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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伟大变革

牢记初心使命 续写壮丽篇章

本报记者 刘嫱

20 年前的宁城县大城子镇，荒山秃

岭，一趟沟、两侧山，山多坡多，种粮没产

量。

20 年后的大城子镇，成了村民们致

富的“金山银山”，夏天绿树成荫，大棚里

种满了鲜艳欲滴的西红柿。

这小小的一颗西红柿，看着不起眼，

然而当它加上“宁城西红柿”几个字的时

候，身价立刻见涨。

“宁城西红柿”的成长史

2000 年，宁城县大城子镇下五家村

的一位老党员带领村民搞了几个大棚，

开始种植蔬菜。

最开始种的是芹菜和韭菜，还有一

些西红柿。

在种植过程中，人们发现芹菜和韭

菜在当地并不适合种植，倒是西红柿的

色泽看上去不错，口感也很好，很适合发

展。

在老党员的带动下，接着又有七八

个种植户加入了种植队伍。

直到 2012 年， 逐渐形成了一定的

规模。

“当时大概有 2000 多亩地，种的都

是西红柿，但是只能在当地销售，没什么

市场。 ”下五家村党支部书记丁云军说，

从 2013 年到 2017 年，村里开始大量发

展番茄种植产业， 已经有了 4000 多亩

地。

地多了，产量就多了，西红柿也渐渐

有了市场和客商。 开始被送到县里，甚

至是赤峰市里销售。

丁云军说：“大棚分为冷棚和暖棚，

冷棚从 2018 年起到现在， 夏季的销往

上海，冬季的销往北京。 一亩地的产量

接近两万斤，番茄产业夏季在两块七八

到三块左右的价格。冬季是三块到四块，

还有五块左右。 ”

随着种植产业的规模扩大，大城子

镇建成了三大番茄批发市场———下五家

村批发市场、瓦中村批发市场、瓦南村批

发市场。

“我们这个批发市场能卖出好价，

比如说在别的地区卖 3 块， 在我们

这里就得卖 3 块 5，就连别的地方的

农户都愿意来我们这里出售。 ”丁云

军说。

过去村里的人大多都出去打工，自

从有了番茄种植产业后，那些在外务工

人员也都回来种起了西红柿。

“现在我们的常住户是 600 多户，

其中 570 多户都有大棚。 平均每户都有

两个棚，至少也有两个。 ”丁云军说道。

说起农户们的收入时， 丁云军算了

一笔账。

“一个棚一年种两茬，冬季一茬在四

个多月，夏季一茬在两个多月。一个一百

四十米左右的暖棚，纯收入大约在 8 万

到 9 万元之间。 ”丁云军停顿了一下，又

补充一句，“这是一茬的，不是一整年，就

是一季的收入。 一年的收入大概在十四

五万元左右。 ”

番茄种植产业的不断扩大， 也吸引

了外地的种植户。

慕名而来的外地承包人

沈荣是京蒙园区的经理， 他就是冲

着“宁城西红柿”来的。

京蒙园区是北京的一个扶贫资金建

的园区，他们通过市场调查后，看中了大

城子镇的小气候， 认为这里非常适合种

番茄。

沈荣介绍， 京蒙园区种的主要是小

番茄和口感西红柿， 主要销往北京、上

海、天津、江浙地区等，走的是年轻化路

线，直接进入商超。

沈荣说， 现在顾客对宁城口感西红

柿的认可度越来越高， 这两年都呈上升

趋势。

接下来他们还准备发展草莓产业，

虽然口感比丹东草莓偏酸一点， 但因为

气候原因，比丹东草莓要产出得早。因此

有着抢占市场的优势，10 月份上市的时

候大约在 120 元左右一斤。

“成功之后就可以把这个品种推广

到整个产业园， 给当地的百姓带来更高

的效益。 ”沈荣说道。

一户种植，周围受益

涂万全今年 55 岁了。

8 年前，他是一名大货车司机，每天

起早贪黑，生活十分辛劳。

“赚的钱不太多，一年到头也攒不下

多少，修车、养车就不说了，主要是累，岁

数上来了，也干不动了。 ”涂万全说。

就在涂万全寻摸着干点别的事时，

他看到了同村人在种西红柿，嘿，种得还

不错!

于是涂万全心中一动， 也加入了进

来。

刚开始种番茄的时候， 涂万全就遇

到了不小的挫折。

番茄怎么长不大？经营方面怎么搞？

他过去没干过这个，什么都不懂。

后来乡政府组织农户们开了座谈

会，给大家讲课，教大家种植。

在乡政府的帮助和扶持下， 加上涂

万全一点点的摸索， 终于掌握了种西红

柿的技术。

随着种植番茄渐入佳境， 收入自然

也比过去多了不少， 一亩地的产值大约

是一年 4 万多元，他买了新车，还准备

修房子。

小小的番茄给涂万全的生活带来了

巨大的改变，他便想着扩大规模，在原有

的两个大棚基础上，又租了四个棚。

棚多了， 需要的人手自然也要跟着

增加， 涂万全就从附近的村民当中雇人

帮他干活。

工人的工钱是一个小时 18 元，当

天干完当天结算。 可谓是“一户种西红

柿，周围都受益”。

去年， 涂万全和其他几个大棚的承

包户商量着弄点口感西红柿， 搞起了采

摘，连河北的游客都慕名而来。

“可惜去年就种了一棚， 供应不上。

游客来摘完就没有了， 所以接下来打算

再弄十几个大棚试一试。”涂万全笑着说

道。

从 20 年前的几个棚，七八个农户，

到如今的万亩番茄产业园， 这颗小小的

西红柿， 不仅为当地农户们带来了红红

火火的新生活，也渐渐打响了“宁城西红

柿”这个属于自己的品牌。

丁云军说， 下一步西红柿产业将会

走上转型路，种一些口感好的小番茄，走

商超、网上销售，再经营一些番茄采摘，

吸引更多的外来游客。

本报讯(记者 张鑫)

内蒙古自治区发展改革委抢抓国家加

快水利工程建设重大机遇，积极会同自治区水利厅与国家部委

沟通对接，全力争取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近日，国家发展改革

委、 水利部下达我区国家水网骨干工程专项 2022 年第二批中

央预算内投资 5.552 亿元，主要用于我区河套灌区、磴口扬水

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工程项目建设。

项目的实施对于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推进水利基础设施

改善具有重要意义，对稳投资、扩内需具有重要作用。 2022 年，

内蒙古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已累计争取水利领域中央预算内资

金 14.668 亿元，超过去年全年争取水利中央预算内资金总和。

下一步，内蒙古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水利部门加强项

目事中事后监管，跟进建设进度，推动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尽

快发挥效益， 切实做好 2022 年水利领域中央预算内投资相关

工作。

一望无垠的天然草原、星罗棋布的河流湿地，碧空如洗、夏

花烂漫……数不尽的美丽景色均是乌拉盖草原壮美画卷中的

动人色彩。 为了这份美丽，乌拉盖管理区深入落实“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般爱护草原生态，

将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融入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各

领域，让“绿色”成为当地每一位居民幸福感的来源。

生态立区 向绿而行

“坚持走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

不动摇，管理区发展的含金量、含新量、含绿量就一定会大幅提

升……”在 2022 年乌拉盖管理区党工委（扩大）会议上，党工委

书记乔建强这样说道。 为走好绿色发展之路，2019 年，乌拉盖

管理区在全盟率先启动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创建工作，成

立创建领导小组，积极开展各项工作，《乌拉盖管理区国家生态

文明建设示范区创建规划》 于 2021 年通过自治区生态环境厅

组织的专家评审，成为锡盟首个通过规划评审的旗县区。 创建

过程中，乌拉盖管理区在政策制度执行、绿色低碳发展、改善环

境质量上精准发力，生态文明理念深入人心，地区发展向“绿”

而行。

善治善为 守护生态

为促进草原生态休养生息，乌拉盖管理区大力实施退耕还

林、退牧还草、围封转移、草畜平衡管理等综合性治理措施，截

至 2021 年，乌拉盖管理区 99 万亩草原实现禁牧，草畜平衡面

积达 530 万亩，实施生态治理面积约 180 万亩，森林草原覆盖

率达到 87%；扎实推进绿色矿山建设，投入 2.17 亿元治理 7.39

平方公里，历史遗留废弃采坑治理全部完成；建成自治区首个

国家级草原生态牧场标准化示范区， 天然草原植被平均高度、

盖度等各项指标均位于全区前列。 同时，将 50%以上的土地面

积划入生态保护红线制度管理，全面实施“三线一单”生态环境

分区管控措施，推进落实数字化监管，加快构建全域生态安全

格局。

天蓝水清 幸福宜居

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全面完成北京冬奥会、冬残奥

会期间空气质量保障任务，持续推进“散乱污”企业、挥发性有

机物综合治理等工作，2021 年乌拉盖管理区空气质量优良天

数比例达到 97.47%，达到国家环境空气质量一级标准。 加强水

资源管理，建立“河湖长 + 检察长”工作机制，划定河湖岸线

835 公里，疏浚治理乌拉盖河水库下游河道 11 公里，境内河湖

水生态得到有效改善。 巴音胡硕镇污水处理厂完成提标改造，

城镇污水处理率达到 90%以上。中央环保督察及“回头看”反馈

的问题已全部完成整改销号，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有效

提升。

产业转型 生态惠民

扎实推进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着力打造天然矿泉水、

有机燕麦、肉牛全产业链体系及“天边大草原·纯美乌拉盖”全

域旅游等品牌建设，构建起以现代农牧业、清洁能源业、生态旅

游业为支柱的绿色产业体系。 目前建成国家肉牛核心育种场 1

家，4A级景区 2 处、3A级景区 1 处，布林泉、野狼谷、九曲弯等

品牌景区已享誉全国。生态旅游业的蓬勃发展让“美丽环境”变

为“美丽经济”，广大群众走上旅游路、吃上生态饭，探索形成了

“守绿换金”“添绿增金”的转化途径。

景色优美、产业兴旺、幸福宜居……在乌拉盖草原的壮美

画卷上，勾勒出这座草原小城生态文明建设的清晰路径，也展

示着广大人民群众美好的生活图景。 下一步，乌拉盖管理区将

继续以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为引领，全力推进国家草

原自然公园、国有草场试点建设，打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实践创新基地，以生动的实践走出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

双赢之路。

戴薇宁 段然

呼伦贝尔：让“绿色”成为工业经济发展的澎湃动力

我区国家水网骨干工程专项

获 5.552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

乌拉盖管理区

书写绿色新篇章

构建幸福生态城

工业是经济发展的命脉和基石。 呼

伦贝尔市以“存量绿色化、增量高端化”

为方向，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植壮大新

兴产业，大力推进工业经济生态化发展，

全市工业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经济

发展后劲显著增强。

抓转型，推动“存量”

绿色化低碳发展

煤炭、电力、有色金属、机械加工是

呼伦贝尔市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也是

推动经济增长的基石。

呼伦贝尔市通过技术创新、 设备更

新等措施， 推动传统产业向绿色发展转

型。 该市制定了 3 年节能技术改造计

划，2021 年， 推进完成山金矿业公司空

压机改造等 10 个节能改造项目， 年节

能量达 28 万吨标煤。2022 年，将深挖工

业领域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技术改造潜

力， 组织实施 21 家制造业企业技术改

造项目。

严控钢铁、电解铝、铁合金等行业新

增产能，整治高污染、低效能企业，有序

淘汰落后产能。 近 5 年来，全市淘汰退

出水泥落后产能 30 万吨，出让水泥（熟

料）产能 45 万吨，化解水泥（熟料）过剩

产能 45 万吨， 退出电石限制类产能 20

万吨。今年年底前，将全部退出昌屹硅业

有限公司等 3 家企业、4 万吨铁合金限

制类产能。

呼伦贝尔市着力推进绿色园区创

建，加快推进呼伦贝尔经济技术开发区、

岭东农畜林产品开发区、 牙克石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循环化改造， 支持呼伦贝

尔经济技术开发区创建绿色园区。 大力

推进绿色工厂建设，全市已建成 6 家绿

色工厂， 其中东北阜丰、 晟通糖业等 2

家企业为国家级绿色工厂。

抓创新，推动“增量”

高端化引领发展

呼伦贝尔市加快绿色现代产业体系

建设，积极引进、培育科技含量高、发展

能力强、产业关联度大的产业项目，推动

工业经济发展由价值链中低端向中高端

转变。

（下转 4版）

“宁城西红柿” 拓展乡村致富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