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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一头牛，吃喝不用愁；人均

两头牛，买车又住楼；人均三头牛，小

康富流油！”这是在兴安盟突泉县突泉

镇各村广为流传的养牛致富的顺口

溜。

清晨，当第一缕阳光洒向突泉镇

大地时，突泉县突泉镇南厢村集体牛

舍的工人常凤起走进牛棚，准备草料、

喂食加水、清理圈舍……自从被雇用

到村集体牛舍务工，他每天都在忙碌

中度过，每年可获得工资 5万元。

2020 年 11 月，突泉镇南厢村在

上级组织部门的帮助下谋划了一件

“大事”———整合专项资金 125 万元，

购进带犊安格斯基础母牛 52头，自此

解锁了带领全村群众发家致富的“幸

福密码”。

“养殖安格斯牛最大的特点就是

‘短、平、快’，周期短、见效快、收益高。

现在养殖 2个多月了，最大的有 600

多斤，预计再有一个月牛犊能陆续落

地，按照现在的市场行情，刚产下的一

头牛犊卖价便高达 6000元！”南厢村

党支部书记王兴华再次来到集体养殖

基地，查看肉牛的生长情况。

虽然南厢村集体牛舍刚刚起步经

营，但村集体经济年初实现“开门红”，

却是毋庸置疑之事。

清扫牛舍、喂料蓄水、铡草清粪

……天色渐暗，突泉镇南厢村的刘连

忠仍在自家牛棚里忙碌着。两年前，他

手握 5万元“牧业再造突泉”专项贷

款，在一番精心挑选下，购进了 4头基

础母牛。两年时间，他在村产业指导员

的帮助下，兢兢业业饲养母牛。如今，

他已拥有了 12头肉牛，成了远近闻名

的“牛状元”。

“前段时间刚卖了 2 头牛，赚了

25000 元，现在还剩 10 头肉牛，它们

可是我的‘摇钱树’，咱能致富都是它

们的功劳。”看着自家的“致富功

臣”，刘连忠很是激动。难以想象，

两年前刘连忠还是个收入微薄的

普通农户，正是在村里养殖热潮的带

动下，他才加入了“养牛大军”，开启了

致富旅程。

由于近年来肉牛市场持续稳定向

好，再加上政府的一系列如技术服务、

诊疗免疫、保险补贴等“保姆式”鼓励

政策，刘连忠的“牛”生意像滚雪球似

的越做越大，两年实现牛存栏量翻两

番，靠着勤劳肯干走出贫困阴霾的他

成了村里当之无愧的致富带头人。

胡日查 高敏娜 王东

南厢村“牛”起来的“幸福密码”

南厢村集体牛舍的安格斯牛

走进内蒙古新雨稀土功能材

料有限公司，上千平方米的全自动

高纯稀土纯化车间内，只有 1名技

术人员在例行巡视，这种“关灯生

产”的场面，已经成为这里的常态。

据了解，该车间于 2017 年进

行了自动化升级改造，依托年

分离 3000 吨的国内首家轻稀

土全分离纯化自动化工业生产

线，采取连续萃取、多级萃取工艺

技术，把混合的氯化稀土转化为单

一稀土产品，纯度可达 99.999%以

上，技术水平达到国内第一、国际

领先。该产品是制备超高纯、低杂

质稀土特殊化合物的基础原料，可

以满足催化、医药、农业、化工等领

域的应用。

“企业在稀土高新区的大力支

持下，投资近亿元加大科技创新力

度，在高纯稀土和稀土抛光领域取

得突破性进展，产品技术水平可在

国际上一较高下。”该公司董事长

冀代雨信心满满地说。

记者了解到，目前，包头市稀

土高新区共有稀土企业 115 家，形

成了由稀土原材料到新材料再到

终端应用的全产业链条，年均实施

亿元以上稀土产业重点项目 30多

个，稀土新材料产量连年保持在

20%以上增速。

那么，随着大批项目的筑巢栖

居，稀土高新区是如何推动稀土产

业转型升级的呢？

“主要是政策保障。”稀土高新

区稀土和高新技术产业局稀土产

业基地管理科负责人张艳苹回答。

近 3年来，稀土高新区累计兑

现稀土新材料奖励等资金 3.7 亿

元，争取国家稀土产业转型升级专

项资金 5.87 亿元、包头市稀土产业

转型升级投资基金 20.86 亿元。正

是这些利好政策的集成放大，推动

了稀土产业集聚优势进一步扩大。

作为坐拥全国最大稀土矿藏

资源的包头，稀土产业高质量发展

“十四五”专项规划和分年度工作

计划已经拟定，这将对加速推进稀

土产业的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

化起到指引作用。

作为全国稀土产业发展的领

航区、包头市稀土产业发展的“主

战场”，稀土高新区对标“十四五”

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点任务，紧紧

围绕稀土产业高质量发展这一重

大时代课题，大力推行互联网、大

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智能制

造技术与稀土产业的融合发展，推

动稀土产业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

取得新突破。

包头江馨微电机科技有限公

司自主研发的微型音圈马达添加

稀土钕铁硼永磁材料，可以通过位

置的反馈，利用闭环系统来控制抖

动时间，精确调整镜头位置，从而

提高成像质量。该马达的生产，加

速了国产代替进口转型升级速度，

提高国际市场占有优势，解决国内

VCM供应商被国际主流厂家垄断

的现状，可与阿尔卑斯、三美、TDK

等日本公司竞争，抢占市场先机。

在不久前落幕的第十二届包

头稀土产业国际论坛会上，稀土镁

基储氢材料及其固态储氢技术、高

性能快淬磁粉、轻稀土釉料、断热

稀土玻璃涂层、电镀表面处理、工

业高炉渣提炼等走在稀土行业前

沿的新技术悉数亮相，更是全面展

示了稀土科技创新的巨大魅力和

广阔前景。

“稀土高新区正通过科技创新

发挥稀土资源优势，延伸产业链，

牢牢把握了产业价值链的主动

权。”论坛上，中国工程院党组成

员、秘书长陈建峰呼吁，包头继续

探索稀土资源政、产、学、研、用一

体化发展，实现产业结构优化。

目前，稀土高新区共有稀土企

业研发中心 38 家，稀土研究院、上

海交大包头材料研究院等科研平

台推动着一大批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科研项目在包头就地转化。

刘向平 贾婷婷

包头：用科技创新破解稀土难题

本报讯 (记者 张鑫)乡村治理，

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内蒙古自治区党

委、政府高度重视抓好乡村治理工作，

把加强乡村治理体系建设作为乡村振

兴的重要任务，2020 年以来，内蒙古

各地各部门及时作出工作部署，出台

配套政策措施，逐级压实责任，形成协

同推动合力。

东乌珠穆沁旗、伊金霍洛旗、阿左

旗 3 个旗县被选为全国试点旗县，土

右旗沟门镇、敖汉旗萨力巴乡、准格尔

旗十二连城乡等 33 个镇村被评为全

国示范镇村，探索出“五治融合”“综治

乌日特”“四权四制三把关”等创新做

法，伊金霍洛旗村治模式入选全国乡

村治理典型案例。我区乡村治理体系

进一步完善，农村牧区保持和谐稳定，

各民族守望相助团结发展，广大农牧

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提升，

为筑牢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打下了

坚实基础。

深入实施“北疆先锋”工程，对全

区 1.1 万多个嘎查村党组织书记实行

任职和履职备案，储备嘎查村后备力

量 4.2 万多人，培养储备 35 岁以

下后备力量 1.7 万多人。强化对第

一书记的管理监督考核，举办第一

书记示范培训班，带动全区 9640

名第一书记培训全覆盖。开展嘎查

村“两委”换届前专项排查整顿，

整顿提升换届重点难点村 476 个。

提高全区嘎查村“两委”干部基本

报酬标准，嘎查村党组织书记、村

委会主任“一肩挑”的年均基本报

酬达到 4.5 万元，“两委”其他成员

达到 2.4 万元；发展壮大嘎查村级

集体经济，通过项目支持，重点扶

持 497 个嘎查村发展壮大集体经

济；加强乡村治理人才队伍建设，

共吸引 3640 名外出优秀人才回村

参与乡村治理；充分尊重农牧民意

愿，健全党组织领导的嘎查村民自

治机制，引导广大农牧民自己“说

事、议事、主事”；坚持把法治作为

乡村有效治理的重要保障，把各项

涉农涉牧工作纳入法治化轨道，建

立健全农村牧区公共法律服务体

系，引导干部群众遵法、学法、守

法、用法; 深入挖掘乡村道德力

量，发挥村规民约等自律规范作

用，增强乡村发展的软实力，为乡村振

兴战略的全面实施助力提速。

内蒙古推进乡村治理建设助力乡村振兴提速

逐绿前行
———“十三五”期间巴彦淖尔市林业

生态建设工作综述

林业生态建设成效显著

为进一步加大区域合作招

商引资力度，有效整合招商资

源，搭建互动交流平台，助推兴

安盟高质量跨越式发展，近日，

兴安盟重点招商引资项目签约

暨第三届五湖四海兴安人恳谈

会在阿尔山召开，140 多位来自

全国各地的知名企业代表及兴

安籍在外成功人士欢聚一堂，共

谋发展大计、共商合作愿景。

会议举行了项目签约仪式，

共有 120 家企业、147 名企业家

参加签约，签约项目达 46个，总

投资共 391.45 亿元，涉及“两

米”“两牛”精深加工、文化旅游、

清洁能源、高端装备制造、智能

制造研发、口岸物流等多个方

面。

胡日查 高敏娜

兴安盟
46 个重点项目签约
总投资 391.45 亿元

春夏时节，城区和省道、国道

两旁不同绿化树种高矮错落，成为

亮眼景致；农村到处是果园，既扮

美了乡村，又促进了农民增收；沙

地中，固沙植物形成的防护林带纵

横交错，如同一条条绿色飘带……

“十三五”期间，巴彦淖尔市深入践

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

理念，高质量实施国家重点林业工

程，高起点推进乌梁素海流域山水

林田湖草生态修复试点工程，大规

模开展国土绿化和防沙治沙，圆满

完成营造林任务，林业生态建设成

果丰硕。2018 年，巴彦淖尔市成功

举办了全区推进国土绿化现场会；

2019 年，巴彦淖尔市被列为国家

防沙治沙综合示范区，并获评全国

绿化模范单位。

国土绿化任务超额完成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每年

春季，市领导都会走进植树造林第

一线，与广大干部群众一起，为巴

彦淖尔市增添新绿。5年来，全市

有 433.49 万人（次）参与全民义务

植树，累计植树 1734 万株。

“十三五”期间，巴彦淖尔市各

级党委政府把推进绿色高质量发

展作为主攻方向，统筹各种资源，

全力加强生态建设，大规模、高标

准开展造林工作，全市共完成国土

绿化 395.43 万亩，超额完成自治

区下达的计划任务。完成天然林资

源保护和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任

务 126.66 万亩，完成重点区域绿

化 54.1 万亩。乌梁素海流域山水

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试点工程

林业生态修复项目、中国绿化基金

会“蚂蚁森林”公益造林项目、巴彦

淖尔市市中以防沙治沙生态产业

园绿化项目等重大工程项目成活

率高，造林成效显著。

值得一提的是，2020 年，全市

完成人工造林 25.72 万亩，是近十

年来完成数量最多的一年，其中乌

梁素海流域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

护修复工程、“蚂蚁森林”公益造林

项目、中以产业园区建设等重点项

目造林面积占 56.9%。成活率较

2019 年提高了 8.6 个百分点，造

林数量和质量取得了显著成效。

经济林建设走出特色路
一项项林业产业，是一笔笔老

百姓实实在在的收入。

本着“增绿量，促增收”的原

则，“十三五”期间，巴彦淖尔市大

力发展经济林产业。积极给予政策

扶持，以项目促发展，共争取到自

治区林业厅林业产业扶持项目 17

项、资金 630 万元，为 14 个经济

林基地争取到补贴资金 470万元。

此外，鼓励企业自主研发和引进林

产品精深加工技术，特别重视高附

加值产品的技术开发和推广，以增

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与发展后劲。

各企业分别与北京大学、中国农业

大学等 20多家国内知名院校及科

研院所密切合作，开展了 20多项

科研项目的实施与研究，逐渐形成

了从基地种植、生产加工、技术研

发、仓储物流、市场营销、电子商务

到终端会员等资源整合一体化的

产业链运营平台，构建产、学、研优

势互补的合作模式。

在强有力的举措下，巴彦淖尔

市林产业体系基本形成、基地面积

逐年扩大、地域经济增长明显。截

至目前，全市已建成各类林业产业

基地 255.13 万亩。有林业产业化

企业约 200 余家，其中，国家林业

产业重点龙头企业 1家，自治区级

林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9家，国

家级林下经济示范基地 4家，国家

农民林业专业合作示范社 3家，自

治区级林业专业合作示范社 5家。

“河套肉苁蓉”“先锋枸杞”获批国

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逐步

形成了“企业 +基地 +农户”的产

业经济发展模式，从而使林草产值

逐年上升，2019 年林草产值达

34.8 亿元，对林农增收致富起到明

显作用。按目前发展趋势，2020年

林草产值预计可达 40 亿元，较

2015 年林草产值增加 13 亿元，合

作社总数增加 30余家，从业人员

增加 3万余人，农民来自林业的收

入也明显增加。

重大工程重点工作
取得新突破

巴彦淖尔市始终把争取和实

施项目放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

5 年来共争取到京津风沙源治理

工程、草原生态保护修复治理补

助、天保工程区管护补助、森林生

态效益补偿补助、森林植被恢复项

目、重点区域绿化项目等中央和自

治区林业和草原项目资金 40 余

项、28.5 亿元。特别是争取到乌梁

素海流域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

修复试点工程林业项目、规模化防

沙治沙工程，实施了国家退化草原

人工种草生态修复试点项目等一

批影响深远的重大项目，为林业和

草原工作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

基础。

资源保护管理更加有力
巴彦淖尔市进一步加强和规

范使用林地项目审核管理，“十三

五”期间，全市共审核办理 145 宗

1358 公顷征占用林地项目，累

计缴纳森林植被恢复费 8567

万元。严格执行采伐限额、凭证

采伐管理制度，5 年间没有发

生超限额采伐情况。全市 5年累计

无公害防治面积达 519.93 万亩，

林业有害生物发生面积较“十二

五”末下降 5.3%。进一步落实各旗

县区防火首长责任制，“十三五”期

间森林草原火灾控制在 3‰以内，

无规定口径火灾和人员伤亡事件

发生。

自然保护地
建设管理扎实推进
“十三五”期间，巴彦淖尔市建

设各类自然保护地 23 处 643.06

万亩，占全市总面积的 6.5%，将全

市 85%以上野生自然资源纳入保

护范围，形成类型比较齐全、布局

基本合理、功能相对完善的保护体

系。同时，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提升

科研监测和宣传教育水平，保护地

管理工作日趋规范有序。投入

5100 万元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实

施退耕还湿、河湖联通补水等综合

项目，湿地面积稳定在 231 万亩，

湿地生态功能明显恢复。坚持“保

护优先、规范利用、严格监管”的原

则，切实加强野生动植物类型自然

保护地建设，积极开展保护野生动

植物专项行动，加大巡查巡护力

度，野生动物种群数量明显增长，

生物多样性得到保护。

成绩已成过去，未来更需努

力。“十四五”期间，巴彦淖尔市将

脚步坚定，继续逐绿前行。

杨志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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