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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ZONG HE XIN WEN

走进昭君镇沙圪堵村，天空高远湛蓝，白云
朵朵飘浮，阳光暖暖地照着大地，田野上稻浪滚
滚，一株株水稻郁郁葱葱，正在贪婪地吮吸着阳
光雨露。微风吹过，稻田碧波荡漾，阵阵稻香扑
鼻而来，让人忍不住停下脚步静静地闻一闻、嗅
一嗅，顿感心旷神怡，宛若置身于秀美的江南水
乡。

“看看，我们这里的稻田很美吧，农民的
日子也靠种水稻美了起来。再过一段时间，这
些水稻就要成熟了，到时候金灿灿的一片，十
分壮观！”望着村里的一块块稻田，沙圪堵村
党支部书记李清云高兴而又感慨地说，“20 多
年前，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夏天水汪汪，冬
春白茫茫，只长盐蓬草，不长棉和粮。”

拓荒———大胆尝试种水稻

昭君镇沙圪堵、羊场等村社，地处黄河南
岸，距离黄河堤坝较近，致使沿黄河一带土地
大面积盐碱化，而且涝灾严重，不利于玉米、
葵花等我旗传统种植的一些大田作物生长。
特别是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土地盐碱化程
度更高，当地百姓辛辛苦苦耕作一年，收入却
十分少，有时候甚至连本钱都收不回来，苦不
堪言。“当时大片大片的土地就像撒上了白面
一样，地上白茫茫的，种什么也不长，许多村
民们都想弃耕撂荒。”李清云回忆道。

然而，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倘若大量
盐碱化的土地被弃耕后，当地百姓如何生活
生存？一道难题摆在了原四村乡党委、政府的
面前：是放任不管，任由其继续盐碱化？还是
改造利用，让盐碱地变废为宝？乡领导们一致
倾向于后者。可怎么改造利用，大家心头都没
有底，一切只能且行且看。

“既然种我们当地传统的大田作物不行，
那就试验种其他农作物，争取让老百姓在盐
碱地上发家致富！”乡领导们做出了这样的决
定与决心。思路决定出路，格局决定结局。领
导者们的这一决定与决心，彻底颠覆了当地
百姓“盐碱地上甚也不长”的观念，也彻底扭
转了当地百姓贫穷的局面。

乡领导们经过多次外出考察学习、实地
调研论证，最终大胆提出发展水稻产业，原因
有二：一是外地已经有在盐碱地上种水稻致
富的成功实践；二是当地气候条件适宜，光照
光热充足，年积温 2800-3300℃，土层深厚无
污染，空气环境质量好，且黄河水过境水量
大，水资源较为丰富，是水稻生长的好地方。

1998 年，原四村乡政府正式开始发动辖
区内沿河土地盐碱化严重的沙圪堵村、羊场
村村民种植水稻。水稻怎么种？种在盐碱地上
长不长？即使种出来了，效益怎么样……祖祖
辈辈种惯了玉米、葵花等大田作物的村民们，
心里犯起了嘀咕，不敢贸然尝试。为此，乡政
府的领导干部们只好给村干部们不断做思想
工作，让他们率先带头示范，并动员各村思想
先进的村民尝试种植水稻。功夫不负有心人，
最终，包括沙圪堵村、羊场村村干部在内的 30
多户农民于当年种植了 140 多亩水稻，就此拉
开了当地水稻产业的发展序幕。

“为了提振信心、鼓舞民心，当年，乡政府
组织乡里的许多领导干部和当地一所中学的
广大师生们，共同走进田间地头帮助种植户
门插秧，场面十分壮观，简直就是一场大会
战。”李清云说。

待到秋收时节，村民们的疑惑一一有了
答案。盐碱地上不仅种出了水稻，而且长势良
好、产量较高、效益喜人，30 多户种植户分外
高兴，令其他村民羡慕不已。

此后，在高效益的驱动下，越来越多的村
民开始种植水稻，竟然逐步发展成了当地的
优势主导产业。

“现在提起昭君镇的水稻产业，很多人都
会竖大拇指，直夸这是一个好产业，直夸这里
盛产的大米好吃。这不是一朝一夕顺利发展
起来的，也经历了一波三折的艰难。”李清云
说，种水稻毕竟是一件新农事，不同于以往种
玉米、葵花等，它需要新的种植技术和种植机
械，当时政府虽然从外地聘请了技术人员指
导农户，但机械设备却跟不上———

搭建简易小拱棚进行育苗，其面积仅有
33 平方米，所育秧苗成活率不高，一棚秧苗只
能种 2.5 亩稻田；无插秧机，全部人工插秧，每
人每天最多能插秧 0.3 亩，种 1 亩稻田需要 3
天多时间；无收割机，农户用镰刀一把一把收
割，每人每天最多能割 1 亩；无稻米加工场，需
要拉到河对岸的巴彦淖尔市加工……从种到
收全靠人工，劳动强度十分大，直接制约着水
稻产业的发展。

“当时育苗、插秧、收割全是人工进行，费
时费力，特别是春季插秧的时候，人要站在冰
冷的河水里，不停地弯腰劳作，男人们干上一
天都累得够呛，女人们就更不用说了。说实
话，那时候种水稻效益确实不错，但是劳动强
度实在是太大了，连续种上几年我们就种不
动了。”沙圪堵村 51 岁的苏小金是第一批种
植水稻的户子，当时他正是身强力壮的时候，
然高强度的劳作让他连连叫苦。

正因技术设备落后、劳动强度大等因素
影响，村民们于 2003 年和 2004 年连续两年未
种植水稻，水稻这一产业也因此中断了两年。

壮大———高歌猛进创辉煌

“既然手工种植阻碍了水稻产业发展，那
么就要想方设法在机械设备、种植技术上取
得突破。”面对发展中出现的问题，镇村两级
领导干部及时调整思路。从 2005 年开始，当地
着力推动水稻种植从人工耕作向机械化作业
推进，水稻发展大幕再次被拉开，一直持续蓬
勃发展至今。

2005 年，引进水稻抛秧栽培技术，种植户
无需再弯腰插秧，而是站立在地上把秧苗撒
抛在空中即可，具有省工、省力、省苗和发苗
快、分蘖多、高产等诸多优点，每人每天可栽
植 3-5 亩，效率大大提高。2007 年，经过镇村
两级领导干部积极争取，旗农机局给种植水
稻的村社赠送了 3 台手扶式国产插秧机，每
台每天可插秧 20 亩，实现了机械化插秧。2008
年，购置了一台小型收割机，每天可收割水稻
40 亩，实现了机械化收割。2009 年，改进育秧
技术，开始用大棚育秧，所育秧苗成活率较
高，一棚秧苗能种 100 亩稻田，共建成 22 个大
棚。2011 年，购置了一台大型收割机，每天可
收割水稻 60 亩。2012 年，购置了一台乘坐式
高速插秧机，每天可插秧 60 亩，效率空前提
升。2014 年，建起了第一个大型稻米加工场，
日可加工稻米 10 万斤……

现在，昭君镇共有水稻联合收割机 30 多
台、大型插秧机 30 多台、水用作业拖拉机 60 多

辆；育苗大棚 300 多个，可育 3 万亩稻田所需秧
苗；大型稻米加工厂 5 个、中小型 2 个，日加工
能力 280 吨。水稻从种到收，已经从传统落后的
人工种植迈向了现代先进的机械化种植。

仅有先进的设备还远远不够，必须还得有
过硬的种植技术来支撑，只有这样，产业才能
够发展壮大。为此，昭君镇于 2008 年引进方天
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投资种植水稻，引领带动农
户规模化、科学化种植。该公司每年都要从全
国水稻种植先进区域聘请专业技术人员指导
公司科学种植，并为全镇所有水稻种植户免
费提供产前、产中、产后各项技术服务指导，及
时解决种植户生产中遇到的困难。此外，昭君
镇还于 2012 年 12 月份成立了水稻种植专业
协会，为种植户提供各类技术指导与培训……

公司的引进、协会和合作社的成立，不仅
有效提高了种植技术、扩大了种植规模、提升
了种植效益，而且改变了过去单家独户分散
经营的模式，逐步走出了“公司 + 协会 + 农
户”、“公司 + 合作社 + 农户”、“公司 + 农户”、

“协会 + 农户”、“合作社 + 农户”等多种经营
模式，实现了水稻种植的统一经营管理。

2005 年恢复种植以来，随着机械设备的
一次次更新、种植技术的一次次升级、经营模
式的一次次创新，昭君镇水稻产业发展插上
了腾飞的翅膀，实现了一次次量的巨变和质的
飞跃。从 1998 年到 2019 年的 21 年间，全镇水
稻种植户由 30 多户增至 2500 多户，增加了
80 多倍；种植面积从 140 多亩增至 2.5 万亩，
增加了 170 多倍，已走出了一条规模化、标准
化、科学化、品牌化水稻发展之路。作为昭君
镇水稻的主产区，2017 年，沙圪堵村凭借这一
特色产业，被原农业部评为全国“一村一品”示
范村。

黄河浇灌稻米香，价格高来农户乐。昭君
镇盐碱地上种植的水稻由于其独特的生长条
件，所产稻米富硒弱碱，营养价值丰富，且颗
粒饱满、口感较好，质优价高，一斤能卖到 4 元
钱，为广大种植户带来了丰厚的利润，让他们
从贫穷走向了富裕。

“保守估算，每亩水稻至少能产稻谷 900
斤，出米率 70%多，能产稻米 600 多斤，每亩产
值 2500 元，今年全镇 2.5 万亩水稻可实现产值
6250 万元左右；每亩纯利至少 1800 元，2.5 万
亩至少可获利 4500 万元！”李清云高兴地说。

一路走来，许多种植户不仅富了口袋，而
且富了脑袋———经过多年的实践，他们早已
掌握了水稻种植技术，成为了小有名气的“土
专家”，经常受邀到旗内外给一些水稻种植户

“指点迷津”，颇有成就感。“过去是我们花钱
请技术人员来给我们指导，现在反过来了，别
人开始请我们指导，有时候打电话请教，有时
候实地去指导，不管哪种形式，大伙儿都很高
兴，能得到别人的认可，这是我们的荣耀！”李
清云自豪地说。

21 载探索实践，21 载辛勤耕耘，昔日不长
棉和粮的“碱圪卜”，如今华丽变身为稻谷飘香
的“米粮仓”和老百姓致富的“聚宝盆”。

又是一年秋好处，无边稻田美如画。秋风
起，稻飘香，喜悦荡心头，醉了农家人。

本报讯（韩 茹 张 伟）9 月 21 日，由
中共达拉特旗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主办、
达拉特旗善行天下志愿者协会承办的“我
的初心我践行·喜迎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暨第二届“守护天使爱心健步走”活动在
达拉特广场举行。政府副旗长杜晓彦出席
活动并致辞。来自全旗各机关事业单位党
员干部职工及爱心人士 1000 多人参加活
动。

杜晓彦在致辞中说，近年来，旗委、政
府始终把帮助贫困学生顺利完成学业作
为我旗改善民生工作的重点工作来抓，不
断加大民生投入和对贫困群体的帮扶力
度，通过在学习上帮助，生活上关心，心理
上疏导，情感上亲近，为他们提供全方位
的帮助。开展此次活动，旨在希望社会各
界爱心人士都能加入到“注重公益、扶贫
济困、传递爱心”的队伍当中来，用爱心凝
聚人心，用关怀温暖社会，为更多贫困学
子提供改变人生、造福社会的机遇和可
能，让更多的家庭得到帮扶，感受到温暖；
同时也希望接受资助的孩子们能够自立
自强，健康成长，发奋学习，成就自我，以
优异的成绩回报家乡，回报社会。另外，此
次活动也为了进一步激发全旗广大党员
干部的爱国热情，培养其积极向上的生活
情趣，以更加强健的体魄、更加积极向上
的态度投身到建设“亮丽黄河湾、多彩达
拉特”的各项工作中，以实际行动推动“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深入开展。

活动现场，国旗飘扬、人山人海。文艺
表演精彩纷呈，歌曲《祖国万岁》、诗歌朗
诵《我和我的祖国》、大合唱《明天会更好》
等，共同表达了对祖国无限热爱和诚挚祝
福。另一旁的“义卖”活动上，学生们将自
己不需要的图书、学习用品、玩具、自制手
工艺品拿到现场进行展示、交流、义卖。活

动增强了学生们勤俭节约、俭以养德的意
识，同时也激发了奉献爱心的精神。

在“爱心健步走”活动中，大家纷纷摇
晃着各自手中的国旗，迈着欢快的脚步，
以低碳、环保的形式共同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从而动员号召广大党员干部“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走好新时代下的长征
路，努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作出
应有的贡献。

活动中，“我与国旗同框”吸引不少党
员干部及学生们的积极参与，大家纷纷排
队等待与国旗同框，还以图文的形式，在
各自微信朋友圈发出了“我在达拉特为祖
国庆生”的号召，进一步营造了全旗上下
共同为祖国庆生的浓厚氛围。同时，在一
旁的“爱心”捐赠也吸引了众多党员干部
及学生的参与，5 元、10 元、20 元……大
家纷纷把手中的善款投入到捐款箱里，为

“扶贫济困”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据悉，
此次共收到爱心人士捐款 16488 元，企业
捐款 23000 元。

大家纷纷表示：“通过参加此次活动，
进一步激发了干事创业的信心，今后会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更饱满的精神
状态投身到工作中去”。

据悉，达拉特旗善行天下志愿者协会
从成立至今，已与 10 余家爱心企业及爱
心培训机构建立合作关系，至今累计收到
爱心捐款 65700 余元，会员会费和小组自
发帮扶现金及物品约 14 万余元，共计 21
万余元，全部用于协会结对帮扶的 20 位
小朋友。该协会会长贾瑞说：“开展这样的
活动，一方面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引
导更多的人能够积极投身到社会公益事
业当中来，关注困境儿童；另一方面就是
呼吁大家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爱
党、爱国、爱家乡，共同建设文明达拉特。”

70 年前，你听到了什么？那猎猎作响的国
旗，那一句掷地有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了。吹响的奋斗的峥嵘号角是否让你心神激
荡，不能自已？

新时代的今天，你，又听到什么？人民开
怀的笑声，港珠澳大桥最后一根钢钉被锲入
的清脆的碰撞声，210 国道上不绝如缕的车流
声……

时代的潮流让我沿着人生道路不断往
前，命运让我早晚和国道相遇。今天，我想讲
讲与国道的情与缘。

我的家乡在树林召镇，210 国道横穿小
镇。在我刚懂事的时候，我和小伙伴总是来到
210 国道旁边观看那川流不息的车辆。呼啸而
过的汽车，让我们激动不已，更让我们找到了
风驰电掣的感觉。当我们离公路很近的时候，
身着黄马褂的道路养护工人表情凝重地告诫
我们，离马路远些。他说他的，我们看我们的，
但是道路养护工人总是不厌其烦得劝诫，有
时甚至张开手臂赶着我们走。当时，他的每一
次告诫，我内心就多一份憎恶。后来，一起起
惨烈的交通事故，让我明白了他们的好意。当
然，憎恶转化成了更多的钦佩。也许是儿时生
活的单调，或许是对外面世界的向往，210 国
道对我来说，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
因为关注 210 国道，它也成为陪伴我成长的
一道亮丽风景线。

稍长大些，我给爷爷说起了这个情结。听
罢，爷爷总会给我讲起他走西口的故事。他
说，在那个没饭吃、快要命的时代，他赶着二
柄子牛车，拉着一卷儿铺盖和妻儿，从陕西神
木出发，半个月多时间才来到了树林召。一路

走，一路乞讨，才保住了全家人的生命。说到
动情处，爷爷还不时哼几句陕北民歌。凄凉婉
转的歌声，让我读懂了走西口的艰辛和酸楚，
也让我领略到了祖辈们在困境中顽强拼搏的
精神。

稍许的沉默，我睁大眼睛问爷爷：“那你
们是从 210 国道来的吗？”爷爷听后笑着回答
说：“我的傻孙子，那时哪有 210 国道，都是土
路。但是，路径差不多。我们是抄近路来的。这
条路就是咱们家族的生命线。”当时，我有些
懵懂。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才明白了这句话的
涵义。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我的哥哥考入了
伊克昭盟教育学院。我随父亲坐着班车看望
了几次哥哥。每到节假日，哥哥也乘车回家与
家人团聚。每当见到哥哥，我总是眉飞色舞，
围着哥哥转来转去。一家人团聚，欢歌笑语，
其乐融融。一次中秋节，我问哥哥：“哥哥，你
们的同学都回家了吗？”哥哥告诉我：“咱们的
交通条件太方便了，从东胜到树林召镇每一
小时发一趟班车，路途只花费两个小时。西三
旗到东胜的道路还是土路，路程也远，所以这
些地方的同学没有回家。”听他这么一说，我
也为他的同学不能与家人团聚感到惋惜。

210 国道的贯通，让我们的农副产品及手
工产品走出了家门，人们的钱袋子鼓了起来。
同样，外面的产品及思想也涌入了小城，丰富
了小镇人民的物质文化精神生活。地处 210
国道段内的原耳字壕镇就曾红极一时。每到
傍晚，小镇灯红酒绿，人来人往。人们戏称耳
字壕镇是鄂尔多斯的“小香港”。随着服务区
的合理规划建设，小镇也恢复了往日的宁静

和祥和。
四年大学时间里，家乡也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特别是道路建设发生了巨变。不仅
增添了高速公路，而且有了城际快速通道，农
村道路也变成了柏油路和水泥路。从 2014 年
到 2016 年，全旗的乡村油路（水泥路）就修了
1400 多公里，相当于来回去北京的路程。四通
八达的交通网络建设，使人们的出行更方便
了，人们的生活节奏也加快了。特别是在盛夏
时间，行走在乡村道路上，绿油油的庄稼，清
新的空气，让人感到十分惬意。前年，我们开
着两辆车回了一趟老家。一路上，爷爷感慨地
说，现在的道路可修好了。爷爷的眼神中有岁
月变迁的沧桑，但更多的是心满意足的喜悦。

一条条道路横空出世，方便了人们的出
行，也蕴含着筑路人和养护者的心血和汗水。
他们每天都过着风餐露宿、单调枯燥的生活。
一年四季，他们与家人聚少离多，牺牲了与家
人团聚的宝贵时间。行走在宽敞而平坦的道
路上，我对他们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

我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我与祖国共
成长。我见证了家乡道路发展的变化，家乡道
路也凝聚了三代人的成长历程。一份情愫，把
我和道路建设紧紧捆绑在了一起。我要“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勇于担当，主动作为，把这
份情愫，这一不尽的缘分，内化于心，外化于
行，为建设辉煌的鄂尔多斯贡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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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郭建军

盐碱地上稻飘香
———昭君镇水稻产业成长记

本报记者王慧

210 国道情愫

本报讯（记者 白剑萍）9 月 20 日，达拉特
经济开发区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工作会议。达拉特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白
文科，达拉特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
会主任包树桐，达拉特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
任陈愿、李文焕出席会议，旗委第九巡回指导
组组长、副组长到会指导，达拉特经济开发区
管委会各部门、国有公司、派驻纪检监察组全
体干部职工，离退休老同志代表，各企业党组
织负责人及党务工作负责人参加会议。

会议传达了全旗“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工作会议精神。旗委第九巡回指导组组
长明确了这次巡回指导工作的目标任务，并就
如何开展好主题教育提出了具体要求。

会议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开

展主题教育的重大意义，以高度的政治自觉、
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开展好这次主题教育，以
工作的成效，体现主题教育的成果。要坚持善
作善成，把高标准高质量贯穿主题教育全过
程，着力解决好学习教育如何抓深、调查研究
如何抓实、检视问题如何抓准、整改落实如何
抓效四个问题。要加强组织领导，精心组织，周
密安排、扎实推进，为主题教育顺利开展提供
坚强保障。

会议要求，开发区各部门、各企业要精心
组织、压实责任，确保主题教育方向正确、动作
到位、效果良好。要加强宣传引导，及时总结经
验、营造浓厚氛围。要强化工作统筹在践行初
心使命的同时，全力抓好各项工作落实，以优
异成绩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树林召讯 近年来，随着三维标测系统
（CARTO 系统、EnSite 系统等）电生理技术的
问世和新设备的应用与普及，明显提高消融疗
效，降低手术风险，缩短手术时间。三维标测系
统的应用，真正实现了心内科医生“看着心脏
做手术”，并大幅度降低了以往 X 线和造影剂
所带来的伤害，实现了绿色电生理。

自 2018 年 11 月达拉特旗人民医院心血
管内科在北大人民医院段江波教授的指导下，

在几乎零射线条件下成功为两名反复发作阵
发性室上性心动过速的患者进行了电生理检
查及射频消融术以来，近 1 年医院又陆续完成
10 余例三维电生理下的心律失常射频消融术。

达拉特旗人民医院三维标测下进行室上
速的电生理检查及射频消融术的成功开展填
补了该院心脏介入手术史上的空白，使医院由
二维时代进入全新三维电生理时代跨上了新
台阶。（刘朋云）

旗人民医院的又一新技术为心脏病患者带来福音

达拉特经济开发区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

本报讯（记者 付银兰）9 月 21 日，由工业
和信息化部网络安全产业发展中心 (工业和信
息化部信息中心)、中国投资协会新兴产业中
心、泉州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 2019 年“创客
中国”两岸三地新兴产业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
赛决赛在泉州台商投资区行政办公大楼召开。
内蒙古建能兴辉陶瓷有限公司发泡陶瓷砖及

“绿房子”两个项目经初赛进入 24 强决赛。决赛
中，取得第 7 名的好成绩。据了解，参赛的中小
企业共有 500 多家。

鄂尔多斯羊绒砖单体面积是 5.4 平方米；
厚度规格有 0.12 米、0.1 米、0.08 米，重量是每立
方米 440 千克。它是绿色发泡陶瓷及复合墙体
大板材料，是以炉膛渣、粉煤灰及废陶瓷砖、废
砖渣料等工业固体废料为主要原料生产新型节
能发泡墙体、透水砖等系列绿色陶瓷建材。它具
有质轻、环保、隔热、防火、防水、隔音的优点，不

受框架承重结构限制，节省空间和人力，循环利
用、降低污染，方便施工，抗压力、吊挂力强，施
工效率提升 10 倍以上的特点。可以广泛用于建
筑外墙外保温、外墙内保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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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业烟防腐、化学保温、旧有建筑节能与装饰改
造等，也可做木皮、石材、铝板饰面一体化基材。

“绿房子”总共有 6 大发明专利，具有施工
周期短、保温、隔音、隔热、防水、寿命长、抗震抗
飓风、比传统房屋多出 10-13%的使用面积等优
势。产品再次得到工信部领导的关注及赞誉，并
希望进一步扩大推广，造福百姓。此次比赛给企
业提供了学习、交流、观摩的机会，进一步开阔
了市场，提高了企业知名度。

目前公司总资产 26 亿元，建成 70 万平方
米生产车间及附属建筑，8 条国内领先的高智
能化生产线。

建能兴辉厉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