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绎绎绎绎绎
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走深走实

高标准农田建设是巩固和提高粮
食生产能力、加快现代农业发展、助推
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性工程。冬季时
节，内蒙古各地冬闲不冬歇，深入实施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大力推进
高标准农田建设，优化改造农田基础
设施，不断提升耕地质量和水平，持续
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有力保障“北
疆粮仓”更加充盈。

12 月 5 日，记者来到通辽市科左
后旗查日苏镇宝力特格尔嘎查，看到
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正如火如荼地进
行，挖掘沟渠、平整地块……大型机械
来回穿梭，工人挥锹铲土干得火热，一
条条笔直的机耕道，一块块整齐的田
块已初见雏形。

“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后，农户全程
可以用机械化种植，更加方便高效，而
且每亩地的产量也增加了。农户不仅
种植积极性提高，他们对粮食丰产丰
收也更有信心了。”科左后旗农牧局工
作人员刘继斯说。

近年来，通辽市累计建设高标准
农田近 1200 万亩，其中高效节水高标
准农田 607 万亩，年节约农业灌溉用
水 6 亿立方米以上。带动实现粮食大
幅增产，破解了产粮又缺水的矛盾，切
实保障了国家粮食安全和促进农牧民
增收，加快了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步
伐。

近日，在兴安盟科右中旗杜尔基
镇巴彦哈拉嘎查的 2023 年科右中旗
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四标段施工现
场，工人们正忙着进行机电设备安装

作业。
“该标段工程建设规模为 5600

亩，从 8 月底开始施工，目前主体工程
已全部完工，正在进行水泵、井房的安
装。项目建成后，预计每亩地可增产
200 到 300 公斤，干旱年头也可以充
分灌溉。”内蒙古天美生态工程监理有
限责任公司总监理工程师赵福顺介
绍，项目的建成将有效改善农田机械
耕作条件，提高土地利用率和农业生
产效益，进一步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
力，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农业产业
化规模经营、群众增收致富创造有利
条件。

截至目前，兴安盟已建成高标准
农田 730 万亩，在建 91 万亩。

连日来，在赤峰市翁牛特旗乌丹
镇五道窝铺村，挖掘机轰鸣不停，运输
车辆来回穿梭，平整土地、开挖沟渠，
高标准农田建设正紧锣密鼓地有序推
进。

“去年我们村建设 14444 亩高标
准农田，今年镇里又给我们争取了
18000 亩高标准农田项目，这样一来，
我们全村的‘坡改梯’已经全部覆盖。
项目完工后，便于水土保持，有利于机
械化作业，每亩能增收 400 元左右。”
五道窝铺村党支部书记刘永臣说道。

高标准农田，一头连着千家万户，
一头连着粮食安全。赤峰市在推进农
田水利工作的同时，积极提升高标准
农田建设水平。截至目前，赤峰市累计
落实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 349.15 万
亩，2023 年预计粮食产量达到 132 亿

斤以上。
“今年，我旗高标准农田建设面积

15 万亩，我们利用秋收后、春播前的空
闲时间，正在抓紧田间施工。旗政府出
台了高标准农田建后管护办法，从项
目规划设计到建后管护都有一套完整
的体系。”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耕地质
量保护中心副主任许敏介绍。

“过去，村里的土地高低不平，道
路也不畅通，非常制约大型农业机械
作业，通过这次的高标准农田建设，全
村 1 万余亩土地 将 成 为 田 成 块 、路
成 网 、旱 能 灌 、涝 能 排 的 高 标 准 农
田，既可以助力村民增产增收，又可
以为国家粮食安全作贡献。”巴彦淖尔
市蛮会镇公益渠村党支部书记张振国
看着眼前的大型机械施工场景激动地
说。

蛮会镇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是巴彦淖尔市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的
缩影，该市针对河套灌区耕地碎片化、
盐碱化、地力等级低的实际，创新实行

“三打破、五统一、一重新”整治模式
（打破农户的承包界、打破杂乱的地块
界、打破混乱的渠沟路布局；统一开挖
渠沟、统一修整道路、统一平整土地、
统一建设水利工程、统一营造防护林；
将耕地重新分配），大力推行“一户一
田制”管理模式，竣工验收后明确运行
管护主体，建管并重确保工程长期发
挥效益。2023 年，全市高标准农田建设
任务 93 万亩，预计年底全部完工。

（李佳雨 高敏娜 王塔娜 图古斯
毕力格）

冬日，走进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护城
河北街社区福畅家园小区，整洁优美
的环境和半年前相比可谓焕然一新。
2023 年 5 月，在老旧小区改造过程中，
护城河北街社区按照居民意愿，拆掉
了矮小的砖墙，将新城区公路局、平远
公寓、科研楼小区规划整合，“拆墙并
院”后融为一体，居民们视野开阔了，
心也敞亮了。

顺应各民族人口大流动大融合趋
势，新城区统筹城乡建设布局规划和
公共服务资源配置。在老旧小区改造
提升过程中，探索实施“拆墙并院”模
式，小区数量由原来的 991 个减少至
880 个，“拆墙并院”不仅打破了空间上
的藩篱，更提升了社区的治理能力，推
进民族团结进步与社会治理深度融
合。

在新城区迎新路街道团结小区公
园里，设有伟大建党精神等 46 根宣传
柱，居民们在游园的过程中还可学习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团结小区
深度挖掘民族团结精神内核，以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新时代文
明实践站为载体，发挥红石榴理论宣
讲室、石榴籽市民教育室和石榴同心
文化活动室等作用，不断增强各族居
民文化认同。

近年来，新城区以“五个认同”为
根本，在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中增强“五
个认同”，在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中增强“五个认同”，用群众身边的民
族团结故事增强“五个认同”，在发挥
互联网 + 作用中增强“五个认同”，在
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中增强

“五个认同”，打牢各民族共有精神家
园的思想基础。

经济互嵌是各民族全方位嵌入的
基础性内生动力。呼伦路区域服务中
心府兴社区为提升辖 区低 收 入妇 女
的 职 业 技 能 ，联 合 企 业 成 立 了“ 府
女匠兴坊”，通过订单式培训，学习
盘扣制作，带领广大妇女把“指尖上”
的艺术，变为“指尖上”的经济，200 多
名参与培训的妇女人均月收入增加了
1000 余元。2022 年新城区城镇新增就

业 5.7 万人，登记失业率控制在 5%以
内。

将民族工作的触角与群众需求相
连接，新城区建立完善基层党组织议
事机制，依托“石榴籽”议事厅、小马扎
议事厅、红色议事厅等，推动基层的共
建共治，促进各民族全方位嵌入。

近年来，新城区将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教育纳入干部培训计划，
每年都举行干部民族理论知识测试。
连续两年开展“石榴同心杯”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网络挑战答题赛，共
有 23 万人参与网上挑战答题。与此同
时，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
办学治校全过程。辖区内的苏虎街实
验小学 2021 年成立了“苏虎石榴籽剧
社”，先后编排了《横竖撇捺里的中国》

《铭记》等 7 部情景剧，其中《跑道上的
老树》《种下一颗石榴树》《我心中的中
国红》被新华社主办的“中小学德育学
堂节目资源共享服务平台”制作成为
专题节目推广至全国。

（据《内蒙古日报》）

进入 12 月份，“中国冷极”根河
市已是银装素裹，玉树琼枝，最低
气温达到零下 36℃。在敖鲁古雅使
鹿部落景区，造雪机正在 24 小时
不间断造雪，为冰雪乐园中的冰
雕、雪雕建设提供充足“雪源”。

今年，根河市作为国家文旅部
2023 年“四季村晚”示范展示点、第
十届冷极冰雪季活动暨中国冷极
马拉松系列活动、内蒙古大兴安岭

冰雪运动季活动的主场地，为了让
游客体验丰富多彩的冰雪项目，根
河市各景区正在积极筹备冬季旅游项
目，做好冬季旅游前期准备工作。

目前，“魅力敖鲁古雅，幸福中
国年”根河市 2023 年冬季村晚已
全面开展会场规划、整体策划提升
及节目排练工作；敖鲁古雅使鹿部
落景区已完成冰雪乐园方案设计，
正在加速开展驯鹿训练、雪橇及雪

地摩托调校检修工作；冷极村全面
筹备内蒙古大兴安岭冰雪运动季
活动，正在抢工民宿、餐厅、酒店等
设施的室内装修，并推进室外冰雪
产品打造、环境营造工作。力保冬
季旅游活动开展期间为市民游客
提供更具特色的冰雪场景、更沉浸
式的冬游体验、更有参与感的文化
熏陶、更加多元化的消费模式。

（李新军 刘振东 吴少卿）

近日，鄂尔多斯市东胜区新能源
企业的工人忙碌在生产一线，抓紧
时间完成订单任务。近年来，当地大

力发展新能源材料产业，加快布局
以光伏硅为重点的硅产业集群。

12 月 7 日，鄂尔多斯市东胜区

的内蒙古亿利一道新能源有限公司
的工人在生产车间内工作。

（彭源 摄）

本报记者 赵永光
2021 年至 2023 年 10 月底，中国

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
治区分公司（以下简称“长城资产内蒙
古分公司”）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推进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的重大决策部署，积极响应国
家号召，坚决扛起央企社会责任，结对
包联阿拉善盟阿左旗巴彦诺日公苏木
陶力嘎查，选派长城资产内蒙古分公
司风险管理部经理胡永平为驻村第一
书记，开展驻村帮扶工作，以“党建引
领 + 产业 + 消费”的模式，全力推进
乡村振兴的“长城”篇章。

陶力嘎查地处腾格里沙漠北麓，
总面积 195 万亩，其中可利用草场面
积 95 万亩，沙漠面积 98.1 万亩，为牧
业区，受区域条件和自然环境的影响，
嘎查集体经济产业单一，可持续发展
的底子薄弱。

面对嘎查村两委党组织功能作用
发挥不明显、现代办公能力有限等问
题，胡永平坚持把党建引领摆在首位，
围绕乡村振兴的相关政策，经常性组
织召开嘎查两委会开展学习；公开党
委、村务、财务情况，推动党建与村务

工作规范化开展；带头开展“为群众办
实事”活动，带领工作队干部深入缺少
劳动力的牧民家中帮助剪羊毛、抓羊
绒、割芦草，用心用情为群众办实事、
办好事。

驻村期间，胡永平自备办公设备，
手把手教两委和牧民使用信息技术手
段入户采集信息，着力提升工作质效。
在提升了基层治理水平的同时，也提
升了党员群众巩固脱贫成果、推动乡
村振兴的决心和信心。

实施乡村振兴，产业发展是基础，
产业引领是出路。长城资产内蒙古分
公司党委高度重视包联帮扶、乡村振
兴工作，多次深入包联嘎查实地调研，
因地制宜研究制定和实施帮扶计划，
全力支持第一书记开 展 帮 扶 工 作 。
胡永平作为嘎查第一书记，聚焦现
实需 求， 在 充 分 考 虑 牧 区 人 居 特
点、经 济结构、资 源禀 赋 等客 观因
素，提出发展双峰驼养殖产业构想，长
城资产内蒙古分公司投入帮扶资金
10 万元，加上旗、苏木专项资金 70 万
元，帮助陶力嘎查采购骆驼 40 峰，推
动嘎查骆驼养殖产业实现了从无到有
的转变，走出了一条适合地区发展的

新路子。
针对嘎查村地广人稀、劳动力匮

乏、畜产品销售难等实际困难，长城资
产内蒙古分公司充 分 发 挥 自 身 优
势，积极联系企业客户及阿拉善盟
重点企业，与帮扶地建立直接消费
渠道，通过企业食堂直接采购，建
立了“合作社 + 牧户 + 企业”的合作
模式，打开了消费帮扶的资源通道。同
时，倡导企业干部员工通过个人购买
的方式主动参与消费帮扶。近两年，长
城资产内蒙古分公司及相关企业先后
采购嘎查猪肉、羊肉近 7000 斤，价值
20 余万元。

今年 11 月，按照内蒙古自治区包
联帮扶工作要求，在高质量完成陶力
嘎查的定点帮扶工作后，新结对包联
阿左旗敖伦布拉格镇宝特根乌素嘎
查。面对新环境、新问题，长城资产内
蒙古分公司党委书记路普明第一时间
带队深入结对帮扶一线开展调研，全
面了解嘎查发展现状、产业基础、未来
发展方向，围绕嘎查村基层党组织活
动场所建设、饲草料加工、农产品仓储
等方面深入研究帮扶策略，争取在推
动乡村振兴中贡献新的力量。

清晨，阳光穿透薄雾唤醒了内蒙
古乌拉特草原。乌拉特中旗温更镇宝
格图嘎查牧民阿拉腾那日苏一大早就
开始忙着添加草料，照料圈舍里的肉
羊。

“我以前几乎什么都没有，后来靠
着嘎查承包‘流动畜群’养殖肉羊，如
今羊只越来越多，建了 5 个羊圈都不
够用。”阿拉腾那日苏开心地说。

阿拉腾那日苏提到的“流动畜群”
是乌拉特中旗从 2019 年开始实施的
一项惠民政策。乌拉特中旗政府依托
畜牧业优势，为有经营能力、养殖牲畜
数量少的牧户或合作社提供基础母
畜。3 年后，养殖户将这些基础母畜还
给政府，而繁育的牲畜则归牧户或合
作社所有，政府把收回的基础母畜再
分配给其他牧户或合作社，继续帮助
其他养殖户增收。

阿拉腾那日苏告诉记者，多年前
他把草场流转给邻居后外出务工，收
入一直较低。从 2019 年开始，阿拉腾
那日苏回家承包了嘎查的草场和“流

动畜群”中的 50 只基础母羊，承包 3
年到期后，向嘎查返还 55 只 2 岁能繁
母羊，其他的羔羊和绒毛收入都归自
己所有。

“‘流动畜群’就是我家养殖业的
‘启动资金’，已让我家的肉羊数量增
加到 360 只。我每年卖羊加上打工的
总收入能达到 17 万元，生活质量越来
越高，去年还在旗里买了房呢。”阿拉
腾那日苏骄傲地说。

“‘流动畜群’要流动到哪位牧民
家中，需要嘎查召开牧民大会投票表
决，并经过嘎查、苏木的一系列审核确
定，同时会和牧民签订养殖发展协议
书。”乌拉特中旗农牧和科技局局长杜
俊龙介绍说，“‘流动畜群’政策实施
后，牧民既能得到实惠，又受到一定约
束，从主客观两方面调动了他们的生
产积极性，‘流动畜群’在牧民之间流
动还能实现嘎查集体经济的发展壮
大。”

记者深入走访发现，乌拉特中旗
的“流动畜群”不仅有羊群，还有牛群。

牧民按照购牛总金额的 8%缴纳承包
费，承包期为 3 年，到期后，牧民只需
要按照当年承包的牛群数量归还给嘎
查，繁育的牛犊归牧民所有。温更镇阿
拉腾呼少嘎查牧民格日乐说：“我利用
从嘎查承包的 20 头基础母牛开展奶
食品生产加工。现在，我家的奶牛已经
增加到 30 多头，每年能产出 7 万斤鲜
奶，把鲜奶制作成奶食品进行售卖后，
每年销售额可达到 9 万元。”

乌拉特中旗地处我国北方农牧交
错带，是河套地区重要的农畜产品生
产加工基地。自从“流动畜群”政策实
施以来，乌拉特中旗先后争取到少数
民族发展资金、扶贫资金等 1555 万
元，覆盖温更镇等人均草场面积较少
的乡镇，持续帮助牧民增收。

如今，在乌拉特中旗草原，享受
“流动畜群”政策的牧民每户年均增收
1.5 万元左右，实现牧民持续增收的良
性循环，构建起“政府 + 村（嘎查）集体
+ 养殖户”的利益联结机制，以产业振
兴推动乡村振兴。 （李云平 侯维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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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拉特中旗：“流动畜群”让牧民增收致富

牧民格日乐的奶食品加工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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