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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公益广告 GUANZHU窑GONGYIGUANGGAO

z只争朝夕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战

HIZHENGZHAOXI JUEZHANJUESHENGTUOPINGONGJIANZHAN

本报讯（记者 张鑫）9 月 14 日，

2020（第九届）中国国际生态竞争力

峰会新闻发布会在呼和浩特举行。主

题为“创新绿色发展、共赢美好未来”

的峰会将于 9 月 20 日至 21 日在呼

伦贝尔市举办。届时，来自国家有关

部委、外国驻华使领馆、海外工商机

构、商协会以及世界 500 强企业、生

态企业、知名学者等近 300 名代表将

出席活动并交流合作。

记者了解到，2020（第九届）中国

国际生态竞争力峰会将设置多场平行

活动，包括“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城镇可持续发展论坛、新科技? 新文

旅? 新业态国际合作论坛、2020 最具

生态竞争力城市及企业推介、内蒙古

绿色产业洽谈会等。并举行民族文艺

展示、呼伦贝尔非遗文化精品展、呼伦

贝尔特色物产展等配套活动。会后调

研西山自然保护区、民族文化产业创

业园、世界五百强德国博世集团全球

最大的冬季试车中心、世界冰雪之都

牙克石等，体验呼伦贝尔独树一帜的

资源和优势，为企业发展提供广阔的

空间和机遇。

中国国际商会综合业务部副部长

汲琳介绍，本届峰会参与规模广泛、

国际化程度高。中国贸促会、中国国

际商会、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和内蒙古

自治区政府领导将出席峰会，国内外

知名企业代表，来自日本、印度、韩国、

蒙古国、冰岛、印度尼西亚、墨西哥、斯

里兰卡、毛里求斯、佛得角、莫桑比克

等 30余个国家的驻华使馆、国际组

织嘉宾将参加峰会。

呼伦贝尔市市长姜宏市介绍，

2019（第八届）中国国际生态竞争力

峰会去年 9 月 9日至 10 日在呼伦贝

尔市成功举办，为呼伦贝尔借鉴国

内外先进经验、推动生态文明建

设搭建了重要平台、提供了有利

契机，借助这一平台，全方位展示

了呼伦贝尔的生态价值、生态文

明建设成果，以及城市发展的生

机和活力，峰会受到了广泛关注、

引起了强烈反响、取得了圆满成功。

峰会给呼伦贝尔带来了重大机遇和深

刻影响，进一步奠定了呼伦贝尔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的坚实基础。

姜宏表示，呼伦贝尔将深入总结

2019（第八届）中国国际生态竞争力

峰会成功经验，切实巩固成果、狠抓落

地落实，借助 2020（第九届）中国国际

生态竞争力峰会再次在呼伦贝尔举办

的有利契机，把握机遇、乘势而上，奋

力开创美丽富饶和谐安宁呼伦贝尔建

设新局面。

同时，呼伦贝尔将珍惜本届办会

机遇，严格落实国家贸促会的安排部

署和自治区政府的工作要求，坚持

“高质量办会、办高质量会”原则，

紧扣“安全办会、绿色办会、节俭

办会”目标，按照“注重细节、精益

求精、安全有序”思路，强化统筹协

调、细化实化方案、提升服务能力，力

争将第九届峰会办出特色、办出成效、

办出水平。目前，峰会各项筹备工作

已全部就绪。

2020 中国国际生态竞争力峰会
将在呼伦贝尔市举办

“创新绿色发展 共赢美好未来”

又到一年秋草黄。眼下，内蒙古自

治区锡林郭勒草原上的牧民正忙着秋

收。他们打草、捆草、拉草，为牲畜越

冬做储备。

记者走访发现，以往一些地方把

草场“打光剃净”的现象没有了，越来

越多的牧民注意割草留茬高度、保留

草籽繁育带，更加重视草原生态价值，

为来年春季牧草生长创造更好条件。

在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呼热

图淖尔苏木（乡）扎格斯太嘎查（村），

牧民们娴熟地操作着割草机、拢草机

和捆草机，经过收割、归拢和扎捆，形

成一个个重约 15公斤的方草捆。

见到 33 岁的扎格斯太嘎查牧民

新塔本时，他正在自家草场与打草队

商量打草范围、预留草籽繁育带等细

节。“去年打过草的地方，今年就不打

了。割草留茬高度要大于 6厘米。”新

塔本说，以前为给牲畜多储草，打草时

总想“吃干榨净”，却对草原不好，这几

年政府指导牧民合理打草，草场变好

了，牧草产量也增加了。

新塔本承包 5000 多亩草场，其

中有 1000 多亩是打草场，养了 100

多只羊。“今年草原长势好，估计能打

30多吨草，再准备些青贮和饲料，差

不多够家里的羊过冬度春。”他说。

近年来，锡林郭勒盟不断加强天

然打草场保护利用，科学确定牧草收

割时间，保障草籽成熟落地，并对割草

方式、留茬高度、耧耙要求做出详细规

定。科学合理打草观念日益深入人心。

为在打草期间更好地保护草原生

态，今年，锡林浩特市毛登牧场更新打

草设备，加宽设备作业面，以减少机械

设备对草原碾压次数。

“我们还引进垛草机，把打好的草

用垛草机垛到路边，大车在路边装草，

这样也减少了大车对草原碾压造成的

生态破坏。”毛登牧场场长杨海说。

加强天然打草场保护利用只是锡

林郭勒盟不断加大草原生态保护力度

的一个缩影。近年来，全盟划定 60%

的区域为生态保护红线，并对 22.1 万

亩退化草场实施围栏封育、牧草补播、

喷施有机肥等修复措施，加上今年夏

季降水丰富、气温适宜，牧草长势、产

量等指标好于往年。

锡林郭勒盟草原工作站副站长崔

志刚介绍，今年 8 月草原生产力监测

结果显示，全盟牧草平均盖度达

50%，同比增长 9.8%；牧草平均高度

为 23.5 厘米，比去年提高 4.5 厘米；

牧草亩产量达 56.4 公斤，比去年增加

11.5 公斤。

任军川 于嘉 彭源

锡林郭勒草原牧民“秋收”算起“生态账”

眼下，正是大蒜收获季节。在

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吉生太镇本

坝行政村的田间地头、仓库里飘

来阵阵蒜香，村民们正抓住近日

晴朗天气，加紧采挖收获大蒜，田

间地头一派大蒜喜获丰收的热闹

景象。2020年，四子王旗吉生太

镇本坝行政村的特色产业———大

蒜将成为该村农民增收致富的有

效途径。

产业扶贫是贫困人口脱贫致

富的基础支撑，也是脱贫攻坚的

重点和难点。近年来，吉生太镇党

委政府紧紧围绕贫困群众持续增

收这条主线，从加快转变农业产

业结构入手，因地制宜，瞄准市场

行情发展特色种植、养殖，努力增

加群众收入，全力以赴地抓好产

业扶贫。

之前，四子王旗吉生太镇一

直以传统种植业为主，产业结构

单一，村民们种地没有积极性。为

帮助本坝行政村村民增收，镇党

委政府与驻村工作队反复研究探

讨、创新工作思路、精准施策改变

传统种植模式，及时调整种植结

构，帮助拓宽

致富门路，鼓

励村民发展特

色种植产业，

引导他们大力

发 展 大 蒜 种

植，同时为他

们提供技术支

撑，确保村民

在家门口就能

创收，让农户

实现稳定脱贫。

据了解，大蒜素是天然的防

癌食品，而且吃大蒜具有杀菌消

毒的作用，可以预防一些流行性

的疾病，大蒜含有蛋白质，脂肪以

及维生素，可以促进食欲，帮助消

化。另外，还可以杀灭口腔当中的

有害细菌等。大蒜从苗到根都是

菜，且一年四季都有较大市场需

求。

目前，吉生太镇本坝行政村

大蒜种植已在全村全面铺开，共

涉及 50多户大蒜种植户，种植最

多的一户上达 4亩。预计一亩能

产 1000 多斤，一亩可卖 1 万多

元。这个经济账，种植大蒜的农户

们算在嘴上、美在心里。

为解决群众的后顾之忧，驻

村工作队还积极帮助种植户联系

收购方，确保大蒜种得出来卖得

出去。现如今，大蒜价格行情正值

高位，村民种植的大蒜丰收在即，

创收增收已基本成为定局，小小

蒜头托起了本坝村农民广阔的致

富路。 陈琳 张蜀雁

美丽乡村入画来———
走进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

小小蒜头托起农民致富路

近日，呼和浩特市回民区攸攸板

镇东乌素图村、赛罕区黄合少镇石人

湾村和托克托县河口管委会郝家窑村

成功入选第二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

名单。

东乌素图村：
飘满杏花香的休闲乡村

对于许多呼和浩特人而言，提起

东乌素图村，第一映像便是沁人心脾

的杏花香。

东乌素图村依托“大杏”这一具有

较高经济价值的农作物和特有的山村

风貌，将农业观光园、农家乐、采摘园

等极具吸引力的旅游观光产业相结

合，走观光、度假、休闲、餐饮、采摘一

条龙式的产业经营模式，围绕农家乐

打造休闲产业群，形成以 8.3 公里村路

为经络，以古树广场、小木屋群、登山

步道为节点，以 58 家各具特色的农家

乐为依托的乡村休闲旅游带，并成功

举办了多届杏花节和采摘节。

每到杏花节，游客们沿着村路赏

花、拍照，漫步古树广场，伴着杏花香

踏上登山步道，体会自然带来的宁静

与美好；每到采摘节，游客们拎着篮子

采摘香甜的杏子，坐在村中的小木屋

里休憩，品尝刚刚采摘的新鲜大杏儿，

感受美丽乡村带来的实实在在的获得

感、幸福感。

石人湾村：
湿地上的生态村
石人湾村地处赛罕区东南部，因

有辽代石人雕像而得名，这里依山傍

水、环境优美、景色宜人。

据了解，石人湾村辖区内有 63

万多平方米的天然沼泽湿地，还有

约 5 公里长的清泉水不息流淌，万

亩生态林基地更是锦上添花。良好的

生态环境让石人湾村获得了巨大的

“生态红利”，如今，这里已经成为呼和

浩特老百姓最爱“打卡”的“网红村”之

一。

郝家窑村：
葡萄甜香黄河鱼鲜

托克托县郝家窑村在 2017 年就

曾获得“中国美丽休闲乡村”之称，这

里的黄河鲤鱼、葡萄、辣椒远近闻名，

随着托克托县沿黄休闲观光经济发展

规划的持续推进，这座黄河沿岸的古

老村庄正在焕发着新活力。

近年来，郝家窑村围绕草原、黄

河、沙漠、湖泊、山梁等自然风光，结合

民族风情、民俗文化、历史文化等特

色，对主要旅游景点和度假区规划控

制，形成特色鲜明的旅游产品，延续历

史脉络，体现自然、人文景观和乡村特

色，并以此产生旅游的集聚、带动和辐

射作用，实现优势互补，进一步推进与

周边区域的互联互动。

刘丽霞

郝家窑村民俗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