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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子旺
古朴与时尚是呼和浩特市玉泉

区文旅提档升级的助推器。
近日，呼和浩特市贯彻新发展理

念、推动高质量发展玉泉区现场会
上，与会人员观摩了塞上老街区块提
升改造项目、大盛魁博物馆集群、制
锁厂劢立体育文化产业园等亮点项
目。所到之处，与会人员纷纷为玉泉
区筑巢引凤，让文旅产业释放新活力
点赞。

在塞上老街旁边中俄蒙互贸商
品展销基地，大列巴、火腿、巧克力等
原汁原味的俄蒙小食品，琳琅满目，

形色俱佳，吸引游客竞相购买。来自
重庆市的程颖一家四口来内蒙古旅
游，发现在这里就能买到产自俄罗
斯、蒙古国的美食，且价格都很亲民，
欣喜不已。

制锁厂劢立体育文化产业园毗
邻大盛魁博物馆集群，借鉴上海杨浦
区滨江项目、长宁区幸福里项目、徐
汇区衡山坊项目等老厂房改造成功
案例，在保留现有优秀历史建筑和老
厂房工业元素风格的基础上，将制锁
厂老厂房进行改造升级，植入了动感
时尚运动项目，咖啡馆、射箭馆、篮球
馆、乒乓球馆将丰富市民生活，增强

市民体质，同时带动旅游消费。
今年以来，玉泉区全力 推动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截至目前，已
完成投资 45.8 亿元。通过产业链
招商、以商招商、精准招商等方式，今
年签约项目 54 个，总投资 108.59 亿
元。

近年来，玉泉区深化“文旅 +”融
合发展，整合特色景区、文创产业、户
外休闲等旅游资源，把旅游景区串
起来，围绕“吃住行游购娱”全要
素精心设计旅游线路，大力发展
全域旅游，深入推进文旅产业融合高
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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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提示】本报今日 2版推出《“强首府”工程建设巡礼（十一）———见微知著看“五
宜”》专版，欢迎阅读。

———访内蒙古自治区商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 郭周明

【第四届中国—蒙古国博览会特稿】

本报讯（记者 迪威娜）金秋九
月，瓜果飘香。在赤峰市林西县十二
吐乡乌兰沟村，900 亩西瓜个个展露
出饱满的身姿，静待采摘。 皮薄多
汁、香甜可口的西瓜，不仅甜了舌
尖，更铺就了乌兰沟村瓜农们一条甜
蜜的致富路。

走进杨孝东家的瓜田，放眼望
去，一排排瓜秧郁郁葱葱，一个个油
亮亮、圆滚滚的西瓜掩映在茂密的瓜
藤中。采摘、搬运、装车，田间地头呈
现一派丰收的繁忙景象。“我们今年
以大田西瓜种植为主，露天种植亩产
5000 斤左右，按市场经济行情，一亩
地能收入 4500 元左右。”杨孝东喜
笑颜开。

乌兰沟村的西瓜不仅个头匀称、
皮薄肉多，而且果肉入口即化、口感

甜爽，每年一上市就会被批发商抢
购。来自河北的批发商梁老板是这里
的“回头客”，今年西瓜上市后，他已
经第三次过来收瓜了。他说：“我们
合作了两年，乌兰沟的瓜口感好，瓜
皮薄，甜度高，水分多，很受顾客欢
迎。一车瓜一两天就可以卖完。”

除了客商前来收购，乌兰沟村还
通过农贸市场、超市等销售渠道为农
户售瓜。目前，销量和收益情况良好。
种植西瓜，不仅让村民的钱袋子鼓起
来，每到丰收季，西瓜需要人手搬
运、装车，还为周边村民提供了就近
务工的机会。大家在收获鲜甜西瓜
的同时，也因务工收入增加尝到了甜
头。“西瓜种在家门口，农闲时我们
会来帮忙，每天有 120 元的收入。能
赚钱也不耽误家里的事。”村民于凤

芝说。“在各家各户分散种植的基础
上，我们积极培育致富带头人，采用

‘能人带头 + 农户 ’的经营管理模
式，引导群众发展西瓜产业，农户不
仅有了稳定的收入，同时还能在西瓜
田里劳作增加工资性收入。”乌兰沟
村党总支书记赵秀宏说道。

乡村振兴靠产业，产业发展靠特
色。2023 年，十二吐乡立足辖区地理
优势和资源禀赋，结合发展实际，积
极申报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乌兰沟西
瓜”品牌，助推区域农产品品牌整合，
打响地方特色农产品品牌，提高农产
品的质量和市场竞争力，推进商标品
牌强农富农，助力乡村振兴，努力构
建“注册一件商标，带动一个产业，搞
活一地经济，富裕一方农民”的良好
局面。

品牌成就乌兰沟甜蜜事业

本报记者 张鑫
巍峨苍翠，层林尽染，天高云淡，五

彩斑斓……九月的呼伦贝尔大地，入目
之处皆是美景，这里沉淀着时光，蕴藏着
生机，流淌着“金银”。

多年来，呼伦贝尔市林业产业已由
传统的木材利用加工的单一模式，向特
色种植养殖、林果及林下产品加工利用
和森林景观游憩等转变，特种经济林、林
下种植养殖、林产品采集加工、森林旅游
康养等产业均有所发展，林业产业综合
实力显著增强。

全呼伦贝尔市榛子可采集面积达到
44 万亩，扎兰屯市榛子 40 万亩，荣获为

“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列入全国名特优
新农产品名录。呼伦贝尔市 2023 年木
本油料林产业建设工程扎兰屯市榛子林
改造提升项目。目前，已落实地块 2.1 万
亩，部分已完成作业等。

聚焦资源禀赋，呼伦贝尔市沙果种
植面积达到 18 万亩，仅扎兰屯市种植面

积达到 15 万亩，被列为内蒙古自治区特
色农畜产品优势区，蓝莓等以野生为主，
人工种植为辅。

柞蚕产业方面，全呼伦贝尔市经营
面积近 48 万亩，蚕茧产量 0.5 万吨，年
产值可实现 2.5 亿，主要集中在阿荣旗，
共有柞蚕实验种场和珍珠蚕种场两个蚕
种繁育基地，面积 1.2 万亩，每年可提
供 4000 多 把 优 质 蚕 种 ， 继 续 使 用
2022 年 《阿荣旗第三轮蚕场承包方
案》，目前已有飞龙王酒业创建妃龙
王品牌，加工雄蛾酒，蚕业生产专业合作
社 42 个，蚕场更新剩余物 9 万多吨，粉
碎后作培养基，实行人工嫁接真菌，人工
培育蛹虫草。

呼伦贝尔市中草药资源丰富，已形
成完整产业链，现有松鹿、北药、森健、北
方、蒙鑫 5 家阿荣旗柞蚕产业草药切片
和制药企业;菌类产业方面，菌类有野生
采集和人工培育，野生品质好但数量不
稳，人工培育数量在 0.5 亿袋以上，产值

3 亿元，产品以滑子菇和黑木耳为主。
呼伦贝尔市生态旅游资源得天独

厚。以陈巴尔虎旗、额尔古纳市、牙克石
市、扎兰屯市为主生态旅游产业集群已
成形。牙克石市、根河市和额尔古纳市是
全国森林康养基地，其中额尔古纳市评
为国家生态旅游城市，知名旅游景点
有莫尔道 嘎国家森林公园 、额尔古
纳湿地景区、额尔古纳湿地公园、白
桦林景区、乌兰山景区等。牙克石市
境内有凤凰山庄、巴林喇嘛山国家森林
公园和 3 个国家级湿地公园等，根河市
有敖鲁古雅乡等; 此外还有柴河月亮景
区、红花尔基森林公园和海拉尔国家森
林公园等，免渡河国家湿地公园正争取
列为试点经营。

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践行“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推动林业高质
量发展……呼伦贝尔市实现了林下生

“金”，绘就了一条绿富双赢的生态致富
路。

本报记者 王丰
有农田的地方就有防护林。从

高空俯瞰，巴彦淖尔市磴口县“田成
方、林成网”，高大乔木林围绕一片
片农田四周而生，纵横交织成防护
林网，将农田紧紧护住。

“磴口县 77%的面积被乌兰布和
沙漠占据，农田防护林网是磴口防
沙治沙模式的核心组成，也是保护
农田、基础设施、城镇的最后一道防
线。”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沙漠林业
实验中心副主任张景波说。

如今，磴口县林草覆盖度已由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的 0.04%提高到
37.2%。

从 1952 年开始，经过 10 年的艰

苦努力，磴口建成了一条长 154 公里
的大型防沙林带。此后，磴口县相继
实施了乌兰布和沙漠“防、灌、固”结
合的治理方案，并以“三北”工程为契
机开展了荒山、荒沙、荒地、荒滩“四荒”
承包造林；1979 年中国林科院在磴口
县成立了内蒙古磴口实验局开展治
沙科研，为防沙治沙提供科技支撑。

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是
历史性转变。

与此同时，磴口县坚持治沙与致
富两手抓，充分利用乌兰布和沙漠适
宜中草药材种植的独特优势，积极发
展中草药材生产加工业，引进和培育
一批中草药材产业化龙头企业，不断
延伸产业链条。以光伏治沙区为示

范，推进沙漠资源高效利用，已建成
光伏并网规模 77 万千瓦，光伏板下
种植柠条、梭梭、甘草等沙生植物
1.42 万亩，以光、林、草、药等模式实
现治沙 35 万亩。

截至目前，磴口县共有沙产业经
营主体 90 余家，完成产业治沙经营
面积达到 80 万亩，其中，种植优质牧
草 15 万亩；接种肉苁蓉、甘草等近
14 万亩；红枣、葡萄、枸杞、沙棘、连
翘、黄芪等水果、中草药材种植面积
逐年增加。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单纯
的营造林到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
一代又一代治沙人在风沙中坚守，在
传承中创新，实现“点沙成金，绿富同
兴”的协同发展。

本报讯（记者 赵永光）9 月 3 日，作为 2023 中国（阿尔山）旅游大会系列活动之一，由新华每日电讯、新华社内蒙
古分社、文化和旅游部资源开发司、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共同主办的旅游促乡村振兴助共同富裕论坛，在内蒙
古阿尔山市举行。来自多个地方党委和政府部门、文旅企业、知名高校的代表，就文旅产业与乡村振兴的高质量发展
进行了深入交流。

与会代表一致认为，文旅产业是“藏富于民”的产业。文化和旅游部资源开发司乡村旅游与创意产品指导处处长
张晓莉表示，吸引更多游客选择乡村旅游，能让乡村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聚宝盆”。

（下转 3 版）

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文旅产业再提档

“三北精神”里的内蒙古力量系列述评之六

“磴口模式”里的绿色故事

山水林田湖草沙一起向“绿”系列报道之十一

林下生“金”绿富双赢

阿尔山：旅游赋能乡村振兴

本报讯（记者 王丰 张鑫）9 月 6 日
至 9 月 10 日，以“共建开放新格局，共
享发展新机遇”为主题的第四届中蒙博
览会将在呼和浩特市举行。会议期间将
举行第四届中国—蒙古国博览会暨国家
向北开放经贸洽谈会开幕式、国家向北
开放经贸洽谈会、会议论坛、展览展示、
人文交流等五大项和蒙古国、主宾省等
系列活动。博览会主要活动以线下为主、
线上为辅的方式进行，目前各项会议筹
备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本届中蒙博览会共招募的 300 名
青年志愿者已经就位。同时组建了 30

名项目经理和带队老师的工作队伍。青
年志愿者将分别在外事礼仪、展览展示、
经贸洽谈、注册咨询、安全保障、接待联
络等领域服务大会代表和来宾。

另悉，为了保障博览会期间居民往
返会场，中蒙博览会期间，呼和浩特市公
交公司调整公交班次，在途经路段增设
从市区到会场的 5 条免费公共交通专
线、1 条免费中蒙博览会摆渡线，增加
103 路配车数量，并于博览会期间提供
免费乘车服务。

就在 8 月 30 日上午，由蒙古国乌
兰巴托开往中国二连浩特的 686（22）次

国际旅客列车，缓缓停靠二连车站，标志
着中蒙铁路口岸国际客运列车正式恢复
通关运行。

内蒙古自治区商务厅副厅长郭周明
表示，中蒙博览会的展会规模、覆盖范
围，以及国际影响力在不断提升，内蒙古
的“朋友圈”也越来越大。本届中蒙博览
会的高质量举办，必将为内蒙古高水平
共建“一带一路”，加快构建中蒙俄经济
走廊建设注入新动能。

本届博览会首次探索以市场化方式
招商招展，截至目前，共有40 余家企业通过
各种方式参与中蒙博览会市场化运作。

共建、共享、共迎
第四届中国—蒙古国博览会大幕将启

9 月 1 日，游客在阿尔山鹿角湾温泉度假营地拍照 王楷焱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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