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树林召讯 位于达拉特经济开发区的内蒙古荣信化
工有限公司年产 40 万吨煤制乙二醇及 30 万吨聚甲氧基
二甲醚循环经济示范项目计划今年 10 月投料试车。

据悉，该项目概算总投资 76.8 亿元，占地 1268 亩，采
用 EPC 总承包模式于 2017 年 11 月正式启动建设。截至
7 月底，项目土建收尾基本完成，钢结构安装完成 98%，工
艺管道焊接完成 93%，设备安装完成 75%；单机试车完成

48%，已完成投资 45.4 亿元，投料试车前人员、技术、物资、
外部条件、营销及产品储运等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完毕。

内蒙古荣信化工有限公司 40 万吨煤制乙二醇及 30
万吨聚甲氧基二甲醚循环经济示范项目，是该公司在一
期 60 万吨煤制甲醇项目的基础上，延伸产业链条、推进
煤炭清洁利用实施的又一重大项目工程。项目建成后，预
计年可实现利税 10 亿元，安置就业 600 多人。（武志忠）

我旗一重大项目将于今年 10 月投料试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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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郭建军）8 月 8 日，自
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廉素率调研组来
我旗，就达拉特光伏发电应用领跑基地建
设运营情况进行调研。市领导祁毕西勒
图、何涛，旗领导奇·达楞太、苏智雄、王
平、陈柏树，及市旗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
志陪同调研。

来到达拉特光伏发电应用领跑基
地，廉素一行详细了解了基地建设运营
情况。达拉特光伏发电应用领跑基地是
自治区唯一的国家第三批光伏发电应用
领跑基地，总规模 200 万千瓦，占地面积
10 万亩。建成后年发电量达 40 亿度，实

现产值超 15 亿元，同时可有效治沙 20 万
亩，年减排二氧化碳 330 万吨、粉尘 90 万
吨。其一期 50 万千瓦项目已经实现全容
量并网发电，是国家第三批光伏发电应
用领跑基地第一个实现全容量并网发电
的基地。基地建设统筹区域资源，综合布
局“光伏 + 生态、农林、旅游”等多业态融
合发展模式，协调推动沙漠清洁能源经
济、沙漠生态治理、沙漠有机农业和沙漠
风情旅游等多产业融合发展，着力打造

“金沙、蓝海、绿洲”库布其沙漠经济先导
区和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的综合示范试
验区。

实地查看和听取介绍后，调研组对我
旗光伏发电应用领跑基地给予了充分肯
定。调研组指出，我旗发展沙漠光伏产业
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基地在建设过程中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把绿色能
源、绿色农业、绿色旅游等多个产业有机
结合起来，在沙漠中推动了多产业融合发
展，既治理了沙漠，又发展了经济，实现了
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的有机统
一。调研组要求我旗要继续秉持绿色发展
理念，高标准、高质量加快推进二期工程
建设，争取取得更大、更好的成效，切实让
沙漠变绿洲、沙海变金山。

廉素率调研组来我旗调研

树林召讯 近年来，我旗立足地域实情，高度重视现
代水产业发展，围绕生产集约化、养殖多元化、参与社会
化、投入多元化发展思路，深度挖掘水产资源开发，做大
做强水产养殖业，促进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目前，全旗
水产养殖面积近 2 万亩，其中，精养水面近 1.12 万亩，
中、小型水面 0.88 万亩，增氧机、投饵机等现代化养殖机
械普及率达 100%，平均亩产可达 500 公斤左右，渔业总
产量约 5600 吨，总产值约 1.16 亿元。

优化养殖结构。主动适应市场需求，在大力发展鲤
鱼、鲢鱼、草鱼等鱼产业的同时，优化养殖品种结构、发展
名优特新鱼种，有效实现了水产业的提质增效。在恩格贝
镇浦圪卜村、树林召镇东海心村开展稻蟹养殖试验 500
亩，逐步推进水产养殖标准化。在白柜、德胜太等地发展
南美白对虾等耐盐碱生物养殖 1000 亩，实现以渔改碱。
通过陆基集装箱推水养殖试验示范项目，示范养殖乌鳢
2500 尾、加州鲈 3000 尾，产量是传统鱼塘养殖模式的 10
倍左右。

强化基地建设。按照“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
的要求，以打造沿河休闲度假和娱乐观光水产养殖产业
带为发展定位，加快完善水产养殖基础设施及周边景观、
餐饮、住宿、娱乐等配套设施，着力提升水产品品质和观
光旅游服务功能。高起点打造集生态渔业、都市观光、新
村建设三大功能为一体的养殖基地、养殖带，促进水产业

由生产型向生产、生活和生态型多功能融合的转变，由传
统水产业向景观、体验、休闲水产业转变。目前共建成集
餐饮、垂钓、旅游、观光等休闲鱼餐馆 45 家，可同时容纳
700 多人就餐，从业人员达 500 多人，渔业附加值（餐饮、
垂钓、旅游、观光）达 3500 万元，年营业收入 2900 多万
元。大树湾养鱼协会确定为校企地共建“内蒙古农业大学
达拉特旗乡村振兴水产养殖产业基地”。充分发挥各自优
势，提升社会服务能力，支持水产养殖产业健康发展。东
海心渔村被国家农业部评为“全国休闲渔业示范基地”。

大力实施名牌战略。坚持“品质优先、品牌响亮”战
略，着力培养了一批规模大、品牌响的水产品。目前，认证
无公害产地 4 个，分别为大树湾、得胜泰、昭君坟、中和
西；无公害产品 5 个，分别是鲤鱼、鲢鱼、鳙鱼、草鱼、鲫
鱼；培育水产品品牌 4 个，其中，“大树湾黄河鱼”被评为
鄂尔多斯知名商标。树林召镇东海心村（“大树湾”黄河
鱼）入选第八批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

培育新型经营主体。积极培育龙头企业、职业渔民
等新型经营主体，推广“龙头企业 + 合作社 + 农户”等利
益联结模式，实现跨区域、地域发展，拓宽了产品市场，抵
御了市场风险，切实增加渔民收入。截至目前，已培育形
成水产养殖企业 6 家、渔业协会 4 个及合作社个 1 家、养
殖户 285 户，其中，规模在 1000 亩以上规模的现代养殖
园区有 4 个，100 亩以上养殖大户有 6 户。（张楠）

本报讯（记者 韩茹）8 月 11 日，我旗举办文艺人
才增强“四力”培训班暨政协“同心圆”读书会，旨在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文艺界、
社科界委员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推进增强“四
力”教育实践、进一步促进文联人才建设，提高文艺队
伍整体创作水平。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内蒙古作家协会
副主席张凯，旗政协主席刘永福、副主席赵谦宇出席会
议，我旗部分政协委员和作家协会会员参加会议。

会上，张凯以“增强‘四力’”为题，为与会人员解
读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增强“四力”打造过硬队伍重要
讲话精神。他建议文艺人才必须增强“四力”，努力提高
政治素质，提升业务本领，锐意创新创造，锤炼优良作
风，更好地担负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
形象的使命任务，在新时代展现新气象、实现新作为，
让文艺作品有温度、有力度、打动人、感染人，让笔下的
文章有质地、有分量，用好的文艺作品展现各族人民团
结奋进的精神风貌，展现广大人民群众感党恩、听党
话、跟党走、奋斗新时代的新气象。

张凯还畅谈了自己创作《大风》时的心路历程。
《大风》写的是一个乡村在城市化进程中被拆迁而消失
的故事，也是一个以鄂尔多斯为背景的土地开发的故

事。小说立意于生命与土地的重要关系，以不同的视
角、丰富的内容、复杂多变的人物性格、跌宕起伏的故
事情节，通过复杂的矛盾纠葛，刻画出了一个老头一条
牛、一个小孩一村人在时代发展中生产生活方式的变
化，将当下的现实生活一一展现。可以说，《大风》是一
部鄂尔多斯发展的变迁史，也是一轴当下中国土地、农
村、农民斑斓多彩的巨型画卷。

部分与会人员从不同角度分享了他们对于 《大
风》的感悟。赵谦宇在分享感悟时说：“现实主义题材小
说几乎是当代作家不敢触碰的领域，因为当代人写当
代事，其中的矛盾冲突不好解决，但《大风》这部著作紧
紧围绕当下现实存在，展开了一系列论述和思考，这是
作家记录时代的具体体现，也是一个生动实践。”

据了解，张凯笔名老开，代表著作有短篇小说《张
凯作品·仇钱》《西草地》，长篇小说《行走荒草地》《古
歌·或本原》《巴音杭盖》及影视作品《血太阳》《大树底
下好乘凉》等，是自治区文学创作最高奖“索龙嘎”奖、
自治区文学创作“五个一工程”奖获得者。其中，《大
风》分别于 2016 年上半年在《中国作家》长篇小说增
刊头条刊载，2018 年 4 月，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单
行本。

生 态 宜 居 ，让 乡 村 生 活 更 美 好

本报记者 白晶晶

阳光明媚的暑期，穿行在我旗乡村沃野间，
一个个风格迥异的村庄散落在蓝天白云下，村容
村貌整洁有序，通村公路干净宽阔，花草树木郁
郁葱葱……好一幅亮丽的乡村美景图。

这一切，是我旗下大力气推进农村牧区人居
环境整治结出的丰硕成果。

家园生态宜居，是我旗广大农牧民长久以来
的共同向往。民之所望，施政所向。党的十九大以
来，我旗紧紧抓住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大好
机遇，坚持生态优先原则，把农村牧区人居环境
整治作为推动美丽乡村建设的重要抓手，高标
准、高质量统筹推进农村垃圾治理、污水处理、厕
所改造、村容村貌整治提升等各项重点工作，着
力打造清洁、美丽、宜居的农村牧区人居环境。

小厕所带来大幸福

小康不小康，厕所算一桩。“一个土坑两块
砖”，是以前我旗农村牧区很多地方厕所的真实
写照。而如今，全旗许多农牧民家里都有了水冲
厕所，脚一踩、水一冲，干干净净，十分方便，大大
提升了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

这些变化，得益于我旗大力实施的户改厕工
程。我旗在实施户改厕工程中，采取政府引导、群
众自愿、经济适用、维护方便、不污染公共水体的
原则，科学确定建设改造标准，合理选择改厕模

式，切实做到实用和价廉，让群众改得舒心、用得
顺心。

走进白泥井镇七份子村第一批安装搪瓷蹲
便器的村民薛秀家中，贴满瓷砖的卫生间干净整
洁，各种现代化洗漱设施一应俱全。“自从我们把
厕所从室外改回室内后，上厕所非常方便，一年
四季再也不用怕上厕所风吹雨打、着凉受晒了，
和住楼房一样样的！”薛秀指着自家的卫生间高
兴地说，“现在产生的粪便污水还可通过污水管
道进入化粪池进行处理，处理后可作为农田有机
肥料加以利用，外面臭味没有了，苍蝇也少了，房
屋周围环境有了很大提升！”

户改厕工程带来的好处远不止这些。“通过
实施户改厕工程，改变了过去村民随意搭建厕所
等现象，极大地改善了我们的人居环境，增强了
村民的环境卫生健康意识，改善了村民的生活质
量。”白泥井镇七份子村党支部书记田茂说。

七份子村仅仅是我旗实施户改厕工程的一
个小小缩影。今年，我旗计划改造 1.08 万户，先期
实施的 5000 户已陆续开工建设；计划到 2020 年
底完成户改厕 2.1 万户，全面改善农村牧区人居
环境，提升乡村文明水平，推动美丽乡村建设。

秸尽所能变废为宝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我旗农村牧区的最大优

势和宝贵财富，必须充分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
护自然，实现百姓富、生态美的有机统一。

作为农业大旗，我旗每年种植玉米、向日葵、
小麦、水稻等农作物 200 多万亩，可产生秸秆 70
万吨。过去，秸秆除叶子喂牲口外，剩余的以焚烧
为主，不仅利用率低，而且污染环境。

“过去处理秸秆的方法非常简单粗暴，就是
把秸杆拢起来烧，火烧起来浓烟滚滚，什么也看
不见，人呛得不行。”吉格斯太镇张义城窑村村民
任云回忆起烧秸秆的场景直摇头。

秸秆到底如何处理？我旗瞄准了秸秆饲草料
化项目。

“实现生态宜居，就要加强农村生态保护，把
农业绿色发展的美好蓝图变为现实，我们借助秸
秆综合利用工程，进一步提高了秸秆的综合利用
率，不仅让资源变废为宝，还使农村环境得到了
极大改善。”农牧局畜牧股股长闫海明兴奋地说。

2017 年底，我旗首条秸秆加工饲草料生产线
在内蒙古正时生态农业有限公司上马，每天可消
化秸秆 80—100 吨。随着项目的上马，农牧民也
多了条增收渠道。过去大家不要的秸秆，现在能
以每吨 380 元的价格被回收，农牧民不仅可以把
自家多余的秸秆卖给企业，还能给企业打工回收
秸秆挣钱。“正时公司收开玉米秸秆后，我给供
应，两三个月就挣了 10 万多！”吉格斯太镇大红

奎村村民田大楞高兴地说。
近年来，我旗通过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多

方投入的模式，不仅初步实现了秸秆收集、贮存、
运输、加工的市场化运作，还成功引进了年消耗
10 万吨秸秆生产水肥和固肥的大项目。企业将在
全旗范围内实施土地深松深翻和秸秆还田项目 4
万亩，推动秸秆的肥料化利用，进一步提高秸秆
的综合利用率，使农村牧区环境持续改善，推动
农牧业绿色发展。

谁的地盘谁做主

广大农牧民祖祖辈辈生活在农村牧区，最了
解乡村生态环境的历史和现实情况，最清楚当地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生态环境保护的痛点、难点
在哪里，对农村牧区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都有
着深厚感情，对改善农村牧区人居环境的愿望最
强烈，也最有发言权，是整治农村牧区人居环境、
建设美丽乡村的重要主体。因此，整治人居环境，
建设美丽乡村，必须增强农牧民的主人翁意识。

我旗建立了农牧民主体、政府主导、苏木镇
监管执法、嘎查村自我管理服务的人居环境治理
长效机制。强化苏木镇综合执法队伍建设，严厉
查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发挥村规民约作用，促
进农牧民投身参与，规范生活行为，倡导文明健
康的生活方式。苏木镇建立周检查、月督查、季考

评制度，广泛开展好媳妇、干净人家等评比活动，
形成常态化的监督检查和考核激励机制。深入宣
传各类好经验、好做法，营造“人人参与、家家行
动、户户受益”的良好氛围，让农牧民成为人居环
境整治的参与者、建设者、受益者。学习借鉴浙江

“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充分发挥农牧
民主体和村“两委”成员、党员示范户带动作用，
将环境卫生综合整治责任分片区细化明确到人，
加大农牧户庭院和房前屋后环境卫生治理，加强
农村牧区商业店铺环境整治，实现村庄整洁、环
境宜居。全旗村庄清洁行动力争实现“三个
100%”目标，即清洁行动覆盖农村常住农牧户
100%、农牧民知晓度 100%、农牧户参与度 100%。

“现在农村到处干干净净的，住起来感觉特
别好，以后一定要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不乱摆
放东西，不乱丢垃圾，让村庄时刻保持干净整洁，
让自己生活的环境更美好！”随着农村牧区环境
卫生越来越好，全旗农牧民的主人翁意识也越来
越强，共同向着建设生态宜居的美好家园奋进。

我旗举办文艺人才增强“四力”培训班暨政协“同心圆”读书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