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夏时节，随着气温回暖，阿

拉善盟阿拉善右旗（以下简称“阿

右旗”）牧区迎来剪羊毛、梳羊绒季

节。曾经粗厚的“羊装”现如今都换

成了细又棉的“洋装”，成为农牧民

致富奔小康的好帮手。

刘维柱是阿右旗白绒山羊育

种核心群的其中一户，在阿右旗畜

牧兽医站的指导下，自愿加入到

“1396”超级绒山羊工程的实施进

程中，经过几轮的筛选，他家的羊

群中 280 只已是优质白绒山羊。

每逢收绒毛季节，蒙绒公司根

据他家羊绒的细度打价，一公斤通

绒达到 400 元，羊绒通过分部位

采集、单独包装，曾一公斤达到

1140元。在改良的这几年间，刘维

柱家的羊绒品质不断提高，在阿拉

善白绒山羊评选活动中曾获得过

可喜的成绩。

阿拉善白绒山羊是阿右旗的

优势畜种和地方良种资源，为深入

实施白绒山羊提质工程，扎实推动

超细绒山羊产业发展，更好的保护

阿右旗白绒山羊种群，阿右旗畜牧

兽医站在雅布赖镇、巴彦高勒苏

木、阿拉腾朝格苏木等草蓄平衡区

适宜地区划定阿拉善白绒山羊保

护区，深入实施“1396”超级绒山羊

工程，共建立种羊场 2 个、白绒山

羊育种核心群 33 户，绒山羊生态

牧场 100 个，成立白绒山羊人工

受精站点，免费为白绒山羊育种核

心群提供优质种公羊。

为提高羊绒品质，旗畜牧兽医

站每年走访育种核心群采集绒毛，

检测绒毛细度，根据标号羊的绒毛

细度，筛选出每户羊群中 14.5 以

内或者 14.0 以内的，分类打标，留

存数据，指导牧户经过分部位抓

绒，单独包装，提高白绒山羊个体

经济效益。通过绒毛的优质优价收

购，每年这些育种核心群羊绒细度

基本保持在 14.5 以内，每公斤羊

绒要比阿右旗羊绒市场通货价格

要高出 80~160 元，甚至更高。

经过近六年的培育改良，现如

今，全旗确立的 33 个白绒山羊育

种核心群发挥了有效的引领示范，

带动其他养殖户改良品种，达到

保种的目的，从而实现让牧民

增收和保护白绒山羊的优质种群

的双赢。

来源：阿右旗融媒体中心

阿拉善右旗：“羊装”换“洋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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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时间紧凑，考察内容多、密

度大、交流与沟通深，获得了非常大

的信息量。通过调研，考察团各位成

员对沙县小吃的高速发展有了更深

层次的了解，同时也对下一步如何将

内蒙古名小吃做大做强有了更独到

的见解。既开拓了思路，又提振了信

心。专题调研结束后，考察团在当地

现场就本次调研进行了座谈讨论。

座谈会上，内蒙古自治区商务厅

副厅长尚志强讲到：小吃大发展正当

其时，今年正值“十四五”开局之年，

内蒙古在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前提

下，餐饮业应成为主导产业，顺势而

上，实现高质量发展。内蒙古地区食

材优势突出，在如此好食材的支持

下，我们要有足够的自信心，为消费

者呈现出最好吃的美食。政府、协会、

企业三方通过本次考察，要认真思考

各自学习到了什么。将学习到的成果

进行转化，依据“十三五”期间的数据，

要制定出“十四五餐饮业发展规划”，

通过内蒙古味道系列活动、专家研讨

会、内蒙古美食地图、小吃排行榜等等

活动，将内蒙古名小吃做出规模，做出

影响，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内蒙古餐饮与饭店行业协会会长

郎立兴在发言中讲到：“这次考察受益

匪浅，考察结束回到呼和浩特后，将

共同针对本次调研的成果出一个

有分量的报告，还要联系其他有

关部门以及相关企业就下一步内蒙古

名小吃发展进行认真研讨，力争做大

做强，为内蒙古名小吃创造一个光明

的未来。郎立兴还表示，当下迫切需要

政府及行业内提高对发展名小吃的认

识；迫切需要各个餐饮企业围绕内蒙

古名小吃抱团取暖，团结发展；迫切需

要政府在发展地区名小吃方面给予大

力支持。”

在“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小吃

行业的大发展迎来了新的机遇，随着

习近平总书记走进沙县小吃的发源地

考察调研，再一次证明小吃行业就是

实现老百姓发家致富最实惠的路子，

沙县小吃的发展历程，也正是人们追

求美好生活的缩影———烟火气、接地

气、有人气。愿内蒙古地区名小吃早日

香飘全中国，味满全世界。

“真是想都不敢想啊，我家的

母牛和牛犊病得那么厉害，我都不

抱希望了，它们‘娘儿俩’今天竟然

一起健健康康地出院了，真是太感

谢你们了！你们替我至少挽回了 4

万块钱的损失！”客户伊德日贡高

兴得合不拢嘴，激动地握着锡林郭

勒盟阿巴嘎旗伊克塞畜牧服务有

限公司负责人阿腾花的手表示感

谢。

不久前，家住阿巴嘎旗查干淖

尔镇乌兰图嘎嘎查的牧户伊德日

贡家的母牛得了非常严重的子宫

炎，小牛犊也拉稀瘫软，看了兽医，

推了液体，还是不见好。眼见“娘儿

俩”原来缎子一样发亮的皮毛日渐

黯淡，膘情一天不如一天，把“毛团

子”当作自己孩子一样疼爱的牧民

伊德日贡坐立不安，心急如焚……

当听周围嘎查牧民说旗里有

个能给各种大小牲畜治疗百病的

“医院”，伊德日贡就像抓住最后一

根救命稻草一样，不管怎么样也要

去试试。

伊德日贡拉着“娘儿俩”来到

旗里的伊克塞畜牧服务有限公司

住院部。到“医院”时，“娘儿俩”都

已经属于典型的“重症患者”了，兽

医却不慌不忙、按部就班地问诊、

检查、做化验、配药。而最后一步流

程才是开票、收取住院费。母牛输

液体、用消炎药对子宫进行清洗；

小牛犊则另外用了清热解毒的药

物和消炎药治疗。后期又给“娘儿

俩”辅之以中草药调理，只用了一

个星期的时间，就奇迹般康复出院

了。从入院到出院一共才花了

2000 块钱，挽回了 4万多块钱的

损失，这笔明白账怎么算都让牧民

伊德日贡喜不自胜，觉得太值了！

这个大力解决牧民烦心事儿

的“医院”，正是阿巴嘎旗创新举

措，积极探索社会化服务体制机制

引进的一个畜牧服务公司。2019

年，阿巴嘎旗牧区现代化试点工作

全面展开，该旗把建立完善牧区社

会化服务体系作为一项重要工作

来抓，大力发展社会化服务组织，

以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推动全旗

畜牧业公共服务工作有序推进。

就这样，该公司成为一个以开

展动物疫病防治、牲畜冷配为主的

社会化服务中心。在这所兽医社会

化服务中心里，大型手术室、X光

室、化验室、药房、康复中心、远程

会诊等一系列诊疗功能室一应俱

全，而且还拥有一支年轻的兽医师

团队。站在这里，你很难相信这是

一所动物诊疗“医院”，牲畜在这里

可以享受最“人性化”的服务。这样

的社会化服务新模式，不仅为牧民

带来了更多的方便，牲畜的防疫、

消毒、诊疗工作也得到了更加规范

的操作，用牧民的话来讲，“活儿交

给他们，我们省力又省心”。

阿巴嘎旗强化兽医监管职能，

整合疫病防治医疗资源，推进疫苗

冷链系统共享，取得了政府减负，

企业获益，防疫员增收的良好成

效，实现了疫病防治专业化、全覆

盖。截至目前，伊克塞兽医社会化

服务中心通过远程诊疗、本地接诊

和下乡出诊等方式共计诊疗牲畜

270 余次，间接为牧民挽回经济损

失 300多万元。2020 年度春季防

疫工作提前 15 天完成，免疫抗体

效价达到 86%，高于全区 70%水

平，有效解决了专业人员短缺、服

务不优、质量不高的问题。

类似的“一站式服务”在阿巴

嘎旗并不在少数。该旗不仅有以

“伊克塞”为代表的疫病防治社会

化服务模式，还有以“鑫浩草业”为

代表的三级饲草料储运模式、以

“溯牛”为代表的冷季托管代养模

式、以“牧人恋”为代表的民族传统

奶制品发展模式，还有持续提档升

级的哈乐穆吉牧区养老服务中心，

以及正在建设即将投入使用的残

疾人托养服务中心、蒙医院医养结

合服务项目等。

近年来，阿巴嘎旗创新模式、

整合资源，实现社会化服务水平一

体化、服务形式多样化，把切实为

民办实事的社会化服务项目真正

做到了草原牧民的心坎儿上，同时

也为全区、全盟造福于民和推进牧

区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可示范、可复

制、可推广、可借鉴的宝贵经验，让

草原牧民当上了没有后顾之忧的

“甩手掌柜”！

武彩霞

餐饮考察团赴沙县寻“味”

“一站式服务”让草原牧民当上了“甩手掌柜”

近日走进呼和浩特市赛罕区金河

镇根堡村，一排排蔬菜大棚排列整齐，

大棚内绿意盎然、硕果累累，弥漫着淡

淡的花香。

王兰青正在自家的温室大棚里忙

乎。葡萄架上已经缀满了一串串绿莹

莹的“郁金香”幼果。她说：“再过一个

月，葡萄就上市了。很多游客来采摘，

批发市场和超市也来订货，不仅收入

增加了，还带动了周边的乡村旅游。”

王兰青边在葡萄架下细致查看，见多

余的叉就伸手掰掉，边笑着告诉记者，

这样多打叉品质和口感才能跟得上。

另一个棚里的“甜蜜产业”同样长

势喜人。一排排整齐的支架上攀爬着

一株株火龙果苗，绿油油的枝叶迎着

明媚的春光伸展着，这是王兰青种植

的广受欢迎的红心火龙果。“火龙果授

粉期短，早上 5 点开花，7 点半就败

了，必须抓住时机，起早干活儿。”王兰

青说，相比其他品种，红心火龙果口味

香甜，营养价值更高，每斤卖到 10

元。

火龙果种植对栽培技术要求高，

为了提高种植效益，同时让种植户掌

握一技之长，村里聘请技术人员进行

种植指导。思路打开了，技术有保障，

再加上效益好，农民的种植积极性也

跟上来了。

“科技 + 农业”，王兰青实实在在

尝到了“南果北种”的甜头。“以前种大

棚蔬菜，时间摊得多，一个大棚收入 2

万元。现在主要种葡萄和火龙果，产量

高、周期短，去年光火龙果一个棚就收

入 5万元。”

“三月开花，五月成熟。入画入画，

饱我眼福。”一首诗歌描绘出徐春华大

棚里生机盎然的图景。这个种满桃树

的大棚里郁郁葱葱，绿叶掩映间，一颗

颗微微泛红的桃子娇嫩欲滴。

“今年，我的 17 个大棚都种了油

桃。今年果树长势喜人，油桃个大、皮

薄、味甜、水分多，一棵果树能结果 20

斤。”?67 岁的徐春华欣慰地说。

今年是徐春华种植油桃的第三

年。她告诉记者，2014 年刚来呼和浩

特时，尝试着种蘑菇，但效益一般。后

来引进油桃进行试种，发现种油桃前

景广阔。

徐春华每年 11 月就开始管理桃

树，桃树开花早、结果早，?5 月中旬就

能上市，比其他水果“抢鲜”近 2个月。

“一边种大田，一边打理大棚，两不误。

按照今年的挂果量，桃子一定能卖个

好价钱。再加上大田种的玉米、香菜、

葫芦，我对今年的收成很有信心。”徐

春华说。

村民腰包鼓起来，村集体经济活

起来。根堡村利用交通便利、土地平整

且距离市区较近的优势，鼓励村民发

展“高新特”反季节果蔬种植，同时推

进乡村旅游发展，打造集生态采摘、农

事体验于一体的特色休闲农业。

据了解，该村共建有大棚 1150

多个，除了部分种植水果外，还有西红

柿、大白菜、豆角等各类蔬菜。每逢节

假日，高颜值、好品质的果蔬吸引不少

市民前来采摘，一些种植户还和蔬菜

批发市场对接出售。

据根堡村村委会委员郭秀介绍，

该村以无公害绿色果蔬种植为依托，

在提升蔬菜产量和品质上下功夫，打

造精品时令蔬菜。与此同时，巧打时间

差，抢占市场空档，从过去的“只收一

季”变为“四季丰收”，走出了一条增收

致富路。 据《内蒙古日报》

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哈毕日嘎

镇哈毕日嘎山下的其莫德村不远

处，一座革命烈士纪念碑高高矗

立，碑旁半块烧黑的碾盘见证着一

段悲壮惨烈的往事，烈士们曾在这

片草原与敌人殊死战斗。山脚下，

树木静立，山风细语，仿佛在低吟

那首战友们为他而作的挽歌：“你

的死，只会使我们对敌人更憎恨；

你的精神，鼓舞我们更加奋勇前

进；你未竟的事业，我们一定要完

成……”

1946 年底，在国民党军队大

举进攻形势下，为加强察哈尔盟的

干部力量，中共内蒙古党委派内蒙

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实业公司副总

经理关起义担任察哈尔盟代理盟

长，与一直在这里坚持斗争的苏剑

啸共同带领武工队分别在龙王庙

和哈叭嘎一带发动群众，打击敌特

分子。

1947 年 1 月 6 日拂晓，关起

义一行来到哈叭嘎区奇门地沟（其

莫德村）宋家营子开展工作。上午，

召集武工队干部开会。期间派出侦

察敌情的战士赶回来报告说，离宋

家营子正南方约 30里处，有一股

匪徒正在抢劫牧民的牛羊。关起义

立即派武工队前去堵截，但他的身

边仅留下两位战士和一名工作人员。

武工队出发后，关起义又召开

了贫雇农座谈会，研究备耕问题，

会议一直进行到中午。这时，哨兵

发现远处有骑兵向营子奔来，误以

为是武工队的战士。待看清来者是

敌军时，对方已冲到近前。哨兵一

边折回，一边鸣枪报警。近百名敌

人迅速抢占了东、西、北山，包围了

整个营子。

关起义听到枪声，本想立即突

围，但又发现存放文件的马褥子不

见了。这是党的机密，绝不能落入

敌手！他决然放弃了突围的最好时

机。当找到文件时，敌人已开始了

第一次进攻。

他们还未冲出大院，一发炮弹

就在院内爆炸。一位战士当即负了

重伤，几匹乘马也受惊挣脱了缰

绳。工作人员乌云斯钦把自己的马

牵过来说道：“关盟长，你快骑我这

匹马突围吧！我们掩护你！”

在这生死考验的关头，关起义

把生的希望留给了战友。“不！你的

骑术好，还是由你突围出去报信。”

他转身又对另外两名战士说，“我

和你们生在一起，死也死在一起，

咱们坚持到武工队回来就可解

围。”

敌强我弱的战斗中，他一人独

守院门口的碾房，始终没让敌人跨

进院门。两小时后，援兵仍未赶到。

原来，乌云斯钦冲出重围后战马饮

弹而亡，他只得徒步寻找队伍。

大院内，两位战士一位牺牲、

一位负伤，只剩关起义一人坚还

击。碾房已被敌人团团围住。但他

仍然顽强地坚守着，使敌人无法进

入。

敌人无奈，耍起了劝降的花

招，“投降吧，投降还让你当盟长。”

嘭！随着一声枪响，喊叫的敌

人应声倒下。

劝降不成，敌人恼羞成怒，抱

来很多柴草堆放在碾房四周后纵

火。顷刻之间，熊熊大火吞没了碾

房……

年仅 43 岁的关起义壮烈牺

牲！

关起义是解放战争时期坚守

锡察解放区斗争中牺牲的第一位

盟长。1981年，中共内蒙古自治区

委员会在呼和浩特市举行仪式，将

关起义烈士的骨灰安放在大青山

革命烈士陵园。同年，内蒙古自治

区在关起义牺牲之地建立纪念碑

进行缅怀；1987 年，锡盟对纪念碑

进行了修缮。2021 年 3月，关起义

烈士纪念碑被列入全区第一批不

可移动革命文物名录。

如今，烈士未竟的事业已成就

辉煌，严寒深锁的草原早已春意盎

然。关起义壮烈牺牲，烈士纪念碑

却见证着这片土地日新月异的发

展。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没有忘记为

解放草原而捐躯的英烈们，他们传

承着红色基因，发扬红色传统，赓

续共产党人的精神血脉，在建设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壮丽征

程上，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刘阿芳 耿敏 苏日嘎拉图

“葡”就致富路“桃”醉幸福里

锡林郭勒红色足迹———烈火忠魂

位于正蓝旗哈毕日嘎镇哈毕日嘎山下其莫德村不远处的关起义烈士

纪念碑。摄影：苏日嘎拉图

关起义藏身的碾房被烈火完全烧毁，只剩半块碾盘。摄影：苏日嘎拉图

阿巴嘎旗查干淖尔镇乌兰图嘎嘎查牧户伊德日贡家生病的母牛和牛

犊。来源：“阿巴嘎旗公众平台”微信公众号

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同心奔小康

FENDOUBAINIANLU QIHANGXINZHENGCHENG窑TONGXINBENXIAOKANG

探索内蒙古名小吃之路：烟火气接地气有人气

福建省三明市人大副主任、沙县县委书记杨兴忠（左），中国烹饪协会会

长傅龙成（中），自治区餐饮与饭店行业协会会长郎立兴（右）在亲切交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