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特约记者 靳羽商 通讯员 张跃颖）乌兰布统苏木小红山子嘎查在
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驻村工作队与嘎查“两委”干部齐心协力，基于乡村
产业、生态建设和文化传承等，在规划设计、把握政策和实际行动中想办法、重
实干，全力谋发展促振兴向未来。

把好产业“风向标”，重塑乡村振兴“筋骨”。小红山子嘎查将本地自然资
源优势、产业政策优势及当前经济发展形势有机结合，实现“游牧”融合，发展
主导产业。“牧”中求“精”，驻村工作队及嘎查“两委”以“兴牛贷”为契机，着力
推进精细化养殖，通过积极引导牧民改善种牛品质、改进养牛技术，实现家庭
牧场产业链条，目前已购进西门塔尔种牛近80头，人工授精改良产牛犊260余
头，申请家庭牧场6家；“游”中寻“久”，以自然资源为基础，完善小红山子跑马
场基础设施，积极筹备摄影基地建设，项目建成后不仅能为村集体经济增收，
同时为当地宾馆、饭店等营业场所带来客源。

描绘生态“山水画”，填充乡村振兴“血肉”。小红山子嘎查秉承经济发展
不能以破坏环境为代价这一理念，“增减”结合逐渐实现“村容整洁”向“生态宜
居”迈进。用清洁绘“底色”，组建物业公司，清理嘎查垃圾，落实划片包巷及奖
励惩罚机制，从而保证嘎查的整洁干净；以秀丽添“彩色”，嘎查党支部每年以

“主题党日活动”为依托，组织本嘎查党员干部开展植树添绿活动，并组织物业
公司开展花草种植工作，使小红山子嘎查的生态锦上添花。

唱响文化“主旋律”，铸造乡村振兴“灵魂”。小红山子嘎查“软硬”兼施，打
造文明规范新嘎查。硬件先行，文化设施“面子”上要“过得去”。为丰富嘎查
村民的休闲、娱乐活动，相继建成文化广场、草原书屋和新时代文明实践文化
活动室等，并不断进行设施完善，同时成立了妇女之家、组建了一支秧歌队和
一支广场舞队伍。软件配套，精神文明“里子”上要“秀得出”。嘎查通过持续
开展“孝心家庭评选”、“婆媳互夸”等活动形成榜样示范引导，以“三八”妇女
节、国庆节等特殊时间节点，积极组织嘎查居民开展拔河、跳绳、秧歌等形式多
样的文体娱乐活动，让村民真正感受到生活的日新月异，从而更加坚定地念党
恩、听党话、跟党走。

小红山子嘎查
实干促振兴 激情向未来

本报讯（通讯员 高原）红山子乡双合旺村坝塔拉组坐落于红山子乡牦牛坝
脚下，是红山子乡“坝外”的第一站，因位于林区，四面环山环林，拥有得天独厚
的林区自然风光。为进一步加快红山子乡旅游业发展速度，提高旅游业高质
量发展，充分发挥旅游业经济带动效应，通过红山子乡党委政府精心谋划，坝
塔拉组迎来了发展新机遇。

今年八月以来，红山子乡党委政府多次与每选集团沟通，经过多次考察，
最终敲定了在坝塔拉组新建民宿旅游项目，公司看中了这片未被破坏、未被开
发、民风淳朴、幽静自然的处女地。在项目充分带动当地群众的前提下，每选
集团和坝塔拉组各户村民签订了合作协议，每户从宅基地范围内为公司提供
可用于建设民宿的区域，以每处330平方米的标准，公司每年向村民缴纳租金
5000元。项目运营后，民宿的物业、后勤、服务等工作也从当地村民中雇佣，同
时，各户所耕种的粮食、瓜果、蔬菜，将由公司统一收购，向游客进行销售。初
步估算，每户每年增收1万元以上。真正实现了产业带动农户，农户紧紧依靠
在产业链上致富增收。

目前，坝塔拉民宿项目一期工程已正式开工，每选集团与各户村民共签订
民宿建设用地25处，与双合旺村委会签订了合作协议，在权属为村集体的范围
内进行改扩建，村集体经济年增收1.5万元。该项目一期工程预计在10月1日
竣工投产。

坝塔拉组的新“钱”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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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乌云曹都）达来诺日镇心系群众，为民解忧，提前谋划，为牧民
及牲畜越冬做好准备。

针对今年草产量下降、草市场价格上升、牛市场价格不稳定、居民冬季取暖问题
等关系到群众切身利益问题进行分析研判，镇党委、政府召开专题会议，认真研究对
策，细心安排部署入冬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8月末，组织罕达罕、岗更、白音珠日和、托力、哈达英格等5个嘎查“两委”班子
成员和部分养殖大户50多人，包嘎查领导带队分5个组外出考察调研。先后到锡林
郭罗盟乌拉盖草原、呼伦贝尔市、通辽市等地直接对接草企业，深入当地打草场实地
观摩，充分了解各地饲草质量和价格的前提下，组织群众统一预订饲草料。截至目
前各嘎查社区共预订了2700吨饲草料，1300吨草料已运送到位。

8月末，协调镇供热站，组织直属社区、哈日浩舒嘎查和官地嘎查“两委”班子成
员20多人到鄂尔多斯市巴隆图煤矿实地考察调研，取回燃煤样品，做好煤炭热值化
验工作，化验结果均达到预期热值。随后采取群众自愿报名、嘎查（社区）统计汇总、
统一进行订购和运送。截止目前为群众预订260吨燃煤，150吨燃煤已运送到位，比
市场价格便宜每吨 250 元。此
外，镇供热站初步预订 1000 吨
燃煤，做好按时供热准备。

达来诺日镇
储草购煤确保牧区安全越冬

西拉沐沦街道青山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校园周边文化环境专项巡查活动，图为社区工作人员联合派出所民警对辖区书店检查是否有妨害未成年
人身心健康的出版物。 摄影 李向慧

本报讯（通讯员 张立兵）金秋时
节，正值青贮玉米收获的季节，也是
饲草料储备的黄金期，永丰村抢抓时
机，全面启动青贮玉米收割工作，为
牲畜过冬储备“口粮”。

为节省农牧户收割青贮玉米成

本，村“两委”和驻村工作队积极配
合、协调、引导、宣传，采取“公司+农
牧户”一站式组织方式，由公司与农
牧户直接洽谈，按质论价，以平均每
亩 180 元的价格收割、运输、回填青
贮，为农牧民大大节约了收割青贮成

本。
今年，永丰村在乡村振兴上开新

局，在实施强村富民上抢先机，在生
态文明建设上出新绩，积极推进畜牧
养殖业发展，鼓励农牧户舍饲圈养、
科学管理。通过调整农业种植结构、

在以种促养上下功夫，引导农民种植
青贮玉米，促进了种养结合和循环农
牧业的发展。

永丰村 抢先机开启丰收按钮

本报讯（特约记者 袁国伟）初秋
时节，穿行来往于大青山花海、青山
景区的游客仍是络绎不绝，关东车村
依山傍水、自然风光秀丽，因位于世
界地质公园青山园区而闻名，距离克
什克腾旗仅 30 公里，是短途游的绝
佳选择。说起这些年的变化，村民杨
慧深有体会，她总结出一句话：“旅游
经济让我们在家门口端上了“金饭
碗”，帮助村民拔了穷根，带领村民奔
向红红火火的幸福生活。”

蓝天白云下，青山环绕的花海绽
放着成片的百合花，像极了一幅美丽
的画卷，不远处大片的波斯菊为这幅
画卷增添了一抹动人的色彩。游客
穿梭在花丛里拍照打卡，孩子在儿童
乐园嬉闹游玩……这是大青山花海

随处可见的景象。“我是今天早上从
林西县赶过来的，早就听说关东车村
景色宜人，关东风情浓郁，一直想带
家人出来玩，车程也不是很远。”正在
清溪园农家院用餐的游客李先生说，
他和家人一大早就来到了这里，上午
在景区观赏美景，拍照打卡，中午回
到农家院吃饭，下午就可以原路返
回，不耽误第二天上班。

“我们的民宿还有房间，现在可
以预定。”不远处，来福农家院的负责
人于洪福的电话一直没闲着。于洪
福说，父母在这里开农家乐已经9年
了，家里人都过来帮忙，人手不够又
雇了村民帮忙，一到周末来景区游玩
的人特别多，于洪福常常觉得日子过
得非常忙碌，但一想到能挣钱，心里

就喜滋滋的。以前于洪福一家没有
现在忙碌，家庭主要收入是种植玉
米，每年纯收入不到 2 万元，后来政
府发展旅游业，他们就开了这家“来
福农家院”，农家院有十间房子，兼顾
餐饮和住宿，能容纳150人就餐和30
人住宿，短短5个月时间就可盈利12
万元左右，现在不用四处奔波，在家
门口就能赚到钱。

近年来，关东车村通过乡村旅游
等产业支撑，人均可支配收入大幅度
提升，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村里的基
础设施也换了新颜，行走在关东车
村，道路两旁整齐的房屋特别显眼。
远处的青山绿树将村庄衬托得格外
迷人，人们围坐在门前，闲聊畅谈，十
分惬意。谁也想不到这个过去落后

的小村庄，如今村级综合服务中心、
书屋、活动广场、健身器材一应俱
全。除此之外，关东车村还建成配套
标准化乡村卫生室和村综合文化服
务中心，实现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大于
90%，自然村组硬化路比例超过85%，
畅通快递物流。关东车村打通乡村
旅游发展之路，公共服务水平持续提
升，先后被评为全市“旅游示范村”、
自治区文明村镇。

“借着乡村旅游的名片，如今村
民的生活早已悄悄变了模样，以后村
民的日子一定会越过越红火！”关东
车村党支部书记陶国华说。

关东车村 乡村游扮倩增收路

本报讯（特约记者 刘玉国）秋高
气爽，瓜果飘香。9月1日，笔者走进
位于高寒漫甸的克旗新开地乡，所到
之处，吸人眼球的是田地里长势喜
人、相继成熟、进入开镰收割的小麦、
莜麦等粮食作物，一片丰收在望的画
卷展现在眼前。

今年，新开地乡种植的12.5万亩
粮食作物，夏季虽部分遭受了干旱和
冰雹灾害，但通过干部群众奋起抗灾
自救，大灾之年粮食作物仍长势茁
壮。红石砬村北沟组村民杜国军告
诉笔者：“今年春天他家包了 200 亩
耕地，采用抗旱技术全部种植了小
麦，在春季少雨的情况下保住了幼
苗。眼下已经‘虎皮’色了，随时能够
收割，看这长势，亩产 600 多斤是把
攥了！”“我家今年种了20亩莜麦，用
收割机收回来了，估计至少有1万多
斤，平均每亩500多斤。”双山子村范

营子组村民韩广海，一边从农汽上往
广场卸莜麦晾晒，一边高兴地说。苇
塘河村白音卜罗组村民李长青说：

“我家种了50亩小麦，春天机播仅用
了一天半的时间就完事了，夏天就是
打打灭草剂、喷药防防虫，到秋天收
回，用工加起来也就二十八、九天，粮
食到手连仓子都不用进，就来客商收
购了！”

“今年秋季不仅粮食丰收，价格
还上涨了，小麦收购价每市斤一块
五，莜麦每市斤一块七，这真是个大
好事！”乡农科站站长侯煜新给笔者
介绍。

新开地乡有耕地12.5万亩，其中
旱地占百分之九十以上，以前农作物
不但大多是望天收，而且有时还遭受
大风、冰雹等极端天气灾害，致使粮
食单产量低而不稳，严重制约了村民
经济收入，甚至打下的粮食不够自己

吃。近年来，新开地乡党委、政府积
极落实国家农业补贴项目，与青岛和
呼市两所科研大学合作，引进试种优
质高产抗倒伏小麦和莜麦新品种，聘
请专家教授来乡传授旱地高产种田
知识，实施坡改梯项目工程，动员群
众利用农机补贴政策购买农机具，大
力推广机械化耕作，实施耕地保护性
免耕、测土配方和覆膜抗旱种植技
术，鼓励农户收割后及时翻地晾晒保
墒，争取项目更新改造退化农防林等
粮食增产举措，实现粮食高产稳产，
提高了农民种地的积极性，一些弃地
外出打工的人也纷纷返乡种粮。据
统计，全乡种粮200亩以上的家庭就
有230多户。

与此同时，旱耕地承包费也由30
元，提高到100多元。新道梁村代家
窝铺组 1500 亩旱地，未实施坡改梯
前每亩租金仅 20 元，坡改梯后每亩

180元被高地优农农业专业合作社全
部承包，种植市场上畅销的藜麦。人
均2.8亩水浇地的广华村，村民以前
往外包地一口人的地仅 300 元。自
去年开始，外地客商来村承包种植辣
椒、豆角等蔬菜，租金每亩涨到 500
元，一口人的地比过去不但多收入
1100元，且十分抢手。不仅如此，还
带动近40余名剩余劳力在家门口就
业，人均收入1.3万元。

为进一步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步
伐，促进农业丰收、农民增收致富、确
保粮食安全，今年下半年，新开地乡
党委、政府通过招商引资，与外地食
品加工企业签定了莜麦、藜麦、荞麦
等粮食收购订单合同，并出台优惠政
策，落实种植任务，宣传动员村民明
年进行大面积种植。

新开地乡12.5万亩粮食丰收在望

本报讯（通讯员 何志强）连日来，旗市场监管局认真落实食品安全“四个最严”
要求，并结合食品安全“守底线、查隐患、保安全”专项行动，对辖区内的餐饮服务单
位开展中秋节前食品安全专项检查。

执法人员在督促指导餐饮单位严格落实疫情防控和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的同时，
重点检查了食品原料、半成品及成品是否符合相应的食品安全要求，是否严格落实
进货查验和索证索票规定，做好台账记录；检查用于储存、盛放食品及原料设施、设
备是否完善及正常使用；检查各从业人员的个人卫生及健康状况；检查食品加工制
作过程有无可能出现交叉污染；加工过程是否遵守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督
促从业人员严格按照原料进入、原料加工、半成品加工、成品供应的流程进行操作，
防止操作过程产生交叉污染；做好餐饮具消毒记录、餐厨垃圾处置台账，就餐场所消
毒登记，从业人员上岗每日晨午检工作；加工制作食品时要规范戴好口罩、手套,严
格落实入店就餐人员测温扫码、佩戴口罩、场所通风消毒和“一米线”常态化防控措
施。

旗市管局
“守查保”确保中秋节食品安全

本报讯（通讯员 韩锐）为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旗社保中心积极贯彻执行社保
领域阶段性缓缴政策，对旅游、餐饮等23类行业单位以及受疫情影响较大、生存经
营困难的中小微企业实施阶段性缓缴政策，助力企业纾困解难。自2022年5月至
今，为全旗11家经营困难企业缓缴三项社会保险费137万元，助力企业复工复产。

旗社保中心
保险费缓缴为企业纾困解难

本报讯（记者 原国林 特约记者
杨春雨）作为京津冀自驾游首选地的
克什克腾旗乌兰布统苏木在后疫情
时代迎来了今年的第二个丰收季。
暑期旅游热的余温还未退去，中秋、

“十·一”的旅游小高峰已经到来。用
苏木党委书记谷国民的话说：“疫情
防住了，草原“带薪休假”，牧民的风
景钱也赚得盆满钵满。”

自 2010 年，乌兰布统苏木将原
来的4.1万亩耕地全部退耕还草后，
通过种草、禁牧、休牧、轮牧、造林等
举措，如今178万亩的土地已变成纯
净的绿色草原。今年7月，景区刚刚
开放，近1个月的时间就吸引了50万
人（次）的旅游客流。

为了迎接后疫情时代旅游新“爆
点”，做到疫情防得住、游客进得来，
苏木与景区协商分控南部和西部两
个入口。来自河北方向的南入口归
苏木管辖，景区售检票口后撤 5 公
里，既提高了公路干线的通行能力，

方便游客，也为沿线的孤山、小红山
子两个嘎查的住宿、餐饮、牵乘等服
务拓展了空间。景区负责来自多伦
县方向的西入口，针对乌兰布统开放
型景区的实际，采取减少收费景点，
只对进入“百草敖包”“公主湖”“将军
泡子”等核心景区的游客收取门票等
举措，做到了疫情防得住，游客进得
来。分兵把守节省了人力资源，明确
了各方责任，提高了防控能力和水
平。与此同时，景区缩小门票收取范
围的新举措，不但刺激了游客的入园
率，也提升了景区的公信力和影响
力。

乌兰布统常住人口1418户3758
人，其中有 394 户 2774 人从事宾馆、
饭店、牵乘、野骑等旅游服务。旅游
日 接 待 能 力 达 到 18313 张 床 位 和
26043 餐位，年营业收入在 2.09 亿元
左右。疫情过后，是乌兰布统苏木旅
游的爆发期。据小红山子嘎查塔拉
额吉酒店的主人张继学介绍，今年7

月，酒店的 68 个房间有半个月的时
间天天爆满，客房、就餐两项纯收入
一个月就达到50万元。而这样的收
入在嘎查60户经营住宿餐饮户中只
占中等偏上水平。孤山嘎查烟子窑
独贵龙邻近南入口，售检票口后撤
后，经营牵乘服务的宋超、宋双两兄
弟如鱼得水，每户 3 匹马，一匹马平
均净赚3.5万元，一个多月的时间两
兄弟各赚10万元。元宝山嘎查地处
旅游公司景区核心区，63岁的郭宝凤
与两个儿子经营野骑营地，进行长途
骑马体验，三个家庭总计62匹马，一
个旅游季下来就有 60 万元的收入，
每户各赚20万元。

随着牵乘、野骑服务规模的壮
大，催生了乌兰布统马产业的振兴，
养马、育马已成为草原的新兴业态倍
受牧民青睐。家住孤山嘎查的李玉
民养了 30 匹基础母马，为了改良品
种，他投资近200万元从国外进口了
阿拉伯、澳大利亚两匹纯血种马，与

当地蒙古马进行冷配杂交改良。今
年他为养马户改良了 70 匹马，仅此
一项，年收入就达 60 万元以上。据
统计，乌兰布统苏木现有跑马场 7
家，马存栏3026匹，其中1032匹从事
具有增值服务的牵乘、野骑服务，仅
此一项人均收入可达1.5万元，是牧
民收入的重要来源。

金秋走进乌兰布统苏木，草原上
是星罗棋布的草捆，储草棚里是牲畜
越冬、休牧的“口粮”。草业振兴作为
苏木牧旅业融合发展的强有力抓手，
通过退耕还草、禁牧、休牧等一系列
举措，打草场亩均干草产量由原来的
70公斤提升到110公斤，年储草量达
1.35 亿公斤，草的附加值大大提升。
目前苏木有养牧户1024户984人，其
中223户肉羊养殖户饲养了55708只
肉羊，314 户肉牛养殖饲养了 17693
头肉牛，肉牛肉羊改良率达到 80%，
据测算，来自畜牧业的年综合效益达
到13310.4万元。

乌兰布统苏木 吃生态饭 赚风景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