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指引下

10 月 27 日，和林格尔县的农民正在收割高粱。时下，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农民正紧抓有利农时，在降雪来临前收获

晚熟作物，确保作物颗粒归仓。 据内蒙古日报社融媒体

丰收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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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园会内蒙古壮美北疆画卷
惊艳世界 草原铁路六载扶贫路开满“幸福花”

（4版）商海经 SHANGHAIJING（2版）政经 ZHENGJING （3版）关注 GUANZHU

暖心扶贫“以购代扶”
157 吨南瓜为民解难题

以前上山是伐木，现在上山是护

林。以前挣钱靠卖木材，现在挣钱靠搞

旅游。

内蒙古阿尔山市坚持植树造林，被

评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林业工

人们变伐木为护林，“放下斧头当导

游”，端上了旅游的金饭碗。

伐木工放下斧头当导游
1982 年，20 岁的于久江当了林业

工人。他是“林二代”。上世纪 50年代，

他的父母分别从辽宁、吉林来到阿尔

山，进林业局当林业工人。林区有句话：

“油锯一响，黄金万两”。林业工人将成

片的原始森林伐倒，用牛爬犁、马爬犁

运下山，再用汽车运到火车站，再运往

全国各地，成为枕木、家具……

那时候，于久江经常天不亮就要上

山伐木，在齐腰深的大雪里运过木头。

天然林保护工程实施后，于久江的工作

从伐木变成了护林。

冬天下雪了，他看脚印就知道有人

上山了，甚至能大致分出男女老少，“年

轻的和岁数大的，脚印儿不一样，岁数

大的爱拖着走。”站在熟悉的林间，于久

江颇有些得意地说。

不伐木了，老林业工人虽然还有工

资，但算不上富裕。为此，当地提出“放

下斧头当导游，小康生活不用愁”，鼓励

大家搞旅游。

于久江养了几匹马，拉爬犁、雪圈，

带游客体验冰雪乐趣，坐爬犁 60 元一

小时，雪圈 30元一圈。“你摸摸，我这上

面都是软的，坐着不冰。”老于的爬犁上

铺着一层红丝绒软垫。传统的爬犁是木

头的，容易坏，于久江又自己动手改了

个铁的。

这些年，各地都重视生态建设，树

苗需求量大。除了养马，于久江还种了 5

万多棵树苗。“现在好多人住楼房，不烧

柴了，乱采滥伐的也少了。大伙儿都知

道，游客来看啥？就看这儿环境好！如果

把树都破坏了，人还能来吗？”于久江

说。

如今，于久江当护林员月工资有四

五千元，再加上搞旅游、种树苗，每年能

有个 10多万元收入。说起家里的光景，

老于的鱼尾纹里满是笑。

“前年雪下得大，几十厘米厚，有的

地方有一米厚，人来得多，挣得也多；去

年雪小，人来得少，挣得就少。”他说，就

盼着冬天雪下大点儿，游客多点儿。

这里的风景四季都好看
鹿村本没有村，养鹿的人家多了，

也就成了村。

任红梅是鹿村舒心客栈的女主人。

上世纪 80 年代，白狼林业局女子采伐

队声名远播。1985 年，18岁的任红梅成

为其中一员。

天保工程实施后，林业工人们转产

转型。阿尔山气候寒冷，每年无霜期仅

90天，不适合发展种植业。白狼林业局

引导工人发展特种养殖。

第一年，任红梅家养了 7 只成年

鹿，2只公的、5只母的。公鹿能割鹿茸，

母鹿下鹿羔，一年下来，挣了两万元。

“那时候没啥经验，啥都不懂，鹿生病了

自己也看不出来。”任红梅说，好在当时

大伙儿经常组织起来学习养殖技术。最

多的时候，她家养了 98只鹿。

2006 年，在林业工人养鹿的地方，

设立了白狼镇的行政村鹿村。

“这几年年纪大了，鹿养太多了有

点儿累”，正好白狼镇政府号召大家搞

旅游，任红梅和丈夫缩减了养殖规模，

开起了客栈。4个火炕、10 个标间，7、8

月份游客最多，生意最旺。房间得从网

上预订，直接来不一定能有空房。

任红梅的女儿有一手好厨艺。在她

们家客栈，除了住宿，还可以吃农家饭。

客栈的每间屋都有电视。冬天客人来过

年，坐在火炕上就能看春晚。

任红梅的院子里还有间“舒心鹿产

品”商店，屋后种着 20 万棵云杉苗、3

万多袋木耳。“鹿茸 1500 元一斤；木耳

能收 2000 多斤，70 元一斤……”任红

梅盘点着家里的收入，“一年能挣个 15

万。”除此之外，任红梅每月有 2400 元

退休工资，智长江当护林员，也有工资。

2014 年至 2018 年，阿尔山市旅游

人数连年增长。今年 1至 8 月，阿尔山

市旅游人数达 318.6 万，带来旅游收入

42.3 亿元。

“夏天凉快，冬天能玩雪、看雾凇。

秋天叶子都黄了，比夏天还美！我们这

儿一年四季都好看！”说起家乡美景，任

红梅很骄傲。

获评国家生态文明建设
示范市
阿尔山市横跨大兴安岭西南山麓，

曾是我国重要的木材供应基地，也是呼

伦贝尔、科尔沁、锡林郭勒等大草原的

交汇处。

这里气候寒冷，树木生长慢。碗口

粗的树，可能已经生长了二三十年。难

得的是，早在上世纪 50 年代，这里的林

业工人就开始了植树造林，在合理利用

森林资源的同时，通过人工更新造林、

抚育幼林，人工造林超百万亩，使森林

资源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天保工

程的实施，林业局的生产职能逐渐转为

造林和养护，伐木为生的林业工人也开

始了转产转型的探索与尝试。

阿尔山市拥有绝佳的自然条件：生

态环境状况指数达 77.86，为优等级别，

生态保护红线面积占辖区比例达

85.62%，森林覆盖率达 81.2%，环境空

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 96%。

2018 年，阿尔山市获生态环境部

命名的第二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

市称号。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生态所研究

员、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专家库成

员韩永伟说，阿尔山市生态本底非常

好，而且始终把生态环境保护作为重中

之重，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保护红线

划定、保护区管理、植被建设、污染防治

等工作都卓有成效，“阿尔山市第三产

业占比达 60%以上，产业结构是国际上

比较推崇的绿色发展的‘321 结构’，第

三产业资源消耗少、环境污染小，旅游

业为核心产业，辅以生态工业和生态农

业，已经具备了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有

望成为一个绿色发展的样本”。

内蒙古阿尔山市变伐木经济为旅游经济

近日，记者从“十四冬”冰上龙舟项

目执委会办公室了解到，比赛场地前期

准备工作和来宾、运动员等相关人员的

接待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中。目前，比赛

场地的一些相关配套设施已齐整，只等

待湖面完全冰冻后正式开始实施建设。

截至目前，多伦县已经按照国际标

准完成比赛主场地的规划设计、分区，

对主赛场龙泽湖上游河道进行了疏浚，

对湖区进行了彻底清理。同时，积极接

洽移动公司、供电局，对场地网络建设、

电力条件交换意见，并在接待运动员的

主要宾馆酒店铺设光纤网络，计划将在

12月初具体施工建设。

“十四冬”锡林郭勒赛区执委会已

派驻 2名工作人员在多伦县集中办公，

其他各组也已派驻一名工作人员进行

集中办公。锡林郭勒盟委宣传部全面启

动社会氛围营造工作，盟直各媒体积极

开设“相约十四冬魅力内蒙古”专栏，对

“十四冬”相关知识和筹备工作展开全

方位、立体式宣传。近日，多伦县还举办

了“十四冬”冰上龙舟赛事餐饮服务食

品安全保障专题培训班和重大活动餐

饮服务食品安全保障专题培训班，一线

监管人员和各大餐饮服务单位负责人

以及食品从业人员总计 150 人参加了

培训。 巴依斯古楞

普及知识惠民生 内蒙古社区
大讲堂中海锦绣城开讲

本报讯(记者 张鑫)10 月 27 日，“关爱服务进万家社

科知识进社区”暨“社区大讲堂”系列公益活动在呼和浩特

市中海锦绣城启动，标志着呼和浩特市在创建文明城市、

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中又一新举措落地实施。

此次活动由内蒙古自治区社科联主办，内蒙古商报

社、内蒙古新时代经济发展研究院、中海物业联合承办，国

美电器协办。通过统筹组织社会机构、爱心企业、共建单

位、各行各业专业人士等社会力量，围绕“建设和谐社区、

服务群众需求、畅通诉求渠道、解决社会问题”等方面积极

提供公益服务，推进“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

启动仪式上，内蒙古社科联、内蒙古商报社、内蒙古新

时代经济发展研究院、中海物业和国美电器等负责人分别

从不同的角度对社会科学普及、社区新业态、未来发展趋

势等做了阐述，将集合各方优势资源，为社区工作赋能，实

实在在为社区居民服务。为了稳步推进此项工作，中海物

业、内蒙古新时代经济发展研究院和国美电器在现场签署

了战略合作协议，三方表示将长久合作，推动公益进社区

工作的健康发展。

会上，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成吉思汗街道办事处、内蒙

古山东商会等负责人列席参会，并对具体工作提出了很多

好的建议。此后，内蒙古社科联、内蒙古新时代经济发展研

究院等单位还将与呼和浩特市成吉思汗街道等办事处达

成紧密合作关系，选择多样性社区，共同打造社区公益服

务综合体，构建优质均衡的公共服务体系，力争打造一个

“公益服务进社区新模式”，并向呼包银榆经济区广泛推

广。

活动期间，内蒙古社科联现场赠送免费社科普及类图

书；青城好人———魏刚和“紫丁香之爱”公益团队为居民讲

解并演示垃圾分类知识；内蒙古商报社免费赠送报纸；国

美电器为居民免费清洗家电。

活动现场，居民们积极参与，热情高涨。书籍在几分钟

之内就分发完毕，群众爱书之情丝毫不受寒冷天气的影

响。在预约登记清洗家电服务中，有居民问到：“我们不是

在国美买的油烟机，能免费清洗吗？”国美工作人员答复：

“都可以，并且我们的师傅都是有专业经验的，熟悉各品牌

家电的特性。国美作为家电行业的领头羊，就是要实实在

在为人民服务，这次清洗家电全部免费，请大家放心，我们

绝对将高质量服务送到您家。”

青城好人———魏刚老师和“紫丁香之爱”公益团队用

生动的语言为业主们讲解垃圾分类知识，并且还自带了小

垃圾桶道具和模拟垃圾卡片，现场和居民进行了互动，有

很多小朋友参与了活动，他们认真地听义工讲解，从小树

立环保意识，长大将为建设祖国北疆亮丽的风景线贡献力

量！最后，魏刚老师的团队还给中海锦绣城物业赠送了垃

圾分类宣传海报，表示将为垃圾分类工作持续奉献公益力

量。

社区作为一种社会地域共同体，是城市治理的基本单

位，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是政府惠民政策落

实“最后一公里”的重要环节。社会科学普及、社区惠民工

作、公益活动的落地落实，有效增加了群众的幸福感和获

得感。

多伦县“十四冬”筹备工作紧锣密鼓

定点帮扶用真情助力脱贫暖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