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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5 日，端午佳节粽香情浓，

举家团圆。内蒙古自治区园艺院葡萄

研究员刘俊一行三人却放弃休息时

间，来到赛罕区榆林镇红吉讨号村，在

田间地头为葡萄种植户讲解葡萄生长

养护知识，并对葡萄如何剪枝加以示

范。农户就自己在种植过程中遇到的

问题进行咨询，刘俊教授耐心为农户

作以解答。

据了解，刘俊教授共主持参加了

国家自治区葡萄科研项目 6项，已经

完成 4项，在研项目 2项。重点项目

“内蒙古有机葡萄标准化产业体系研

究”经过 3年的科学研究，目前已进入

有机测试认证阶段。计划 3-5年内在

自治区实现万亩有机葡萄推广示范

田。培训农户开展庭院葡萄种植，脱贫

致富。而红吉讨号村为助力乡村振兴，

打造“一村一品”特色产业，通过采摘、

消费推动乡村旅游，根据当地的生态

环境、气候天气、土壤水质情况想发展

葡萄产业，这一思路恰与刘俊教授“推

广万亩有机葡萄”的思路不谋而合。刘

俊教授经多次考察调研，认为红吉讨

号村属于二级水源保护地，没有受到

任何污染，在这里种出来的葡萄才堪

称是有机绿色。

2018 年冬天，红吉讨号村特邀刘

俊教授在村委会会议室给村民讲解葡

萄种植，从品种、技术等各方面普及葡

萄知识。2019 年，红吉讨号村村委会

向 11户庭院葡萄种植户（其中 5户残

疾人，2户贫困户，4户村干部）免费提

供了葡萄苗，每株葡萄苗 50 元，每户

提供了 5株。种植大户 3户共计种植

6.3 亩，葡萄种植规模初现。红吉讨号

村第一书记李海瑞告诉记者：“现在农

产品的质量安全问题越来越引起国家

的重视，有机葡萄不施化肥、不喷农

药、不用除草剂，是葡萄产业发展的重

要方向。所以我们村准备响应国家农

产品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大力发展葡

萄产业。我们从去年开始种植，今年已

经挂果，预计明年就会丰产。有刘俊教

授这样的首席专家亲自指导，我相信

红吉讨号村有机葡萄种植一定会形成

特色产业。”

齐美萍

本报讯 6 月 24 日，朗风丽日又

恰逢端午节即将到来，媒体一行走进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榆林镇进行采风。

分别深入体验了潮岱村“稻蟹共生”发

展新模式、河南村美丽乡村建设、榆林

村特色旅游孔雀聚义山庄、二道河村

小黑河段自然风光等。

榆林镇地处呼和浩市的东大门，

与乌兰察布卓资县交界，是铁路、公

路、航空进京方向的大通道，全镇辖

21个行政村和 1 个居委会，户籍人口

2.4 万人，面积 243 平方公里，是一个

以种植业为主体的农业建制镇。近年

来，榆林镇牢牢把握“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深刻内涵，深刻理解习总书

记“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

的重要论断，切实承担起“二级水源保

护地”的责任，从全镇经济社会实际出

发，探索出来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的新路子。结合脱贫攻坚，发展产

业振兴，在全镇领域发展特色种植养

殖。不断扩大优质马铃薯、向日葵、大

蒜、中药材、稻田蟹等特色种养产业规

模，形成了“一村一品”特色产业发展

格局。

在潮岱村“稻田蟹”的种养殖基

地，记者看到寸把高的稻秧倒映水中，

油油泛绿，田里小螃蟹蠕蠕横行在水

底划出一道道浅痕。稻田对面巨大的

蓄水池把从机井里抽出来的水调至适

合温度，再流向稻田。“螃蟹今年因为

天气凉个头不是很大，但天热了长大

也很快。2019 年虽然螃蟹产量低，但

是口碑很好，回头客特别多，市场反馈

很不错，今年潮岱村共种植水稻 150

亩，投放“稻田蟹”苗 4000 斤，预计螃

蟹产量 1.5 万斤。按照河蟹每斤 40 到

60 元的平均价格，预计每亩收入达

5000 元左右，再加上稻米的收益，蟹

田的综合效益非常可观。”呼和浩特市

华飞种养殖专业合作社法人庞建华告

诉记者。

河南村振兴乡村从建设美丽乡

村、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入手，伴随着

“千村示范、万村行动”工程的启动实

施，成为赛罕区首批打造的六个“示范

村”之一。河南村的大街小巷干净整

洁，柏油路四通八达，家家户户都安装

了光伏发电设备和冲水厕所，比起过

去，河南村村民简直是幸福指数爆棚。

记者走进最美人居环境示范户的赵计

娥家，只见院里果树枝繁叶茂，果实累

累，鲜花点缀其间缤纷美丽。院里齐齐

矗立着一排光伏板供全家日常用电，

也带动着新安装的空调。两节采暖设

备放在家门口待安装。“这套采暖设备

利用光伏发电，冬天不用烧煤炉每年

至少省 3吨煤，减少空气污染，家里干

净多了。示范户先带头使用，村民看到

好处以后才会跟着改变，村里类似的

转变工作都是以这种方式进行的。”河

南村第一书记苏依勒告诉记者。

记者来到孔雀聚义山庄已近中

午，正赶上放飞孔雀。伴着悠扬动听的

葫芦丝音乐，一只只孔雀翩然飞落地

面啄食玉米，美丽的仪态，鲜亮的尾

羽，引得观众阵阵惊叹，竞相拍照。孔

雀聚义山庄毗邻呼和浩特市青少年足

球训练基地，距离市区 20 公里，三面

环山,环境优雅宁静，空气自然清新，

绿荫下散养鸡、鸵鸟在笼中悠然踱步，

通道上七彩风车迎风飞转，自然质朴

的乡村风貌中体现着浓浓的现代气

息。据了解疫情以后，市民自驾游来到

这里住宿、餐饮、摄影、娱乐、采摘、休

闲、种植、观光，既亲近自然又放松了

心情。

行至二道河小黑河段，二道河党

支部书记李付俊向记者介绍道：河两

岸绿树成荫，每到节假日市民就来此

烧烤，哗哗水流日夜不息，人们索性支

起帐篷在这里过夜。怡人美景，淳朴民

风，在榆林镇更能感受到风光这边独

好。 齐美萍

本报讯 6 月 25 日，以“同心

同行梦圆小康”为主题的 2020

年呼和浩特市节假日精品演艺、

文创和非遗进景区活动在莫尼

山非遗小镇隆重举办。呼和浩特

市文化旅游广电局调研员张继

龙、呼和浩特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中心副书记张丽等领导出

席了活动。

“越罗衫袂迎春风，玉刻麒

麟腰带红。楼头曲宴仙人语，帐

底吹笙香雾浓”，随着一曲大气

恢弘、庄重圣洁的音乐响起，内

蒙古朗诵协会舞蹈团带来的精

彩舞蹈《汉服表演》拉开了帷幕。

长袖如练，衣袂飘飘，盈盈巧笑、

温婉如水的江南女子身着华美

汉服仿佛将时空拉回到过去。内

蒙古朗诵协会舞蹈团团长李澜

下台以后激动地说：“两千多年

来，飘香的端午和不朽的诗人屈

原一路相伴，他那爱国情怀、浪

漫诗篇，已经化为民族的文化与

精魂，深深地刻在我们每一个人

的心中，我们精心排练了一个多

月，将这样一个节目呈现给观

众，表达了我们缅怀和敬仰爱国

诗人屈原的心情。”接着，“威风

锣鼓”“舞龙舞狮”“赛龙舟”等极

具呼和浩特地域性、民族性特色

的非遗代表性项目及民俗项目，

更增加了端午的节日气氛，《魔

术表演》诙谐有趣，充满惊奇；现

代舞《党旗更鲜艳》让人深深体

会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

国，就没有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

……

台上节目精彩纷呈，台下市

民们积极互动参与踢毽子小游

戏赢五彩绳；包粽子、制作香囊、

点雄黄酒、淋沐兰汤。只见景区

工作人员用毛笔沾取雄黄浸泡

的黄酒，点在人们的额头、耳朵、

鼻子、手心等地，寓意远离毒虫，

消灾防病；给小孩子佩戴香囊或

者荷包，寄托辟邪、远离瘟疫，另

外是一种很好的点缀装饰物；用

清水浸泡艾草的沐兰汤，淋洒在

身上，寓意消除疾病、驱除晦气、

招福、身体健康以及好运气；人

人动手包粽子，现场气氛喜悦而

祥和。

据悉此次活动是为贯彻落

实中央及自治区全面推进复工

复产工作精神，做好“六稳”工

作，落实好“六稳”任务，推动文

化和旅游高质量融合发展，推动

文化和旅游行业复工复产，拉动

文旅消费，提振市场信心，让人

民群众更好地享受到艺术、文

创、非遗文化的魅力。活动于 6

月 25 日开始至 7 月 5 日结束，

为期 11 天，共开展 21 项活动内

容。届时，将有包括精品演艺、文

创产品展览展示展销及非遗精

品项目展演等多项活动同步开

展，旨在多角度展示自治区文物

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成果，

进一步提升自治区全社会保护

文化遗产意识，营造文化遗产保

护传承、发展利用的良好氛围。

本次活动由呼和浩特市文

化旅游广电局主办，中共呼和浩

特市回民区委宣传部、呼和浩特

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呼

和浩特市回民区文化体育局、呼

和浩特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促进会、回民区文学艺术界联合

会、内蒙古新思路文化艺术发展

有限公司、莫尼山非遗小镇承

办。

齐美萍

6 月 26 日，乌海市原书画院舞台

上几案横陈，清音绕梁。乌海市传统插

花艺术家李志平身着洁白素雅的中式

长裙端坐案后，在一曲悠扬舒缓的草

原舞蹈伴舞下，静心插花。她用木质花

篮儿放着粽子，小花瓶插一枝小菊祈

求平安连年，旁边的一个，盘中插着蒲

苇和狗尾巴草，象征宽阔的草原。优美

的蒙古舞蹈和悠扬的蒙古歌曲，令人

仿佛置身内蒙古大草原，流连忘返。这

幅名为《端午安康》的作品既祝福草原

人民幸福安康，又为 2020 年端午节

乌海市精品演艺、文创和非遗进景区

系列活动增添了亮色。

据了解，传统插花自 3000 年前

春秋战国时就有印迹，诗经有记载：维

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芍药。明朝

袁宏道瓶插花著作：《瓶史》。清代李渔

的著述《闲情偶寄》中关于撒的描写，

为传统插花证实了明清时代插花的固

定方法。自清朝末期一百多年以来，

受战乱、政治因素影响，传统插花

技艺处于断档停滞状态。直到

1978 年改革开放，插花花艺才又

逐步回暖。2006年中国传统插花通过

了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申请，从

此，中国传统插花走上快车道。2008

年 6月 14日，中国传统插花技艺经审

批进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王莲英、秦魁杰、蔡仲娟等几位国家级

花艺大师功不可没，他们为中国传统

插花历史的挖掘与传承做出了不可磨

灭的贡献。

李志平自幼喜欢侍花弄草，她对

大西北的山、石、树、花、草有着很深的

情感，在接触到传统插花艺术以后，对

插花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师傅领

进门，修行在个人”，她先后向宗春兰、

王莲英、谢晓荣、张超、刘若瓦等传统

插花界名师学习，艺术水平日臻成熟。

2017 年，李志平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

赴马来西亚参加“花中说禅”WOA 第

一届国际东方花艺交流；2019 年参加

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以天堂鸟、

格桑花、大丽花、小菊、松、鸢尾、马兰

花为素材，创作了《畅想草原》，作品

线条自然、意境优美、气势磅礴、昂扬

顿挫，一举夺得了金奖。同时，她还参

加了博览会第二季赛事，分别囊括了

两银、四铜等奖项，并获得了证书；

2019 年她参加了广州国际花卉艺术

展暨中国插花花艺展，作品《花开新时

代》以“草原牧歌 -礼赞中国”为主题，

向“花城”市民展现了浓郁的草原特

色，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

年献上了草原儿女的祝福。随着传统

插花技艺日臻成熟，她更执着于插花

技艺的研究与开发推广，创立了静蕊

花艺。下一步她将采取成立传统插花

工作室、在乌海公园举行插花表演、茶

艺和插花相结合、书法和插花相互融

合等方式，提升乌海市传统插花艺术

水平。

乌海市群众艺术馆书记张凯在活

动结束后发表了意见：“此次传统插花

以单人舞表演与插花技艺相结合的方

式，具有很强的观赏性，这种传统文化

深受老百姓的喜欢，希望插花技艺能

让更多老百姓了解和喜爱。”内蒙古乌

海市工艺美术协会会长张丽君说：“李

志平老师在传统插花上有着精湛的技

艺和独特的创新。希望在李老师的带

动下，我们乌海传统插花技艺发扬光

大，有更新的插花艺术走进百姓生

活。”

齐美萍

为有力推动河套全域绿色有

机高端农畜产品生产加工输出

基地建设，五原县在塔尔湖镇建

成占地 5000余亩的大田作物示

范园，通过引进种植高油酸花

生，有效提高大田种植效益，加

快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在塔尔湖镇联丰村的金伯

利农场大田作物示范园里，工人

们正在对高油酸花生幼苗进行

日常管护。目前，花生幼苗葱郁

粗壮，长势喜人，预计 9 月中下

旬收获，亩产 400—500斤，效益

可达 3200 元。

五原县农牧和科技局科技

人员介绍，在种植过程中，主要

采用水肥一体化和四控技术，通

过一系列措施能够有效提高高

油酸花生的产量和含油量。

今年，五原县引进郡鼎农业

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与内蒙古金

伯利农场有限公司，在塔尔湖镇

联丰村、胜丰村流转土地 5000

余亩，投资 3100 万元种植高油

酸花生。该品种为冀花 16，因河

套地区独特的土壤条件及光照

充足，能充分满足高油酸花生长

达 129 天的生育期，发展高油酸

花生产业前景广阔。该示范区采

用“公司 + 基地 + 订单”的生产

模式，由五原县郡鼎农业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与内蒙古金伯利农

场有限公司共同经营管理，郡鼎

公司负责园区的土地流转、资金

筹措和生产资料购置等工作，金

伯利农场负责园区的全程种植

技术指导、社会化服务、订单与

市场销售对接、品牌授权与运营

等工作。大田作物示范园的建

成，能够有力的推动河套全域绿

色有机高端农畜产品生产加工

输出基地的建设，通过引进新品

种，推广新技术，提高农业生产

效率，加快推进塔尔湖镇现代农

业发展步伐，构建现代农业生产

体系。 来源：内蒙古农牧厅

专家教种葡萄 端午田间支招

榆林镇处处美景邀你近郊游

五原县天吉泰镇二合永村

“天赋河套”标准化种植园区建成

以来，通过搭乘“天赋河套”品牌

快车，着力推广新技术，运行新模

式，倡导新理念，全力将“天赋河

套”标准化种植园区打造成农旅

融合发展的天吉泰镇现代农业示

范区。

园区以现代农业发展为方

向，完成与“天赋河套”农产品区

域公用品牌接轨，全面助推项目、

资源整合配套，建设起 1400 亩集

大棚果蔬、有机小麦、红早酥梨、

吉祥红辣椒、大架西红柿等 12个

“天赋河套”单品种植示范基地，

形成种植、加工、包装、销售于一

体的绿色产业。

园区内五原县农科局科技人

员全程种植技术指导，严格执行

农业标准化种植，引进增施有机

肥、黄河水澄清、膜下滴灌、水肥

一体化、起垄高畦栽培、搭架、吊

蔓立体栽培等 30多项新技术。通

过示范引领，将新技术广泛推广，

助推农业增产增效，农民增收。

通过绿化、美化园区景观设

置，实现农区变景区、田园变公

园，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旅游观光。

创新开展镇领导、干部直播带货

活动，实现产供销全链条的畅通，

为特色农产品赋能，提升经济收益。

引入亩均收入论英雄概念，

在田间地头建成“天赋河套”农产

品展厅，完善“两品一标”和品牌

认证，实现园区农产品全程质量

可追溯。计划用 3 年时间实现亩

均一、二、三产综合效益达到 2万

元以上，用亩均产值说话，切实增

强农户发展绿色现代农业的信

心。 来源：内蒙古农牧厅

五原县天吉泰镇二合永村
“天赋河套”标准化种植园区“功能多”

“小伙子，谢谢你把脱贫攻坚政策

这么仔细的讲解给我听，让我对以后

生产生活更加有信心了。”6月 17日，

扎赉特旗巴彦乌兰苏木为全面激发贫

困群众内生动力，打通政策到户最后

“一厘米”，由苏木团委牵头组织政策

理论宣讲服务队和助农志愿服务队的

青年志愿者开展脱贫攻坚政策到户宣

讲活动。

青山脚下，身着红色马甲的青年

志愿者走进玛拉吐嘎查贫困户包巴依

拉家中，为一家人详细讲解脱贫攻坚

政策。多年收益于脱贫攻坚好政策的

包巴依拉 2018 年摘下贫困“帽子”，如

今的她开了一家小饭店，小店内陈列

摆设都展示当下生活的欣欣向荣。包

巴依拉看到青年志愿者的到来十分激

动的说道“脱贫攻坚政策给我们家带

来特别多的改变，但是我们两口子没

啥文化，有些政策我们听都听不明白，

这帮年轻人啊都有文化，讲起来头头

是道还很接地气，我就一下子都明白

了”。

巴彦乌兰苏木团委书记白智慧介

绍：“本次志愿服务活动，不仅为苏木

脱贫攻坚注入新鲜能量，而且也能更

好带动我苏木团员青年积极投身于志

愿服务中”。据了解，为了将脱贫攻坚

政策真正送到贫困群众手中和心中，

每个青年志愿者经过统一培训，熟练

掌握脱贫攻坚政策理论知识和贴近群

众的讲解技巧，助力脱贫攻坚。

巴彦乌兰苏木团委为发挥广大青

年的智慧和力量，鼓励动员全苏木团

员青年积极投身于苏木理论宣讲、助

农、文化传送等九个服务队，现全苏木

8 个嘎查团支部书记担任志愿服务队

长，共近 100 名有志团员青年投身于

全苏木的志愿服务中，为建设文明向

上的巴彦乌兰贡献青春的力量。田华

热爱花解语 匠心奖添彩

青年志愿者为脱贫攻坚注入“鲜能量”

莫尼山非遗小镇隆重举办“同心同行梦圆小康”

呼和浩特市节假日精品演艺、
文创和非遗进景区活动

塔尔湖镇：建设大田作物示范园
加快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为进一步提升科右前旗甜

菜单产稳定性，国家糖料产业技

术体系试验示范项目（甜菜）试

验示范播种工作在科右前旗俄

体镇正式启动，兴安盟农牧业科

学研究院甜菜团队、科右前旗农

业科学研究所所长徐红茹团队、

荷丰糖业种植技术专家赵国辉

团队参加启动仪式。

国家糖料产业技术体系洮

南综合试验站站长王清发结合

实地考察和调研，为科右前旗

量身设计了甜菜品种对比和

除草剂防治效果对比试验。试

验采用浅埋滴灌机械化直播

栽培技术，主要试验示范品种

为 SV1588，错期施药及错期

不同施药量试验，均在此品种

上进行；主要展示品种为

SR-411、SX1517、H809 等 28

个品种。

此次试验示范成果将为甜

菜种植户增产增收,进一步扩大

糖料体系产业在科右前旗甜菜

的发展贡献重要力量。

来源：科右前旗农牧和科技局

国家糖料产业技术体系项目（甜菜）
试验示范田在兴安盟俄体镇正式开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