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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赵永光 张鑫）6 月

21日下午，著名蒙古族青年歌手乌兰

图雅走进呼和浩特市武川县，热心

支持非遗文化———“莜面传承技

艺”、爬山调，通过快手、抖音直播

等平台，让“莜莜”岁月伴随音乐节奏

快速传播。

乌兰图雅首先走进了武川县“西

贝武川燕麦加工厂”，详细了解并“直

播”了中国最现代化的“莜面（燕麦）”

加工技术和流程，向海内外网友推荐

武川莜面、推荐西贝有机莜面。乌兰

图雅走进“武川非遗石磨莜面制作技

艺传习所”，在非遗传承人陈月换等

人配合下，全程“体验”了石磨莜面从

“淘”“炒”“驴拉磨”到“电动石磨”“三

生三熟”制作的全过程，还下厨“搓莜

面”，向网友们介绍了“搓莜面的乐趣

与魅力”。

乌兰图雅还与 10多位“莜面制

作工艺相关方面传承人”恳谈交流，

详细了解了非遗传承人的生活状

况、非遗传承与精准扶贫的情况。

她说：“内蒙古味道”产地好、地理

位置好，经过非遗传承人的努力

已经成为中华美食中具有鲜明地域

特色的民族美食，非遗传承人值得所

有人尊敬和支持。乌兰图雅还与西贝

武川莜面加工厂厂长刘伟、总工程师

张觉民及“武川莜面饮食制作技艺”

传习基地负责人、非遗传承人陈月换

进行了互动交流，让网友们大开眼

界。乌兰图雅在与武川县乌兰牧骑

“爬山调”传承人范芝兰、演员刁敏进

行交流时说：作为草原音乐人，大家

一起努力，走进基层、走进老百姓中

间，大力弘扬乌兰牧骑精神、大力弘

扬蒙古马精神，让内蒙古音乐更加精

彩。恳谈会上大家纷纷表示，要通过

各种平台宣传武川莜面走向全国市

场。

资深媒体人宋和平说，在传承中

华优秀文化过程中，非遗传承人立下

了汗马功劳，通过明星直播和媒体宣

传能够全面提振市场信心，这是大力

弘扬乌兰牧骑精神的实际行动，也是

践行内蒙古自治区工商联倡导的“暖

气热场促发展”的重要举措。内蒙古

味道、敕勒川味道走向全国、走向

世界，同时带动产业发展，需要西

贝莜面村这样的龙头企业，西贝

莜面村从内蒙古走向全国成为中

餐正餐第一品牌，每年采购像武

川莜面、草原牛羊肉、河套面粉等

内蒙古食材花费 10 多亿元，用实

际行动带动了内蒙古农牧业产业化

发展。

莜面是莜麦的面粉，以其营养丰

富、味道独特而广受食客的欢迎。“武

川是中国莜面之乡”，故有“武川莜面

甲天下”之说。武川莜麦的种植至少

有近千年的历史，明代学者杨慎在他

的《丹铅总录》中提到武川莜面：“阴

山南北皆有之，土人以为朝夕常食。”

莜麦适合高寒地区生长，千百年来成

为当地人重要的食物。

武川石磨莜面的传承人陈月换

通过资助农民购买籽种、牲畜，以高

于市价收购他们的莜麦，让自己的磨

坊基地和农民共同受益。“西贝汇通

农业科技”是一家专业从事杂粮、油

脂生产、加工、销售及出口贸易的高

科技企业；配备了世界一流的瑞士布

勒公司提供的先进面粉加工成套设

备，实现年处理 2万吨燕麦生产能力

的现代化生产线。

本报讯（记者 张鑫 齐美萍）6 月

17 日至 18 日，呼和浩特文旅广电局

组织相关媒体及旅行社一行开展黄

河大峡谷文旅融合品牌线路采线活

动。

据了解，黄河大峡谷文旅融合品

牌线路是呼和浩特文化旅游广电局

与清水河文化旅游体育局共同推出

的一条重点文化旅游线路。清水河县

境内明长城全长 150 多公里，本次采

线从明长城小元峁段出发，在老牛坡

感受红色教育传承红色文化，带动红

色旅游促进全域旅游，游青龙洞促进

生态旅游发展，最后探寻老牛湾感受

大河奔流的壮丽景观。

以黄河为界，南岸是山西省的偏

关县，北岸是内蒙古的清水河县，西

邻鄂尔多斯高原的准格尔旗，是一个

鸡鸣三市的地方。黄河从这里入晋，

内外长城从这里交汇，晋陕蒙大峡谷

以这里为开端，我国黄土高原沧桑的

地貌特征在这里彰显。历经数十万年

流水不断下切侵蚀而成的这段大峡

谷，是黄河大峡谷中最为典型的一

段。站在高处，只见两岸壁立千仞，河

水碧绿如翠。

黄河大峡谷旅游区位于清水河

县境的西南部，距清水河县城 57 公

里，距呼和浩特 154 公里，区域规划

面积 196平方公里。黄河大致呈南北

走向，从清水河县境西北喇嘛湾镇入

境途经宏河镇及窑沟乡、老牛湾镇，

到达国家重点水利枢纽工程万家寨

水库，流经县境内约 65 公里，黄河河

面宽 200-400 米。近 30公里的峡谷

段奇峰壁立、姿态万千，素有“北方小

三峡”的美誉。老牛湾黄河大峡谷旅

游区内文物古迹众多，自然、人文景

观皆美，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区域内

的老牛湾大峡谷、太极湾大峡谷、杨

家川小峡谷、明长城望河楼、黑矾沟

明清古瓷窑、飞来寺、伏龙寺、西叉文

化遗址、四座塔民俗村、老牛湾民俗

村等自然、人文景观都具有重要的资

源地位和巨大的旅游开发价值。

老牛湾黄河大峡谷旅游区以黄

河大峡谷、杨家川小峡谷两岸的自然

生态景观为主线，以地质遗迹、历史

文化、民俗风情为重点，打造峡谷旅

游和地质科普教育为一体的旅游胜

地，形成特色鲜明、独树一帜的经典

旅游品牌。旅游区定期举办黄河峡谷

文化摄影展、超级马拉松赛等活动，

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

的游人前来老牛湾景区游玩。

好景藏不住，游客慕名来，旅游

业改变了老牛湾。清水河县的老牛湾

自然村村长白润伟说，自来水通了、

农家乐火了、旅游码头修起来了、小

饭馆一家挨着一家开、外出打工的纷

纷回来了…… 如今的老牛湾自然村

家家有小轿车，外面的人还来我们这

里打工。2019年上半年，内蒙古清水

河县接待游客 28.2 万人次，旅游收入

达 9870 万元，同比分别增长 52.4%

和 49.7%。

通过此次实地采线，近期呼和浩

特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将和市内主要

旅行社共同推出适销对路、游客认可

的，以黄河大峡谷为主的涵盖周边主

要景区的 10条精品旅游线路，更好

的向国内外游客、旅行社推介宣传，

让壮美的黄河大峡谷景区呈现在世

人面前。

本报讯（记者 赵永光）6 月 20

日，内蒙古自治区 2020年绿色食品

宣传月暨放心农资下乡宣传活动在

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启动。

自治区农牧厅二级巡视员吴忠

岩表示，此次绿色食品宣传月活动，

是贯彻落实自治区农牧业农村牧区

高质量发展 10大行动计划，确保农

畜产品质量安全的一项具体举措，同

时，全面展示我区绿色食品发展培育

成果，传递和巩固绿色发展理念，打

造“亮丽内蒙古、绿色好产品”的品牌

形象。

自治区农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

管理中心主任李岩表示，本次活动以

“绿色生产、绿色消费、绿色发展”为

主题，希望借助宣传月活动，通过市

民广泛参与、体验，提升内蒙古优质

绿色食品的知名度、美誉度，让内蒙

古的优质绿色食品香飘全国。同时，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情况下，把优质

放心农资送到乡村牧区。

在启动仪式现场，设立了优质放

心农资产品展示区和绿色食品宣传

区。来自武川、清水河等贫困县的 60

余家绿色食品企业设立展位提供免

费品鉴，展示乳制品、牛羊肉、杂粮

杂豆、燕麦、胡麻油等富有内蒙古特

色的绿色食品，通过广大市民亲自品

尝，让大家进一步了解绿色食品，充

分体验绿色食品理念与知识，把优质

安全的绿色食品送到人民群众身边。

现场还组织了执法人员、农技专家、

技术骨干提供绿色食品知识、农

畜产品安全等咨询服务，发放相

关宣传资料，指导农牧民科学规

范使用农资，提高农牧民的质量安全

意识。

据了解，内蒙古自治区作为全国

较早启动绿色食品工作的省区之一，

至今已走过 27年历程。近年来，全区

上下坚持“质量兴农兴牧、绿色兴农

兴牧”理念，绿色食品事业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取得了长足发展。目前，全

区绿色食品用标单位达到 641 个，产

品总数 1478个，年产值 180 余亿元，

绿色食品规模位居西部省区前列；创

建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

地 47 个、面积 1692 万亩，基地面积

位居全国第二。

“现在种可不用犯愁了。”40 多

岁的胡国柱是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

布市察哈尔右翼前旗望爱村的种地

大户，说起种地，他滔滔不绝地讲起

了自己的种地经历。

6年前，胡国柱从邻近的旗县来

到望爱村，通过土地流转租下 600亩

旱田，种起了马铃薯。

乌兰察布市气候冷凉、土地贫

瘠，生态环境脆弱，粮食产量低而不

稳，深度贫困人口一度占内蒙古的

46.2%。而独特的气候和土壤条件却

成就了业界公认的马铃薯产业黄金

带，目前，乌兰察布市每年鲜薯总产

量约 450 万吨，被誉为“中国薯都”。

6月中旬，记者一行从北京出发，

乘坐 1 个多小时高铁到达乌兰察布

市后，转乘汽车前往望爱村。刚下国

道，起伏的山丘上，漫山遍野的马铃

薯嫩芽随风摇曳，黑色滴灌管道四通

八达。

记者见到胡国柱时，皮肤黝黑的

他正在地头的简易房前收拾大型农

用机械。

“农民种地原来没什么保障，丰

收了没销路，不丰收没产量，咋种都

是亏。”胡国柱回忆当初、感慨万分，

“如果没有来自北京的帮扶，我怕是

早就出去打工了。”

近年来，随着京蒙对口帮扶的不

断深入，如何让贫困群众稳定脱贫成

为来自北京对口帮扶干部的首要工

作。2016年，在北京挂职干部的大力

引荐下，来自北京的凯达恒业农业技

术开发有限公司落户乌兰察布市京

蒙合作产业园，围绕马铃薯做起了文

章。

在园区内的凯达公司，记者看到

300 多米长的生产线上，智能化、自

动化装备琳琅满目，一排排低温油浴

设备上还贴有各村的名字。

北京市挂职干部、察哈尔右翼前

旗副旗长卫问童说，2019 年北京市

投入京蒙帮扶资金 2960 万元购买油

浴设备作为 30 个当地贫困村的资产

托管，每年分红 300 多万元用于贫困

村集体经济。一手“扶”住了当地的龙

头企业，一手“托”起了当地最困难的

贫困户。

早在 2013 年，京蒙合作产业园

就已获批成立，目前已成为承接非首

都功能疏解和京津冀产业转移示范

园区，2019 年工业总产值 163 亿元，

共 181家企业落地生根。

“从首都来到‘薯都’，两地资源

优势实现互补。”内蒙古薯都凯达公

司副总经理王国平说，目前凯达一期

薯条加工厂已投产运营，去年收购马

铃薯 7万吨，截至去年底共带动建档

立卡贫困户 4343 人。

从前的“土蛋蛋”变成了如今的

“金蛋蛋”。

“现在手里有了凯达的大订单，

舍得浇水、舍得除草、舍得花钱。”胡

国柱说，今年他与凯达公司签订一级

种薯培育基地订单，以每斤 0.75 元

保护价收购，公司还派技术人员下地

指导。“播种、浇水、施肥全部上了机

械，种地比以前精细多了。”

望爱村党支部书记孟铎说，像胡

国柱这样的种植大户，不仅带来了土

地租金收益，更能促进贫困户就业，

村民在本地打工每天能赚 150 元左

右。

“切块一天 100 块，今年光切洋

芋块就赚了3600块。”村民段秀珍给

记者算了她家的账单。虽然脱贫了，

但是 65 岁的段秀珍已经干不了重体

力活。“原来穷得没办法、没本事，才

在家种地，如今在家种洋芋都发了

财。”

“产业帮扶重在因地制宜。”北京

市挂职干部、乌兰察布市副市长郑晓

博说，产业扶贫一端连着市场、一端

连着贫困户，如何实现优势互补、双

方共赢，关键在于让引进来的企业能

落地、能发展、能带动。

2019 年，乌兰察布市曾经的 8

个国家级贫困旗县共引导 35 家北京

企业落地，落实投资额 8.77 亿元；双

方共建产业园区 11 个，截至去年入

园企业 184 家，落实投资 4.96 亿元。

有订单、有劳力、有技术……有

了全方位的保障后，今年胡国柱一口

气购入土豆播种机、收割机、拖拉机

等 6台新型农用机械。“以前都是没

本事的人才留在村里种地，现在咱种

地都是‘挺着腰杆’种！” 据新华网

当前正是新冠肺炎疫情外防输

入、内防反弹最关键的阶段，乌拉特海

关建立健全外防内控机制，克服高温

天气不利影响，提升甘其毛都口岸验

放效率，在保持境外输入和自身感染

“双零”的前提下，力促外贸快速回暖。

5月份，甘其毛都口岸进出口货运量

达 112.04 万吨，环比增长 2.02 倍；征

收税款 1.62 亿元，环比增长 89.53%。

其中，进口煤炭 103.98 万吨，环比增

长 2.64倍。

乌拉特海关对进境货运车辆实施

全程闭环式管理，优化检测环节，强化

智慧监管，实现大宗资源性商品进检

验放无缝衔接，优进优出，加速通关。

同时，通过下厂走访、问卷调查、线上

答疑等多种形式，及时了解企业的运

营动态，回应企业诉求，先后对 16 家

重点税源企业进行“一企一策”精准帮

扶。通过完善企业管理台账、延长通关

时间、实时通报运输车辆过境信息和

推送最新规范申报要求和税费征管新

政等手段，缓解企业货源不足、融资困

难等问题，为企业降本提效。

目前，甘其毛都口岸日均验放进

出境货运车辆 700 余辆次，复工复产

外贸企业达 40 家。另据海关统计，1

至 5 月，口岸进出口货运量 345.5 万

吨，进出口贸易额 52.1 亿元。

据《内蒙古日报》

推动“莜莜”岁月新节奏
乌兰图雅“直播武川”支持非遗、暖企热场

讲好“黄河故事”，沿着这条线路打卡景观、民俗！

2020 年内蒙古自治区绿色食品宣传月
暨放心农资下乡宣传活动在和林格尔县启动

AISHANGNEIMENGGU

首都帮“薯都”农民挺起了“腰杆”

甘其毛都口岸进出口
货运量环比增长 2.02 倍

记者从近日召开的阿拉善盟重

大项目联席会议第一次会议上了解

到，2020 年阿拉善盟计划实施重点建

设项目 110 个，总投资 1080 亿元，年

度计划投资 190 亿元。截至 6 月 3

日，已开复工项目 74 个，开复工率达

67%，较去年同期提高 7个百分点；完

成投资 22.4 亿元，完成年计划的

11.8%，较 4月末增加 9.7 亿元。

此次会议深入贯彻落实自治区

推进高质量发展重大项目建设动员

会精神，针对阿拉善盟在建、待建项

目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研究解决措

施，着力推动阿拉善盟重大项目建设

提速提效。下一步，阿拉善盟将紧盯

项目推进过程中的堵点、痛点、难点，

“挂图作战”推动各项工作不断向前。

抓住项目要素配置的关键环节，加快

组建重大项目分领域推进工作专班，

建立项目管理联动机制。加快“多规

合一”建设工作进度，提高“一张蓝

图”统筹项目实施效率。重视培养领

办、代办员队伍，在阿拉善盟、各旗区

政务服务局设置项目综合服务区，建

立前期项目生成机制，加强部门间协

同联动，实现各类项目跨级、跨部门

的联审联办。完善投资额等指标量

化体系，着力补短板、强弱项、优

结构，抓好“两新一重”项目谋划

储备，建立重大项目储备长效机

制。强化正向激励和反向倒逼，加

大重大项目考核和通报力度，切实提

高项目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的工作积

极性和自觉性，全力以赴解决制约项

目建设的瓶颈，克服疫情影响，加速

重大项目建设，奋力完成全年项目建

设目标任务。

何晓琴 张静 郭冠楠

完成投资 22.4 亿元！
阿拉善盟 110 个重点建设项目

开复工率达 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