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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内蒙古自治区农牧厅传来消
息，截至目前，内蒙古共落实“看禾选
种”平台展示面积超 7000 亩，展示优
良品种 2000 多个，涵盖玉米、大豆、
马铃薯、向日葵等 9 种内蒙古主要粮
食作物和特色优势作物。

据介绍，内蒙古持续推进“看禾选
种”工作，把好品种送进田间地头，指导
农民科学选种用种，助力优良品种推广
应用，引导优化农作物品种布局，让“看

禾选种”平台成为良种选用的看台、品
种比拼的擂台、新品种推荐的展台。

内蒙古所有“看禾选种”平台以筛
选优良品种、服务粮食增产增收为目
标，配套实施膜下滴灌、水肥一体化、
无膜浅埋滴灌、北斗导航精量播种等
技术，充分体现展示品种的优良特征
特性，充分发挥展示品种的增产增效
潜力，推动良种良法深度融合，助力内
蒙古优良品种强起来、走出去。

目前，内蒙古各个“看禾选种”平
台展示的农作物品种已播种完毕，部
分作物已出苗、长势良好，将助力种植
户提单产、增收入。

内蒙古自治区既是全国耕地保有
量过亿亩的省份之一，也是全国 13 个
粮食主产区和 5 个粮食净调出省区之
一，玉米、大豆、马铃薯等主要粮食作
物和谷子、高粱、绿豆等杂粮杂豆产量
居全国前列。 （李云平）

本报记者 迪威娜
6 月的呼和浩特市回民区乌素图杏

花谷绿意盎然，生机勃勃。在刚刚过去
的端午假期，素有“杏坞番红”美誉的呼
和浩特市回民区攸攸板镇东乌素图村
的杏花谷景区吸引了众多市民和游客
纷至沓来，共赴一场夏日之约。

“我是这里的常客，每年的‘杏花
节’‘采摘节’都会带着家人来转一转，
赏美景，尝尝香甜可口的大杏，这里的
人气一年比一年旺。”来自武川县的游
客国英女士高兴地说。

为促进乡村产业振兴，深度挖掘乡
村旅游潜力，回民区以“绿色生态”为发
展底色，以生态“含绿量”提升发展“含
金量”，呼和浩特市回民区走出了一条
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高质量可持

续发展之路。
乌素图杏花谷位于呼和浩特市回

民区东乌素图村，是国家 AAA 景区。东
乌素图村位于大青山南麓，被誉为“红
杏遗村”，是呼和浩特市历史悠久的八
大景之一。现有杏园 3250 亩，不同品种
的杏树 15.18 万株，其中树龄 70 年以
上的杏树有 2 万余株，百年古树 500 余
株，村古杏树群平均树龄 212 年，树形
各异，距今有 400 多年历史。2019 年
12 月 25 日，东乌素图村被评为国家森
林乡村。2020 年 8 月 26 日，东乌素图
村入选第二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名
单。2023 年乌素图村古杏树群成功入
选全国 100 个最美古树群。

“我们依托‘杏花节’‘杏福树下’大
杏采摘节，开发了百年古榆树广场、乌

素图杏花谷、千亩杏园等项目，更新了
以胭脂红、新疆白杏、金太阳等为主的
上百亩大杏品种，积极推动全域旅游开
发，不断拓宽村民收入渠道。目前已形
成以林果促采摘、以采摘促农家乐的休
闲旅游产业群，共发展 50 余家农家乐，
打造了以 8.3 公里村路为经络的旅游
带。发展绿色农业、生态旅游，提速乡村
振兴。今年，我们继续在‘田园 + 生态 +
旅游’模式上做文章，大力发展休闲观
光农业、生态体验农业，实现农业效益、
农民收入、农村环境三提升。”回民区东
乌素图村驻村第一书记张月朋说。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瞄准得天
独厚的地理位置和生态环境，东乌素图
村杏产业实现了特色化、规模化发展。
一年一度的“杏花节”和“采摘节”正是

呼和浩特市回民区大力发展乡村生态
旅游、持续增加农民收入、推动乡村振
兴而精心打造的一场绿色生态旅游“盛
宴”。乡村振兴的落脚点是让所有村民
日子越过越红火。近年来，回民区紧紧
把握高质量发展带来的新机遇，激活旅
游产业要素，依托当地的本土文化、好
山好水和乡村生态优势，走出一条以乡
村旅游带动乡村振兴的新路径。

春赏花 、夏 采 摘 、秋 观 叶 、冬 玩
雪……依托“田园 + 生态 + 旅游”业态，
呼和浩特市回民区聚力农文旅深度融
合发展，乡村旅游四季兴旺，红红火火。
旅游，正逐渐成为回民区实现乡村振兴
的重要引擎，助力乡村探索出一条产业
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
生活富裕的发展之路。

本报记者 张鑫
察尔湖的美，是自然的美；
察尔湖，蒙古语意为“春天的湖”。

它以自己独有的秀丽和神奇，给广袤
的乌兰察布草原增添了几分深沉和柔
美。

因湖而生，拥湖而美，靠湖而兴。
位于乌兰察布市兴和县城关镇衙门号
村的察尔湖历史悠久，经过多年的探
索实践，内蒙古察尔湖开发有限公司
依托自然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大力
推进“农工商文旅康”一体化发展，走
出了一条坚持源头治理、系统治理、科
学开发“三大理念”守生态，重点做好
生态保护 + 现代农业、康养旅游 + 产
业融合、绿色农畜产品加工 + 配送“三
篇文章”兴产业，打通资源综合利用、
稳岗就业、集体经济、订单农业“四条
渠道”促增收的绿富同兴发展之路。

察尔湖是高原淡水湖，属于永定
河上游，其被大青山余脉环绕，湖域内
山水林田湖草沙齐全。

兴和县政府将察尔湖生态环境保
护建设列入了地方“十三五”“十四五”
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坚定不
移做察尔湖的生态守护者，借助农田
景观、自然生态景观等土地资源，把一
个村当做一个景点，把一块地当做一
个品类来规划设计。

近年来，察尔湖开发有限公司做
好“生态保护 + 现代农业”文章。从育
苗抓起，采取增殖放流，实现“鱼养水，
水养鱼”，让游客们真正吃上原生态的

野生鱼；大力推广“饲用玉米种植—秸
秆加工利用—畜禽养殖—有机肥还
田—果菜种植”模式，保证每一粒米、
每一颗蔬菜瓜果都是有机食品；黄牛、
肉羊、黑猪、散养鸡等整个饲养过程，
全部以玉米、秸秆等农业大田作物作
为饲料，“以文旅促农，以农养牧，农牧

（渔）结合循环发展”，构建起“现代农
牧业 + 休闲度假 + 乡村文化 + 生态
农庄”四大产业为支撑的田园农旅复
合产业链，努力打造内蒙古自治区乡
村振兴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示范
区。

察尔湖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农
文旅融合是察尔湖的发展方向，目前
仍是初级阶段，接下来企业将与兴和
县相关部门继续念好“农”字经，打好

“文旅”牌，围绕“看见美、吃得好、带得
走”理念，把农田景观、自然生态景观、
乡土农耕文化等旅游资源串点成线，
打造一村一品景观项目、察尔湖野生
鱼、有机西红柿等“金招牌”，实现兴一
方产业，富一方百姓。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一份写在
绿水青山间的答卷，更是一份写在人
民心里的答卷。“养生在察尔湖、休闲
在察尔湖、健康在察尔湖”，察尔湖的
变化带来的影响是巨大和深远的。绿
色，成为兴和县的鲜明底色；生态，成
为兴和县高质量发展的永续基调，兴
和县通过不断提升生态“含绿量”赢
得发展“含金量”，为高质量发展注入
新动能、新优势。

本报记者 王丰
阿拉善的沙，世人皆知。巴丹吉林

沙漠、腾格里沙漠、乌兰布和沙漠三大
沙漠由北向南贯穿其全境，沙化土地面
积占其国土面积的 2/3 以上。

近年来，阿拉善人为阻止三大沙漠
“握手会师”，几代林草人与恶劣环境搏
斗、与漫天黄沙抗争，探索防沙治沙经
验，遵循自然规律，以人退带动沙退，阿
拉善盟实现了生态环境从“整体恶化、

局部高危”到“整体好转、加速改善”的
历史性转变，重点区域实现了“沙进人
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

“双转变”的出现得益于政策加持，
引导社会力量全员参与荒漠化治理。
2023 年，阿拉善盟 18 家企业、44 个专
业合作社、7 个社会团体和 3 万多农牧
民累计治沙 830 多万亩。同时，研发并
推广飞播种子“丸粒化”、梭梭秋冬季人
工造林、苁蓉注水接种等一批先进适用

技术，为社会化造林治沙提供了有力科
技支撑。

防沙治沙成就的取得，要靠全员参
与，要靠全员的智慧和力量，要靠一代
又一代人的接续奋斗。

“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防沙
治沙从来不是某一个人或一个领域的
单打独斗，而是全员参与的一项系统工
程。这项工程的背后，凝聚着每一位参
与者执着的信念、艰辛的血汗。他们身

上有一股子劲，那就是众人拾柴火焰
高，脚踏实地干下去。而且一干就是十
年、几十年，甚至一辈子。在他们身上，
有一种巨大且不可动摇的决心，有一种
朴素而坚定的信念，有一种功成不必在
我的情怀。

心有所念、行有所为，这需要劲儿
往一处使，长期不懈地全员参与下去。
如此，山清水秀、绿色健康的家园就是
我们心仪的港湾。

近年来，乌兰察布市集宁区大力发展化成箔生产项目，一批专业生产高性能
铝电解电容器用电极箔、电极箔生产线及相关产品的企业纷纷落户。其中，内蒙
古海立电子材料有限公司产品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助力乌兰察布成为全国重要
的化成箔生产基地。

图为：内蒙古海立电子材料有限公司技术人员在生产线上严把质量关。
（周卫兵 摄）

呼和浩特市回民区擘画乡村振兴新图景
“田园 +生态 +旅游”

北疆文化之历史长廊

在包头市九原区麻池镇，有一身
跨骏马、手持长戟的战将雕塑，塑像
人物就是三国时期名将吕布。“人中
吕布马中赤兔”，这样的俗语在中国
流传了千年。追根溯源，吕布就出自
麻池。

对于吕布，《三国志》《资治通鉴》
等正史都有记载：吕布，字奉先，五原
郡九原人也，而“九原”故址就是现在
的包头市九原区。寥寥几字就将吕布
与麻池联系起来。

麻池是包头地区历史最久、规模
最大的古城遗址，位于九原区南部。

古城城垣残高 1.5 米，底宽 10 米，顶
宽 4 米，为“吕”字型布局，分为北城
和南城。北城南北 690 米，东西 720
米，是赵国九原城遗址；南城南北
600 米，东西 640 米，为秦九原郡和
汉五原郡郡址所在，两城总面积近 9
万平方米。

关于古城最早的记载来源于《史
记·赵世家》，公元前 300 年，为抵御
北方民族的南侵，赵武灵王在此
设屯兵重镇九原，并进行了“胡服
骑射”的军事改革。秦始皇兼并六国
后，并把赵国的九原改为三十六郡之

一，管辖周边 34 个县。为加强战略物
资的运送，修建了南起咸阳、北至九
原的秦直道，被后世称为古代的高速
公路。

秦灭后，匈奴占据古城，成为南
下侵夺的桥头堡，汉武帝先后派卫
青、霍去病等率兵 9 次袭击匈奴，重
新夺取了九原，并于公元前 127 年在
此设五原郡辖九原。

古城到东汉末年及三国两晋南
北朝时期才废弃，前后约 500 年的时
间。当时阴山南北战乱纷纷，之后古
城逐渐沉寂。很长一段时间，这里都

是杂草丛生、荒无人迹。直到 300 多
年前，走西口的山西人来到这里，古
城周边才再次喧嚣起来。

1954 年，在麻池古城一带，出土
了大量文物。有金、银质的虎、豹、骆
驼等镂空花饰片及狩猎图案的器皿，
这些文物都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最
重要的考古成果是汉代的瓦当，上面
有篆刻的“单于和亲”“千秋万岁”“单
于天降等”。

如今，麻池古城已被国务院列为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刘洋）

麻池古城，有故事的郡邑

“三北精神”里的内蒙古力量系列述评之

全员参与 打好防沙治沙“大会战”

内蒙古“看禾选种”平台
展示 2000 多个优良品种

山水林田湖草沙一起向“绿”系列报道之

“春天的湖”绿富同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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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宁区强力建设
全国重要的化成箔生产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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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杏采摘节让乌素图村民更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