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张芳）近日，由中央
宣传部会同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开
展的“铸牢共同体 中华一家亲”主题宣
传活动走进我旗。由中央和部分地方
主要新闻媒体、部分行业类媒体编辑
记者60余人组成的采访团通过生动的
笔触、镜头和画面，记录下我旗在防沙
治沙用沙方面取得的显著成效。

来到达拉特旗光伏发电园区，一
排排深蓝色的太阳能电池板在连绵起
伏的沙漠中整齐排列开来，犹如在库
布其沙漠中筑起一道“光伏长城”，而
在达拉特光伏发电应用领跑基地的光
伏板下，黄芪、黄芩等植物长势喜人，

同样引人注目，采访团用镜头和画面
记录着这壮观的场景。他们还围绕沙
漠治理与现代能源产业、农林牧业、旅
游业融合发展的“光伏治沙”新模式进
行了现场采访，通过采访对我旗的治
沙模式也有了全新的认识。

“来到达拉特旗，看到美丽的库布
其沙漠中新能源产业建设如此壮观，
最直观的感受就是‘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达拉特旗在治沙过程中把
产业优势与地方优势发挥得非常好，
这是一个很大的治沙工程，也是让百
姓受益的工程。”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
编辑班炜晨说。

“我第一次走进沙漠，看到这些植
物都长得特别好，还看到了很多小虫
子、沙漠蜥蜴，这里的生态环境非常
好，同时光伏产业的发展既为地方带
来了经济效益，还能为当地群众提供
经济支持，让他们也参与到板下经济
中来，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以后有机会希望还可以再来。”中国妇
女报编辑王意舒说。

“在这里，有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
处的感觉。我认为这个治沙成果是挺
令人震撼的，不管是从发展成果还是
从治理面积上来说，这都是一个沙漠
奇迹。”新华社记者梁婉珊说。

“铸牢共同体 中华一家亲”
主题宣传活动走进我旗

树林召讯 近日 ，《全国县域旅游
发展研究报告 2024》公布，我旗上榜

“2024 年 全 国 县 域 旅 游 发 展 潜 力 百
佳县”名单，这是我旗第二次上榜。

据了解，2024 年全国县域旅游研
究 对 象 为 大 陆 地 区 1866 个 县 ，县 域
旅游综合实力研究从旅游经济发展

水平、政府推动作用、旅游产业综合
带动功能等 6 个方面设置了 32 个指
标构建研究体系，得分居前 100 位的
即为 2024 年全国县域旅游综合实力
百 强 县 。 我 旗 旅 游 资 源 丰 富 ，风 光
千 姿 百 态 ，游 客 不 仅 可 以 尽 情 领 略
浓 郁 的 田 园 风 光 ，还 可 以 走 进 茫 茫

沙漠，感受沙漠旅游的独特魅力。
近 年 来 ，我 旗 加 快“ 体 育 + 旅

游”融合发展，2024 达拉特库布其沙
漠 马 拉 松 等 全 国 性 赛 事 相 继 举 办 ，
在 提 高 当 地 知 名 度 的 同 时 也 吸 引
了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感受达拉特
风光。

我旗上榜
“2024年全国县域旅游发展潜力百佳县”名单

树林召讯（通讯员 郭敬梓 康宇婷）
近日，我旗组织全旗城镇燃气企业开展
2024年燃气突发事件应急实战演练，实
现以练为战、防患于未“燃”。

此次演练由达拉特旗人民政府、达
拉特旗安全生产委员会主办，达拉特旗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承办，各苏木镇、街道
及安委会成员单位相关的负责人进行现
场观摩。演练旨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燃气安全的重要指示批示精
神，扎实开展安全生产月系列活动，进一
步加强应对突发事故的综合指挥能力、
应急处理能力，检验各企业应急救援预
案响应的及时性与协调性。

此次演练进行了城市燃气管道泄漏
事故应急处置、CNG加气机天然气泄漏
着火现场处置、天然气受限空间泄露现
场处置、LNG储罐出液阀门填料损坏导
致泄漏的事故处置、液化石油气着火现
场处置及液化石油气徒手灭火实操。演
练从险情发生与报警、险情确认、启动应
急预案、现场警戒、切断气源、上报主管
部门、各抢险小组到达现场进行疏散搜
救、现场灭火、设备维修等应急响应环节
展开。演练过程中，各参演部门配合默
契，现场指挥有条不紊，救援队伍反应迅
速，整场演练达到了预期效果。

燃气专家对演练进行点评，充分肯

定了演练取得的效果并强调，要坚持“两
个至上”，各部门要形成安全监管合力，
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提升安全管理
水平，切实抓好燃气安全。要提高应急
处置能力，各企业要定期进行应急演练，
以演促训，以练促防，使安全自救意识全
面覆盖。要加强宣传引导，营造良好的
舆论氛围，持续加大燃气用户安全隐患
排查力度，保障广大群众用气安全。

通过此次应急演练，参演人员掌握
了应对燃气突发事件的流程和方法，完
善了燃气应急处置预案，切实提高了实
用性和可操作性，为城镇燃气安全形势
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

以练为战 防患未“燃”

我旗组织开展2024年城镇燃气
突发事件应急实战演练

炎炎夏日，在达拉特旗，总有那么一
群“警察蓝”，依然坚守岗位，他们用真情
守护一方平安，用行动书写温馨故事，为
群众提供满满的安全。

孩子走失国道 民警暖心救助

“警察同志，达拉特旗吉格斯太国堤
道上有2个小孩到处乱跑，你们快来。”

接警后，民警赵建国、郝星杰火速赶
往现场，第一时间将两个孩子接回派出
所。中午天气炎热，民警细心给孩子喂
水，耐心安抚他们的情绪。随后，民警一
边查找孩子的父母信息，一边在村社工
作群里发布寻人信息，希望能尽快找到
孩子的家人。

经过 2 小时的寻找，民警成功联系
上了孩子的父亲。孩子父亲赶到派出所
后，他拉着民警的手，激动地说：“多亏了
你们，我的孩子才能平安无事，感谢警察
同志。”

为民寻亲解忧 患难方见真情

6月9日，辖区群众苏某满怀谢意来
到了中和西派出所，将一面写有“寻亲解
忧 情暖人间 人民好警察 危难见真情”

的锦旗送到民警手中，感谢民警迅速为
其找到亲人。

“警察同志，我妻子驾车从早上离
开家到现在一直无法联系，麻烦你们帮
帮我。”

“不要着急，慢慢说一下具体情况。”
经了解，苏某妻子因和自己母亲产

生矛盾，发生争吵，负气离家。民警调取
沿线视频监控未发现线索。了解到苏某
妻子驾驶车辆有GPS定位功能，民警立
即联系车辆售后公司，最终成功定位车
辆位置，找到苏某妻子。

21万元错转 民警紧急追回

“我以为转错的钱就这么打水漂了，
真是多亏了你们！”看着自己的钱被追
回，张先生悬着的心终于落下，连连称赞
恩格贝派出所民警认真负责、高效务实
的工作态度。

6月7日，恩格贝派出所接到张先生
报警称，他在给儿子进行转账操作时，不
慎将 21 万元转到了错误的账户。民警
通过排查转账记录，迅速联系有关银行
查询钱款去处。在银行的配合下，查到
了张先生转错账户的所有人金先生，在
民警耐心细致地沟通下，金先生同意返

还转错账的21万元。
6 月 10 日，“为民排忧 心系百姓”、

“人民警察 情系人民”两面鲜红的锦旗
送到了民警的手中……

化解多年积怨 守护辖区平安

6月8日，群众杨某将一面印有“真
心为民解忧 热情为民办事”的锦旗送到
恩格贝派出所民警手中。

近日，民警接到辖区村民杨某报警
称，有人辱骂并撕扯他。

接警后，民警立刻赶到现场。经了
解，杨某家与邻居家房屋前后相邻土地
存在争议已多年，双方都认为该争议土
地属于自己，为此多次发生争执。

民警本着“教育为主、处罚为辅”的
原则，分别将当事人带到一旁，充分了解
双方诉求、征求双方意见，从情从理进行
劝解，做双方思想工作。最终，在民警见
证和调解下，双方化干戈为玉帛，土地上
的矛盾纠纷也迎刃而解。

一个个暖心小事儿，让美好瞬间定
格。达拉特公安局将一如既往默默坚
守，以真心服务为群众幸福“提质”，以为
民情怀为百姓平安“加码”。

（转自《鄂尔多斯日报》）

暖心警事 为群众幸福“提质”“加码”
达宣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盐碱地白花花，一年种一茬。苗苗没多少，秋后不收
啥。”在达拉特大地，这种白花花的盐碱化耕地面积占全旗
耕地总面积的一些比例。

民以食为天，粮以地为本。2023年5月11日，习近平
总书记到河北沧州市考察时强调：“开展盐碱地综合利用，
是一个战略问题，必须摆上重要位置。”

那么，我旗该怎样向盐碱地要粮食呢？
盐碱地，大有文章可做。

科技创新支撑 降盐适水又促产

来到王爱召镇西社村，记者见到了中国农业科学院研
究员李晓彬。翻看着李晓彬手机里去年拍下的一张张长
势茂盛的食葵照片，谁能想到脚下这片土地原来是一片白
花花的盐碱地。

眼下正是抓农时的时节，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新
农人”李晓彬带着团队正在通过科技手段向盐碱地要粮食
产量。经过2023年一年的改良试验，李晓彬管理的30亩
重度盐碱地试验田出苗率达到85%，覆盖黑膜的出苗率达
到了95%，原本撂荒的重度盐碱地食葵产量达到了中产良
田水平。相比漫灌条件节水50%以上，节肥30%以上，经滴
灌精准水盐调控3个月后，0-40cm土层土壤盐分由极重度
变为轻中度，0-100cm 整个土层土壤盐分由极重度变为
中度。

治盐先治水，治水才治本。从重度盐碱地到中产良田
的转变，这得益于在我旗实施的盐碱地农牧业综合利用科
技创新示范基地项目。李晓彬的课题任务就是运用多水
源利用与精准调控技术对盐碱地进行改良，以水利措施为
先导，把农业节水放在突出位置，优化滴灌系统设计，完善
排水设施建设，配套精准水盐调控、起垄覆膜等关键措施，
把盐分快速调控到作物根系层以下，为农作物提供一个适
水、低盐的生长环境。有了2023年的经验，今年，李晓彬决
定把试验田的亩数增加到600亩。

对盐碱地的改良，我旗一直在探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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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连续几年的高质量推
进，盐碱地改良利用效果明显，中度盐碱化耕地改良示范
项目区耕地土壤pH值减少0.4-0.9个单位，全盐含量减少
了 0.3-0.4 个百分点，耕地土壤有机质含量提高了 3%-
37%；重度盐碱化耕地改良示范区耕地土壤 pH 值减少了
0.6个单位，全盐含量减少了2.2个百分点，耕地土壤有机质
含量提高了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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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旗盐碱地改良效果明显提升离不开科技的支撑。
鄂尔多斯市盐碱地综合利用科技创新基地、国家盐碱地综
合利用技术创新中心鄂尔多斯试验站、内蒙古自治区盐碱
地综合利用技术研究院鄂尔多斯分院相继落户达拉特，我
旗建成盐碱地农牧业综合利用科技创新示范基地，自治区
首个耐盐碱作物智能育种加速器在我旗建成……我旗已
经成为鄂尔多斯市“国家—自治区—市”三级盐碱化耕地
综合利用科创平台的具体实施地。同时成功吸引了中国
农业科学院、华中农业大学、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农业大
学、内蒙古农业科学院等一批区内外优质科研团队落地，
与鄂尔多斯市“耕地保育人才创新团队”建立合作关系，形
成“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生态，靶向解决盐碱地综合利用

“卡脖子”技术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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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盐碱化耕地改良提供了技术方案。

特色种植“稻”路 治盐治碱又致富

在昭君镇沙圪堵村，村民们走的是盐碱地上致富新
“稻”路。

水稻插秧季，记者来到昭君镇沙圪堵村的水稻田里，
插秧机正在田间来回穿梭。伴随着隆隆机声，一颗颗嫩绿
的秧苗从秧苗盘上快速滑落，整齐地插入稻田中，成为农
田里一道亮丽的风景。

然而，回溯到二十多年前，这里却是一片白花花的盐
碱地。据了解，由于我旗沿河地区常年受传统灌溉方式和
凌汛期水渗漏等因素影响，部分耕地盐碱化现象严重。从
2020年开始，我旗对全旗中重度盐碱化地区实施盐碱化耕
地改良试点示范，引导农民平整改良盐碱地，试种耐盐碱
水稻品种，凭借日照足、水源好等自然优势和精细化的田
间管理，水稻连年高产，今年我旗水稻种植面积达到了2.5
万亩。

记者到来时，村民苏成贵正在和前来帮忙的亲戚们站
成一排“流水作业”，接力将一盘盘秧苗从运苗车上装到插

秧机上。
苏成贵告诉记者，正在种水稻的这块地以前一直是种

葵花的，秋收后最多卖上两三千块钱。2008年水稻种植实
现机械化以来，苏成贵年年都种植水稻，与种葵花相比，种
水稻利润更高。2023年，苏成贵的30亩水稻纯收入达到4
万多元。

沙圪堵村党总支书记李清云介绍，过去昭君镇沿河7
个村次生盐碱地9万亩，种葵花、玉米等常规农作物长势都
不怎么好，而且一下雨就容易内涝，一年收成也不好。从
1998 年开始，沙圪堵村选择了一条适合当地的种植方式
——种水稻，通过种植水稻以水改地、以稻治碱、以稻治
涝。让李清云没想到的是，这条路走对了。

2023年，昭君镇以沙圪堵村为试点大力推行“党建引
领统种共富”土地合作经营模式，依托水稻种养殖专业合
作社将农民的土地集中起来进行统一规划和种植，采取统
一标准、统一农资供应、统一农机服务、统一技术指导、统
一品牌、统一销售“六统一”模式种植经营，让农民真正实
现了“土地入股、保底分红、按劳取酬、二次返利”。在沙圪
堵村万亩水稻“统种共富”分红大会上，全村255户村民共
分红900万元，最高一户拿到了37万元。

延长产业链条是做好盐碱地水稻特色农业的重要一
环。现在村里有了昭君镇水稻产业园，产业园集科研、育
苗、加工、收购、仓储、培训、展示、品鉴为一体，实现了水稻
播种育秧全程智能化精准控制、工厂标准化生产，最大限
度规避了自然条件下播种育秧的风险，提高了秧苗素质，
打通了农业生产全程机械化的“最弱环节”，开辟了农业增
效、农民增收的新路径，推动现代农业全产业链升级。

李清云笑着说：“我们现在是以稻致富啊！”

虾蟹“游”进盐碱滩 种养结合再创新

达拉特旗黄河过境190公里。“打鱼划划渡口船，鱼米
之乡大树湾；吉格斯太到乌兰，海海漫漫米粮川。”这首小
曲儿真实地反映了我旗依河而兴的产业形态。特别是渔
业，从20世纪90年代之前依靠“打鱼划划”的黄河捕捞渔
业，到90年代后期以人工养殖而逐步兴起的“鱼米之乡”大
树湾，再到2018年随着成功引入“虾兵蟹将”而蓬勃发展的
内陆海产，沿黄渔业正逐渐成为探索盐碱地高效利用的新
路径。

20世纪90年代初，树林召镇东海心村就开始尝试利用
盐碱地养鱼。经过多年的发展，水产养殖业和以水产为依
托的乡村旅游业已经成为主导产业，养鱼水面达到 2400
亩，渔户108户，鱼餐馆31家，年接待游客20余万人。2018
年，东海心村被农业农村部评为第八批全国“一村一品”示
范村镇，2022年被自治区评为乡村旅游重点村，并先后获
得了休闲渔业示范基地、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区、农文旅融
合示范村、非遗特色村等多项荣誉。

有了鱼的成功先行，何不换个方向再尝试一下？
于是，2018年虾蟹“游”进了盐碱滩。依据虾耐高盐的

特性，我旗尝试引入海水品种南美白对虾。
东海心村村民张福宽就是尝试养殖南美白对虾的其

中一人。记者来到张福宽养虾的大棚时，他正和水产中心
的技术人员在标粗棚里查看白对虾的长势。

白花花的撂荒盐碱地，在张福宽的眼里却是满满的机
遇。经过四年的尝试，张福宽养殖的白对虾亩产达到了
500斤。

张福宽说：“方向有了，就要结合当地实际创新思路，
利用盐碱地进行设施养殖，‘棚塘接力’就是我们正在进行
的一种养殖方式。”

由于白对虾生长期较长，外塘养殖时气温、水温不稳
定会严重影响虾的生长，所以养殖环节加了标粗棚进行

“棚塘接力”。张福宽介绍，目前他正与农科院、上海农大、
内农大等科研院校合作，就盐碱地上种植水稻、稻蟹稻虾
养殖等模式进行更深层次的探索。

为增加一水多收效益，我旗不断探索稻蟹综合种养模
式，目前，已经实现螃蟹苗种的本地化，螃蟹成活率和成蟹
个体重均得到很大提升，成功实现了一水多收、一地双
产。2023年，全旗推广稻蟹综合种养面积达到了1500亩。

截至目前，我旗发展盐碱地水产1.7万亩，形成了“一
村两园一中心”沿河涉水产业带，即以大树湾渔村为载体，
打造南美白对虾养殖园区和螃蟹养殖园区两个园区，配套
建立水产服务中心提供全程技术指导服务。全旗精养鱼
类 9400 亩、南美白对虾 700 亩、螃蟹 7000 亩，水产品产量
5242吨，产值达到1.26亿元。盐碱地渔业已然成为了沿河
地区农牧民收入新的增长极。

逐梦田园织锦绣，广袤田野谱新篇。我旗锚定“构筑
大农业”目标，全面实施一产重塑“十大行动”，促进农牧业
高质高效、农牧民富裕富足，加快实现农牧业大旗向农牧
业强旗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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