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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付银兰 刘婷）11 月 20
日，西园街道迎宾社区、文苑社区党群服务
中心正式揭牌运行。旗委常委、政府副旗长
王平，旗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苏振平，旗政协
副主席朝格图，旗人民法院院长杨淳雁，旗
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任婵出席揭牌仪式，并共
同为党群服务中心揭牌。

据了解，新建成的迎宾社区、文苑社区
党群服务中心规划设置有文体活动中心、休
闲书吧、邻里聊坊、日间照料中心、心理咨询
室等功能区，可服务群众约 2 万人，是打造
基层坚强堡垒、推进富民党建的重要举措。

苏振平在揭牌仪式上讲话，要求要切实
管好用好党群服务阵地，做到建设标准化、
管理规范化，把党群服务中心打造成为党员
群众想来、爱来、盼来的综合阵地。要持续推
进城市党建创新发展，大胆探索实践，及时

总结经验，打造工作亮点，推动城市基层党
建高质量发展。要着力加强党建制度规范落
实，做到教育、管理、服务、活动常态化制度
化，凝聚起推动发展的强大力量，奋力谱写
全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揭牌仪式后，与会人员一同参观了党群
服务中心。

据悉，截至目前，我旗共新建嘎查村社
区党群服务中心（站点）115 处，投入建设资
金 1.86 亿元，基本构建起“1+15+N”党群服
务中心体系，实现了“从无到有、从有到强、
从强到优”的转变，形成了覆盖有效、布局合
理、功能完备、开放共享的党群服务阵地集
群，基层阵地政治功能和服务功能显著增
强，党建凝聚党心民心的优势进一步凸显，
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强的
组织保证。

西园街道迎宾社区、文苑社区
党群服务中心正式揭牌运行啦！

在鄂尔多斯市天成众帮农牧业发展有限公
司的谷子加工厂，记者看到贫困户刘金梨正在安
静地工作着，脸上还挂着一丝甜甜的笑容。“很久
没有这么开心了，要是没有供销社的这场‘救薯
行动’，我哪能这么安心地工作呀！”刘金梨言辞
恳切地说道。

刘金梨家住树林召镇耳字壕村，由于夫妻俩
都身患残疾，所以收入一直很微薄，2016 年她家
成为建档立卡贫困户。2018 年，刘金梨的丈夫骨
折后，刘金梨就用自己柔弱的双肩撑起了家庭的
一片天。屋漏偏逢连阴雨，去年丈夫又突发脑梗，
至今生活不能自理，照顾家庭的重担彻底落在了
刘金梨身上。

今年在帮扶企业的引导下，刘金梨种了 30
亩红薯。为了让家人过上更加舒心的日子，刘金
梨精挑细选了优质品种玛莎莉 1 号。“种苗是空
运过来的，上的都是农家肥，真正把红薯种好才
能卖上个好价钱。”在刘金梨的精心照顾下，30

亩红薯喜获丰收，产量达 7 万多斤。但由于气候
原因，刘金梨对红薯进行了抢收，导致红薯的表
皮损伤厉害，卖相受到了严重影响。

“原本这些红薯都是要走外地市场的，可是
卖相不好全部积压下来，只能内销。”刘金梨顿时
不安起来，再加上高端蜜薯玛莎莉对储存的温度
和湿度都有非常高的要求，需要专业的仓库才能
长时间储存，而刘金梨只有一个简易的粮仓，如
不尽快销售，这些红薯将面临全部坏掉的风险。
本该沉浸在丰收喜悦中的她，却因为红薯卖不出
去而忧心忡忡。

旗供销社主任闫政得知情况后，实地走访察
看了红薯情况，并找准症结，立刻安排部署，一场

“救薯行动”就此展开。快手直播、主动对接超市、
农批市场等实体经营店，线上线下推广销售。

转眼间，冬季已经来临，为了尽快把剩下的
红薯销售完，闫政积极动员企业、行政事业单位
工作人员、社区居民购买红薯。短短八九天时间，

贫困户刘金梨分拣出来的红薯全部售罄，站在销
售一空的仓库，刘金梨脸上重新露出了喜悦之
情，笑着说：“幸亏供销社帮我销售了 4.8 万斤红
薯，不然我这损失可是惨重了，感谢闫主任，感谢
社会各界爱心人士。供销社又回来了，真好！”

红薯销售完的消息，刘金梨第一时间告诉了
丈夫，丈夫也露出了甜甜的笑容。“供销社的闫主
任从十月份就忙活着帮我销售红薯，是他帮助我
们全家解了愁疙瘩，现在我又能安心地在企业里
打工了。”刘金梨感激地说。

“消费扶贫是发动社会力量、助力打赢脱贫
攻坚的重要途径和举措，这次救薯行动就是最好
的证明。下一步，我们供销社将充分发挥独特优
势和重要作用，多种渠道帮助农牧民解决卖难问
题，为打赢脱
贫攻坚战作
出更大的贡
献。”闫政说。

“救薯行动”，甜了贫困户刘金梨的心
本报记者 张芳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历史是人类社会的
过去，学习历史则是为了以史鉴今、昭示未
来。借鉴历史经验观照当下，才能更好地弄
清楚我们从哪里来、现在走到哪里、今后要
往哪里去，从而不断坚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
义理想信念，坚定不移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推向前进。

从 16 世纪欧洲早期空想社会主义学
者托马斯·莫尔《乌托邦》一书问世以来，人
类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探索已有 500 多年，先
后经历了空想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社
会主义理论到实践、从一国社会主义建设到
多国实践的发展历程，波浪式前进、螺旋式
上升，有高潮也有低潮，有一泻千里也有迂
回曲折，展现出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发展图
景。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
克思列宁主义。”自从中国共产党人在俄国
十月革命的感召下、把社会主义作为现代化
的方案引进中国以来，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
领中国人民团结奋斗，走过历史的风风雨
雨，从无数困难和挫折中不断探索，跨过一
道又一道沟坎，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探索
出了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如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迎
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
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
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开创和伟大实
践，使既有的世界经济政治力量对比发生了
有利于社会主义和发展中国家的变化，也重
振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心。中国共产党和
中国人民以自己的伟大创造，成为世界社会

主义的中流砥柱和引领 21 世纪社会主义发
展的伟大旗帜。

作为一种崭新的制度形态，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具有 13 个方面的显著优势，其中
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共同团结奋
斗、共同繁荣发展”。从社会主义改造的完
成、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蓬
勃发展，我们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道路，逐步实现国家繁荣富强、
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中国共产党作为中
华各民族根本利益最忠实的代表和坚定的
维护者，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运
用于中国民族工作实际，在少数民族聚居地
区施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坚持各民族一律
平等，开创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
道路，推动各民族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升、
民族地区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历史
充分证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各民族团结奋斗、
共同繁荣，是中华民族强大凝聚力和非凡创
造力的重要源泉。

历史中蕴含着强大的精神动力。在学
习历史中坚定信仰、把握规律，充分发挥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势，不断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
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凝聚共同团结奋斗、共
同繁荣发展的磅礴力量，我们就能战胜前进
道路上的一切风险挑战，把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变成
美好现实。（转自
《内蒙古日报》）

《瞭望》新闻周刊：库布其沙漠绿生金！
冯瑛冰 任会斌

展开中国地图，一条长近 400 公里、宽
5～65 公里的大沙带，自西向东横亘在阴山南麓、
鄂尔多斯高原北缘，就像一根金色的弓弦，将滔
滔黄河拉出一个大大的“几”字弯。这就是库布其
沙漠———我国第七大沙漠。

库布其沙漠主要分布在内蒙古自治区
鄂尔多斯市杭锦旗、达拉特旗、准格尔旗等 5 个
旗区境内。过去，沙漠里植被稀少，风沙肆虐，“地
不打粮畜无草，做饭取暖没柴烧”，当地百姓生活
穷苦，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受困。

南锁、北堵、中切割。经过近 70 年治理，
桀骜不驯的库布其沉静下来，片片不毛之地焕发
出勃勃生机。党的十八大以来，沙区干部群众践
行生态文明思想，贯彻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要求，
从单纯治沙转为治用结合，因地制宜发展绿色产
业，昔日的不毛之地正变成绿色发展的“金山银
山”。

沙海中奏响田园牧歌

杭锦旗巴音温都尔嘎查位于库布其沙漠北
部。2014 年以来，水利部门统筹防凌和荒漠治理，
每年在黄河凌汛期向库布其北部的洼地分凌引
水，至今已在沙漠中形成近 60 平方公里的湿地。
登高远眺，波光粼粼的水面宛如一面面镜子，镶
嵌在座座金色的沙丘之间。

令人吃惊的是，湿地里不仅生长出一丛丛蒲
草和芦苇等水草，从辽宁盘锦、江苏苏州两地引
种的螃蟹也在这里安了家，成群结队地在水边爬
来爬去。“今年捞了 3 万多斤商品蟹，卖得不错，
四两规格的批发价在每斤 50 元左右。”入秋以
来，51 岁的牧民那仁满达呼和儿子呼斯勒图格外
忙碌。

那仁满达呼家有 8800 多亩牧场，过去近半
被低矮的沙丘盘踞，分凌后出现了 1000 多亩水
面。眼看着水面越来越大，他琢磨着养点什么。
2017 年，他试投了一批蟹苗，一年多后卖了近 10
万元。“养一年半就能出售，去年 6 月新投了 28
万元的蟹苗，预计今年毛收入接近 80 万元。”在
分拣螃蟹之余，他乐滋滋地算起了账。

近几年，库布其沙漠湿地里已经建起多处螃
蟹、鱼养殖场，品种也不断丰富，由于水质纯净品
质高受到市场欢迎。

目前，库布其沙漠治理面积已超过 6000 平
方公里，其中绿化面积达 3000 多平方公里，沙漠
里形成连片成带的绿洲，耕地牧场不再受流沙侵
袭，草木多了，饲草料丰富了，特色农林牧渔等产
业也蓬勃发展起来。

“7000 多亩已经进入盛果期，按亩产 1 吨左
右算，亩均收入近 5000 元。”看着枝头橙红色的
沙棘果，达拉特旗白土梁林场场长张俊生沉浸在
丰收的喜悦里。

为了治沙，达拉特旗于 1958 年创建了白土
梁林场，面积达 20.94 万亩。过去，这里植被覆盖
率不到 10%，到处是流动沙丘。经过治理，目前森
林覆盖率达到 76%，到处是茂密的林木和平整的
农田。

张俊生介绍说，过去干林场，总想走卖树的
路，近十来年，林场探索发展特色生态产业，已种
植沙棘、桑树、枣树等果林 1 万多亩，林间种植麻
黄、艾草、苍术等药材和苜蓿、燕麦等饲草 1 万多
亩。“既能固沙，还有经济效益。挺多著名的中药、
饮料企业采购我们的产品，供不应求。”

近期，白土梁林场又在试种一批药材、饲草
和观赏树品种，力争几年内将特色种植面积扩大
到 5 万亩。张俊生笑着说，流沙固住了，有一阵子
我们以为除了护林，没了用武之地，现在感觉迎
来了又一个春天。

哞……走近达拉特旗展旦召苏木道劳村的
康泰仑牧场，耳畔传来阵阵牛叫声。牧场负责人
告诉记者，这样的牧场共在当地建了 3 处，养殖
奶牛、肉牛近万头。当地政府在库布其沙漠边缘
配置饲料地 3 万多亩，过去很多是荒沙，经过平
整、绿化，已经改造成饲草基地，年产苜蓿等饲草
2 万多吨，形成集沙地治理、饲草种植、养殖和乳
制品加工为一体的产业链。

种植的甘草等道地药材享誉南北，沙地瓜果
香甜可口，奶牛、肉牛和肉羊、獭兔、鹌鹑等特色
养殖规模日益壮大，沙柳苗远销宁夏、甘肃、新疆
等地……在库布其沙漠一带，类似的特色生态产
业项目不胜枚举。

仅达拉特旗，现已建设优质饲料地 200 多万
亩和一批奶牛、肉牛养殖基地，每年利用灌木枝
条养殖獭兔近 500 万只、生产食用菌 150 多万
斤，在沙地上种植枣、沙棘、枸杞等经济林近 2 万
亩。

达拉特旗林草局局长刘锦旺说，党的十八大
以来，旗委政府在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从过去
的单纯治沙追求生态效益，向生态建设、生态经
济齐头并进转型，在沙地上奋力书写绿富同兴的
新篇章。

绿色工业渐成集群

不久前，达拉特光伏发电应用领跑基地二期
1 号项目建成。登上发电站旁边的一座沙丘眺望，
只见蓝天白云下，一排排蓝色的太阳能光伏板矗
立在平缓的沙地上，与周围连绵起伏的沙丘相映
成景。

“光伏板角度调整、清洗均自动完成，每天能
发电 400 多万千瓦时。”达拉特旗发展和改革局
局长李锐介绍说。

达拉特光伏发电应用领跑基地位于库布其
沙漠东南部，现有中广核、华能、中电投等 7 家能
源集团参与建设，规划容量 200 万千瓦，占地 10
万亩。2017 年 1 月启动以来已完成投资 60 多亿
元，建成并网 100 万千瓦，每年可发电 20 多亿千
瓦时，成为全国最大的沙漠集中式光伏发电基
地。

库布其沙漠年均日照时间长，太阳辐射强度
高，是一类太阳能资源区，加上沙漠里村庄、人口
极少，不涉及占用耕地、林地和牧场，征地成本
低，太阳能开发条件得天独厚。李锐说：“正是有
这么多优势，基地成为全国首个把光伏上网电价

降到平价水平的项目。”
通过应用新技术，达拉特光伏发电应用领跑

基地的发电效率提升 15 个百分点，与燃煤电站
相比，全部建成后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 320 万
吨、粉尘 90 万吨。特别是基地采用“林光互补”建
设模式，在南北两侧建设沙障和乔灌结合的锁边
林，基地道路两侧种植杨树、柳树、樟子松林带，
光伏板之间则密植黄芪、黄芩、甘草、苜蓿、沙打
旺、红枣等沙生药材、牧草和矮化经济林，实现治
沙、清洁能源开发和生态经济发展多赢。

李锐说，目前已种植沙障 1.75 万亩、防护林
0.3 万亩，药材、经济林等植被 1 万多亩。随着植
被增多，正规划配建肉牛养殖和工业旅游项目，
目标是建成 20 万亩有机农林种植基地和年接待
游客 15 万人次的沙漠研学教育基地。

目前，库布其沙漠里已经建起 3 个大型生态
光伏发电项目，建成规模近 200 万千瓦，新落地
的项目不断增多。“光伏 + 生态”开创了治沙用沙
的新模式，也给当地农牧民带来增收的机遇。

杨凤祥是杭锦旗独贵塔拉镇杭锦淖尔村人，
2018 年，他与亿利集团签订协议，在生态光伏发
电站的光伏板下发展特色养殖，目前养殖着 80
多只羊和 700 多只鸡、鹅和大雁、大鸨[bǎo]等禽
类。

记者看到，散养的羊和禽鸟时而觅食，时而
嬉戏，在光伏板下跑来跑去。“主要是在草地里找
食，辅助喂些玉米和麸皮。”杨凤祥说，现在都认
绿色食品，今年共出售羊和禽类 1000 多只，纯收
入 8 万多元。

沙柳、羊柴、柠条等沙生灌木易成活，生长
快，是造林固沙的先锋树种，在库布其沙漠种植
广泛。每隔 3～5 年，这些灌木就要平茬复壮，否
则就会枯死。以达拉特旗为例，去年末全旗森林
面积 368 万亩，其中近 300 万亩为灌木林。杭锦
旗共造林 400 多万亩，其中灌木林占 90%以上，
每年可供利用的灌木资源量达 50 多万吨。

冬春两季是给灌木平茬的季节，眼下，库布
其沙漠一带的部分治沙户已在雇人手，备工具，
准备为灌木平茬。

达拉特旗乌兰壕村的郝来治沙 1000 多亩，
大部分是灌木林，今年他计划平茬 100 亩左右。
他告诉记者，砍下的灌木枝条送到当地的人造板
厂，1 吨能卖 200 多元，平均一年能收入 1 万元左
右。

加工人造板，燃烧发电，生产颗粒饲料、食用
菌棒……近些年，灌木的新用途不断被发掘，一
个沙柳资源开发的产业集群正在形成。

坐落在杭锦旗锡尼镇的源丰生物质热电厂，
建有两台热电联产机组，运转时每年消耗灌木约
20 万吨，集中供热面积达 100 多万平方米，年发电
量近 2 亿千瓦时。“灌木几乎不含硫等杂质，是清
洁燃料。”电厂技术人员介绍说，工厂以“公司 + 农
户”的运营模式，每年可带动 20 多万亩灌木林平
茬，发放收购款

近 6000 万元。

（下转二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