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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赢脱贫攻坚战———奋斗在一线D

天高云阔、绿地绵延，花田交错、

树影婆娑，移步异景、别有洞天……嫩

绿鹅黄、姹紫嫣红在一座城埋下无数

的引线，每一条都指向落笔成画的“康

巴什绿”。

“太漂亮了！一个西北城市能有这

么多的花花草草，而且如此茂盛，一点

都不比南方的差。我很奇怪，都说西北

干旱少雨，你们是拿什么来养活这些

‘城市景观’的？”来自湖北武汉的游客

万彩玲一边感叹康巴什的美，一边抛

出了困扰她多日的疑问。

在康巴什，“绿”是最惹眼的风景。

目前，建成区绿地面积 1535 公顷，城

市的绿地率达到了 43%以上，人均绿

地率达到了 110 平方米，远远高于国

家人均 10平方米的标准。60 多个品

种的花卉在色彩搭配、高低层次、花期

长短上不一而同，园艺化的管理将城

市带入一个“四季常绿、三季有花”的

诗意世界。

拿什么养活你———“康巴什绿”？

不论是那些久居城中的人们，还是短

暂寻找“诗与远方”的过客，面对如此

大体量的“绿”，总会发出这样的疑问。

走进康巴什污水处理厂，一池散

发着异味儿的生活污水经过物理处

理—生物降解—深度净化等程序后，

变成了清流。像这种生活废水或雨水

经适当处理后，达到一定的水质指标，

满足某种使用要求，可以进行有益使

用的水，叫作再生水，也就是我们常说

的中水。“我们每天要处理出 1.2 万吨

一级A类中水，有环保部门的 24小时

不间断在线监测，总量的近 80%给了

园林局用作绿化，剩下一小部分用于

京能热电厂循环冷却水，达到零排放。

中水回用，真正的是‘变废为宝’，可以

让城市运行体系更健康。”康巴什污水

处理厂副厂长李文说。

在康巴什街头，随处都可见到高

低不一、造型不同的小型喷灌，一股股

水雾，交织成立体化的“水网”，草坪、

草花、灌木、乔木，都在“射程”之内，都

可“雨露均沾”。

“其实，很多人不知道，我们浇灌

这些花草树木，用的不是自来水，而是

中水和生态水。只有不到 10%的绿地

面积要使用自来水，主要是住宅小区、

学校等不具备中水浇灌条件的区域。

目前，康巴什区日供水能力为 4.5 万

吨，城市供水十分充足。”在成片的花

海前，康巴什区园林局副总工毛剑啸

笑着解释道。

随着城区绿地面积逐年增加，绿

化浇灌需水量逐年递增，园林绿化用

水高峰期日用水量最高达 20000 吨。

如何既能节约用水又能保证不断提升

城市“绿肺”的运行质量？康巴什区列

出了“中水回用”的方程式。

实践证明，用中水浇灌不仅可以

节约水资源，而且有些中水中富含的

氮、磷等有机营养物质，更有利于促进

植物生长。在美国、日本、以色列等国，

厕所冲洗、园林和农田灌溉、道路保

洁、洗车、城市喷泉、冷却设备补充用

水等，都大量地使用中水，因此中水又

被称为“城市的第二水源”。

2016 年至今，康巴什开始大面积

配套实施中水支管网建设，并全力维

修原一期中水主管网。共建成中水主

管网 86 公里，形成了以乌兰木伦街、

鄂尔多斯大街、伊克昭街为横向主管

网和以萨拉乌苏路、乌仁都西路、湖滨

路等 6条道路为纵向主管网的“三横

六纵”布局，安装了 5万多个园林灌溉

喷头，且安装有自动程序，可以设定时

间实现智能自主、分片分类、便捷精准

的灌溉。中水回用覆盖绿地面积达

1053 公顷，占总绿地面积的近 70%。

2016 年至 2018 年，完成了考考什纳

泵房、乌兰木伦水库一号桥泵房两大

生态水泵房的新建和改造工程，并全

部投入使用，有 300多公顷，大约 20%

的绿地浇灌用水来自于此。

据毛剑啸介绍，为了降低园林绿

化成本，康巴什一方面在改造基础设

施上下大功夫，另一方面加大本土树

种的培育，80%的绿化花木属于耐寒

耐贫瘠抗旱型。而对一些观赏性强的

花木，经过科学驯化后引进，再在不同

地段试种，符合低成本的养护条件后

再大面积种植。

在毛剑啸的带领下，经过一段并

不平坦的土路，一大片波光粼粼的水

面豁然眼前，旁边的泵房里机声隆隆。

“这就是我们的中水调蓄水池，具备 65

万方的储水能力。每天的城市生活污

水经过污水厂处理达标后有 8000 吨

左右的中水输入，再加上冬季储存下

的中水，通过四台大功率的泵送往城

市的中心区进行园林灌溉，占到总用

水量的 65%—70%。”毛剑啸拿起一块

展板，指着上面的示意图介绍说。

这个水面约 6 万平方米的水池，

正是康巴什园林绿化的主要取水点。

在每年的 11 月底到次年的 3 月初这

段时间，是园林绿化的停水期。四个多

月的“冬储夏用”和其他季节的“随产

随用”，使得这个水库水量充沛。而来

自考考什纳和乌兰木伦两大生态水库

的水，主要用于补充浇灌中水管网暂

时还覆盖不了的区域。

用中水进行园林绿化，智能化设

定，遥控一开，360度自动浇灌，刮风下

雨了在室内就能操作关闭。除了方便

快捷，最直观的效应是“省钱”。康巴什

区委副书记、区长李冬算了一笔账：

“以前，水车满大街跑，人力、油钱再加

上自来水的成本，用一吨水大概得 20

多块钱，现在用中水和生态水库的水

走管道，一吨中水只要 0.8 元，每年光

浇灌就能节约资金 4000万元。这样既

满足了城市的用水要求，又节约成本，

同时还不跟市民争水，不使用自来水，

这是一个非常良性的循环，对我们城

市的后续发展有非常大的意义。”

随着城市的发展，中水回用还有

广阔空间。据悉，下一步，中水调蓄水

池将移交给通惠集团管理，旨在推动

中水利用企业化、市场化、专业化。“我

们已经制定出了《康巴什中水规划

（2018-2030）》，正在筹划成立中水运

营公司，让中水回用尽快进小区、校

园、企事业单位，扩大中水浇灌的绿化

面积，甚至以后的公厕、洗车行都能使

用中水，节约水资源。”通惠集团副总

经理王小亮对未来信心满满。

届时，再驻足“康巴什绿”，又将是

另一番“滴水成河，万物皆春”的况

味。

据新华网

初秋清晨，走在内蒙古自治区扎

兰屯市高台子街道高台子村，微凉的

空气清新甜润，沁人心脾。辛耀梅打开

自家超市的卷帘门，给屋子通风透气。

“这回一点糊巴味儿都没有了！”辛耀

梅爽朗地笑着说。

“糊巴味儿”曾是高台子村老百姓

的一块心病。距辛耀梅家超市不足

500 米的地方，就是呼伦贝尔东北阜

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厂区，这是一

家主要做氨基酸及其衍生制品生产和

研发的企业。过去工厂由于喷浆造粒

产生大量烟气，天上经常拖着长长的

灰色烟带，数公里不散，而比浓烟更令

人难以忍受的，是时常弥漫的刺鼻焦

糊味。

“二三十公里都能闻见，糊味儿直

往嗓子眼里钻。还有厂子生产时冒出

的烟气雾气，严重时路上啥也看不清，

干脆就别想出门！”提起过去被焦

糊味困扰的日子，村书记张广德激

动地说，大伙儿三天两头去村部“告

状”。

呼伦贝尔东北阜丰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成立于 2010 年 5月，玉米年深加

工能力 220 万吨，是当地最大的龙头

企业，拉动了当地就业。5600 多名员

工中，70％以上是本地人，其中 857

人是建档立卡贫困户。企业常年加

工玉米，为当地农民稳定增收作出

了贡献，但焦糊味却成为困扰民生的

大问题。

为了解决老百姓的“心病”，扎兰

屯市相关部门与企业积极沟通，阜丰

公司先后投入 4 亿元进行气味治理，

烟气经除尘、喷淋降温、生物吸附、电

子除雾等技术处理后达标排放。2016

年 4月，企业又投入 2亿元实施“气味

治理再提高工程”，去年 6月底完成改

造。

闻不到“糊巴味儿”，老百姓心里

踏实多了。“现在没有异味了，村民们

都很满意。”张广德笑着说。

走在阜丰公司厂区内，偶尔还能

闻到轻微的发酵气味，但已经不是焦

糊味，出了厂区则几乎闻不到气味。公

司副总经理郭合森告诉记者：“投入这

么多钱，说不‘肉痛’那是假话，但作为

行业的龙头企业，必须承担起这份社

会责任，一切都要以老百姓的口碑作

为标准。”

投入巨资消除焦糊味，百姓不再

遭受气味困扰，政府在发展中保障了

民生，企业实现“绿色升级”。如今的扎

兰屯市，天清气爽，百姓、企业、政府三

方都满意。

据新华社

一位贫困户的三件喜事

巧用再生水 绿染康巴什

巨资消除“焦糊味”天清气爽三方赢

本报讯近日，中铁一局宁城

县铺轨基地，伴着大型铺轨机组

的轰鸣声，一排轨枕和两条 500

米长的钢轨稳稳地落在坚实的路

基上。这标志着赤峰至京沈高铁

喀左站客运专线路基工程基本完

成，正式进入轨道铺设阶段。

赤峰至京沈高铁喀左站客运

专线于 2016 年 7 月正式开工，北

起赤峰市，向南经平庄、宁城、建

平，引入在建的京沈高铁喀左站，

正线全长 157 公里，其中赤峰市

境内 101 公里、辽宁省境内 56 公

里。全线共设赤峰西、平庄西、宁

城、建平、喀左等 5 个车站，工程

总投资 170.45 亿元，设计时速

250 公里，工程设计总工期 4年。

按照设计，赤峰至北京 503

公里，列车运行时间为 116.7 分

钟；赤峰至沈阳 499 公里，列车运

行时间为 117.4 分钟。运营初期预

计赤峰西站每天开行动车组列车

30 对，其中北京 13 对、沈阳 9

对、大连 2 对、承德 3 对、丹东 1

对、盘锦 1对、营口 1对。

据了解，该专线建成通车后，

赤峰到北京及赤峰到沈阳的直达

时间均缩短至 2 小时，相比于现

在的运行时间将分别节省约 7 小

时和 8小时，能极大提高赤峰市

人民的交通出行效率。同时，将显

著提升赤峰市对外开放水平和城

市知名度，加快赤峰融入京津冀、

东北两大经济区的步伐，招商引

资、文化旅游、商贸物流等方面将

直接受益于京沈“两小时经济

圈”，有效推动赤峰市京津冀清洁

能源保障输出基地、绿色农畜产

品生产加工输出基地、环京津冀

草原风情旅游区等的建设。

据中铁一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赤峰至京沈高铁喀左站客运

专线今年计划铺轨施工 189 公

里，将于 2019 年 5 月铺轨到达赤

峰西站。预计 2019年底完成四电

工程、站房工程等建设，2020 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完成联调联

试、试运行、验收等工作，当年 7

月 1日正式通车。

綦晓华

赤峰至京沈高铁全线铺轨
2020 年 7 月正式通车

9 月 2 日，首届内蒙古旅

游产业博览会在包头市举

办。

本届旅博会由自治区旅发

委、包头市政府主办。这是内蒙

古自治区首次举办的全国性旅

游博览会，不仅是内蒙古旅游

发展的集中展示，更是自治区

与国内外旅游界交流合作的平

台。

旅博会展出面积 3.7 万平

方米，共设省市旅游精品馆、内

蒙古旅游主题馆、智慧旅游体

验馆、文博精品馆、“一带一路”

国际精品馆 5 个室内展区和 1

个室外展区。展会期间举行蒙

古族服装服饰展演 、“内蒙古

味道”美食品鉴、旅游产业推介

会等活动。

旅博会还邀请国内知名旅

游专家，以“文旅融合新时代·

创新发展内蒙古”为主题，举办

2018 年内蒙古旅游产业发展

高峰论坛，作主旨报告，共商内

蒙古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大计。

据新华网

首届内蒙古
旅游产业
博览会举办

娶妻生子、成家立业。这对大多

数适龄青年来说是一件很平常的事

情。然而，在赤峰市喀喇沁旗牛家营

子镇西山村，有一名贫困户娶新媳

妇的事，在当地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这位贫困户叫徐艳昭，村里人称为

“犟骨头”。然而，近几年村民却发现

“犟骨头”变了：不仅犟脾气不见了，

待人和善了，日子也越过越红火了。

8月的一个下午，记者在驻村

工作队的带下来到了徐艳昭家，一

进院，三间北方农村最为常见的砖

瓦房出现在眼前。“你看嘛，我和父

亲在这个老房子住了 30 多年了，

去年我新修的房子，也娶了媳妇。”

徐艳昭热情地把我们迎进门，笑着

解释“过去咱懒，家人身体也不好，

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也把媳妇给混

没了，这两年，家像个家了，逢年过

节喜庆了，过日子的心劲大了。”

“家，之所以像个家”，徐艳昭将

这归功于三件喜事。

第一件喜事：再不打光棍

2017 年，37 岁的徐艳昭迎娶

了媳妇，再不打光棍了。以前，徐艳

昭也想把日子过好，但总觉得心有

余而力不足，给人的印象就是‘一根

筋’‘犟骨头’，不务正业。托亲朋好

友给自己介绍对象，没有人愿意给

他办事，即便有人介绍了，女方一打

听都拒接了，连见面的机会都不给

他。

现在徐艳昭心里踏实得很，去

年冬天，家里摆了几桌酒席，亲朋好

友的祝福和嘱托让徐艳昭和媳妇王

秀兰心里有了底气，“爸您就放心

吧，我和艳昭一定好好照顾您，要把

日子过好。”婚宴当天儿媳妇王秀兰

的这句话让 60 岁的公公热泪盈

眶。作为父亲的徐凤瑞做梦也没想

到，自己在有生之年还能喝上一杯

儿媳妇给敬的酒。

在王秀兰眼里，徐艳昭是个好

人。她说：“他人好，憨厚老实我得帮

他，不能让这么好的年轻人留遗

憾。”

第二件喜事：家里来好亲戚

这几天，徐艳昭和父亲一直在

盘算着想邀请帮扶干部到家里坐

坐，和他们聊聊这两年来，日子悄然

发生的变化。“帮扶队的老王和老李

经常来我家，逢年过节送油送面，我

这媳妇、孩子和我一样享受精准扶

贫户的政策，孩子上学还补贴 2000

元的学费……”说起现在的帮扶政

策，徐艳昭如数家珍。

徐艳昭所说的老王和老李是喀

旗编办驻村工作队的王自强和李弘

达，他们对徐艳昭一家可没少下功

夫，没事就来和爷俩儿唠家常、询问

他们的身体状况，家里的收入情况，

为他们讲扶贫政策，并针对徐艳昭

的身体状况，为他在村里安排了保

洁员的工作。现在徐艳昭家有什么

大事小情都要和老李他们商量。“串

亲戚”，让帮扶干部与徐艳昭一家越

走越近、越走越亲。

第三件喜事：致富有好门路

西山村位于喀喇沁旗牛家营子

镇，这个镇素有药材之乡的美誉，生

活在这里的绝大部分农民都以种药

材为生。为了使徐艳昭一家有一个

稳定的收入，去年，在喀旗编办帮扶

干部的鼓励下，徐彦昭开始尝试着

发展中药材种植，没有资金编办的

帮扶干部及时将每亩 1000 多元的

产业补贴送到他手里，有了资金徐

彦昭将自家出租的土地全部收回，

种植了 3 亩中药材，白天在地里干

活，农闲的时候徐彦昭还在村子周

边打零工。今年他家仅药材收入这

一项预计纯收入10000多元钱左右。

徐艳昭 60 多岁的父亲徐凤

瑞，对儿子的变化看在眼里，喜在心

里，夸奖说：“这孩子还真会过日子

了。”徐艳昭的心劲还不止如此，他

说：“这算啥，咱以后日子一定会过

得和城里人一样好。” 据新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