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全市第五届农产品展洽会在东胜区举行。

本次农产品展洽会以“抓党建促乡村振兴 强包联助

产业富农”为主题，五天共展出了 900 余种优质农产

品、136 种各旗区特色美食和 117 个精彩文艺节目，

供市民群众选购、品鉴和欣赏。

我旗在本次展会上火“出圈”啦，让我们一起回

顾一下。

精心布展 完美呈现

我旗展厅的主题是“大漠大河大草原 风光无限

达拉特”，以“党建引领”为特色，通过“统种共富”“鱼

米之乡达拉滩” 等板块展现了我旗在全面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的背景下，土地入股分红、涉农企业引育、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 数字化现代农牧业园区建设等

一系列创新举措结出的累累硕果。

在文创展区，非遗剪纸挂件、创意沙瓶画、掐丝

珐琅、马头琴音乐播放器，便携式茶具，书签、胸针、

沙漏、银杯、纯锡茶叶罐、香盘、蒙古包加湿器、文创

围巾等作品体现了我旗民俗文化内涵和包联驻村工

作成果。

在创意沙画展示区，铺沙、捏沙、撒沙、扔沙、走

沙……的沙画展示， 描绘了我旗沙漠变绿洲以及能

源转型发展的生态画卷。

成绩 + 荣誉 收获满满

开幕式上对全市消费帮扶突出贡献旗区、 全市

消费帮扶十佳驻村第一书记进行表彰颁奖。

我旗荣获鄂尔多斯市 2023 年消费帮扶铜奖；市

供销社派驻达拉特旗大树湾村第一书记宋卫红、市

税务局派驻达拉特旗沙圪堵村第一书记潘斌荣获全

市 2023 年消费帮扶十佳驻村第一书记； 全市 2022

年度嘎查村集体经济百强榜公布， 达拉特旗林原村

上榜。

特色农产品 + 美食 购销两旺

为期五天的展洽会，来自全旗各苏木镇的 120

余种优质农特产品集中展示展销， 呈现了包联驻

村打造党建引领下的消费帮扶平台开展消费帮

扶， 助力嘎查村集体经济发展和农牧民增收致富

的成果。

走进我旗的展厅，蛇肯点素面粉、四村大米、恩

格贝贝贝南瓜、风水梁鲜食玉米、大树湾黄河鱼、草

原四味酱、雷大姐酱菜……各类农特产品种类丰富、

琳琅满目， 依托绿色有机水稻养殖的稻田虾蟹格外

引人关注，人们纷纷驻足品鉴、下单购买。

鲜食玉米、蒸贝贝南瓜、羊蹄（凤爪）、槽头肉烩

菜、肚包肉、稻田虾、蟹、家炖黄河鱼、呼斯梁炖羊肉

等具有代表性的地方特色美食现场制作售卖， 展示

了我旗的饮食风味和特色。

现场 + 直播“第一书记”带货忙

本次展会现场，“第一书记” 们齐聚展位， 变身

“推销员”，积极代言，推介本村特色农产品，帮助拓

宽农产品市场。 同时，直播间内，驻村“第一书记”和

网红一道直播带货，“第一书记”各显身手，如数家珍

地宣传我旗特色优质农产品和美食美味。

文艺演出 + 推介 精彩呈现

展洽会之前进行了文艺路演，漫瀚调对唱《打鱼

划划》、二人台小戏《叔嫂情》、笛子独奏《大青山下》、

男女对唱《我家住在黄河湾》、二人台对唱《跳粉墙》、

器乐合奏《牧马青年》、二人台小戏《借钱》、二人台联

唱《红红火火二人台》等形式丰富、各具特色的节目

接连登场。 随后，旗委组织部派驻王爱召镇榆林子村

第一书记王乐对我旗农优品进行了推荐。

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强包联助产业富农。 展会的

精彩呈现只是我旗全面展示党建引领、包联驻村、消

费帮扶、乡村振兴等工作成绩的生动缩影。 今后，旗

驻村包联办将凝心聚力再起航， 奋力谱写全旗包联

驻村显担当、消费帮扶助振兴新篇章！

本报记者 薛世昌 通讯员 郝永宽 郝敏

本报记者 张 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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躬耕教坛 强国有我

吕海珍：

用心做教育 用爱做人师

吕海珍，达拉特旗第二中学副校长、高级教师，鄂

尔多斯市学科带头人。 自 1998 年参加工作以来，一直

从事中学英语教学工作，现任初三年级英语教师及班

主任。 2023 年，荣获“鄂尔多斯市优秀教师”称号。

勤奋执教 潜心育人

吕海珍爱岗敬业、勤奋钻研、严谨自律、积极向

上，把满腔热忱都献给了她热爱的教育事业。 从教的

25 年，是她默默耕耘、努力探索的 25 年，也是她迅速

成长的 25 年。 从教伊始， 她就给自己定下了一个目

标：做一名优秀的人民教师，一位受学生尊重、欢迎、

信赖的老师。 因为这个目标，她一直严格要求自己，工

作中不敢有丝毫马虎懈怠，兢兢业业，在做好日常教

学工作的同时，积极搞教研、抓课改、做课题研究，以

进一步提升学科教学质量和水平。 在完成各项工作任

务的同时，她还主动承担并出色完成了学校和当地教

育行政部门、教研部门交给的各项任务，在平凡的岗

位上闪闪发光。

2017 年至 2021 年期间， 她曾作为旗人大代表出

席全旗“两会”； 她所带班级曾多次荣获市级、旗级、校

级“先进班集体”称号，她本人也多次荣获自治区级、

市级、旗级“优秀班主任”“优秀教师”“师德标兵”“最

美教师”“教学能手”“学科带头人”等称号。

深入钻研 更新理念

作为市级英语学科带头人，吕海珍积极投身教学

改革，经常参加自治区级、市级骨干教师培训及教材

培训，在聆听了专家报告、吃透教材编写意图后，及时

进行教学反思，更新理念。

在课堂教学中，她主张“学本教学”“生本教学”，

其理念就是以学生为中心， 以学生的学习为中心，教

师少教，学生多学。 这种全新的教育教学理念，以课堂

教学改革为突破口，实行“先学后导，以学定导，互助

展评”的学习方法，在学生自主学习、合作学习之后，

由教师引导学生进行学习成果展示，以学定教、学生

主教，让学生成为课堂上真正的主人。 目前，该教学理

念已经在全校及旗内部分学校试行，得到了市、旗教

研部门的广泛认可。

与此同时，吕海珍还深入钻研，致力于课题研究。

2021 年 12 月，她申报主持了教育部“十四五”教育科

研规划全国重点课题《双减政策下，英语高效课堂核

心素养发展的实践研究》，撰写研究报告《浅谈互动教

学在初中英语中的开展》，荣获优秀论文一等奖，并在

《红豆教育》上发表，研究成果在全国推广；2022 年，她

主持了达拉特旗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专项课题研

究《初中英语阅读教学中培养核心素养的实践研究》；

2023 年 1 月， 她又申报主持了鄂尔多斯市教育科学

“十四五”规划 2022 年度课题《“双减”政策下英语教

学核心素养发展的实践研究》， 目前正在研究阶段；

2023 年 3 月， 她申报主持了内蒙古自治区教育科学

“十四五”规划课题《核心素养视域下初中英语读写评

一体化实践探究》， 目前已立项……她的多篇教育教

学论文（案例）荣获各级各类论文、范文、指导奖等共

计 30 余项，科研成果在自治区乃至全国得到推广。

甘为人梯 以老带新

吕海珍对所教的初中英语，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

和丰富的教学经验。 在学校里，她努力发挥传帮带的

作用，经常带着一帮年轻老师积极搞教研。 她结对指

导的十多位青年老师，均在自治区级、市级、旗级讲课

比赛中获过奖。

从 2019 年开始， 吕海珍积极响应教育联盟城乡

结对、资源共享的号召，连续多年带领学校骨干教师

送教下乡。 期间，曾多次在全旗教研课改活动中执讲

公开课，成为了大家的学习范例。

吕海珍还连续十多年为新入职教师、班主任作专

题培训、经验分享推广、教材梳理等，带动全旗教研教

改向前发展。2018 年的 3 月，她作为英语学科的代表，

在全旗教育教学质量分析会上作了题为《发挥学科特

色，构建高效课堂》的经验交流；2023 年 4 月，她在全

旗教学成果展示活动中，作了题为《用心做教育，用爱

做人师》的专题讲座；2023 年 8 月，她在全旗新教师岗

前培训中作了题为《英语新教师主题探究的教学活动

设计和课堂教学策略选择》 的专题讲座……截至目

前，吕海珍已承担达拉特旗教育体育局组织的学科讲

座、教材梳理、经验推广 8 场次。

与此同时，她还将多年的教学经验和方法加以归

纳总结， 撰写成论文发表在了国家级核心期刊以及

市、旗两级的教育期刊上，为英语教学的开展提供了

可借鉴、可推广的实践经验与做法。

坚守讲台 25 年， 吕海珍用爱心浇灌， 用真情感

化，用智慧启迪，用人格熏陶，用理想塑造了一个个充

满希望与梦想的生命，受到了学生的爱戴、家长的认

可、社会的好评。

树林召讯 在北国购物商场休息哺乳

室， 顾客陈女士一边为 5 个月大的婴儿哺

乳， 一边开心地说：“现在服务越来越人性

化，温馨的环境方便了我为孩子哺乳，让我

享受到了‘家’的温暖。 ”该商场每日人流量

为 1-1.25 万人，90%为女性，设立休息哺乳

室， 为女职工及往来商场的女性提供了人

性化的服务，获得了宝妈们的点赞。

在火车站工作的张女士， 每天上午 10

时左右，都会来到休息哺乳室，婆婆会准时

把 6 个月大的孩子送到这里，小宝宝的“上

午饭” 就在休息哺乳室吃了。 张女士说：

“在这个小屋喂奶， 个人隐私得到了保证，

环境很不错， 而且这里还为孩子提供了免

费的尿不湿，非常暖心。 ”

女职工休息哺乳室的建立， 是我旗为

职工群众办实事的重要举措， 充分体现了

旗委、 旗政府以及工会组织对女性的关心

和关爱， 有效解决了女性在公共场所给小

孩哺乳的难题， 进一步提升了广大职工群

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截至目前，我旗已在火车站、汽车站、

北国购物广场、 西园街道卫生服务中心、兴

达阳光酒店、陶瓷广场居然之家等人流密集

的地方建设女职工休息哺乳室 6 处。哺乳室

虽空间不大，但设备齐全，设有隔帘、皮制沙

发、茶几、抱枕、婴儿床、护理台、储物柜、洗

手池、冰箱等便捷设施，热水、干手纸、尿不

湿等应有尽有， 墙壁上还张贴有母乳喂养、

婴儿护理等各类健康宣教知识， 细节之处，

尽显人文关怀，不仅给宝妈们带来了温馨的

感受，而且彰显了以“爱”为底色的城市温

度。（来源：达拉特旗总工会）

延续 37℃母爱！ 我旗建立 6处休息哺乳室

从“白花花”到“金灿灿”！ 盐碱地上的“丰收密码”

抓党建促乡村振兴 强包联助产业富农

———我旗在全市第五届农产品展洽会上取得丰硕成果

树林召讯 近日，我旗公安局环食药侦

大队寻线追踪、持续发力，成功破获一起公

安厅督办非法采矿案， 抓获犯罪嫌疑人 2

名，涉案金额达 100 余万元。

今年 5 月份， 环食药侦大队在工作中

获得线索， 我旗某公司砂石场涉嫌非法采

矿。 接线索后，旗公安局高度重视，成立专

案组，开展调查工作。 由于案件发生地较偏

远，交通不便，且该公司作案手法隐秘，给

案件侦破工作造成一定难度。 民警考虑到

如果贸然发起“正面攻击”，可能导致该公

司隐匿销毁证据，于是决定由“外围”切入，

通过大范围摸排走访逐步掌握该公司的非

法采矿证据和非法采矿的实施过程。

经过十余天的艰辛工作， 办案民警查

明了该公司实际控制人张某和管理人员甄

某自 2022 年 10 月份以来， 用自有的挖掘

机、 装载机及雇用的翻斗车多次在矿场采

矿证范围外的河道内盗采砂石， 并将砂石

运到河槽边自有洗砂厂筛选， 然后将砂石

销售给东胜区、我旗等地拌和站及个人。经

初步查明，张某、甄某在自己砂场采矿证范

围外非法开采砂石进行销售， 涉嫌非法采

矿罪。 民警随即将二人抓获。

与此同时， 侦查民警对涉案公司办公

区域进行全面搜查， 现场查扣了一大批证

据材料，进一步完善了证据链。张某、甄某对

自己非法采矿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另查

明，张某、甄某为牟取暴利，在明知其采矿权

期满后，又非法盗采砂石 22 万余吨。

后经过相关部门测绘、 勘探、 鉴定，张

某、甄某涉嫌非法采盗砂石 25 万余吨，涉案

价值 100 余万元。 6 月 22 日，经旗人民检察

院批准， 旗公安局依法对犯罪嫌疑人张某、

甄某执行逮捕。 8 月 30 日，该案件被自治区

公安厅列为督办案件。

目前，该案件已移送至旗人民检察院审

查起诉，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来源：平安达拉特）

涉案金额 100 余万元———

我旗警方破获一起非法采矿案

我旗耕地面积 279 万亩， 其中盐碱化

耕地面积 85.86 万亩， 占全旗耕地面积的

30.8%。 盐碱地上种粮难，曾是制约全旗粮

食生产的一大难题。 为了唤醒这一“沉睡”

资源，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我旗

分类开展盐碱地治理改良， 向盐碱地要产

量、要效益。

走进树林召镇东海心村， 曾经寸草不

生的盐碱地，如今生机盎然，农田里玉米、

向日葵等作物长势喜人，丰收在望。

这场从“盐碱地”到“米粮川”的蜕变，

源自内蒙古盐碱化耕地改良示范项目。 我

旗作为试点示范旗之一， 从 2020 年开始，

连续三年对 2.13 万亩盐碱地进行改良。 示

范区主要推广以“培肥改土排盐”为核心的

中重度盐碱地改良技术模式， 重点推广腐

熟农家肥、腐殖酸、秸秆还田、深松（粉垄）

等提高土壤肥力、增加土壤通透性、促进盐

碱排除、抑制盐碱集聚的农艺措施。 其中，

中度盐碱化耕地采用“腐熟农家肥 + 腐植

酸 + 秸秆还田 + 深松（粉垄）”改良技术模

式；重度盐碱化耕地采用“暗管排盐 + 腐熟

农家肥 + 腐植酸 + 秸秆还田 + 深松（粉

垄）”改良技术模式。 通过连续三年的高质

量推进，盐碱地改良利用效果明显，项目区

的土壤理化性状得到了极大改善， 实现了

“双减双提”目标，土壤 pH 含量降低 0.3 个

单位，全盐含量降低 0.3 个百分点，有机质

含量提高 5%以上，作物增产 20%以上。

我旗中度盐碱化耕地改良技术模式可

借鉴、可复制、可推广，在盐碱地综合利用

国际大会上被农业农村部选中并进行展

示， 为全市 195 万亩盐碱化耕地改良提供

了技术支撑。

结合现有技术模式， 我旗在综合考虑

项目区的土壤性状、 盐碱化程度、 种植种

类、 灌溉方式和施肥制度以及农牧民意愿

等因素的前提下，开展分区治理。

“发展耐盐作物种植， 由‘改土适种’

向’优种适土’转变是根本路径。 针对轻、

中度盐碱地，宜重点开展小麦、玉米、油菜、

大豆、苜蓿等作物的耐盐碱种质筛选，培育

耐盐碱、高产、优质新品种；针对重度盐碱

地，宜筛选一批耐盐碱性好、经济价值高的

特色耐盐碱植物，宜草则草、宜果则果、宜

林则林。”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

区划研究所研究员李玉义表示。

在分区治理的同时， 我旗重视分类推

进，对于没有产生盐碱化的耕地，以预防为

主；对已经产生盐碱化的耕地，实施防治并

举；对盐碱地改良取得成效的耕地，则重在

巩固提高治理成果。

开展盐碱地综合治理， 协调好水盐关

系尤为重要。 过去，我旗常以“大水漫灌”

稀释土壤中盐碱的方式去盐压碱， 这需要

对水资源高强度开发，不可持续，如何以更

少的水去除更多的盐， 一直是盐碱地治理

方面探索的课题。

2023 年，我旗在王爱召镇西社村建立

1 万亩盐碱化耕地综合利用示范区。 在盐

碱地综合利用过程中， 该村在分区分类治

理的基础上， 通过采用移动式精准灌溉系

统，根据作物需水特性，实现适时、适量可

控的精准灌溉， 避免产生深层渗漏及地面

径流，实现了节水 40-70%，600 亩地只需 1

名水工，既实现了节水、节电，又降低了人

力投入成本，减少了劳动强度。 通过改良，

项目区中度盐碱化耕地 pH 含量减少

0.4-0.9 个单位， 全盐含量减少 0.3-0.4 个

百分点，有机质含量提高 3%-37%；重度盐

碱化耕地 pH 含量减少 0.6 个单位，全盐含

量减少 2.2 个百分点 ， 有机质含量提高

20%。

“今年， 来自各地的专家帮助我们治理

盐碱地，出苗率和存活率大大提升了，之前

一亩地只能产 400 公斤的粮，今秋产量一定

会比往年强。 ”王爱召镇西社村项目区的农

户看着地里的玉米，笑逐颜开。

如今，在达拉特，盐碱地不出粮的传统

正在被打破，米粮川的变化还在上演……

从以地适种，到以种适地；从“寸草不

生”，到“绝地重生”；从昔日的“白花花”，

到如今的“金灿灿”，达拉特探寻出了一条

盐碱地综合利用、生态高效绿色发展的路

子，交出了盐碱地综合开发利用的先行答

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