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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提起刺绣，人们容易想起

江南水乡的绣娘。一根针，绣出了满是

江南秀色的山水田园。在内蒙古大草

原，巧手绣娘们用一根小小的绣花针，

已经闯出了一条文化扶贫的致富路。

近日，兴安盟科右中旗被中国民

间文艺家协会命名为“中国蒙古族刺绣文

化之乡”，并同意在当地建立“中国蒙

古族刺绣文化传承保护基地”。这一喜

讯，让王府刺绣的绣娘们倍感振奋。

在深圳文博会上，王府刺绣的绣

娘让来自几十个国家的参展商和四面

八方的观众开了眼界。这门起源于清

代的技艺，做工细腻、独到，讲究针法

及纹路，艺术地展示出当地的历史与

文化，再现了科尔沁文化的精粹。王府

刺绣通过与深圳非遗生活文化产业有

限公司达成战略合作，已经在国际舞

台上崭露头角。

为了传承好这门手艺，同时让贫

困户通过产业技能摆脱贫困，2016 年

以来，旗里从精准扶贫出发，通过“集

中培训、上门辅导、手把手教授”，在全

旗推广刺绣。“旗里免费为贫困户发放

刺绣工具和原料，定期举办刺绣培训

班，还建起了王府刺绣文化博物馆。”

科右中旗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府刺绣

产业推进组负责人白晶莹说。

近年来，科右中旗积极挖掘、传承

和发展蒙古族传统刺绣艺术，成立了

专题性博物馆和规模化产业发展基

地，成为蒙古族妇女“居家就业、巧手

致富”的优秀范例与政府主导的“文化

扶贫、脱贫攻坚”的生动实践。截至目

前，在全旗 173 个嘎查集中举办刺绣

培训班 100 期，共培训绣工 1.47 万人

次。目前，全旗从事蒙古刺绣的农牧民

及居民超过 2.1 万人，已实现 1000万

元的产销收入。2018 年，王府刺绣销

售额达 825万元。

刺绣，蒙古语为“嗒塔戈玛拉”。蒙

古族刺绣以彩色丝线、棉线、驼绒线、

牛筋、马尾鬃等绣线为主，通过绣、帖、

堆、剁等技法在绸、布、羊毛毡、牛皮等

上面绣出各种美丽图案，刺绣过程中

讲究构图均匀、整齐、连贯、协调。

2009 年，蒙古族刺绣入选《中国第二

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

刺绣，改变了扎鲁特旗黄河图嘎

查建档立卡贫困户包玉兰的生活。包

玉兰从 17 岁开始跟着母亲学刺绣，现

在通过嘎查的合作社卖绣品增加了收

入。黄河图嘎查有 109名妇女，会刺绣

的有 60余名。该嘎查于 2018 年 8月

成立了扎鲁特旗斡伦手工艺专业合作

社，总投资 13.5 万元。合作社现有社

员 31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 13 人。

30 余名绣娘共制作了 600 余件蒙古

袍和各类产品，通过村部展销、网上批

发零售等形式出售，人均收入达到

5000 元，年底将分红 6500元以上。

通过“协会下订单、绣工接订单、

计件算收入”模式，内蒙古的绣娘们已

经探索出一条精准扶贫的产业化发展

路子。

在深圳文博会上，宁城御绣轩手

工制品有限公司负责人于和平忙着和

各地客商洽谈，第一天就签了 5180万

元的合作协议。客商们喜欢契丹御绣

工艺品画、双面绣屏风、双面绣台屏、

双面绣宫扇、虎头鞋，一件件绣品都是

1000 多年前游牧民族的手工技艺，每

一个订单都是一个个贫困户脱贫的希

望。

针线飞舞间造就的精美绣品、色

彩强烈的民族元素让内蒙古的民族刺

绣大放异彩。而我区的蒙古族绣娘们，

正探索着一条越来越宽广的文化产业

助力脱贫攻坚的道路，靠一双巧手编

织着自己的梦想。 赵丹

巧手绣娘让梦想“开花”

本报讯初夏时节，庆祝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红山记

忆·首届红山非遗文化节在赤峰美

术馆举行。

文化节设立了室内和室外两个

展区，汇集了红山地区的 25 项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和 4项非物质

文化遗产交流项目，展出 1235 件非

遗展品。

室内展区，寓意吉祥的蒙古族

纸艺和红山剪纸，独具魅力的保桓

刺綉和蒙古族刺绣，具有乡土气息

的笤帚苗手编艺术品，从盛唐传承

至今的布艺堆画等展品引人注目，

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向观众展示非遗

绝活，现场交流互动。室外展区，瓜

子张炒货、梓俊花生炒货、赵氏豆腐

干、赵记老酒、宗醯坊老醋、喀喇沁

白家熏鸡、赤峰对夹等食品类非物

质文化遗产项目一字排开，飘出浓

浓的香味，引得许多观众驻足展台

前感知非遗的美味。文化节期间，皮

影戏、京剧折子戏、评剧等非遗项目

精品选段将依次登场，还将举办非

遗项目现场活态展示、非遗项目食

品品鉴、非遗知识讲座等活动。

近年来，红山区致力于非物质

文化遗产项目普查、抢救、保护、活

态传承和产业转化。截至去年底，红

山区政府已公布“非遗代表性项目

名录”15 项，从中提档升级，进入自

治区级 5项，赤峰市级 6项，形成了

非遗保护和传承的“三级名录”体

系。 徐永升

红山非遗文化展示

本报讯 随着垃圾分类工作的

不断推进，垃圾分类回收也越来越

智能化、人性化。近日，赛罕区垃圾

分类回收办公室联合内蒙古维创绿

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在赛罕区政

府、赛罕区政务服务中心等地投放

了多台智能垃圾分类回收机，不仅

可以现场回收，还可以线上预约回

收，受到了很多市民的青睐。

记者在呼和浩特赛罕区政府看

到，智能垃圾分类回收机就放在大

院入口处，一位市民正按照工作人

员的讲解投放自己收集起来的塑料

瓶。记者注意到，该智能垃圾分类回

收机设有塑料类、纺织类、金属类、

纸类四大类，其中有害垃圾、其他垃

圾又有专门的回收箱。智能垃圾分

类回收机的主机上有一个超大的屏

幕，市民只需要将自己的手机号码

输入或者用微信扫码就可以注册登

录进行物品投放，不需要刷卡。

记者通过微信扫码的方式注册

了一个账户，登录之后选择要投放

物品的种类，“滴”声之后对应种类

回收箱的箱门打开，然后按照提示

将物品投放到里面，最后关闭箱门，

屏幕上就会显示当前账户的积分，前

后所需要的时间连一分钟都不到。

“投放完毕再扫描二维码就可

以看到你当前账户上的积分，当积

分达到一定量的时候还可以通过游

艺云智能回收箱平台进行商品兑

换。”内蒙古维创绿源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工作人员郭宇杰说。

赛罕区垃圾分类办公室负责人

马春玲介绍，相比之前投放的智能

垃圾回收箱，该智能垃圾分类回收

机通过微信小程序还可以实现上门

回收，极大地方便了行动不便的老

年人。

记者注意到，扫描智能垃圾回

收机之后，微信小程序中会多出一

个游艺云智能回收箱的程序，打开

程序不仅可以看到个人账户的积

分，还可以通过其中的“上门回收”

业务预约工作人员上门回收。

郭宇杰介绍，市民预约回收必

须要填写回收信息单，包括联系人、

联系电话、取货地址、预估重量、废

品类型、取货时间等。“我们接到预

约信息后，会在第一时间与联系人

取得联系，根据联系人的实际情况

预约具体取货时间。如果市民只在

某个时间段在家的话，就需要提前

预约。如果没有什么特殊情况，我们

收到信息后一般会在两个小时左右

到达取货地点。”郭宇杰说。

“我是早晨经过这边的时候看

到了这里摆放的智能垃圾分类回收

机，就拿了收集的塑料瓶过来试试。

机器操作比较简单，也不用带卡，只

要有手机就可以。现在我已经有 28

分了，后期还可以通过小程序中的

平台用积分兑换商品，真是非常方

便。”昨日，在赛罕区政务服务中心，

正在投放塑料瓶的市民吴先生说。

不仅新型的智能垃圾分类回收

机受到人们的青睐，在中海凯旋门

小区，智能垃圾分类回收箱同样圈

粉不少。市民曲女士说：“我现在有

一千多分了，平时投放的主要是塑

料瓶、纸张，还有一些废旧金属。此

前家里的很多废旧物品只能当垃圾

扔了，现在虽然还是垃圾，但可以再

利用，对于生态环境起到了很大的

保护作用，何乐而不为呢？”

采访中不少居民表示，虽然人

们对于垃圾分类的认识逐渐提高

了，但是有些小区、公共区域投放的

智能垃圾分类回收箱比较少，不方

便投放。有一些老旧小区的居民习

惯捡拾废旧物品堆积在楼道或者小

区里，如果这些地方也有智能垃圾

分类回收箱，就不会有过多的可回

收垃圾被扔到普通垃圾桶里，捡拾

废品的人也能随时将捡来的可回收

垃圾投放到回收箱里。马春玲表示，

赛罕区已经在二十多个小区、三十

多个学校、一百多个公共机构开展

垃圾分类工作。目前除了在赛罕区

政府、赛罕区政务服务中心放置智

能垃圾分类回收机外，还将陆续在

辖区安装 3 台智能垃圾分类回收

机，也会在垃圾转运站、青城驿站附

近设立再生资源回收点，设备已经

在定制中。“设备回来之后，我们会

在辖区进行安装，一个垃圾转运站

可以覆盖周边多个小区，再加上在

青城驿站设置的回收点，辖区的垃

圾分类回收率会有明显提升，市民

进行垃圾分类投放也会更加方便、

快捷。”马春玲说。 王英

本报讯 6 月 3 日，进入初夏的二

连口岸，进出口贸易一片繁忙。此时，

二连浩特市啊嘟哈进出口贸易公司负

责人袁帅刚刚办结一批进口蒙古国冻

马肉的海关放行提离手续，正在指挥

装卸叉车将冻马肉装上一辆国内的冷

藏运输车。“公司主营蒙古国肉类进

口，销往大连、成都、郑州等地。在二连

口岸通关，肉类产品查验、取样送检的

优先办理，为产品早一步进入国内市

场，提供了很大便利。”袁帅向记者介

绍说。

今年 4月，满都拉口岸进口肉类

指定监管场地正式通过了海关总署验

收，继二连口岸成为我区第二个拥有

进口肉类指定监管场地的口岸。此外，

为尽早实现蒙古国屠宰活羊安全进

口，我区在口岸规划、隔离场建设布局

和屠宰场选定等方面的工作也正在有

序推进。

如果说，蒙古国肉产品丰富，且品

质优良，国内消费市场巨大，有力带动

了我区进口肉类指定口岸的肉类进口

量价齐增，那么区内企业“走出去”开

展农业对外合作，种植农作物，将初级

农产品返运至区内，并在口岸落地加

工，不仅扩展了口岸功能，还发展了泛

口岸经济。记者从呼和浩特海关获悉，

自治区已经备案的农业对外合作企业

达到了 25 家、合作项目 105 个，境外

种植面积 143.61 万公顷，实现了俄罗

斯油菜籽、亚麻籽、葵花籽、小麦、燕

麦、荞麦，蒙古国油菜籽、小麦、大麦、

水飞蓟籽等多种粮食的进口。

为保障粮食安全进口，呼和浩特

海关不断优化现场查验、取样送检、调

运、线上流程操作，细化施检作业流

程，充分发挥关检融合优势，落实一次

查验工作，实现监管方式优势互补。同

时，海关还深入调查研究，排查风险隐

患，选派业务骨干深入指定粮食监管

库实地调研生产加工运营情况，在认

真梳理监管薄弱环节和风险点的基础

上，建立行之有效的监管手段，防止不

合格进口粮食流入市场。

蒙古国、俄罗斯的肉类、粮食等优

质农产品进入国内市场，进一步丰富

了老百姓的餐桌。而我区特色优势农

产品的“走出去”同样是丰富了国外市

场。“果蔬在运输的过程中，易腐易烂。

自从开通了农产品‘绿色通道’，早晨

装车，上午就能出境，非常方便快捷，

并且保证了果蔬的新鲜送达。”二连浩

特市昊罡果蔬粮油进出口园区有限责

任公司负责人赵龙说。赵龙所说的“绿

色通道”即是 2018年 9月 20 日正式

开通的中蒙二连浩特———扎门乌德公

路口岸农产品快速通关“绿色通道”。

这是呼和浩特海关为服务“一带一路”

建设，推进沿线大通关合作，为进出口

企业提供更加便利的通关环境，支持

特色农产品出口的又一举措。“绿色通

道”开通后，呼和浩特海关协调蒙古国

扎门乌德海关，对拥有“绿色通道”专

用标识的农产品运输车辆，给予快速

通关待遇。对出口农产品实施入园集

中检验，出园分批核销，关员监装监

卸、即时施封方式，确保企业随报随

出，实现农产品出库零滞留，提高农产

品检验的通关效率。据呼和浩特海关

统计，今年前 4个月，自治区出口农产

品 24.7 亿元，增长 13.1%，越来越多的

内蒙古特色优质农产品正在加快“打

开”蒙俄市场。

近年来，我区大力推进中蒙俄食

品安全大通道建设，以优化口岸营商

环境和改革进出口食品检验监管机制

为突破口，丰富口岸进出口食品品种，

严把进出口食品安全关，促进了贸易

量大幅度增长。据呼和浩特海关统计，

今年前 4个月，呼和浩特海关对蒙俄

进出口食品 3461 批次，同比增长

31.9%，货值达 7652.9 万美元，同比增

长 7%。 阿妮尔

内蒙古：构建起中蒙俄食品安全大通道

智能回收积分兑换
垃圾分类回收玩转时尚

本报讯 为积极打造中国乳都升

级版，不断丰富呼和浩特市奶源结构，

在内蒙古自治区乃至全国率先实现奶

业振兴，6 月 14 日，呼和浩特市人民

政府公开发布了《呼和浩特市奶业发

展扶持政策实施方案（试行）》，方案提

出，呼和浩特奶业的发展目标是：

2019~2022 年，每年新增奶牛 5万头,

其中外购奶牛 1万头，自繁 4万头，到

2022 年全市奶牛存栏达到 50 万头，

年生产鲜乳 260万吨；积极发展奶羊

等优质奶畜，丰富奶源结构，奶羊存栏

达到 10万只，年产奶量达到 5万吨；

围绕奶牛、奶羊养殖，全株青贮玉米种

植面积达到 100 万亩，以苜蓿草为主

的优质牧草保留面积达到 20万亩；建

立紧密的农企利益链接机制，增加农

民收入。

方案明确，从 2019~2022 年，呼

和浩特市将连续 4年实施优质牧草补

贴、奶牛（奶羊）牧场新建、改扩建补

贴、外购牛补贴、优质冻精补贴、机械

设备补贴、金融贷款补贴等多项补贴

政策，从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实施的符合条件的相

关内容均可享受扶持政策，补贴范围

和对象是呼和浩特地区的奶牛（奶羊）

养殖场，苜蓿草等优质牧草种植企业、

合作社或农户。方案对扶持政策的具

体落实、补贴措施、补贴流程及验收、

监管等做出了详细的规定，有意向享

受呼和浩特市奶业补贴扶持政策的养

殖场（户）、企业，需要提前在属地农牧

局进行备案，并按照方案的具体要求

提供备案所需的纸质及影像材料，项

目竣工后向旗县区农牧局申请验收，

并提供方案中明确要求的验收材料。

为了提高资金使用率，本轮补贴事项

每半年组织一次验收，分别是每年 7

月底和 12月底。验收合格经过公示无

异议后，呼和浩特市农牧局将确定的

奶业发展扶持资金额度及分配意见上

报市政府审批后，市财政局下拨到各

旗县区财政局。 刘惠

连续4年实施补贴
呼和浩特出台奶业发展扶持政策

受委托定于 2019 年 6 月 26 日上午 10:00 时在内蒙古伊金霍洛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六楼会议室公开拍卖下列标的：

1、东胜区伊化北路 38 号街坊 3—6 层商业用房原如家宾馆，面积

3041.24 平方米,参考价 6659279.95 元。

2、东胜区天骄路 5号街坊兴蒙商贸城A座 301兴蒙建材城 3层商业

房，面积 4482.71 平方米，参考价 18475937.60 元。

3、伊旗阿镇文明路北、工业街西、霞光街东、札萨克路南 14 号楼 1—

101 号 1—3 层某跆拳道馆商业用房，总面积约 2348.73 平方米，参考价

18789840元。

4、伊旗阿镇文明路北、工业街西、霞光街东、札萨克路南 5号楼 3-103

号 1-3 层某红木家具城商业用房，网签面积约 1366.61 平方米，实测面积

约 1969.89 平方米，参考价 15823141 元。

5、伊旗阿镇文明路北、工业街西、霞光街东、札萨克路南 5号楼 2—102

号 1—4 层某手机店商业用房，总面积约 1988.5 平方米，实测面积约

2623.7 平方米，参考价 20900000 元。

有意竞买者请携带有效证件及缴纳每项标的参考价约 10%的保证金

至鄂尔多斯市联兴拍卖有限责任公司；账号：7800301220000000179238；

开户行：内蒙古伊金霍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实际到账为准，报

名到东胜区准格尔北路 3 号街坊 504 室或加微信 425651447 传报名者资

料。报名及展示时间、地点从发布公告之日起至拍卖会前到各标的所在地。

上述标的拍卖均以现状为准有保留价，标的物面积数据文字所表达仅供参

考，最终以相关部门确认为准，但成交价不变，标的物详情见 https:

//paimai.caa123.org.cn/ 公告及拍卖师现场宣布的拍卖文件为准。

查看标的电话：0477-8967294 咨询电话:13134770191

鄂尔多斯市联兴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拍卖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