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网改造这半年来，电力工人冒着风雨加紧施工改造，希望可以早日完工送电。“今天的停

电，是为了以后更好地用电！”电力部门负责人说，“相信我们，我们会按照‘里程碑’计划，全力以

赴完成城网改造任务。”（达拉特供电分局）

从康巴什出发，经马呼线，约一个小时
之后，开始进入一段沙石路，路面凹凸不平，
汽车行驶之后，则尘飞土扬，漫无边际。举目
四望，只见周边沟壑纵横，荒草连天，大西北
的荒凉与空寂，在这片土地上，露出头角。没
错，这就是通往达拉特旗恩格贝镇耳字沟村
的小路。

与记者同行的市接待办副主任格日乐，
指着窗外清一色的风景说，如果这是春天，
你会看到黄沙漫天。是的，踏着这样不堪的
小路，市接待办驻村工作队一跑就是半年

多。

出门有路
从马呼线驶入耳字沟村，大约需要二十

分钟的时间。其实，距离并不远，而是“出门
行路难”的现实，制约了一切会产生的可能。
说起入村路况，年过半百的红旗社社长王金
玉唏嘘不已：交通不便，进村出村走的一直
是土路，下雨之后根本没法走车，基本上下
一次雨修一次路。

路，不仅仅是令村民们苦不堪言的痛，
也成为市接待办驻耳字沟村第一书记苏星
辉的心头之病：入村主干道无油路或水泥
路，村内自然社之间均为砂石路或土路，没
有完善的排水系统，雨水、生活用水自然排
放，如遇下雨天气，车辆根本无法通行，严重
制约农产品的销售。

耳字沟村，是达拉特旗恩格贝镇的一个
自然村。境内土地类型主要以沙土、坡梁地、
沟塔地为主。特殊的地形，决定了特殊的道
路通行条件。

放眼茫茫四野，怎样才能打开这个“世
外桃源”通往外界的大门？对此，身负重要使
命的市接待办驻村工作队，立足实际，从改
善基础设施建设入手。半年内，先后与村“两
委”班子共同商讨决定，统筹利用易地搬迁
安置资金 49 万元，新建漫水桥 3 处，整修了
村内砂石路 10 公里。

10 月 9 日，在耳字沟村村委会不远处，
一座长长的，用石头和水泥筑起的护岸坝，
横卧在旷野之外，护岸坝是耕地的“守护
者”。护岸坝的修筑，将惠及该村 8 户贫困户
17 人及 360 亩农田，漫水桥将解决 6 个社
17 户贫困户 42 人的出行难题。

要想富，先修路。说起下一步工作计划，
苏星辉说，鉴于道路状况的实际，下一步还
要积极与市、旗、镇等相关部门沟通协调，力
争建成马呼线至村委会的 6.8 公里水泥或柏
油道路。

地面的路，方便村里的人走出去，外面
的人走进来。而空中的“路”，则会让先进的
思想文化走进来，激活这里闭塞的空气，输
入新鲜的血液，增强村庄的“造血功能”。在
耳字沟村，无论你用的是联通还是移动的网
络，手机都会自然而然地进入无声状态，常
常是自己的电话拨不出去，别人的电话也休
想打进来。市接待办驻村工作队队员霍日查
说，想打电话，就得登高，村民们知道哪里信
号好。

通信资讯条件落后，是耳字沟村亟需打
通的另一条“路”。村内 9 个社的通讯信号均

较差，农牧户除了在家中安装信号放大器可
勉强接打电话外，外出劳作时，手机基本无
法使用，加之村中网络宽带覆盖面极小，这
条来自空中的“路”，严重制约了该村与外界
的信息沟通，导致农产品销售渠道不畅，农
牧业产业的发展受到严重制约。

为给村民开通空中的“路”，市接待办驻
村工作组多次与移动、联通、电信公司沟通
协调，早已把问题晒进了“朋友圈”，只待“圈
友”友好互动。

富贵可期
付出，就会有收获。驻村以来，市接待办

脚踏实地地付出，已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
说起今年收成，以前做过流动饭桌生

意，且见多识广的村民高候换喜上眉梢：今
年毛收入大概 7 万元，纯收入 6 万元。市接
待办驻村工作队很辛苦，挖了 30 口大井，使
旱地变水地。跟去年同期相比，今年玉米一
亩地增产 300 斤，去年一亩地打粮食 1000
斤，今年一亩地打粮食 1300 斤。没有市接待
办驻村工作队的帮扶，耳字沟村哪能发生这
些变化，靠农民自己根本做不到。

在耳字沟村村委会附近约 200 米处，一
个开口“天井”被防护栏隔离着，透过防护
栏，可见其内碧水清清。这是市接待办驻村
工作队为该村新建的 30 口大口井之一。

驻村以来，结合耳字沟村的立地条件，
市接待办着力在肉羊养殖产业方面下功夫，
经过多次协调，争取到锦誉交通咨询服务公
司的赞助投资，同时在恩格贝镇的大力支持
下，整合利用了易地搬迁产业扶持资金，从 5
月 21 日开始，先后累计投入资金 38 万余
元，用时 21 天，为全村新建大口井 30 口。项
目建成后，新增水浇地 500 亩，惠及村民 80
余户、170 余人。

今年春耕期间，达旗降雨量偏少，耳字
沟村旱情比较严重，部分大口井的顺利建成
即投入使用，给村民送来了“及时雨”，不但
有效缓解了耳字沟村农业灌溉用水紧缺问
题，保证了玉米、苜蓿等饲草料的产量，并且
有力地助推了肉羊养殖产业的发展。

在金光闪闪的秋收时节，工作队通过跟
踪调查得知：利用 30 口大口井，村民今年玉
米平均亩产量增加 300 斤，平均每亩可增收
200 元。

为带领全村村民发家致富奔向更幸福
的生活，工作队服务精心细致，面面俱到，比
如，协助旗草原站、“两委”班子，在全村推广
种植优质紫花苜蓿 600 亩，进一步优化饲草
料种类；通过以奖代补的形式，新建个人草
棚 5 个，占地面积 560 平方米，对村民秋冬
季储存牧草发挥了积极作用。大力引进优质
种公羊，鼓励村民积极参与羊种改良项目。
截至目前，已引进优质种公羊 25 只。

用原耳字沟村支部书记、现村监委会主
任赵润飞的话来说：“市接待办确实做了实
事，对未来生活，老百姓充满信心。”

发展村集体经济，也是市接待办帮扶的
重头戏：“利用市产业扶贫专项资金、科技扶
贫资金购买玉米收割机 1 台，目前已对外进
行了租赁，3 年可为村集体增加收入 10 万

元；村集体将购买山羊 240 只，在优先本村
贫困户的基础上，进行承包，每只羊每年向
村集体缴纳承包费 150 元，每年可为村集体
收入 3.6 万元；计划结合耳字沟属于红庆梁
煤矿煤炭采区的立地条件，以村集体名义，
购买装载机、挖掘机等设备，租赁给煤炭企
业或外出创业人士，预计每年收入 5 万元”。
说起村集体经济的现状和未来规划，苏星辉
掰着指头给大伙算了一笔账。

雪中送炭
“阿姨，阿姨，我爸爸不在家！”扭头一

看，侧面来了一对蹦蹦跳跳的红领巾。
格日乐介绍说，这就是市接待办驻村工

作队帮扶的一对小姐妹，大的叫苏婷，小的
叫苏圆圆。她们的父亲苏根怀智力残疾，母
亲哑巴，家中几乎没有固定的收入来源，孩
子由爷爷奶奶带大。

走进苏根怀的家里，苏婷的妈妈羞涩地
比划着招呼客人就座，只是无法具体表达的
现实，及相对简陋的环境，让这个家看上去
寒酸不已。可喜的是，两个孩子都很聪明伶
俐，学习也名列前茅。见到记者一行后，小姐
妹愉快地唱起《快乐的节日》。在驻村工作队
的关爱下，她们的心灵充满阳光。

苏婷的奶奶是一位八十来岁的老人，她
说，过去孩子读书的生活费，都靠亲戚拼凑。
只有今年，市接待办驻村工作队来了之后，
为每个孩子提供了 2000 元助学金，解决了
她们的燃眉之急。

在教育扶贫中，市接待办协调了鄂尔多
斯西部动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开展了捐资
助学行动，对耳字沟村 2014 年、2015 年两户
贫困户的 3 个孩子进行了捐助，为每人每年
提供 2000 元助学金，直至小学毕业，预计投
入资金 3 万元。

不仅在教育上进行关心扶助，在帮助贫
困户的问题上，市接待办也是鼎力相助，竭
尽所能。耳字沟村贫困户袁永录身患尿毒
症，每周透析 2-3 次，基本无劳动能力，对
此，市接待办发动了全办干部职工为其捐款
4800 元，从市民政局协调临时救助金 3000
元，送去慰问金及物资约 1500 元，共计增加
贫困户收入 9300 元。同时，针对耳字沟村
2016 至 2018 年的 25 户贫困户，市接待办协
调市民政局，争取了羊肉、被褥等约合 1.5 万
元的救济物资发给了贫困户。

在工作期间，市接待办于细微之处见精
神，通过调查摸底、建档立卡等方式，有的放
矢，有侧重地开展了工作，譬如，加强村民的
教育培训、加强党建、整治人居环境、培育文
明乡风、兴办实事等，把工作触角伸入到村
庄的每一个角落，让每一个“死角”在党和煦
阳光的照耀下，开始复苏。

市委副秘书长、市接待办主任谢东平表
示，在耳字沟村下一步发展中，要想尽一切
办法，动用一切力量，助推耳字沟村产业振
兴，经济发展。

离开耳字沟村时，几近黄昏，一户户正
在被改变的人家从眼前一一闪过，炊烟袅袅
升起。（转自《鄂尔多斯日报》）

与 清 风 同 行

扬 干 部 正 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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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芳）11 月 2 日，政府
党组第十二次会议召开。旗委副书记、政
府旗长王兵主持会议并就当前各项重点
工作进行安排部署。苏智雄、王平、王帅、
李君、杜晓彦参加会议。政府副旗长刘文
及农工部、财政局、环保局、扶贫办等相关
部门负责人列席会议。

王兵强调，全体干部要全面加强政治
理论学习，牢牢把握政治方向，增强“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严守党的政治纪
律和政治规矩。

王兵要求，要扎实推进“三大攻坚战”
工作。要全力做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工
作，严格按照时间节点完成工作任务。要
扎实推进脱贫攻坚工作，压实脱贫攻坚责
任，各苏木镇要积极开展脱贫攻坚“回头
看”工作，确保任务落实到位，要采取强有
力措施抓实抓细，确保各项工作做精做细

做实。要提前谋划中央环保督察组“回头
看”反馈问题整改工作，继续推进已反馈
问题整改工作，抓好难点问题整改，确保
按时限要求完成污染防治攻坚年度任务。

王兵强调，全面推行河长制是贯彻落
实党的十九大精神，落实绿色发展理念的
重要工作内容。各有关人员要全面压实责
任，坚持问题导向，进一步加大河道巡查
力度，督促苏木镇和有关部门开展地毯式
排查，全面查清河湖“四乱”问题，逐河建
立问题清单。对发现的违法违规问题要边
查边改，及时发现、及时清理，推动河道面
貌明显改善。

王兵强调，当前正值企业生产运行高
峰期和项目抢抓进度攻坚期，要进一步提
高风险防范意识，切实把安全生产工作牢
牢抓在手上。要按照全旗安全生产大检查
的总体部署要求，全力抓好分管领域的安

全生产工作，特别是要加大煤矿、化工、道
路交通、建筑工地、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
领域的隐患排查治理力度，以严查、严管、
严罚等手段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
责任，坚决杜绝安全事故发生。

王兵还对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乡村
振兴、防控非洲猪瘟疫情、全域例行督察
和土地卫片执法检查等工作进行安排部
署。

会上，与会人员认真学习了《在十九
届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关于深入学习贯彻十九届中央第二轮巡
视工作动员部署会精神的通知》《关于中
央第八巡视组对内蒙古自治区开展脱贫
攻坚专项巡视的情况通报》《关于韩白乙
拉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国家法律法
规酒后驾车致人死亡问题的通报》等文件
精神。

政府党组召开第十二次会议

本报讯（记者 白剑萍）11 月
2 日，全市脱贫攻坚工作调度会
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市委副书

记、政法委书记于新芳主持会议
并作重要讲话，副市长石艳杰对
全市 脱贫攻坚 工作 做 了 具体 安
排部署。市派驻我旗脱贫攻坚指
导组常务副组长达赖，旗委副书
记陈德华，各苏木镇、各部 门相

关负 责人在我 旗分 会 场 参加 会
议。

会议 通过视 频在 线 重点 听
取了 达拉特旗 财 政局 对 脱贫 攻

坚 项目资 金进 行 监管 的 情况 汇
报，听取了杭锦旗教育局保障幼
儿园、小学、中学建档立 卡贫 困
户包扶情况的汇报，随机听取了
达拉特旗树林召镇，杭锦旗巴拉
贡镇、伊和乌素苏木、吉 日嘎朗
图镇，鄂托克旗等的扶贫工作开
展情况，并就做好当前扶贫重点
工作进行强调部署。

于新芳强调，要进一步摸清
底数、明确任务，采集 数据要 准
确，做到真实、精准、底数清。在
计算收入时掌握好标准，算账要

精确、精准，将政策吃透，不能急
于脱贫而脱贫。对于巡查、巡视、
督查反馈的问题，要按时整改到
位。档案整理要按要求去完善，
做到精、细、实，全市上下要齐心
协力，克服重重困 难，打赢脱 贫
攻坚战。

石艳杰要求，各旗区要准确
掌握各项扶贫工作基本情况，认

真梳理，做到条理清、信息明。旗
区 苏木镇 及 各 相关 部 门对 各 自
的职责要清楚明白，及时发现问
题、解决问题、抓好落实。

我旗组织收看全市脱贫攻坚
工作调度视频会

耳字沟村正在悄然变迁中
鄂尔多斯日报记者 王红梅

6 月 13 日，自治区主席布小林签署主席令，
发布《内蒙古自治区促进新型墙体材料发展办
法》。《办法》推广煤矸石、粉煤灰、尾矿、工业副
产石膏、陶瓷渣粉等固体废物在新型墙体材料
中的综合利用，鼓励利用建筑垃圾、生活垃圾、
城镇污泥生产新型墙体材料。

10 月底，记者来到内蒙古建能兴辉陶瓷有
限公司，看到该公司总投资 30 多亿元的新型节
能发泡墙体系列陶瓷砖项目正在加紧建设中。
今年，公司准备投运 5 条生产线，目前总体工程
的土建部分完成了 95%，安装部分已完成 85%。

《办法》中还鼓励科研机构、大专院校、企业
和个人研究、开发科技含量高、拥有自主知识产
权、节约能源和资源、有利于环境保护的新型墙
体材料以及相关技术、设备和工艺。

据介绍，这种新型节能发泡墙体系列陶瓷
砖即固废综合利用轻质墙体砖，是一种新型的
墙体材料。同时，该技术也是内蒙古建能兴辉陶
瓷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并获得了国家发明专
利。

11 月 3 日，内蒙古建能兴辉陶瓷有限公司
的新型节能发泡墙体系列陶瓷砖项目第一条生
产线正式开炉点火。

新型墙体材料主要以粉煤灰、炉膛渣、抛光

渣等为原料，将各种原材料磨成泥浆后，再以喷
雾方式制成干燥粉粒；将干燥粉粒压模，经
1200℃高温焙烧发泡成型，是一种理想的轻质、
保温、隔热材料。

这种新型墙体材料，其生产原料中工业固
废比例达到 85%以上，因其内部气孔独立，无渗
透性，对水蒸气和液体具有良好的阻断功能，具
有防火、防水、防冻、防蛀、无毒、不老化、保温、
绝缘、隔音吸音、机械强度高、导热系数小、与各
类泥浆粘结性好等性能，拥有新型“环境材料”
的美誉，可广泛用于建筑外墙保温、内隔墙、外
墙、自保温外墙与装饰、屋面防水隔热、工业厂
房冷库、工业烟囱防腐、化学保温、旧有建筑物
节能与装饰改造等领域。

内蒙古建能兴辉陶瓷有限公司总顾问吕峰
说：“轻质墙体材料不仅固废利用率高，同时也
能降低企业 60%的原料成本，既让产品走向高
端化，更让企业向绿色环保建筑领域迈出坚实
的一步。”

到 2019 年全面建成投产后，全年消耗当地
固废原料 15 万吨，将实现年产量 2160 万平方
米，年产值达 60 亿元，对环境的贡献、对固废的
利用、对企业自身经济效益的提高都将起到积
极的作用。

建能兴辉：每年 15 万吨固废变成新型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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