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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ZONG HE XIN WEN

站在西柳沟河岸，映入眼帘的是清澈河水
涓涓流过，两岸河畔草木青葱。殊不知曾几何
时，西柳沟如同一支离弦之箭，裹挟着泥沙长
驱直入黄河，给母亲河带来了不少隐患。

像西柳沟这样的黄河一级支流，属于季节
性山洪沟，蒙古语称作“孔兑”。在达拉特旗境
内共有10条，俗称“十大孔兑”。它们纵贯库布
其沙漠，直通黄河，多年平均向黄河输沙总量
达2711万吨，约占全国入黄泥沙总量的十分之
一，造成该段黄河河床逐年抬高形成悬河，凌
汛期河水出岸时常发生，严重威胁黄河安澜及
沿线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为调节黄河水沙关系，守护黄河安澜，达
拉特旗立足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围绕“山水
林田湖草沙”一体化生态建设的理念，坚持“党
委政府主导、农牧民主体、国家项目带动、全社
会参与”的原则，针对上中下游不同地区的地
形地貌、禀赋条件和国土空间功能定位，因地
制宜，分区治理。

通过多年的治理，达拉特旗共完成小流域
治理4041平方公里，孔兑沟道内建成淤地坝合
计350座在建淤地坝38座，初步形成了从梁峁
到底线的立体防御体系，水土流失面积由2013
年 的 3739.62 平 方 公 里 降 低 到 2022 年 的
3479.19平方公里，水土保持率达到了58.15%，
上演了一场黄河达拉特旗流域的绿色奇迹。
近日，“千秋一河大潮阔”网络主题活动记者团
来到达拉特旗树林召镇以西约50公里处的西
柳沟水土保持综合治理项目区，深入探究当地

拦沙入黄的“治理密码”。
分区施策与全域统筹并行。在上游孔兑

丘陵沟壑区治理中，采取“山顶植树造林戴帽
子、山坡退耕种草披褂子、山腰兴修梯田系带
子、沟底筑坝淤地穿靴子”的生态综合治理模
式；在中游库布其沙漠治理中，采取“南围、北
堵、中切割”的治理模式；在下游黄河冲积平原
治理中，按照“稳槽固滩”的治理模式推进。多
种模式齐抓共管，有效地控制了局部地区水土
流失，减少了入黄泥沙，改善了生态环境。与
此同时，通过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科学配置
水资源、加大农业和工业节水力度、加快形成
节水型生活方式，全流域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
利用。

项目带动与综合治理并举。多年来，旗
委、政府及水利局历任领导班子，紧盯项目争
取这个“牛鼻子”，积极走出去跑项目、引资金，
随着黄河上中游水土保持治沟骨干工程、世行
一期、二期工程、砒砂岩沙棘生态减沙工程项
目等以水土保持生态建设为主体的国家重
（试）点工程的立项实施，使水土保持工作进入
前所未有的发展时期。在治理指导思想上，按
照水土流失的特点和规律，因地制宜，因害设
防，采取工程措施、植物措施、农耕措施相结
合，合理利用水土资源，优化农牧林结构，实现
了由传统的单一治理向小流域为单元，山水田
林路综合防治的转变。在治理模式上，采取

“蓄、拦、分、用”的综合防治措施。在治理的理
念上，立足当前现状面貌的变化，逐步从全面

铺开、综合施治，向重点推进、提升水平、打造
精品转变。

生态建设与产业发展并进。将不同时期
生态建设与农牧业产业发展、农牧民增收致
富有机结合，统筹推进。以河洛图小流域综
合治理来看，在综合治理中，坡面治理根据坡
面的植被情况和土层厚度确定治理措施。土
层较厚的坡耕地修建水平梯田；土层较薄的
坡耕地退耕种经济林和人工草，保留的坡耕
地要实行保土耕作。沟道内布设谷坊、淤地
坝、骨干工程、治河造地工程，形成集防洪、拦
洪、拦沙、淤地为一体的坝系。同时为了使畜
牧业生产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化，由自
由放牧过渡到舍饲养畜，流域除规划足够数
量的人工草地外，还兴建一定数量的圈舍及
配套设施。通过多年的综合治理，河洛图典
型小流域综合治理完成面积 2778 公顷，新增
治理面积 2509.9 公顷，治理度达到 81.5%，开
挖水平沟、鱼鳞坑1686.3公顷，建成沟道工程
153座，新发展基本农田321公顷，农民生活水
平得到大幅度提高。

面向未来，达拉特旗将继续大力推进重点
防治地区水土流失治理，进一步加强监督管
理，全面推进水土保持监测及信息化建设，不
断深化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进一步提升水土
保持社会管理、公共服务能力和行业发展水
平，奋力绘就好黄河上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美好图景。

（来源：人民论坛网）

达拉特旗：
“十大孔兑”拦沙入黄的“治理密码”

□陈慧昇

在广袤的内蒙古大地，金秋十月往往是丰
收的季节。走进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昭君镇
沙圪堵村，那曾经“白花花”一片令人望而却步
的盐碱地，如今已华丽转身，成为稻浪滚滚、接
连成片的万亩良田。深秋的微风拂过，沉甸甸
的稻穗摇曳生姿，仿佛在诉说着这片土地的传
奇变迁。

近日，“千秋一河大潮阔”网络主题活动内
蒙古站在鄂尔多斯启动，中新网记者跟随采访
团走进了达拉特旗，开启了一场探寻盐碱地变
身米粮仓的奇妙之旅。

多年前，沙圪堵村因地处黄河南岸，距离
黄河堤坝较近，河水的漫灌致使沿黄河一带土
地大面积盐碱化，加之涝灾频繁来袭，村民们
即便辛苦忙碌一整年，也常常收获寥寥。

“以前地里种植小麦，可土地盐碱化严重，
种进去的葵花、小麦常常不发芽，村里80%的
人都选择外出打工，另谋生计。”沙圪堵村支部
书记李清云回忆往昔，感慨万千。

为扭转这一局面，沙圪堵村打响了开发盐
碱地的攻坚战。经过多方考察，最终决定在这
片看似荒芜的盐碱地上种植水稻。

然而，变革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刚开始，
村民们心里都没底，只是小面积尝试种植，谁
也不敢抱太大希望。没想到经过多年实验，盐
碱地上不仅奇迹般地种出水稻，而且长势良
好。”李清云的话语中满是欣慰与自豪。

就这样，沙圪堵村水稻种植规模从最初的

几百亩，稳步发展为现在令人惊叹的两万多
亩。昔日无人问津的盐碱地，如今成为稻谷飘
香的米粮仓。

2023年，昭君镇以沙圪堵村为试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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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水稻产业的规模
化、标准化和产业化发展，从而提高农民的收
入水平。

“合作社为农民贴心地提供种子、有机肥
等生产资料，并组织专业技术人员进行种植指
导和管理。同时，合作社与企业签订订单，确
保水稻的销售渠道畅通无阻。”李清云介绍，这
种模式既提高了水稻的种植效率和质量，又极
大地降低了农民的种植成本和风险。

与此同时，农民不仅可以通过参与合作社
的经营管理获得额外分红，还可以通过在合作
社务工获得收入，真正实现了“土地入股、保底
分红、按劳取酬、二次返利”。在当年的沙圪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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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张张灿烂的笑
脸，成为乡村振兴最生动的写照。

水稻种植大户苏登云正是“统种共富”的
受益者之一。“前几年，由于土地效率低下，我
无奈选择了养车。2016年，土地整合完后，家
里不光地多了，而且全是高产地。去年种了
400亩地，年收入达到80多万元。”苏登云的喜
悦之情溢于言表。

随着水稻产业发展规模越来越大，如何让
产出的稻米卖上好价钱，成为关键。

2024 年，昭君镇新建了占地 11 亩的水稻
产业园，配套种子研发、仓储、加工、展销、线
上直播等设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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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通了农
业生产全程机械化的最弱环节。“以前自产自
销，销路不稳定，现在产下大米，一次性拉到
产业园，过泵、领单，等着拿钱就行了。”苏登云
笑着说。

“产业园建成投用，解决了老百姓因仓储
不当造成的粮食浪费问题，同时我们也有了自
己的电商直播间，再加上现代化的加工包装，
为我们的水稻产业发展奠定了基础。”李清云
信心满满地说。

目前，昭君镇水稻产业实施“统种共富”面
积2.7万亩，共有育秧大棚320余栋、水稻种植
户1320户，年产稻谷3240万斤，产值达5830余
万元。

如今，水稻产业已成为昭君镇推动盐碱地
改良、促进农牧民增收的一项特色产业。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坚持‘统种共富’水
稻种植模式，同时积极探索农业与旅游、文化
等产业的融合发展，打造集生态农业、乡村旅
游、文化体验于一体的综合性农业产业园
区，为乡村振兴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李清
云说。

盐碱地变米粮仓

内蒙古西部乡村趟出致富新“稻”路
□中新网记者 张林虎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是在我国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召开的一次十分重
要的会议。

为让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会党的二十届三
中全会的丰富内涵和重大意义，达拉特旗精心部
署，积极组织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宣讲活动。连
日来，从苏木镇街道到嘎查村社区，从旗直部门
到企事业单位，达拉特旗处处涌动着学习贯彻党
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的热潮。截至目前，各级
宣讲团、队累计开展形式多样的宣讲活动610余
场次，受众9.1万余人次。

宣讲骨干与多元化宣讲队伍结合
达拉特旗通过领导干部带头讲，带动广大党

员干部群众学习，推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宣讲工作落地落实。旗级依托“达人·达理”理论
宣讲团，抽调骨干力量组建旗党的二十届三中全
会精神宣讲团，深入基层开展对象化、分众化宣
讲；各苏木镇、街道、部门、企业等结合自身实际，
挖掘行业能手、文艺工作者、青年代表、企业职工
代表等组成宣讲小分队，走进嘎查村、社区、工厂
车间等基层一线开展宣讲。

团旗委组建青年宣讲小分队，组织青年讲师
到苏木镇、街道、机关等，为基层团组织青年干
部、广大团员、青年开展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
神宣讲，号召全旗青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
争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
青年，奋力书写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青春
篇章。

传统与创新宣讲并行
宣讲活动以报告、讲座等传统形式为基础，

深入解读全会精神。宣讲员通过精心准备的
PPT、详实的数据和生动的案例，用鲜活生动、接
地气的语言，深入宣讲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
大战略部署，让广大干部群众听得懂、记得住、用
得上。

达拉特旗积极探索创新宣讲形式，通过“云
端”宣讲、文艺宣讲、入户宣讲、“凉亭”宣讲、方言
宣讲等形式，使全会精神更加贴近群众，易于接
受，让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深入人心。

工业街道办事处成立“青”声逐梦宣讲队，自
编自演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三句半”，通
过通俗易懂的语言将全会精神的“书面语”转化
为群众喜闻乐见的“家常话”，让群众喜欢听、听

得懂。
达拉特旗将全会精神融入戏剧表演中，推出

原创歌舞剧《大河春潮》，展现新中国成立后，几
代农民在土地上自强不息、奋勇探索的时代大
戏，吹响农村土地改革的号角。

达拉特旗通过发布全会解读文章、开设“达
拉特故事我来讲”宣讲专栏，制作线上宣讲微视
频，讲述身边发生的变化，以小见大，反映全会精
神在实际工作、生活中的体现。

广覆盖与分众化宣讲并重
针对不同行业领域干部群体的特点和需求，

宣讲活动分别走进各苏木镇、街道、社区、嘎查
（村）、部门、企业、学校等，覆盖城镇、农村、企业、
公安、青年、妇女、工会等不同领域和团体，确保
全会精神传达全方位、多角度、广覆盖。

“红色先锋”“红管家”“帮帮团”“小马扎”“红
石榴”“五老”“党建引领统种共富”等基层宣讲团
队充分发挥特长优势，利用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站）、文化广场、草原书屋等理论宣讲场所阵地，
结合基层实际，将全会精神宣讲与支部主题党日
活动、各类志愿服务、文化活动、座谈会、企业职
工大会等相结合，将全会精神融入其中进行宣
讲。

在达拉特旗工业街道办事处北大社区，部分
离退休干部、老党员、居民群众及社区工作人员
围坐在一起，共同聆听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宣讲。市宣讲团成员奇海林教授从居民关心的
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问题入手与大家交流、交
谈，详细阐述了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在改善
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等方面的具体举措和成
效，让在场的听众深受鼓舞。

白泥井镇党群服务中心常务副主任袁培盛
说：“作为一名乡镇党员干部，我要把党的二十届
三中全会精神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给广大农牧
民群众。我还要用好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在发展养老事业等内容中找到工作的落脚点，认
真听取群众意见，把群众家门口的实事办好。”

达拉特旗通过理论结合实际、形式多样、分
众化的宣讲，让广大干部群众对党的二十届三中
全会精神有了更深入、更全面的理解。宣讲活动
在全旗干部群众中引起强烈共鸣，激发实干热
情，为推动全旗各项工作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
基础。 （来源：达拉特旗委宣传部、讲师团）

达拉特旗：
“声”入人心！凝聚深化改革共识

激发团结奋进力量

本报讯（实习记者 张普泽 记者 白剑萍 王
雄）近日，为增强生产经营者守法经营责任意识，
提高监管人员依法行政意识，切实形成“人人关
注食品安全、人人参与食品安全”的良好社会氛
围，我旗举办“诚信尚俭 共享食安”食品安全宣传
周集中宣传活动。

此次食品安全周集中宣传活动以“诚信尚俭
共享食安”为主题，采取了丰富多样的宣传方

式。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在双骏公园等人员聚集
场所向过往群众提供了食品安全知识现场咨询，
发放了宣传册和宣传品，以宣传海报形式展示了
食品安全的相关知识，提高了人民群众对食品安
全的关注度，营造了人人关心和维护食品安全的
良好氛围。

旗食药安委会各成员单位，旗市场监督管理
局全体领导干部，各行业、企业代表参加活动。

我旗举办食品安全宣传周
集中宣传活动

树林召讯 近日，我旗第五中学女足队员王
秭臻入选2024年中国足协第一期2011、2012年龄
段女足精英训练营。

王秭臻毕业于达拉特旗第七小学，现就读于
达拉特旗第五中学。自幼开始接触足球，并对足
球产生浓厚的兴趣。小学六年期间，获得鄂尔多
斯市“市长杯”校园足球联赛、内蒙古自治区“主

席杯”校园足球联赛等多个冠军荣誉。
2024年8月，王秭臻代表我旗第五中学在山东

日照参加第三届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U14女子组
比赛，其优异表现获得专家认可，从全国700多名
同年龄女足队员中脱颖而出，入选2024年中国足
协第一期2011、2012年龄段女足精英训练营。

（来源：达拉特旗教育体育局）

我旗一少年成功入选
中国国家少年队

树林召讯（通讯员 武丽琴）金秋十月，硕果累
累，恩格贝镇武大仓村的马铃薯进入了收获期。
放眼望去，沙漠土豆、皮黄肉瘦的包装箱特别显
眼，大型农机在田间地头来回穿梭，从土地里翻
滚而出的马铃薯在地垄上连成了一条条“金丝
带”，农户们翻土、捡拾、装车，不远处的货车整装
待发，即将满载这一袋袋“金豆豆”打包运出
销售。

近年来，武大仓村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利用
独特的气候条件、充足的水利条件和便利的交通
条件，发展马铃薯产业。同时，武大仓村充分发
挥合作社和种植企业的辐射带动作用，大力发展
马铃薯等特色经济作物种植，切实将马铃薯“小
洋芋”产业打造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大产业”，
成为推动老百姓增收致富的特色产业。

武大仓村负责人郝军介绍说：“这里的地势
开阔，土壤松软、肥沃，非常适合种植马铃薯，产

量可观。今年，全镇种植47610亩马铃薯，我村种
植14000亩，其中4200亩加工薯，9800亩商品薯，
每亩产量12000斤左右，通过采用机械化与人工
结合的方式，简便快速地将金灿灿的马铃薯收纳

‘囊’中。由于加工薯相比较于商品薯更加节水
环保，下一步，我们也将持续加大加工薯种植面
积，让产业发展和环境保护同步进行。2018年至
今，合作社共促进耕地流转8000亩，我村100余户
村民受益，马铃薯远销整装待发后分别发往百事
中国集团分部北京、上海、西安、武汉、杭州、重庆
等地。”

“一个地方的发展，一定要发挥自身的特色
优势，马铃薯就是武大仓村其中一大特色，而且
种植出来的马铃薯受到全国各地的青睐。下一
步，我们将做大做强这一产业，让马铃薯托起老
百姓的幸福生活。”恩格贝镇党委书记王海军如
是说。

种下“致富薯”托起幸福梦

▶达拉特旗西柳沟龙头拐生态清洁小流域水土保持综合治理工程护岸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