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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辽

本报通辽8月2日电 (记者 薛一
群)日前，通辽肉牛产业品牌推广研讨会
举行，专家学者、外埠商协会及重点企业、
通辽市招商大使、牛产业授权企业代表齐
聚一堂，为通辽肉牛产业品牌发展建言献
策。

本次研讨会介绍了通辽肉牛产业发
展、品牌发展建设推广及相关肉牛企业发
展情况。相关领域专家学者及企业代表
以圆桌论坛的形式，共同研讨当前通辽市
肉牛品牌创建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探索
通辽区域品牌发展新路径。

通辽是“中国黄牛之乡”，肉牛产业历
经 70年发展历程，产业发展水平全国领
先，被农业农村部认定为中国特色农产品
优势区、肉牛产业集群核心区，荣获“中国
草原肉牛之都”的美誉。

近年来，通辽市全力建设“全国肉牛
产业第一重镇”，肉牛种质资源、品种改
良、养殖规模、品牌价值、服务体系等六项
指标均位居全国地级市首位。深入实施
品牌强市战略，肉牛区域公用品牌、企业
品牌、产品品牌建设步伐持续加快，目前
全市已有明清肉业、塞外天润等全国全区
知名企业品牌30余家，产品品牌百余个，
供港澳活牛年均2万头以上。

下一步，通辽市将聚焦建设国家重要
农畜产品生产基地的战略定位，加快建设
全国肉牛产业第一重镇，继续在抓实肉牛
繁育、拓展育肥和屠宰加工链条上下功
夫，持续提升肉牛品种质量、发展标准养
殖、强化优质饲草保障、健全社会服务体
系，进一步推动肉牛产业健康发展、高质
量发展。

共 商 肉 牛 产 业 品 牌 发 展 大 计

乌海

二连浩特

本报锡林郭勒8月2日电 （记者巴
依斯古楞 通讯员 梁晓虹）7 月上旬，
二 连 浩 特 公 路 口 岸 监 管 进 出 口 货 物
102.5 万吨，已完成全年 150万吨计划的
67%，较 2019 年提前 47 天实现百万吨
目标。

自今年1月8日二连浩特公路口岸恢
复常态化通关以来，二连海关着力提升通
关服务保障能力，坚持在增量提质上下功
夫，全力推进口岸货运量增长，持续释放
口岸发展新动能。他们及时研究解决口
岸监管通关中的卡点堵点，持续优化口岸

监管通关环境，及时回应企业关注的热点
难点问题，不断创新工作举措，优化监管
作业流程，降低企业通关成本，将惠企利
民红利扎扎实实落到实处，打通企业通关
服务“最后一公里”，为口岸优进优出、大
进大出营造良好环境，推动二连浩特口岸
货运量的大幅提升。

二连浩特市兴悦国际货运代理有限
公司王占军说：“现在海关验放速度特别
快，不仅为企业节省了宝贵的时间，运行
成本也大幅降低，我们对公司今年的好业
绩充满信心。”

公路口岸进出口货物突破 100万吨

锡林郭勒

本报锡林郭勒 8 月 2 日电 （记者
巴依斯古楞 毕力格巴特尔）近日，在锡
林浩特市首届“锡林郭勒草原羊”推介竞
价会上，通过现场竞价拍卖，来自天津、河
北、山东和我区本土的7家企业以活体均
价每斤16.81元、酮体均价每斤 36.5元成
功购得18180只锡林郭勒草原羊，成交总
价达2137.9万元。酮体每斤 36.5元的单
价创造了近 5年来锡林郭勒盟羊肉市场
成交最高价格，有效提升了“锡林郭勒羊”
品牌效益和知名度。

锡林郭勒羊肉素有“肉中人参”“羊中
贵族”的美誉。锡林郭勒盟被中国肉类协

会授予“中国生态羊都”称号，被国家九部委
评为“锡林郭勒草原肉羊中国特色农产品
优势区”，锡林郭勒羊肉入选首批中国百强
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锡林郭勒羊区域公
用品牌入选农业农村部“农业品牌创新发
展典型案例”和国家知识产权局“全国商标
品牌建设优秀案例”。近年来，锡林郭勒盟
着力打造锡林郭勒羊区域公用品牌，出台

“助保贷”、冷链物流补贴、建设前置仓、开发
C端产品、鼓励预制菜加工等一系列政策措
施，锡林郭勒羊优质优价初见成效，进而促
进反哺养殖端，反哺农牧民，建立完善牧企
利益联结机制，实现了“牧企”双赢。

草原羊竞价拍卖单价创近5年最高

【人物】

阿拉善

【【镜头镜头】】鄂尔多斯

本报乌海 8 月 2 日电 （记者 郝
飚）7月 22日，乌海市农文旅商融合发展
重点项目——乌海市葡园绿道正式开园。

葡园绿道是乌海市委、市政府，海勃
湾区委、区政府紧扣《全国乡村产业发展
规划》总体规划脉搏，结合国内外乡村发
展实践，以创新农文旅商跨界融合发展为
路径而打造的项目，是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重要举措，
也是为市民享受高品质生活打造的又一
新空间。

葡园绿道位于海勃湾区，北起蒙根花
农业园、南至新时针生态农业公司，全长

16.8 公里，贯穿 9个农业产业园和 9500
余亩苗圃，沿线有 2个驿站、3个休闲广
场、10 余处园林小品，途经蒙根花水世
界、云飞酒庄、田野、奥峰、新时针等多处
休闲观光点，有亲子采摘、户外研学、水上
娱乐等众多项目。

葡园绿道的建设，将辐射带动周边团
结新村、新丰村、王元地村等行政村的农
业经营主体和小种植户，调整种植结构，
优化种植品种，扩大种植规模，推动农牧
业提质升级，对于构建集农业观光、农耕
体验、休闲度假等于一体的现代农业发展
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全长 16.8公里葡园绿道正式开园

□本报记者 刘向平
实习生 刘飞宇

换上一身崭新的衣服，不太注重
外表的刘凤霞，特意对着镜子“打扮”
了一番……这天是村民马吉结婚的
日子，她要和马吉去宁夏接新娘。

马吉的父母是聋哑人，由于夫妇
两人与人沟通不畅，生活遇到不少困
难，从马吉出生、上学到成家，只要是
能帮的刘凤霞都亲历亲为，马吉走过
的每一个重要日子都有她的陪伴。
如今，看着马吉就要娶妻成家，她比
自己娶儿媳妇还高兴。

走进包头稀土高新区画匠营子
村老村，村口的红砖墙大院格外醒
目，这里就是稀土高新区万水泉镇画
匠营子村村委会。记者刚进院，一位
身材微胖、皮肤黝黑中透红、留着干
练短发的中年女子便迎面走来，她就
是画匠营子村党支部书记刘凤霞。

提起刘凤霞，画匠营子1720名村
民无不对她交口称赞：“这里的每一
寸土地都留下了她的足迹，每一户村

民都得到过她的服务和帮助。”对于
她的“好”，村民们没有华丽的语言，
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刘书记是个
好人，也是我们最信赖的人。”

2022年，画匠营子村洋葱喜获丰
收，可受疫情影响，大量洋葱滞销，愁
坏了村民。刘凤霞看在眼里急在心
里，她不眠不休，一边对接企业、超
市、单位职工等帮助村民找销路，一
边联系媒体通过线上宣传销售，没几
天工夫，滞销洋葱便销售一空，村民
们也终于收获了劳作一年的辛苦钱。

画匠营子村地处偏远、交通不
便，村里的老人取工资要去十几公里
外的银行，为了给老人提供方便，每
到开工资的日子，刘凤霞都要骑上她
的二八自行车为老人带取工资，一走
就是小半天；同村产妇乔改梅半夜临
盆，第一时间求助的不是医院，还是自
己最信赖的刘凤霞。接到电话，刘凤
霞二话没说，和爱人迅速穿好衣服，开
上自家的车及时将乔改梅送往医院并
陪伴她顺利生产。每当说起此事，乔
改梅全家人都对刘凤霞感激不已。

刘凤霞性格爽朗、憨厚耿直，她

还是当年全村学历最高的女技术
员。刘凤霞 1968年出生在稀土高新
区万水泉镇第一代老共青农场职工家
庭，从小耳濡目染，她对蔬菜种植产生
了浓厚的兴趣。1983年她成功考入
共青职业高中，专门学习蔬菜栽种技
术，毕业后分配到农垦集团第八分公
司成为一名蔬菜种植技术员兼会计。

哪家的地该施肥，哪家地里的苗
需要打药……刘凤霞每天都在琢磨，
怎样才能打破村民的传统观念，让科
学种植走进千家万户，用科学带动乡
亲们致富?

刘凤霞千方百计说服父亲给自
己留出二分地铺地膜做试验田。在
她的精心打理下，这二分地上的茄苗
长得又壮又快，早早开花结果，比其
它地里的茄子提前成熟上市，虽是二
分地，却赛过八分地的收成和收入。
刘凤霞的试验田成功了，她的种植技
术推广也开挂般地一路“绿灯”。

俗话说:“种子不好，产量难保。”
刘凤霞首先从果绿蔬菜开始改良，她
找到农研所邸所长，请求他为村民提
供优质黄瓜、茄子等蔬菜种子，免费

提供给村民试种。栽种过程中，村民
发现新种子种出来的蔬菜苗壮果大，
收成远远好于从前。至此，南方的紫
皮洋葱、韩国的抱头白、黄芯沙壤废
乌瑞特土豆等口感好、产量大的新品
种陆续被引进种植。

从田间地头到村民家中，刘凤霞
多年如一日四处奔走，她边学习边实
践，把最先进的农业技术应用到村民
的耕种上。在她的带领下,村民们的
收入如同芝麻开花节节高。

今年9月，刘凤霞即将到任，虽然
离岗后可以过清闲的日子，好好享受
生活，但她更多的却是不舍。“这么多
年，我热爱我的工作，我的价值也在
这里得到了体现，突然让我闲下来，
还真有些不习惯。”

刘凤霞告诉记者，对于眷恋的这
片土地，她的服务绝不会因为到任而
终止。“只要大家需要我，我会退而不
休，继续奋斗。”

37年的耕耘，刘凤霞把青春和热
情都献给了这片土地和村民，她始终
保持着一名党员的初心，用最朴实的
公仆心书写着无悔的人生。

37年，她把青春和热血奉献给了这里

□本报记者 郝雪莲 实习生 郭浩

近日，在远景动力技术（鄂尔多斯市）有限公司的自
动化生产厂房中，该企业新一批锂电池已完成生产组
装，鄂尔多斯海关关员赶赴现场，对该批锂电池实施危
险货物包装使用鉴定。

“现在新能源赛道火热，各个企业都在摩拳擦掌，货
物通关速度和生产交付能力是抢占新市场的关键。”远
景动力技术（鄂尔多斯市）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张波说。

了解企业诉求后，鄂尔多斯海关认真梳理，提出提
升通关效率关键点。“我们通过完善监管方式，采取多种
预约模式，提高货物通关效率。”鄂尔多斯海关监管三科
科长王云鹏介绍，今年鄂尔多斯海关将在严格实施检验
鉴定、确认包装的适用性和使用方法符合技术性标准要
求、保障危险货物运输安全的同时，优化出口检验模式，
推出“预约查验、即验即放、分级管理”的“服务包”，安排
专人提前对接，货物验毕后即可放行，帮助企业压缩物
流成本，稳订单开拓市场。

鄂尔多斯海关辖区的远景动力技术（鄂尔多斯市）
有限公司是一家集锂离子动力和储能电池以及储能集
成系统的研发、制造和销售为一体的绿色科技企业。该
公司投产以来，不断加大“专精特新”产品的研发投入力
度，覆盖电极、电芯、模组、电池包、储能集成等核心电池
产业链技术，以科技加速业态蝶变，以创新驱动产业升
级，在不断扩大国际市场份额的同时，外贸竞争新优势
进一步凸显。

张波介绍，在海关帮助下，该公司的锂电池产品上
半年顺利出口，完成向客户保质保量的交付，这对于产
品拓展海外市场有很大帮助。除配套产业外，鄂尔多斯
海关还为新能源货物签发原产地证书，凭借原产地证
书，出口企业的国外客户在货物进口通关时可享受“零
关税”待遇。今年以来，鄂尔多斯海关辖区新能源企业
通过原产地证书可享受进口方税收优惠约2000万元。

上半年，鄂尔多斯海关辖区出口锂电池等新能源商
品货值7.84亿元，出口量实现了新突破。一个个“首次”
是鄂尔多斯市新能源产业繁荣发展的缩影。当前，鄂尔
多斯市正全力构建“四个世界级产业”、建设“四个国家
典范”、打造“四个全国一流”，能源转型加速“向新而
变”，产业升级快步“向绿而行”。鄂尔多斯海关聚焦新
能源产业发展，积极探索“智慧监管”新手段，推进“提前
申报”“两步申报”等通关便利化措施，指导企业通过国
际贸易“单一窗口”办理货物进出口手续，实现全流程申
报无纸化快速办理。针对新能源产品出口危险货物运
输包装等要求，量身定制“申报、检验、放行”全流程出口
服务包，畅通国际物流通道，为新能源出口营造更加安
全便利的通关环境，力促鄂尔多斯市新能源产业在全球
市场中有更大的发展机会。

助 跑 新 能 源 赛 道

□本报记者 薄金凤 摄影报道

近日，“铭记历史·永葆初心”参战
老兵摄影展在巴彦淖尔市开展。百余
幅老兵的肖像作品一经展出，立即吸引
了众多社会各界人士前来参观。老一
辈共产党员迎难而上、砥砺前行的奋斗
精神感染着每一位前来观展的人。

“照片中的老兵，都有一段传奇经
历，他们当中有多位已在拍摄后离世，
但这些照片却锁定了一段段珍贵的历
史和一代老兵的辉煌。希望通过这次
摄影展，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

雄的故事，在全社会形成关爱英雄的良
好氛围。”退役军人事务局干部吕璐感
慨着。

“这些曾经为民族复兴，征战沙场的
老兵，重新回到我们的视野，讲述他们的
英雄事迹，既是对英雄先烈的缅怀，也是
对老兵的尊重和关怀，我们要铭记历史，
让英雄精神和红色基因世代相传。”巴彦
淖尔市委网信办科员刘宛诺说。

据悉，巴彦淖尔市参战老兵摄影展
共展出作品 176幅，从开拍到展出，历
时16个月，主要展出的是抗日战争、解
放战争和抗美援朝 3个时期参战老兵
的肖像作品。

致 敬 ，老 兵 ！

□本报记者 刘宏章
通讯员 闫琛琛

近年来，阿拉善盟在非遗保护与
传承方面持续加大投入力度，坚持

“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
承发展”的工作方针，注重发挥非遗
的时代价值和社会功能，创新表现和
传播方式，使多彩非遗充分吸收现代
元素，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让非遗文化绽放出无限魅力。

前不久，在全国第 18个“文化和
自然遗产日”当天，阿拉善盟举办了主
题宣传展示活动，现场为第七批自治
区级非遗代表性项目——蒙医药膳双
锅汤疗法、描金漆绘画、梭梭柴建筑搭
建技艺、药物“朝热拉乎”疗法项目保
护单位授牌，展示了该盟骆驼骨雕、阿
拉善仿古地毯、蒙古刺绣、马头琴技艺
等一批具有代表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及其保护成果，让大众近距离感受到
了阿拉善非遗的迷人魅力，这既是阿
拉善人共有的宝贵财富，更是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

在阿拉善博物馆、额济纳博物馆
中建设非遗展厅，共展示近50个非遗
项目，通过挖掘讲述每个项目所蕴含的

时代精神，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非遗不仅是各民族文化交流融
合的产物，更是民族精神和文化血脉
传承的载体。为了让非遗保护传承
工作提质升级，阿拉善盟先后组织各
级公共文化服务场馆利用“文化和自
然遗产日”等节庆活动开展非遗进校
园、进景区、进社区、进卖场、进军营
等活动，将长调民歌、蒙古象棋、沙力
搏尔式摔跤、鹿棋、马头琴、陶布秀
尔、萨吾尔登等非遗项目纳入民族中
小学兴趣课，使多彩非遗成为对青少
年进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和爱
国主义教育的重要载体。国家级非
遗代表性项目沙力搏尔式摔跤入选
国家“优秀保护实践案例”，阿右旗沙
嘎游戏项目与额济纳旗非遗进景区
活动分别被评为全区“非遗进校园”

“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优秀案例。
近年来，阿拉善盟坚持“以保护

促传承、以传承促发展”的工作原则，
着力推进产业融合，形成了“优势项
目引领、品牌项目扶持、濒危项目抢
救”的多元化保护格局。鼓励传承人
积极申报传统工艺工作站、传统工艺
就业工坊，充分依托传统工艺带动就
业和稳定增收。阿左旗金钢马鬃绕

线丝绣有限公司与额济纳旗萨仁格
日勒毛毡刺绣工作室被评为自治区
非遗就业工坊，为残疾人员、家庭困
难人员提供免费学习和就业机会，起
到了示范引领作用。

记者走进阿拉善盟国家级非遗项
目马鬃绕线堆绣唐卡自治区级传承人
陶格日勒的自治区非遗扶贫就业工坊
——马鬃绕线堆绣唐卡传习所展厅看
到，这里的展品色彩绚丽、内容丰富，
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欣赏、拍照留
念。展厅里，大到设计制作，小到悬挂
摆放，每一个作品都凝结着传承人陶
格日勒及其弟子们的心血。

“我们的作品经图样设计、剪裁、
贴布、绕线、堆制、缝制等19道工序制
作而成，有立体感，不易变形，能够长
久收藏。2021 年 6 月，蒙古族唐卡
（马鬃绕线堆绣唐卡）被列入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给
了我很大的信心，我希望能做更多好
作品、带更多好徒弟，把这一非遗项
目好好传承下去。”陶格日勒说。

据了解，2019年，阿拉善盟印发
实施《阿拉善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管理办法》，为非遗保护传承工作提供
了制度保障。该盟还将非遗保护工作
纳入各级政府“十四五”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规划，将“非遗在苏木镇”“非遗
在街道社区”、建设地方非遗馆、推动
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配套改建新建
传承体验中心等重点工作纳入规划。
阿拉善盟积极组织申报自治区级（骆
驼文化）生态保护区，开展黄河流域、
长城沿线非遗调查，对全盟非遗代表
性项目和资源进行科学、准确、全面的
调查，掌握其种类、数量、分布情况和
存续状况等，完善非遗档案，推动黄
河、长城文化遗产的系统性保护。

据统计，截至目前，阿拉善全盟
共有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保护项目 9
个、自治区级62个、盟级113个、旗级
233 个，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7
位、自治区级88位、盟级292位、旗级
816位；建立了自治区级文化生态保
护区2个、文化艺术之乡7个、非遗就
业工坊2个、非遗旅游体验基地2个、
非遗传习基地 2个，以及盟旗各类非
遗传承基地 66家，16个非遗项目入
选盟级“名师带徒工作室”项目名录；
4条非遗特色精品旅游线路入选自治
区级非遗线路，现有 5个自治区级非
遗教育实践基地，4个非遗特色村镇、
街区，6个第二批自治区传统工艺振
兴项目，为该盟民族文化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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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百万亩油菜花
进入盛花期。金黄的油菜花与碧草蓝天交
相辉映，为油画般的呼伦贝尔美景又添重
彩。

每年油菜花盛花期，呼伦贝尔农垦与地
方联合举办油菜花节、油菜花季等旅游节庆
活动。期间，通过旗袍秀表演、摄影大赛、自
行车赛、越野车拉力赛、邀请名家书画展览
等活动，吸引更多游客赏花观景，带动文旅
农产业融合。

发展油菜产业是保障国家粮油安全的
战略所需，油菜是我国除大豆之外的第二大
油料来源。呼伦贝尔农垦油菜种植区域与
加拿大同处于北纬49度，水源干净，土地无

污染，土壤中含有丰富的有机质和钙质，是
世界公认的芥花油黄金产区。

近年来，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依托优良的
生态环境和资源优势，经过多年培育，已成
为全国知名春油菜“成果转化示范基地”。
2023年，农垦集团坚决贯彻稳粮扩豆增油
决策，积极落实油菜扩种任务，春油菜播种
面积达143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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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菜花海里的旗袍秀油菜花海里的旗袍秀。。

写生写生。。

花海作业花海作业。。

摄影展吸引各界人士观展摄影展吸引各界人士观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