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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从 9月 1日起，内蒙古进一

步放开响沙湾旅游区等 20 家原实行政

府指导价管理景区的门票及其他服务

价格，实行市场调节价。

据介绍，内蒙古响沙湾旅游区、杭

锦旗七星湖沙漠生态旅游区、鄂尔多斯

野生动物园、根河木屋度假村等 20 家

景区实行市场调节价管理，由投资运营

方根据《价格法》《旅游法》及市场需求

自行确定门票及相关服务价格，由盟市

价格主管部门列入盟市实行市场调节

价管理景区目录清单。

内蒙古明确规定：景区门票实行市

场调节价后，应按照国家及自治区门票

价格优惠政策，不得区分中外游客、本

地和外地游客设置两种门票价格；对儿

童、学生、老年人、现役军人、残疾人等

按规定实行减免等优惠政策。

内蒙古要求景区门票严格执行明

码标价制度，在景区显著位置公示门票

价格、优惠范围，包括缆车、观光车、游

船、停车场等交通运输服务价格及

12358 价格投诉举报电话，接受社会监

督，增加景区价格管理的透明度。

对门票价格调整幅度过高、调整频

率过快的景区，内蒙古价格主管部门必

要时可进行价格干预；对价格投诉率

高、社会反响大的景区，可调整其管理

形式，由实行市场调节价管理调整为实

行政府指导价管理。

目前，内蒙古实行旅游景区门票价

格与景区等级挂钩政策，建立旅游景

区门票价格公告制度，对所有旅游

收费项目进行公示，坚决杜绝价格欺

诈行为。

鑫华

本报讯近几年来，内蒙古林沙草产

业快速发展，逆向拉动力不断提高，林

业总产值已经达到 480 亿元，形成了荒

漠化防治与产业发展、农牧民脱贫致富

的良性互动局面。

目前，以林木种植、特色经济林培

育、林下经济、沙生植物资源利用、野生

动物繁育、生物质能源和森林沙漠旅游

等为主的林业产业体系，在内蒙古大地

扎根蔓延，人造板、药品、饮品等一大批

林产品享誉北疆。据统计，全区累计确

权集体林地 3.26 亿亩，发放林权证面

积 3.25 亿亩；建立林业专业合作社 567

个，共开展林下经济面积 1493.68 万

亩，参与农户达 22.9 万户。

另外，内蒙古现有国家林业重点龙

头企业 8家，内蒙古林业重点龙头企业

82 家，总资产规模达 64 亿元，年实现

销售收入 36.2 亿元。林业龙头企业为

引导工商资本投入、扩大产业规模、提

高产业质量和效益、实现产业转型升级

和农牧民就业增收，发挥了很好的示

范、引领作用。

孟旺

本报讯为推进种养结合、循环农业

的发展，实现零化肥绿色有机种植，日

前，海拉尔垦区上库力农场与德国

UTV AG 公司合作建成全国最大规模

畜禽粪污处理有机肥厂并正式开始好

氧发酵，对改善我市当地土壤条件作用

巨大。

目前，有机肥厂设计年产量 14000

立方米，已建造了 5条堆肥槽。将牛粪

与麦类秸秆或油菜秸秆进行混合，将混

合肥料堆进肥槽，利用戈尔膜进行覆盖

发酵。通过控制器数据对膜内进行监

测，利用鼓风机经风道向膜内注入氧

气，同时利用风道收集堆内渗漏液的有

益菌种，便于菌种重复利用和特有菌群

的收集。肥堆内温度达 70 至 80 摄氏

度，最高可达 90 摄氏度，可杀死肥堆内

的病菌和不利菌种。经 4至 6 周发酵，

好氧堆肥发酵完成。

据了解，德国 UTV AG 公司拥有

国际领先的堆肥处理技术及几十年的

堆肥处理经验，专注于无臭堆肥系统的

设计和建设。

膜技术好氧堆肥生成的有机基

肥，通过测验有机质和养分含量后，进

行配比施肥，用来改良盐碱地、瘠薄地

等低产地块，解决土壤肥力不足问题。

经过 3-5年的改良，在保证相同产量的

前提下，逐步实现零化肥的绿色有机种

植。同时，膜技术好氧堆肥将秸秆、畜禽

粪便、生活垃圾作为原材料，大大减少

废弃秸秆、禽畜粪便和生活垃圾造成的

污染，真正实现变垃圾为肥料。

贾文慧

9 月 1 日，鄂尔多斯国际机场航站

楼各入口处已完成“智能安全管控系

统”的安装，正式启用人脸识别系统，旅

客必须携带身份证件才能进入航站楼。

“智能安全管控系统”是基于人的

脸部特征信息进行身份识别的一种生

物识别技术。当旅客通过该系统时，系

统通过人脸生物识别算法，迅速抓取旅

客脸部图像，短时间内便可完成旅客脸

部图像与身份证件图像的比对，甄别乘

机旅客与证件是否为同一个人。目前该

技术被广泛应用于公安系统、海关系

统、安保系统、银行系统等。

该系统依托公安内网和民航专网，

上连内蒙古公安厅、鄂尔多斯市公安

局，本级连接机场各个到达、离港通道

和重点识别区域。

该系统采用精度高达 99.99%的人

脸识别技术，验证时间只需 0.3 秒，并

且包含了多光谱活体检测技术，可有效

防止照片、手机自拍等蒙混过关。为方

便携带大件行李的旅客验证通过，机场

专门设置了加大宽度的闸机通道，手推

行李车也可完成身份核验自助通行，为

旅客提供更加安全高效的出行环境。

殷希华

本报讯 8 月 30 日，兴安盟突泉县

太平乡核心村迎来了一拨“外来客”

———45头由村干部几经周折从辽宁黑

山县引进的基础母毛驴落户在该村。

这些油光锃亮、膘肥体壮的母毛驴

很快适应了村里闲置的棚圈，随后经过

村干部打号、贫困户抓阄，各回各家成

为核心村的“坐地户”。

陈树昌是本村 68岁的一位独居贫

困户，领到驴的老人逢人就夸：“养驴在

以前就是老百姓基本的营生，现在靠政

策白得一头驴，还给上了保险，草料也

比养羊好弄，我一个老头，割草、饮驴更

是看家本事，圈养一头驴绝对没问题，

今年我就能脱贫啦！”

这次所购买的 45 头母驴均价

9638 元每头，母驴年产 1个驴驹子，当

年出售价格约 5000 元到 7000 元，扣

除草料等饲养成本，各养驴户基本能够

实现脱贫。从采购地点、市场价格、预计

效益、甚至母驴的挑选发放，村党支部

书记葛殿全娓娓道来、滔滔不绝，并不

时地强调如何保证全过程信息畅通、公

平合理，让乡领导放心、贫困户安心。

记者了解到，为了落实好产业扶贫

政策，让本村贫困户切实从扶贫资金放

大政策中受益，核心村村干部经过反

复调研商讨，在广泛征询贫困户意

愿和市场调研的基础上，将本村大

牲畜养殖项目确定为母驴养殖。核心

村共有贫困户 58户，118 人，加之养驴

对于各户的劳动能力和技能要求不高，

因此符合条件并且有养驴意愿的贫困

户均可享受该政策，在现有基础上还将

继续引进 20头驴，以保证各贫困户人

手一头。鉴于驴肉市场发展较为平稳，

乡、村两级干部在具体做法上充分考量

了本地实际，全程通力合作、多方配合，

为贫困户脱贫增收保驾护航的同时，也

为探索产业扶贫之路积累了独到而丰

富的经验。

考虑到养驴的风险，太平乡联系了

保险部门，为贫困户所饲养的母驴缴纳

保险，最高可赔付 9000元。同时，为了

避免农户将驴转手变现，村干部与各贫

困户签订了协议，缴纳 1000 元保证

金。虽然母驴是分散饲养，但保证了核

心村集体经济的产业化发展，对于贫困

户个人和村集体都有效规避了风险。

贺喜格宝音 冯玉燕

本报讯入秋以来，多伦县各地农村

抓紧打草备草。多伦诺尔镇新民村村民

胡宝财家 30多亩的草场往年能打青草

1万多斤，今年草量减半，这几天正为家

里 40多头牛越冬饲草问题犯愁。而团

结村农民刘伟在林带间种植的 200 亩

紫花苜蓿长势良好，亩产依然能达 500

斤左右，这几日他正雇人抓紧收割。他

说，今年干旱才看出来高产紫花苜蓿抗

旱保收，加上青贮和青草，足够饲养的

10 头牛安全越冬。

多伦县草原面积有 323 万亩，可打

草场面积 150 万亩，受今年持续干旱影

响，今年牧草产量锐减。县农牧部门及

各乡镇正积极落实草原生态保护补奖

政策、玉米种植项目补贴等政策，多方

搜集提供信息，帮助农民协调调运牧

草，提前出栏牲畜，保障农民生产生活

和牲畜平稳越冬。

近年来，多伦县不断加大产业结构

调整力度，为养而种，为牧而农，引导农

民种植一年及多年生优质饲草料，青贮

结实玉米种植面积有 36 万亩，包括紫

花苜蓿在内的高产饲料种植面积已达

50 万亩，不仅提高了饲草产量，也在大

旱之年保证了饲料减产不减收。

该县为保障草牧场可持续利用，严

格落实刈割制度，加强宣传管护，要求

草场留茬、实行轮刈。同时，采取切实有

效的措施，加大对饲草料的储备和管

护，防止储草霉烂变质。

吴芳芳

本报讯 8 月 30 日，为了弘扬马铃

薯美食文化，促进第三产业发展，由乌

兰察布商都县人民政府主办的首届

中国商都马铃薯美食节在商都县开

幕。

本次美食节以“弘扬马铃薯美食文

化，打造商都品牌”为主题，旨在传承和

发扬该县马铃薯美食文化和打造商都

地域名片，推动全县餐饮经济发展。为

期 3天的美食节，包括百道土豆宴展示、

马铃薯美食厨艺制作邀请赛、搓莜面比

赛等丰富多彩的活动。

在美食节现场，人头攒动，热闹非

凡。一道道精美的马铃薯美食呈现在众

人面前，让人赞叹不已。搓莜面比赛现

场，统一着装的选手们进行激烈的比

拼。同时，开幕式还安排了精彩的文艺

演出。

近年来，马铃薯已成为商都县主要

的农作物，播种面积稳定在 50 万亩

左 右，占农作 物总 播 种面 积的

30%，年产鲜薯 60 多万吨，马铃薯

已成为全县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支

柱产业之一。

商都县是乌兰察布市马铃薯核心

种植县，2014 年该县被中国特色之乡

宣传委员会命名为“中国马铃薯之乡”。

茂林

本报讯“人在家中坐，货从空中走，

美食传天下。”乌兰察布市商都县鑫磊

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谷守江信心满满，自

从绿色农产品搭上电商快车，有多少卖

多少……

据了解，眼下，商都县农产品网上

交易件达 256 万多单，涉及金额 7700

多万元。仅 6月份，全县农村电商共成

交 78.8 万余单、1720 余万元。土豆、地

瓜、芋头、甜瓜等绿色菜蔬通过网络销

往全国各地。其中，鑫磊专业合作社的

杂粮、炒米、麻油、秋葵、乳瓜、南瓜、贝

贝瓜等销往北京、天津、上海、陕西、山

东等地；“蒙绿娃”品牌的有机南瓜、有

机番茄销往呼和浩特、北京、江苏、浙

江、广东等地，成为大中城市居民餐桌

上的美味。

郭玉宽

本报讯 近日，乌海市棚户区搬迁

改造重点配套民生工程———海南区恒

泰隆市场奠基。该工程总投资 1.2 亿

元，预计明年初建成投入使用。

据了解，位于恒泰隆市场周边有 8

个矿区棚户区搬迁安置小区，总人口 2

万多人，目前还有搬迁安置小区在建，

预计入住总人口将达 5万人。搬迁安置

小区投入使用以来，已配套建设了幼儿

园、社区服务中心等基础设施，但缺少

一个功能完备的市场。

由内蒙古欣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开发建设的恒泰隆市场，将集中设置

海南区食品加工园区和大学生创业孵

化基地，原本在居民小区内的小生产作

坊经过改造升级后将集中搬迁到此。目

前，已有 40 家食品加工企业准备入

驻。 日新

本报讯 8月 29日，作为全国羊种

质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培训会等

“3+1”系列活动的一大亮点，首届阿拉

善优质羊绒拍卖会在兴安盟巴彦浩特

成功落槌。经过 2 个多小时的激烈竞

拍，13 件拍品中的 10 件当场举牌成

交，成交总额约 292 万元。

本次拍卖会的标的物总量为 5吨，

全部为精梳分选过的无毛绒，分别由内

蒙古蒙绒绒业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羊

绒交易中心、鄂托克旗伊吉汗羊绒制品

有限责任公司、阿左旗嘉利绒业有限责

任公司、阿左旗新希望绒业有限责任公

司五家企业从阿拉善购得。拍卖现场，

13件无毛绒拍品的样品集体“亮相”，

供竞拍企业验证。

据了解，本次拍卖品的原料全部来

自阿拉善白绒山羊合作社社员养殖中

群体质量较好的白绒山羊育种核心群，

通过牧户分级、分部位抓绒提供原绒。

企业对收购的原绒通过分选和再分级

后分梳装袋，经自治区纤维检验局公正

检测后统一打包封存，进入拍卖环节。

自治区纤维检验局副局长邱瑞卿告诉

记者：“此次拍卖的羊绒，按标准看都是

特等、一等的羊绒，尤其是长度方面，均

已超出了特等标准。”

拍卖会上，由阿左旗嘉利绒业提供

的 7 号拍品，绒毛平均直径 14.01 微

米，手排长度 30.38 毫米，以 90 万元的

吨价成交，成为拍卖会现场成交价最高

的单品。现场 5家竞拍企业竞得标的物

共 10 件，成交总量 3.9 吨，成交总金额

约 292 万元。来自赤峰的统壹绒业控股

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吉国对阿拉善优质

羊绒青睐有加，成功拍得三个标的。他

告诉记者：“对我来说，能拿到优质羊

绒，企业生产高品质产品、打开国际市

场就有了保障。我对这次拍卖的结果非

常满意，以后我还会和阿拉善绒毛企业

长期合作，继续收购全世界最优质的羊

绒。”

阿拉善高端羊绒拍卖会由企业通

过市场化运作手段确定绒毛质量和价

位，体现了优质羊绒应有的价值，使羊

绒价格更加公开透明，对进一步提高农

牧民收入、推动绒山羊产业振兴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自治区农牧业厅产业处副

处长郏金梅说：“全新拍卖形式的导入，

有利于引导内蒙古白绒山羊优质优价

机制的形成，提高农牧民养殖培育更高

品质白绒山羊的积极性，这对推动全区

羊绒产业走向健康发展轨道具有积极

作用。” 丁帅

内蒙古20家景区门票实行市场调节价

内蒙古林业总产值达到480亿

全国最大规模禽畜粪污
有机肥厂落户呼伦贝尔

鄂尔多斯国际机场今日起
正式启用人脸识别系统

锡林郭勒多伦县
150万亩草场开镰储草备料

乌海
1.2亿建设搬迁安置区市场

本报讯 8 月 30 日，《联合国防

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三次缔约方大

会赞助企业授牌仪式在鄂尔多斯市

东胜区举行。

此次大会，该市通过多层次的

市场化运作方式，依托大会荣誉权、

特殊标志标识使用权等，广泛邀请

市内外知名企业参与到此次大会中

来，共襄盛事，同谋共赢。截至目前，

已有 61家企业对大会进行赞助。这

充分体现了各大企业“勇于担当、追

求卓越、诚信为本、服务社会”的企

业家精神和支持公益事业发展的强

烈社会责任感。鄂尔多斯市充分利

用本次大会这个广阔的平台，努力

为企业做好赞助权益回报，帮助企

业塑造形象、展示企业综合实力，增

强企业的社会知名度和美誉度。

据了解，大会赞助招商工作《联

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三次缔

约方大会鄂尔多斯市筹备工作委员

会市场开发组经过不懈努力，取得

了丰硕成果，截至 2017 年 8 月 30

月，已达成了 61个赞助合作协议，

赞助招商合计 1.19 亿元，其中现金

赞助 6620万元，实物及服务赞助价

值 5303万元，实物和服务方面涵盖

服装、饮用水、车辆服务、通讯服务、

保险服务、电信服务等大会所需各

类物资和服务，充分体现了赞助企

业对这项事业的支持和参与。本次

大会赞助商分为 4个层级，分别为

突出贡献企业、特别贡献企业、指定

供应商 / 服务商、供应商 / 服务商，

其中：突出贡献企业 11 家，特别贡

献企业 8家，指定供应商 / 服务商

19家，供应商 /服务商 23 家。

仪式上，赞助商企业代表进行

了发言，并颁发了赞助商牌匾。

王玉琢 李慧来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
第十三次缔约方大会
达成61个赞助协议

本报讯近日，农业部农产品质

量安全中心组织召开的“2017 年第

二次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专家

评审会”上，我区申请登记的“通辽

黄玉米”“杭锦后旗甜瓜”“三道桥西

瓜”“额济纳蜜瓜”和“阿拉善沙葱”5

个产品全部通过专家评审，评审通

过后进入公示期。公示期过后，内蒙

古自治区的地理标志农产品将达到

95 个，对提高内蒙古农畜产品品牌

附加值、增加农民收入、提升产业化

经营水平、增强产品市场竞争力等

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区农

内蒙古五个产品
通过地理标志评审

商都县绿色农产品上网
一个月成交78万单

兴安盟：

“扶贫毛驴”脱贫有指望

一吨羊绒卖了90万
阿拉善优质羊绒拍卖会落槌

薯都核心区举办马铃薯美食节
乌兰察布市百道土豆宴开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