相助、感恩奋进，推动各项事业取得
历史性成就，保持了经济发展、民族团
结、社会稳定、边疆安宁的良好局面。
非凡十年深刻启示我们：“两个确立”
已经成为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高
度共识和共同意志，已经写在了新时
代的伟大征程上、写在了全党全军全
国各族人民心坎上，是我们党应对一
切不确定性的最大确定性、最大底气、
最大保证。                    （下转第四版）

习近平同马达加斯加总统拉乔利纳
就中马建交 50 周年互致贺电

新华社北京 11 月 6 日电  11 月
6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马达加斯加
总统拉乔利纳互致贺电，庆祝两国
建交 50 周年。

习近平指出，建交 50 年来，无
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马关系始
终健康稳定发展。近年来，两国建

立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日
益 巩 固，各 领 域 交 流 合 作 卓 有 成
效。我高度重视中马关系发展，愿
同拉乔利纳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
建交 50 周年为契机，不断提升中
马友好合作水平，造福两国和两国
人民。

拉乔利纳表示，建交半个世纪
以来，马中各领域友好合作深入发
展，取得丰硕成果。真诚友好、相互
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已成为马
中全面合作伙伴关系的显著特点。
马方愿同中方共同努力，致力于构
建更加紧密的马中命运共同体。

于成林：匠心独具塑“穹庐”
□记者  张强

于成林在科右前旗出生长大，接
触蒙古包已经 20 多年，作为蒙古包
营造技艺旗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人，他见证了蒙古包制作技艺的改
变。“这些年我最大的感触，就是我
们的蒙古包越来越温暖、越来越宽
敞、越来越漂亮了 !”于成林说道。

作为草原的孩子，于成林从小就
耳濡目染地受到制作蒙古包技艺的
熏陶。“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大爷和爸
爸做的勒勒车，纯手工制作却能严丝
合缝。”于成林说，凭着对家乡、对民
族记忆的热爱，加之亲戚朋友的大力
支持，外出打工 10 多年后返乡创业。
2019 年 3 月，寓意经典、传承之意的
图沃吉传统手工艺品制作有限公司
应运而生。

一直以来，于成林不断对传统蒙
古包进行改造，除了对古老手艺的延
续，还有作为非遗传承人的有益探索。

近年来，新型蒙古包越来越时
尚，越来越实用：室内空间大，开阔敞
亮，卫生素雅；包顶有采光罩，轻巧方
便，通风透气；壁板设有自由式百叶
窗通风，家电及壁灯插座等装设；地
面排放优良的保温铺板和地毯。“不
仅实用，外观装饰也越来越精美。蓝
色 的 门 饰 图 案、金 色 的 宝 尖、红 色
的窗框……每一座蒙古包都独一无
二。”于成林介绍道。

虽然注重创新，但老祖宗的手艺

可不能有半点马虎。从选料、精截、
砂光，再到组装、打磨等十多道工序，
于成林始终坚持亲自上手、全程参
与。“虽然现在机械技术已然成熟，
但是有心意的作品才有生命。”他坚
定地说。基于此，于成林还亲自将组
装蒙古包的机械零部件做成标准件，
就算隔了三五年，也可以做到随时取
用随时安装。

随着科右前旗旅游业逐渐升温，
于成林家的蒙古包日渐走俏，从金马
鞍景区到乌兰毛都大草原沿线，几乎
无处不在。“今年第九届内蒙古自治
区乌兰牧骑艺术节暨 2022·兴安盟
那达慕期间，会场直径 10 米以上的
蒙古包基本都是我们家生产的。”于
成林骄傲地说。

“目前，我们蒙古包远销呼和浩
特、大庆、松原等地，而海南、南京直
径 25 米蒙古包的大订单已基本敲
定。”于成林边试装产品边说。

三年多来，他的公司不断发展壮
大，于成林对于家乡的热爱也愈加深
沉。他先后招用 30 余名困难员工，
人均年均增收 3000 余元。疫情初发，
他第一时间组织员工加班为防疫人
员送上帐篷等物资，用情助力疫情防
控工作。目前，他还在努力推动工厂
研学基地共建，意图让蒙古包营造技
艺真正在更多孩子心中扎根。

几年间，于成林多次在蒙古族手
工艺品大赛和创新创业大赛中获得
佳绩，                        （下转第四版）

瞄准全域旅游打造“全景突泉”
□张丽莎

目前，位于宝石田园综合体的历
史博物馆正在紧张布馆，以辽金文化
为主题的民宿已初露雏形，东杜尔基
镇的巨幅稻画已变成粮仓里满满的
收获……

今年，突泉县紧紧围绕“兴安岭
上兴安盟”域牌主体形象塑造提升
工作，深入挖掘乡村旅游潜能，科学
谋划实施明星田园综合体、宝石田园
综合体、南湖湿地、额木特河休闲观
光带等项目，着力构建以休闲采摘为
基础、度假品味为主导、冰雪体验为
特色、研学科考为延伸的旅游产业体
系，切实把县域旅游优势资源转化为
收入资源、财富资源。

今年国庆假期，突泉县宝石旅游
风景区成了兴安人出游的目的地。

“这里真不错呀，风景美，娱乐项目也
多，孩子玩得尽兴，大人也身心舒畅。
昨天我们还在‘宝石湾露营地’租了
个房车，体验了一下景区的夜生活。
夜晚，和朋友们坐在星空下，吹着晚
风，聊聊天，真是太惬意了。”来自乌
兰浩特市的游客吕迎春高兴地说。

今年年初，突泉县依托宝石镇
“一山一水两湖三址”良好的人文自
然资源，投资 2.6 亿元建设旅游风景
区。在这里，宝石湾、奇袭漂流、坝下
丛林、春州古城等四景区二十八景点
交相辉映，吸引了众多游客。

“项目建成后，将按照建设运营
一体化模式，构建‘企业 + 乡镇 + 村

集体 + 农户’四方利益联结机制，力
争实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
益最大化。建成后预计年接待游客
能力达到 25.45 万人次，可实现直接
收入 1666 万元。”宝石镇党委书记王
双菊说。

宝石田园综合体项目建设是突
泉县推进全域旅游的缩影之一。在
各旅游项目建设过程中，突泉县坚持
规划引领先行，精心编制《突泉县全
域旅游规划》，确保景区景点高标准
打造、高质量建设。

感受田园生活，体验田园风光，
欣赏田园景观。突泉县东杜尔基镇
引明星湖水入村，打造千亩“稻蟹共
生”农业观光基地，推动了乡村旅游
发展，实现“景在田中建，人在画中
游”。

让乡村“兴”起来，让旅游“火”
起来，增加当地百姓收入，让更多农
民分享乡村旅游发展的红利。今年，
突泉县东杜尔基镇抢抓机遇，投入资
金 150 万元用于明星村 126 户、271
亩庭院有机水稻发展，依托明星水库
资源，建立起“引湖进村，引水进园”
明星庭院水系，以地表引入水灌溉稻
米，提高生产质量。

“节假日期间都会有游客到我这
里坐坐，聊一聊工作生活中的趣事，
有时还会下水抓稻田鱼，都玩得特别
开心。”东杜尔基镇明星村村民丛万
文说。丛万文今年利用自家庭院的
空地种植有机水稻，并在稻田里投放
鲫鱼和鲤鱼，                （下转第四版）

兴安盟农垦事业发展中心完成 12540 吨平价煤发放工作
本报讯（金朋）兴安盟农垦事业

发展中心把职工群众冬季取暖用煤
保障供应工作作为当前重要的民生
工程，安排专人赴鄂尔多斯市煤炭企
业对接平价煤事宜，目前已完成了全
系统 12540 吨的平价煤发放工作，受
益职工群众 6500 多户。

“要做好平价煤订购、运输、发放
等工作，及时把平价煤发放到有需要
的职工群众家中，解决他们的燃‘煤’
之急。”兴安盟农垦事业发展中心党
委书记、主任纪青录表示，为确保有需
要的职工群众能买到平价煤，兴安农
垦各农牧场于 8 月中旬开始统计职工

群众用煤需求，并通过“微信矩阵”、入
户宣传的方式向大家宣传“平价煤”
政策，做到“不漏一户，不落一人”。

当平价煤运抵后，各农牧场按照
中心统筹安排、党委牵头、科室配合、
连队主抓的方式第一时间进行平价
煤发放。此外，对于没有交通工具的
职工群众，各连队统一协调拉运，确
保把煤炭送到职工群众家中。“煤一
直在涨价，真把我们愁坏了。感谢党、
感谢上级领导和场党委，给我们提供
平价煤，让我们的家里暖烘烘、心里
热乎乎 !”前来拉煤的索伦牧场一队
职工孙国林感激地说。

“托”出 生 机  “管”出 效 益
——兴安盟供销社多措并举推进土地托管服务

□丁雨晴

在扎赉特旗国有吉日根林场，被金
色浸染的玉米地里，人来车往，一派繁忙
景象，处处透露出丰收的喜悦。

三春不如一秋忙，本是农户最忙碌
的季节，但刘畅却忙里“偷”了闲。“我
家有二百多亩地，往年秋收，日夜不分的
干一时半会儿也收不完，如今把土地托
管给索伦供销社，有了‘田保姆’，几乎
不用操心了！”望着田间秋收的场面，刘
畅脸上露出了笑容。

今年是刘畅进行土地托管的第三个
年头，看着年年丰收的田地和鼓起的钱
包，刘畅对土地托管越来越信任，越干越
放心。

“自己种地不仅累，赶上自然灾害还
可能血本无归。现在供销社每年以固定
的价格与我们合作，从播种、管理到收割
都不用自己动手，还能有保障，放在以
前，真是想都不敢想！”刘畅感慨道。

这样的好处得益于农业社会化服
务，不少像刘畅这样的农户都安心地当
起了“甩手掌柜”。近年来，兴安盟供销
社围绕构建现代为农服务体系，整合系
统内项目资金，以农业综合开发项目为
依托，积极开展土地托管服务，大力发展
土地托管、代耕代种等农业社会化服务，

为农民和各类新型经营主体提供帮助，
推动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土地托管服务，“托”出了生机，“管”
出了效益。据盟供销社副主任顾玉莹
介绍，今年，索伦供销社帮助农户托管土
地共计 6000 多亩，托管后每亩地收成在
1000 斤左右。土地托管的高收益、低风
险解决了小农户种不了、种不好、卖粮难
的问题。

“对于农户托管的土地，供销社采用
保护性耕作，利用大型农机统一作业，效
率大大提升，为农户们增加了产量，降低

了成本。”索伦供销社主任刘卫才说。
开展土地托管不强求于一种模式，

不搞一刀切。要充分结合农业生产条件、
作物种类和农户需求等情况，因地制宜
采用合适的托管方式。今年，供销社创
办的金米粒水稻种植合作社全托管水稻
田 1300 余亩，收成 140 万斤。除了全托
管土地外，金米粒水稻种植合作社还为
农户们提供了保姆式服务、菜单式服务、
代耕代种、以销定产等多种方式的服务，
今年共进行了 3000 多亩地的翻耕、播
种、飞防等机械化作业。此外，凭借着专
业化的生产加工技术，金米粒水稻种植
合作社为科右前旗 12 家合作社进行代
加工，实现了从育苗、播种到包装、销售
的“一条龙”服务。           （下转第四版）

兴安盟清洁能源占比
首次超化石能源

今年前三季度，兴安盟 29 家清洁能
源发电企业累计发电 38.72 亿千瓦时，累
计发电占全盟规上发电量比重 50.6%，清
洁能源占比首次超过化石能源。图为兴
安盟艾郎风电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生产
车间里，工人们井然有序地忙碌着。

记者 毕力格  摄

重实干  务实功  求实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