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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郭建军

本报讯（记者付银兰）“我是用
剪刀‘讲’故事，讲我们蒙汉民族文
化，讲我国的历史文化故事。”这是 10
月 11 日，赵美玲在赵大剪文化传承基
地促进民族团结交流研讨会上这样说
道。

在位于树林召镇赵大剪剪纸文
化传播有限公司的科普示范基地
里，不仅有赵美玲讲解剪纸艺术，有
从外地专门请来的自治区级非物质
文化传承人额尔德尼巴雅尔编织手
工艺品，还有家住中和西镇的马海
传承人娜仁图雅展示着她的作品。
这三位“大咖”吸引了很多慕名而来
的人，他们有的品味着上下五千年
的中国历史剪纸长卷，有的认真观
看着手工艺品制作方法，还有剪纸
爱好者忙碌着手中的活儿。

额尔德尼巴雅尔边编织边告诉
记者：“我是马具传承人，从小喜欢
艺术，也喜欢马具艺术，闲暇之余做
这些工艺品，不为求生，只为传承。”
他还详细介绍了所用的原料和工

艺：“我用的原料是玉米皮，可以就地
取材，不用花钱还环保。纯手工制作，
只要我们勤劳、肯动手，具有时代特
色、漂亮的日用品就做好了。”看着
这些精致的草帽、糖盒，在场的人们
赞不绝口，有人还买了一些他的作
品。

娜仁图雅也是心灵手巧之人，她
面前摆放着自己做好的蒙古靴和饰
品，人们纷纷戴上饰品欣喜地拍照。
她感慨地说：“我曾在东北、杭锦旗等
外地传承马海文化。今天来到这里，
可以让家乡的父老乡亲进一步了解
蒙元文化，喜欢蒙元文化，推动全旗
的民族文化传承。”

树林召镇村民张美英说：“以前，
我们只是知道一些汉族方面的东西，
没想到蒙古族的东西也这么漂亮。

民族宗教事务局局长訾铁柱说：
“我们希望通过组织这样的文化研讨
活动，让蒙汉民族群众多学习、多互
动、多交流，加强团结，最终实现共同
富裕。”

巧手“讲”故事 传承蒙汉文化

“光头”这个词在大家眼中多少是带
些贬义的，可“光头”这个标记在吉格斯太
镇大红奎村村民的心中是带着尊敬和喜
爱的。

今年 3 月份，市食品药品监管综合执
法局局长田甸丰被组织选派到大红奎村
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到任以来，田书记一
有空，就喜欢去村子里转转，去村民家中
坐坐，在摸清村情的基础上，通过加强基
层组织建设、发展村集体经济、帮助贫困
户脱贫致富，完成着自己的使命。

虽说田甸丰也是出生在农村，但对于
多年在机关工作的他来说，农村工作还是
很陌生的。面对着不熟悉的环境、没头绪
的工作，刚开始，他有些不知所措，不知该
如何下手。慢慢地，他克服了这些顾虑，从
了解基础情况开始，从早到晚待在村里，
在村两委成员的带领下，经常走村串户，
详细摸清村情民情，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他就跑遍了全村 19 个村民小组，与群众、
党员、老村干部交心谈心，走访调研，将村
情民意摸清吃透，拉近与群众间的距离。

村里有了矛盾，村民有了困难，都愿
意找田甸丰。二梁壕村民因与沿黄公路的
矛盾，影响了春耕生产，田甸丰带领工作
队找了市交通局、沿黄一改高项目部、沿
黄公路管理所等相关部门，协调解决了该
村民小组村民大型农机具过路问题。村民
王忠小孩大学毕业未找到工作，他帮着联
系到了亿利药业工作。他解决村民类似问
题还有很多。

田甸丰还细致调研掌握村贫困户的
基本情况及需求，协调辖区医药企业，为
因病返贫的贫困户捐赠常用药品 2 万多
元，保障了贫困户治疗疾病的连续性，减
少了贫困户的医疗支出。村民解四平暖棚
香瓜不好销售，帮助其全部销售，实现收
入 5000 多元。

在今 年的“两
委”换届选举，大红
奎村的“两委”成员
70%是新进人员，田
甸丰帮助“两委”加
强制度建设，指导健
全了村里的各项规
章制度，撰写了《村

“两委”周例会学习
制度》《村级公章使
用管理制度》 以及

《村“两委”成员日常
考 核 量 化 积 分 制
度》，为基层组织规
范建设出力。

大红 奎村集体
经济收入发展缓慢，
导致村里没钱办事、
凝聚力号召力不强，
田甸丰了解到大红
奎村有 70 亩集体土
地，经过与相关部门
的请示与沟通协调，
利用自己工作经验，
本着资金投入少、效
益风险低的原则，决
定在这块地上试种药材红花、桔梗。现已
收获红花 120 多公斤，每斤按照 100 元销
售，可以增加村集体经济 1.2 万元，改善
了大红奎村多年零集体经济的情况，为新
选任的“两委”来了个开门红。这个村集体
经济试验示范基地，还为贫困户李光存提
供就业机会，增加了他的收入，避免了返
贫现象的发生。

通过田甸丰的这次试种，促进了吉格
斯太镇产业结构调整规划，镇里决定明年
将大面积推广种植红花和桔梗，让农民在
特色种植上增收致富。

以案释法

中国有句老话叫“买卖不成情谊在”，
其实婚姻也一样，如果感情破裂，实在过
不下去，就各自安好，体面地分手。如果一
味的口出恶语，谈理由、谈责任，只能是两
败俱伤，离婚本身是为了迅速解决感情纠
纷问题，而不是拉开长时间的感情战线，
伤害对方。

近日，达旗法院审结了一起王某诉李
某的离婚案件，双方从 2017 年开始向法
院起诉离婚，经过撤诉、再起诉、上诉、发
回重审，几经周折最终经过法官的耐心调
解，双方对解除婚姻关系、孩子的抚养权、
家庭财产、家庭债务达成了调解协议，友
好地分手。

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心理使得这场
离婚案变得这么艰难，夫妻双方的感情因

分居几年已彻底破裂，主要原因是双方都
争夺孩子的抚养权，本院在征求孩子的意
见时，孩子眼神恍惚，说话唯唯诺诺，明显
较同龄的孩子成熟许多，法官调解时着重
给双方讲解了孩子的状况，孩子随谁生活
有利于其成长，夫妻双方最终达成了一致
意见。

婚姻需要感情来维系，如果感情破
裂，走到离婚这一步，最好的结局是体面
的分手。不要以孩子为筹码，让孩子为夫
妻双方的感情
纠 纷 买 单 ，这
样会伤害孩子
的心灵，影响
孩子的健康成
长。（法院）

婚姻名存实亡时，分手是最好的结局

本报讯（记者 王晓丽）市妇联向社会
力 量 购 买 保 障 妇 女 儿 童 权 益 服 务 项
目———妇女儿童心理健康辅导项目，落地
我旗。10 月 11 日，项目启动签约仪式在
我旗举行。

向社会力量购买保障妇女儿童权益
服务项目，是自治区妇联深入贯彻落实党
中央、自治区党委党的群团工作会议精
神，以项目化运作方式推进妇联维权工
作，推动基层维权服务创新的一项有益的
探索和尝试。

妇女儿童心理健康辅导项目是我旗
妇联向市妇联申请的，由我心理咨询师协
会负责项目的具体实施。项目以为妇女儿
童提供心理咨询服务、提供家庭亲子教育
指导服务、提供婚姻家庭关系指导服务为
目标，分别通过开展“教育从家庭开始”

“身心健康与情绪管理”“亲自沟通的方

法”等主题活动、开展普及妇女儿童心理
健康教育的讲座、开展妇女心理健康普
查、设立基层妇女心理服务联系点等服务
举措，为全旗境内妇女儿童及其家庭进行
心理健康辅导服务。

该项目实施立足我旗实际，从妇女需
求出发、以服务入手，坚持“以培训提高妇
女，以关爱温暖妇女，以活动凝聚妇女”的
原则，充分发挥“妇女之家”作用。通过完
善项目体制，为全旗女性提供婚姻调适、
家庭调解、心理咨询等维权服务，维护权
益，共促和谐，努力将家庭、生活等矛盾化
解在萌芽、解决在基层。

我旗心理咨询师协会理事长全汉辰
说：“心理健康对整个社会大众是非常重
要的，尤其是妇女和儿童。希望通过这个
项目把心理健康教育普及给社会大众，在
全社会形成积极向上的风气。”

妇联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项目 保障妇女儿童权益

近日，“2018 华为手机杯中国围棋甲
级联赛呼和浩特·伊利专场”在呼和浩特
市开赛，我旗 35 位小棋手参加了此次比
赛。比赛期间，小棋手们热情高涨，布局、
中盘、收官等娴熟连贯，举手投足间透露

着镇定、自信与从容。最终，高禄博获得了
初级 B 组亚军、张芷源获得了季军，卢柄
政获得了中级 B 组季军，还有 14 名小棋
手获得了奖牌和证书。

（孟红红 摄影报道）

乐在“棋”中

“以前从来都没见过玉米产量能
有这么高，真是想也不敢想，政府推
行的这种‘土地托管’模式就是好！”
10 月 10 日，在王爱召镇杨家圪堵村
杨西社农田里举办的首届土地托管
项目丰收总结现场测产会上，来自全
旗各苏木镇的种养殖大户、农牧民代
表，共同见证了一个奇迹———经过工
作人员详细精确测产，内蒙古天洲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给当地农民托管种
植的玉米亩均产达 2869.8 斤（水分
含量为 28％）。产量一经宣布，现场
的农民群众立刻沸腾了起来，纷纷惊
叹产量高、模式好。

近年来，随着农村人口日渐老龄
化，谁来种地、怎么种地，成为各级政
府的一道难题。我旗耕地较多，历来
是农业大旗，这一问题更是需要迫切
解决。今年，我旗立足农村、农业、农
民实际，创新土地经营模式，探索出
了“土地托管”的新路子，助力乡村振
兴，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农村
发展。“土地托管”即农民向专业种植
公司支付一定的种植成本费用，把土
地交给公司“托管”，公司实行统一管
理、统一机械化作业、统一提供农资、
统一服务、统一经营，从而提高土地
集约化、规模化和专业化种植水平，
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实现农民不种
地照样有收益。这一经营模式让企业
当起了土地的“保姆”，农民则从种植
主体变成了“甩手掌柜”，深受农民喜
欢，全旗共有 2 万亩耕地实现了代耕

代种。
“土地托管”模式推行以来，杨家

圪堵村杨西社的 68 户农户，也将
1300 亩土地交由内蒙古天洲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托管”，让他们告别了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的传统农
耕生产方式，过上了“有歇有空”的

“上班族”生活。
当地村民介绍说，公司给农户每

托管种植 1 亩玉米，农户只需向公司
支付 600 元费用即可，耕地、灌溉、施
肥、除草、收割、销售等全部由公司完
成，农户再无需出力出钱。公司还与
农户签订了协议，玉米亩产保底
1800 斤，若亩产低于 1800 斤，低出
部分由公司向农户赔付；若亩产高于
1800 斤，高出部分公司与农户平分。

农民种地，就盼产量高、价格高、
收益高。价格是由市场行情决定的，
人力无法改变。产量虽然与公司签订
了协议，可到底能产多少，几个月来
杨西社农户心里没底，甚至有些担
忧，害怕产量低公司不给赔付。公正
科学的测产数据给他们吃了一颗定
心丸：随机选取的 1.575 亩玉米，总
产量 4520 斤，每亩平均产量 2869.8
斤（水分含量为 28％），迎来了大丰
收。这一数据让农户们乐开了花，更
加坚定了他们走“土地托管”的经营
道路。

“我老汉种了一辈子地，这么高
的产量还是头一次听说，同样的地，
过去我们精耕细作也没有这么高，要

不是今天在现场亲眼看到，我怎么也
不相信。”杨家圪堵村杨西社的郭文
海老人高兴地说，“根据协议，每亩地
上我们就能获得 2300 多斤玉米，我
们自己还不用辛辛苦苦种地，比我们
自己种强多了！”

一样的地，为何公司种植能有如
此惊人的产量？内蒙古天洲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总经理王耀龙给出了答案。
他介绍说，密植是高产的一个重要原
因，传统的种植方法下，农户每亩地
平均种植 4500 株玉米，而公司每亩
地平均种植 7000 株玉米；田间科学
精细作业管理是高产的另一个重要
因素，公司通过采用物联网、大数据、
水肥一体化等新技术、新方法，大大
提高了资源的转化利用率和种植的
科学性，让农作物每时每刻都处于最
佳生长状态。

“土地由公司托管后，农村劳动
力得到了解放，农民不用耕作就能在
土地上获得稳定收益，同时，一些农
民还可以选择外出或在托管公司打
工，或从事第三产业，极大地促进了
他们增收致富。”杨家圪堵村杨西社
社长兰斌说。

杨西社 63 岁的云银财就是其中
的受益者。今年 4 月份，社里决定实
施土地托管项目，云银财积极响应，
将自家的 33 亩耕地全部交给内蒙古
天洲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托管。此后，
他便进入该公司开始打工。“6 月份
以前，我在公司打工就挣了 13000 多

元，6 月份以后的工资还没有结算，
全年打工至少能挣 20000 元；公司托
管的玉米也比往年产量高，效益自然
也高，今年收入真不赖。托管模式挺
好，以后自己可是不种了，就让公司
托管呀！”云银财欣喜地说。

全旗各苏木镇的种养殖大户、农
牧民代表，在杨家圪堵村杨西社亲眼
见证和详细了解了“土地托管”模式
带来的效益后，大家感慨颇多，认为
这种经营模式非常好，可大大增加农
民收入，一些代表甚至急切地盼望自
己的村社也能早日实施土地托管项
目。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土地托
管’经营模式确实不错，我们村有
16000 多亩耕地，土地十分平整且集
中连片，非常适合交给公司托管。我
回去以后要及时地向村民们宣传‘土
地托管’的好处，争取明年把村里的
土地全部实现托管，不断提高村民的
收入。”展旦召苏木建设村支部副书
记杜争气说。

“作为一种新的经营模式，经过
今年的努力探索与实践，‘土地托管’
非常成功，它减少了成本，增加了产
量，实现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
态效益多赢。下一步，我旗将继续大
力推广这一经营模式，让更多的农民
受益。”农牧业局局长郭建军表示。

土地托管真不赖 农民增产又增收

恩格贝讯 金秋十月，是丰收的
季节。日前，笔者来到恩格贝镇新圪
旦村种植水稻的稻田旁边，望着成熟
的成片的水稻，沉甸甸的稻穗低着
头，好像在示威，它成熟了！

新圪旦村六社村民王小平告诉
笔者，去年，他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种

了 10 亩水稻，到了水稻成熟时，他摸
着成熟的稻穗脸上露出了会心的笑
容，水稻产量高且收益大。今年，在他
的带动下，新圪旦村的村民共试种水
稻 600 多亩，目前，水稻进入了成熟
期，丰收在望。预计每亩产稻米 700
多斤，产量效益可观，村民对种植水

稻的信心十足。
据恩格贝镇新圪旦村党支部书

记杨青录介绍，今年的水稻长势良
好，丰产丰收。明年计划在目前的基
础上增加种植 800 亩。村民在种植过
程中，对水稻的种植技术进一步的学
习和交流，村两委召开会议，在村集

体经济上做文章，准备购买一台水稻
插秧机，扬水站增加一台潜水泵，增
加村民种植水稻的信心，使新圪旦村
村民走上致富路。（武丽琴）

水稻丰收在望 村民喜上眉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