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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0 日，《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

约》第十三次缔约方大会参会代表实地

考察以达拉特旗为代表的库布其沙漠

综合治理区，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防治

荒漠化所取得的成就让参会代表们感

到震撼。经历半个多世纪的不懈努力，

达拉特旗完成了由防沙、抗沙，到治沙、

用沙的理念性转变，曾经“不可治愈”的

沙漠已经成为极具发展潜力的巨大资

源宝库。

在深入推进荒漠化治理的同时，达

拉特旗积极探索“生态建设产业化、产

业发展生态化”的特色发展之路，培育

发展了沙柳人造板、重组木、颗粒饲料、

沙棘山杏食品、保健品等产业，逆向拉

动了生态建设。其中，沙柳发挥了重要

的作用。

这种极少数可以生长在盐碱地的

植物，根系发达，萌芽力强，枝条丛生不

怕沙压，固沙造林能力优秀，是“三北防

护林”的首选之一，达拉特旗利用沙柳

这种再生性很强的沙生灌木，在有效治

理沙地基础上，通过沙柳综合利用加

工，增加了农牧民收入，也调动了农牧

民参与防沙治沙和种植沙柳的积极性。

据了解，鄂尔多斯现有沙柳面积 42

万公顷。以沙柳枝条为原料，经过脱皮、

碾压、切丝、改变特性、干燥等过程，压

制成具有耐腐蚀、耐高压、防火、防水等

性能的沙柳重组木绿色环保建材，作为

家具、建造木结构式节能住宅等的原材

料，沙柳已从固沙植物升级为高附加值

植物。

在防沙治沙的同时走出了一条“生态、

民生与经济”平衡驱动的新路子。

从上个世纪 70 年代至今，经过近

半个世纪的治理，达拉特旗已基本消除

了荒漠化的威胁，生态状况实现了历史

性的转变。如何在继续扎实推进防沙治

沙工作的同时，走出一条“生态、民生与

经济”平衡驱动的新路子，成为达拉特

旗近两年思考的问题。

目前，达拉特旗已经探索出不少成

功的实践，已建成年产 10 万立方米刨

花板项目，种植 1 万亩俄罗斯大果沙

棘，沙棘饮品加工产业园正在规划建

设。还有围绕沙柳种植与开发打造的发

电和木型材项目，围绕甘草种植发展起

来的药品和保健品生产，围绕沙棘种植

开发出的饮料加工等等。

立足于沙漠资源和蒙古族文化底

蕴，从 1984 年起，响沙湾开始探索沙漠

资源综合开发治理，现在已经发展形成

以大沙漠观光和民族风情体验为主的

生态文化旅游产业，吸纳当地百姓就

业，增加农牧民收入。

联合国环境署 9月 11 日在《联合

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三次缔约方大

会上发布了《中国库布其生态财富评估

报告》，这是全球首部由联合国发布的

生态财富报告。

根据报告评估，库布其沙漠共计修

复绿化沙漠 969 万亩，固碳 1540 万吨，

涵养水源 243.76 亿立方米，释放氧气

1830 万吨，生物多样性保护产生价值

3.49 亿元，创造生态财富 5000 多亿元

人民币，带动当地民众脱贫超过 10 万

人，提供了就业机会 100 多万人(次)。
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环境署执

行主任埃里克·索尔海姆说，在库布其

模式下，沙漠不是一个问题，而是被当

做一个机遇，当地将人民脱贫和发展经

济相结合。我们需要这样的案例为世界

提供更多治沙经验。

杨文娟

这是 2017 年 9月 22 日，晚上十点

多，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清水河县宏河镇

高茂泉村静谧地沉寂在夜色中，只有一

渠流经村里的清水发出潺潺的响声。

这一天，由郝惠琴主持的果丹皮生

产项目，在流水线上生产出了第一批产

品，郝惠琴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当然，

更掩饰不住内心的酸楚，“毕竟离梦想

更近了一步”。

像郝惠琴一样，王亚男、许占祥、丁

爽、王丽清、温家宝、唐俊楠……这一个

个大学生，正用他们年轻、稚嫩的肩膀，

扛起一个个“项目”，在清水河，这个沟

壑纵横的贫困县的一个小村庄里构筑

着自己创业的梦想。

遇见海棠
毕业于内蒙古师范大学的郝惠琴，

是在一次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中，接触

到蒙清·创优乡村创客中心的。

在听了董事长刘峻承对于“创客中

心 + 企业 + 合作社 + 农户 + 基地”模

式的解读，以及未来将吸引 300 名大学

生进高茂泉村，实现美丽乡村、创业乡

村建设示范作用的美好愿景，她决定留

下来。

“父母世代为农，好不容易将孩子

供养到城里念大学，结果毕业后还是回

到了农村，这让他们无法理解。”郝惠琴

说。

大的阻力，或者说更大的考验，是

来自相处近五年的男朋友。“因为我的

这个选择，我们分手了。直到现在，我都

认为不是感情没有了，而是我们已经不

同频了，就像两条平行线，我们已无交

集，渐行渐远”。

蒙清·创优乡村创客中心位于清水

河县宏河镇高茂泉村，村内干净整洁、

阡陌纵横、绿树成荫；创客中心，各种设

施一应俱全，不一样的是，多了乡村的

安静，少了城市的喧嚣。

按照刘峻承的规划，目前，这个中

心针对有意向独立负责项目的大学生，

提供创业平台，“进而共同实现项目创

业产业化”。

郝惠琴承担的果丹皮产业化项目，

创客中心给这个项目命了个极有诗意

的名称：遇见海棠。

从去年冬天开始，她和同伴用高茂

泉村山上的海红果做实验，研究海红果

果丹皮，现在初见成效。

“因为是野生果、纯纯地、不加化

肥、也不加添加剂，一旦上市，估计会供

不应求，遇见海棠，你将爱不释手。”郝

惠琴说。

2017 年 6 月，郝惠琴把父母接到

了高茂泉村呆了三天，看着孩子每天的

忙碌和对工作的全情投入以及信心满

满的精气神，郝惠琴的父母尊重了她的

选择。

“跟班者”蜕变
“我用我的本名命名的这个民宿，

咋一看，可能会引起歧义，我的名字就

叫温家宝，这不是噱头。”

温家宝毕业于内蒙古机电学院，在

大三那年实习期，就去深圳闯荡，一次

偶然的机会应聘成为刘峻承的助理，和

这位上海同济大学毕业后在上海从事

外贸工作，硬是被父亲“召回”的年轻才

俊，学到了很多做人做事的本领。

“跟了半年多，我便决定在高茂泉

村做民宿项目，做成功了，再复制到更

多的地方。”温家宝筹措资金租下了村

民废弃的窑洞，开始了整修，今年 9月，

内部修整完成，这几天，温家宝忙得城

里村里来回跑，选定内部陈设。

按照温家宝的设想，这样的民宿

“不见得完全靠旅游赚钱”，离高茂泉村

不远的挡阳桥水库近年来在逐渐地开

发利用，“我们会利用冬捕、夏钓，以及

高茂泉村种植采摘的人流量，吸引他们

来民宿参观，同时，向客人推荐我们的

纯绿色农产品。”

眼下最直接的就是帮贫苦户卖鸡。

去年以来，清水河县委、政府每年会给

贫困户发放“扶贫鸡”，每户 30到 50只

不等。但是，这些鸡发到贫困户手里，由

于饲养不当导致死亡的有之，生长成了

的鸡由于卖不出去自己家吃了的有之，

“扶贫鸡”没有真正起到扶贫的作用。

于是温家宝等人就想，利用源源不

断来体验民宿的客源，让他们来“消费”

这些鸡，同时通过蒙清乡村创客中心这

个平台，以及蒙清农业的一些销售渠道

来“消化”这些鸡，事半功倍，一举两得。

像温家宝初始的工作一样，唐俊楠

现在的工作也是当刘峻承的助理，他

头一天在呼市与这位年轻的董事长

开完“首届中国（清水河）县域电商

交流会”，第二天一大早便一同驱车赶

往二连，下午四点又回到呼市再赶回清

水河基地。

“连轴转”的工作风格，让唐俊楠学

会了“坚韧”。“如果合适，我也将选择一

个创业项目，自己当老总。”唐俊楠说。

醋与爱情
这是一个个子高高，精瘦精瘦的大

男孩儿，他叫许占祥，每天的工作是“做

好每一批醋”。

许占祥选择来乡下创业的前半年，

家里是不知情的，他告诉父母自己在学

校复习考研，直到过年回家，才说了实

情，父母当然不同意，经过激烈争执后，

他告诉父母，说自己已经考取了教师资

格证，如果创业不成，就听父母的，当老

师，教书去！

“其实，我骗了父母，到现在只有一

个大学毕业证书，我是想背水一战，掐

断所有的退路！”

在高茂泉村，许占祥承担的项目是

用传统工艺酿醋。他至今有半夜醒来的

习惯。按照传统工艺，发酵用的醋糟每

隔三个小时就得翻一次，冬夜里，人人

入睡正酣，而为了掌握好醋糟发酵时间

（因为醋发酵过度或者时间不够，所有

的工作就会前功尽弃），许占祥往往得

半夜二、三点起来，前往酿醋的窑洞去

翻糟，等一圈流程下来，再睡也睡不着

了，有一段时间许占祥干脆搬到了窑洞

里。

当记者问道，你这样做的动力何

在？许占祥说，一是想实现自己成功的

梦想，再就是，身边有个彼此相爱的女

朋友。

许占祥的女朋友叫丁爽，是个像其

名字一样豪爽的女孩，她毕业于内蒙古

师大生态学专业，目前在蒙清·创优乡

村创“之所以来这里，最主要的原因是

爱情。”丁爽说，“趁年轻，我想多出去看

看，做真正属于自己的事业。同时也能

和相爱的人一起经历生命中最重要的

一段时光。”

月朗人稀的时候，一对瘦瘦的身躯

依偎着走在静谧的乡间小道上，不远

处，是窑洞透出的点点亮光，醋与爱情，

在理想中发酵并将醇香起来。

“合作社”里的大学生
在高茂泉村蒙清·创优乡村创客中

心宽敞明亮的大厅内，有一个网格式货

架，上面展示着各类杂粮精品。

一个个精致的杂粮小包装上，标明

了每家每户的主人肖像以及产粮的经

纬度、亩数、产量、育苗时间、收割时间。

王亚男记得清楚每个杂粮小包装各种

信息。

王亚男 2014 年毕业于内蒙古农

业大学，学的是土木工程专业。

可以说，他是农村创客中心的创建

人之一，“创客中心专门为一些大学生

返乡创业提供一个平台，目前已经有很

多大学生在这个平台发挥作用，我负责

合作社这个项目，必须得了解每一位农

户的信息，这就必须融入农村和农民中

间，当好农民再做好事情。”

在自己负责的合作社里，王亚男完

善、建立了各种制度，比如种植制度、收

粮制度等，还定期给社员培训，请农业

专家做知识讲解以及帮助农户解决田

地实际性问题。目前，加入合作社的农

户从成立之初的 20 户发展到现在的

200 多户。

谈到目前的困难，王亚男说，现在

合作社社员，能种植的人都在 60 岁左

右，没有年轻人，所以想实现机械化有

些困难。

“目前，创客中心已成为国家科技

部首批培育试点单位星创天地；创客中

心已为五家合作社，两家公司提供办

公、培训、人才孵化等各项服务，推动了

农村经济体科学规范管理与经营，壮大

了农村新经济体。”蒙清农业董事长刘

峻承说。

武峰 梅刚

在当今世界，数据资源已经发展成

国家的重要且基础的战略性资源，数据

是人类从事科学和社会研究的一个重

要基础，通过数据挖掘和分析可以获得

数据中隐藏的信息，为科学发展提供可

靠的依据。当下，大数据可应用在方方

面面，并为城市发展带来颠覆性的变

革。不管是公共交通、政务服务、医疗还

是城市安全，乃至于教育行业、农业等，

插上大数据和云计算的翅膀，就可为城

市发展和经济运行增添智慧之眼。随着

物联网的发展，以及我国“大数据战略”

正式提出并实施，大数据以智慧医疗、

交通、生活、家居等多种形式为内蒙古

智慧城市的发展提供了支持和帮助。

“智能交通”是智慧化城市建设的

重要组成部分，构建一个符合大数据环

境下的公共交通大数据平台尤为重要。

以呼和浩特市为例，正逐步完善智慧公

交框架，在公交公司系统上建立了公司

网站、掌上青城 APP 等具有互动性的

项目，不仅能够给乘客提供优质的出行

导向服务，还能收集汇总各类需求数

据，为决策分析提供依据。

2017 年年初，内蒙古交警正式入

驻高德地图。大众可通过高德地图获取

内蒙古公安厅交通管理局与高德地图

联合发布的节假日交通预测报告、实时

路况、前方拥堵提示等交通信息，内蒙

古道路实时交通拥堵信息、交通事件信

息准确率能达到 90%以上。“智慧交通”

的发展为我区交通管理和决策提供了

更加全面的职能服务。

2016 年，自治区城镇化率达到

61.2%，城镇常住人口达 1542.1 万人。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指出“要把安全放在

第一位，把住安全关、质量关，并把安全

工作落实到城市工作和城市发展各个

环节各个领域。”安全是智慧城市建设

的重要目标，而大数据既提供了新的技

术手段，也是一种新的认识世界的视角

和思路。一是安防领域。利用基于各类

安防监控系统的海量数据，利用大数

据、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可大大

提升公安机关侦破案件的效率。二是交

通安全，通过对监测区域视频进行分

析，有助于精准地统计车流量，调节信

号灯，发现隐患点，使城市交通更加安

全、通畅。三是灾害预防，大数据能够帮

助有效识别潜在风险、准确预测发展态

势，并辅助做出更加科学有效的决策，

提高应急处理和安全防范能力。

近年来，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建设，

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医疗体制改革也被

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自治区持续加

大医疗卫生投入，2016 年，医疗卫生投

入达到 284.63 亿元，比 2010 年增长了

2.36 倍 。“智慧医疗”的发展表现在各个

方面，例如健康追踪器的普及。将健康

追踪器制成智能手环佩戴在手腕上，利

用生物计量传感器的原理测量身体运

动所产生的数据，包括走路的步数、跑

步的距离、燃烧的卡路里、深度睡眠时

间等。医疗可穿戴设备结合大数据分

析，可以对慢性病的治疗起到一定的帮

助作用，可以提前分析身体健康状况，

起到预防作用。

大数据指导的智慧城市建设受到

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但自治区在智慧城

市的建设方面仍较为落后，主要表现为

数据共享程度不够，虽然政府掌握着量

大面广的数据资源，但不同行业、不同

部门、不同地域之间共享程度仍较低；

大数据行业缺乏规划，大数据运行行业

的飞速发展所产生的不良影响。

智慧城市是大数据时代来临的重

要标志。智慧城市的发展离不开企业的

推动，基于大数据背景下，智能城市在

进行产业引进时应充分考虑到企业对

云计算、物联网的应用。例如 2017 年重

庆政府与阿里巴巴、蚂蚁金服签订的战

略合作协议、阿里巴巴创建的无人超市

等，均是将智能化资源来推动城市现有

资源达到智能技术创新。

大数据在交通领域的应用由来已

久，加深这种合作，使大数据为人们的

智能出行服务成为现在智能城市建设

的重点。例如滴滴出行的普及，就是大

数据服务于市民出行的代表实例。

智慧城市的建设是社会发展的必

然产物，自治区也应积极加入到以大数

据促智慧城市发展的行列中来，将全区

人民的生活方方面面都以智能的形式

连接起来，是加快自治区城市建设，新

型城镇化迅速发展的必要途径。

据内蒙古统计局

内蒙古50年治沙沙地长出了“家具”

乡村创客里来了一群大学生

内蒙古走向“智慧城市”

金秋时节，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

的田间地头，到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在红庆河镇冯家渠村“一里香”旱地红

葱试田里，伊旗扶贫办副主任屈小兵正

在仔细察看即将收获的红葱状况，一垄

垄红葱长势喜人，葱叶墨绿墨绿的，葱

白根有 20 多厘米长，在这块 10 多亩

的田地里，红葱喜获丰收。

“你可不要小看咱日常见到的这些

红葱，它的产量可高了，根据我们的考

察和测算，1 亩红葱产量能达到 4000

斤，以 1.5 元销售价格计算，纯收入能

达到 5000元左右。而且红葱种植投入

小、市场需求大，非常适合当地发展。”

屈小兵介绍说。

去年，按照精准扶贫的要求，红庆

河镇冯家渠村共识别出扶贫对象 17户

44 人。为了给农牧民找到真正持久致

富的新路子，冯家渠村将发展产业作为

关键抓手，驻村干部、帮扶单位和扶贫

办与村“三委”班子根据冯家渠村耕地

面积少且相对比较分散、地下水位深，

不适宜发展大规模的种养殖产业的实

际情况，经过反复研究，多方实地考察，

为冯家渠村规划出了以种植旱地红葱

和养殖本地鸡相结合的经济发展模式。

“听到这个项目计划时，我们便很

快组织工作人员进行了项目科学性和

可行性评估，经过评估，一致认为这个

项目和冯家渠村的土地、劳动力等条件

相吻合，而且发展前景良好。于是，我们

立刻为冯家渠村落实了到村到户项目

资金 30 万元，专门用于购买拢葱机、

收割机、除草机和新建储存红葱的地窖

等配套设施，并随时关注跟踪项目进展

情况。”屈小兵说。

今年 6月，冯家葱种养殖农民专业

合作社正式成立，“支部 + 合作社 +贫

困户”的发展模式初步形成。合作社采

取股份制形式运营，所有村民均可以集

资入股，并同意贫困户以土地形式参与

入股，进一步减轻经济负担。今年市级

贫困户仅剩下了 11户。

今年 30 岁的村民刘福军，父亲去

世，自己和母亲生活拮据，被列为市级

贫困户。春天时，听说村里鼓励大家种

植旱地红葱和养本地鸡，刘福军便在

自家玉米地旁的空地里种了葱籽，

虽然规模不大，但葱苗长势很好。

“葱籽和肥料都是帮扶单位免费提

供的，什么也不用操心，就下地锄锄

草、浇浇水就行。按现在初步预计，1亩

红葱能收入 5000元。今年种了 3亩红

葱，收入能达到 15000 元，人均收入就

在 7500 元以上，那样我们来年就能脱

贫致富了。”说到这里，刘福军的脸上露

出了喜悦的笑容。

据冯家渠村村主任张国怀介绍，目

前，该村已申请注册了“一里香”旱地红

葱品牌商标，今年村里种植红葱 300

亩，还动员和帮助农民种植红葱 15亩，

饲养本地鸡 900 余只，旱地红葱种植

和本地鸡养殖同步推进。在此基础上，

村里将逐年扩大种养殖规模，形成每户

种 5 亩旱地红葱和 5 亩马铃薯、再养

100 只本地鸡的“5+5+100”的生态循

环模式和脱贫致富发展路径。今年红葱

收入将达 100 多万元，力争在 2018 年

实现贫困户脱贫全覆盖、巩固脱贫成果

全覆盖和达到小康水平全覆盖，贫困户

种养殖产业年人均收入达到 18000 元

以上。真正通过项目扶持、产业发展，建

成名副其实的高标准小康村。

石全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