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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悦嘉

眼下是小龙虾上市的旺季，杭锦旗呼和
木独镇巴音温都尔嘎查“一虾一稻”连作农
业种养模式试验田一片繁忙景象。碧波荡
漾的水面上，刘大伟与村民正在取网收虾，
一只只色泽鲜红的小龙虾活蹦乱跳，试验田
里一片沸腾。

“看见又肥又大的小龙虾，我很有成就
感。”鄂尔多斯市隆平盐碱地科技有限公司
负责人刘大伟抓起小龙虾给笔者展示，“目
前来看，预计每亩可产小龙虾 300—400斤，
每亩产值5000—8000元，水稻每亩产量1000
余斤，产值2000元左右，收入可观可喜，小龙
虾和水稻基本上是共同丰收，盐碱地改良取
得了很好的效果。”

稻渔共生，成果来之不易。这得益于

呼和木独镇选取 100 亩盐碱地试验“一虾
一稻”连作农业种养模式，打造种养结合
示范试验田。

“呼和木独镇中度盐碱化程度的土地约
3万亩，占总耕地面积的14%。为此，我们将
小龙虾和水稻在盐碱地进行共养，建起了水
稻育苗基地。‘一虾一稻’连作农业种养模式
的成功，既保护了生态环境，又实现了‘用水
不费水、用地不占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
的效果。”呼和木独镇综合保障和技术推广
中心主任黄晓俊介绍。

据悉，通过“一虾一稻”连作农业种养模
式，可提升土壤的生态平衡能力，小龙虾在
稻田中捕食害虫，能相应减少农药、化肥等
生产成本的投入。同时，水稻可为小龙虾提
供额外的生物饵料和洁净的水质，可以减少
微生态制剂等调水产品的使用。

生态种养模式的打造，既体现着呼和木
独农业人的集体智慧，也需要专业的科学技
术来提供保障。育种负责人谭旭为当地农
户优选稻种育苗，并提供田间管理等多方面
的技术指导。

“盐碱地改良涉及土壤结构、盐分、养
分、微生物群落、作物品种、水利、种植管
理等众多因素，调理土壤微生物群落结
构 ，改 善 土 壤 环 境 ，培 育 健 康 土 壤 是 关
键。”谭旭说，稻田为小龙虾提供了良好的
生长环境以及丰富的食物，既解决了水稻
生长所需肥料和虫害防治等问题，又大大
提升了水稻和小龙虾的效益，实现了“1+
1＞2”的良好效果。

“一虾一稻”模式，让昔日的撂荒盐碱地
焕发出新的生机，实现稳粮增收、粮渔共赢
的目标，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姚瑞雪周大慧

金秋九月，正值鲜食甜糯玉米丰收的季
节。在准格尔旗十二连城乡西不拉村的鲜
食甜糯玉米种植田地里，一株株玉米整齐排
列，一个个玉米棒鲜嫩饱满，散发着阵阵清
香。连片的玉米地里，联合收割机开足马力
来回穿梭，伴随着机器的轰鸣声，一排排玉
米被吞入收割机中，不一会儿，金黄饱满的
玉米棒就装满了车，玉米秸秆则被粉碎成青
储饲草，田间地头一片忙碌。

为确保产品“鲜”度，玉米经采摘后被直
接运往准格尔旗玉禾食品有限公司甜糯玉
米加工厂。在加工生产线上，新采收的鲜食
甜糯玉米历经分拣、清洗、蒸煮、速冻、包装

等一系列流水线作业后，以鲜食和冷冻真空
包装的形式，销往全国各地。2024年，准格
尔旗玉禾食品有限公司流转土地 12500 余
亩种植鲜食甜糯玉米，在当年正常的土地租
金基础上，每亩多付给农户 150 元，直接带
动农户增收187.5万元。公司西不拉村二期
项目于8月份建成并投入使用，总投资2000
万元，购进日产 200 吨速冻隧道一套，配套
生产设施设备 30 余台套。该项目建成后，
预计年总生产加工鲜食速冻及真空甜糯玉
米1亿穗，年销售收入达1.5亿元。

十二连城乡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加快
调整产业结构，进一步培育特色种植产业，
通过“公司+农业合作社+农牧户”的模式
发展鲜食甜糯玉米产业，配套建成了氮气

调节保鲜库、加工园区、分拣包装中心、电
商服务中心等延链补链项目，形成了种植、
加工、储存、销售一条龙产业链，进一步推
动了鲜食甜糯玉米产业链、价值链升级，实
现农民增收、企业增效。

2023年，十二连城乡被授牌“中国沙漠
甜糯玉米之乡”，成为全国首家“中国沙漠甜
糯玉米之乡”，产品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
产品名录，为准格尔旗又增添了一张生态农
业的金字招牌。

2024年，十二连城乡种植鲜食甜糯玉米
1.5万亩，带动当地 300多人就业。如今，鲜
食甜糯玉米已成为该乡的特色产业，让农民
得了实惠，为乡村振兴、产业发展注入了新
活力。

阿勒腾席热讯 近日，为期62天的暑运圆满
落幕。鄂尔多斯机场航班量和客流量持续高位
运行，共迎送旅客 79 万人次，保障运输飞行
6849架次，较2023年同期增长18%和8.1%。

暑运期间，鄂尔多斯机场各项生产指标持
续攀升，单月、单周、单日旅客吞吐量均刷新通
航以来历史纪录。鄂尔多斯机场单月旅客吞
吐量继 7 月机场旅客吞吐量达到 39.2 万人次

之后，8 月保障运输飞行 3529 架次，完成旅客
39.8万人次，再创机场通航以来单月旅客吞吐
量的最高纪录。单周旅客吞吐量突破 9.9万人
次，日均旅客吞吐量超 1.27 万人次，其中客流
超过 1.3万人次的有 31天。8月 10日创单日旅
客吞吐量的历史最高纪录，完成旅客吞吐量
15762人次。

（田晶晶 杭慧霞）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佳瑶

今年以来，康巴什区积极推进民生实事项
目落地见效，不断完善教育保障，解决群众关心
的教育问题，让更多的孩子在家门口享受优质
教育。

近日，记者走进康巴什区一中北校区，正值
课间时分，学生们正拿着水杯在直饮水机前有
序排队等待接水。只需轻轻一按触屏按钮，健
康、安全的直饮水便源源不断地流出。

孩子们能放心喝水，得益于康巴什区今年
教育领域的重点民生实事——校园直饮水项
目。这不仅仅是教育硬件设施的一次简单升
级，更是对教育根本理念的深刻践行。

康巴什区实验小学北校区也同样安装了直
饮水机，全天为师生提供可以直接饮用的温开
水，方便快捷，保证学生充足饮水，让家长放心。

“今年我们已经为改造后的康一中北校区、
实验小学北校区安装了直饮机净水设备，同时
为所有新建学校全部配备了直饮机净水设备，
保障了师生在校的饮水质量。”康巴什区教体局
基建计财组组长苏晓波说。

在护航学生健康成长之路上，康巴什区频
出实招。为遏制青少年近视率的上升，增强学
生爱眼护眼意识，康巴什区将中小学生“护眼摘
镜”行动纳入2024年民生实事项目，并严格按照

国家规定照明卫生标准执行，构建起全方位、多
层次的近视防控体系，为孩子们的光明未来保
驾护航。

走进康巴什区一中，明亮整洁的教室里，一
排排护眼灯散发出均匀柔和的光芒。安装护眼
灯之前，教室里一直使用的是传统的照明灯具，
考虑到学生需要长时间阅读纸质书本或观看黑
板和电子屏幕，今年秋季开学，学校的60余间教
室全部更换了最新的护眼灯。

康巴什区一中教师张雨薇说：“安装了护眼
灯之后，一个显著的作用就是对学生视力的保
护，也为我们的教室营造了一个明亮的氛围，可
以让学生有愉悦的学习体验。”

新更换的护眼灯具有发光面积大、光感温
和舒适的特点，能有效避免光线直射眼睛。在
康巴什区第四小学的教室里，无论学生坐在哪
个位置，都能享受到标准范围内的光照度，不仅
为师生提供了更加舒适的用眼和学习环境，还
有助于预防青少年儿童近视，守护好学生的“光
明未来”。

截至目前，康巴什区所有的中小学校教
室、功能室图书馆等区域的护眼灯已全部更
换完毕，总投资达 600 多万元。同时，每季度
组织开展一次中小学生视力检测，为学生建
立视力档案，帮助学生及家长及早发现眼部
疾病。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和自治区的有关规定，我市决定于2024年9月18日进
行防空警报试鸣。现公告如下：

一、警报试鸣时间
9月18日上午10:00至10:30。
二、警报试鸣范围
康巴什区、东胜区、准格尔旗薛家湾镇、达拉特旗树林召镇、伊金霍洛旗阿勒腾席热镇、乌

审旗嘎鲁图镇、杭锦旗锡尼镇、鄂托克旗乌兰镇、鄂托克前旗敖勒召其镇和部分工业园区。
三、警报试鸣形式
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反复循环持续180秒。
紧急警报：鸣6秒，停6秒，反复循环持续180秒。
解除警报：连续鸣180秒。
请全市人民在防空警报试鸣期间保持正常工作和生产生活秩序。
特此公告。

鄂尔多斯市国防动员办公室
2024年9月13日

□唐琳刘晓苏

近年来，鄂托克前旗城川镇克珠日村不断
拓展产业兴村之路，因地制宜深挖特色资源，
积极探索引进宜地产业，找出适合当地发展的
优势项目，由最初的“炉馍馍”衍生干豆角、食
用油等农产品深加工产业，真正将区位优势、
资源禀赋转化为乡村产业增长优势，有力推动
村集体经济提质增效。

“一个馍”烤出“火日子”

出了鄂托克前旗敖勒召其镇，一路向东南
70公里，就到了克珠日村。这里地处“蒙陕”交
界，一脚在内蒙古的大草原上，一脚在陕北的
黄土大地上。

中秋节来临之际，一进村口便香味四溢，
整个村庄弥漫着浓浓的节日氛围。“过去农忙
时，村民一早带着水和干粮，在地里一待就是
一天，炉馍馍就是最好的干粮了。”该村妇女主
任胡生秀说，“无论多忙，每家每户都会抽出一
天时间来做炉馍馍，叫上村里的妇女们，一做
就是一天，这个传统一直延续至今。”

克珠日村农产品加工园烘焙生产车间带
班主管方彩文说，村民们把最好的盼望都捏进
了炉馍馍里，融入了情怀，释放着情感，表达着
祈愿。

乡村振兴号角已奏响，触动了克珠日村妇
女的思考与畅想：只要市场青睐，炉馍馍这个
只在中秋节期间“出炉”的节日佳品，何尝不能
一年四季走红？

从此，克珠日村瞄准市场需求，利用村
内“沉睡”资源，重新规划克珠日村农产品加

工示范园建设项目。经过两年的奋斗，如
今，炉馍馍成了克珠日村“富口袋”的一大产
业。2023 年，克珠日村炉馍产业年销售额达
60 万元以上，村集体经济收入达 21 万元，带
动 12 名妇女就业，“炉馍馍”成了当地的“幸
福馍”。

“一把菜”架起“致富桥”

克珠日村有种植蔬菜的传统，豆角是当地
最常种植的绿色蔬菜。从 2023 年起，该村开
始探索干豆角产业。

之前，菜农们主要以卖鲜豆角增加收入，
但是鲜豆角储存时间短，不便于长途运输，所
以一直卖不上好价钱，而且不能远销外地市
场。2023年，鄂托克前旗委编办派驻的第一书
记到村后注意到，当地人喜欢做风干猪排骨烩
干豆角这道菜，干豆角用量很大，市场上却供
应少，便想到把鲜豆角通过晾干处理制成干豆
角，解决存储难题。

在探索走炉馍产业为主的捆绑式销售方
式的同时，鄂托克前旗委编办帮助克珠日村盘
活占地 1000 平方米的储藏棚，作为干豆角的
晾晒及仓储场地，申请财政、民委等专项资金
购置塑封机，将干豆角进行包装上市。“我们生
产的干豆角以天然鲜豆角为原材料，受土壤、
温差、光照、雨水等因素的影响，干豆角肉质韧
脆鲜嫩，口感很好，比其他地方的同类干菜更
受顾客青睐。”长期在农产品加工园务工的村
民康向前说，在农产品加工园从事加工、销售
工作，有效增加了家庭收入，家里购买了小轿
车，四口之家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据了解，农产品加工园对村民种植的豆角

收购价为每斤 2.5元左右，每年 8月至 10月是
生产加工的黄金时期，中秋、春节期间是销售
旺季，销售单价为45至50元。预计今年，克珠
日村集体经济收入将提升5%。

“一桶油”加出“新速度”

30年前，克珠日村曾创办过村集体油坊，
“老油坊”承载着三代人的记忆。村子重拾老
记忆，今年衍生出榨油产业链，利用成熟的西
瓜套种向日葵联产提升技术，让特色产业开出

“致富花”。
“油坊启动后每天约加工 5000斤原料，产

量可以达到 1500 斤，葵花籽油的价格大约是
每升 10元。榨取出来的油渣也是喂养牲畜的
精品饲料，具有丰富的蛋白，在市场上颇受欢
迎，这又是一笔收入。”说到收益，该村党支部
书记刘小刚掰着手指给大家算了一笔账。

今年，克珠日村有效盘活当地闲置土地、
厂房，谋划发展食用油加工产业，累计投入 50
余万元建设油房、购置榨油设备，致力于实现
从收购、榨油、销售的完整产业链条。

村集体经济收入提高了，农户增收渠道拓
宽了，克珠日村村民的日子更有“味道”了。

稻渔共生奏欢歌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新时代 新征程 新伟业

甜糯玉米好“丰”景

致富产业“飘香”日子更有“味道”

近日，鄂尔多斯市第八
届规范汉字听写大赛总决赛
举行。

此次比赛分为小学组、
初中组、中职组、高中组、中
小学教师组5个组别，设“小
试牛刀”“点字成诗”“字正腔
圆”“眼疾手快”四个环节，以
常用字、词、成语和经典诗词
作为考查内容。此次比赛让
选手们更加深刻地感受到汉
字的无穷魅力，掀起了全市
师生对汉字学习的热潮，对
打造书香校园、书香社会起
到积极作用。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
杜雨忆 苏鸿方 摄

共富共享在暖城

暑运期间
鄂尔多斯机场共迎送旅客79万人次

康巴什区

力推教育民生工程 护航学生健康成长

鄂尔多斯市国防动员办公室关于
组织进行防空警报试鸣的公告

（上接第一版）
如今，在家门口就业已经成为这里百姓的

“新时尚”。“除了土地流转后的租金，我还在昶
旭煤矿复垦区工作，主要负责光伏板的维护、巡
视，扣除五险一金每个月还能挣 4000多元。”纳
日松镇勿图门村村民聂建军说。

随着矿山修复治理综合效益逐步显现，
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
负人。

走进准格尔旗境内的国能准能集团矿山生
态旅游区，山脚下宽阔的草坪、山坡上茂密的果
林在绵绵秋雨中显得生机盎然，昔日沟壑纵横
的“鸡爪子”山已变青山，满目青翠，绿意融融。

准能集团依托独特的采煤沉陷区地貌、丰
富厚重的矿业遗迹，现已打造形成准能双百基
地、生物多样性公园、露天印象等诸多景观群，
是一座集工业遗迹保护、煤炭文化科普、休闲产
业观光、生态文明展示于一体的工业旅游区。

“30 年间，准能集团复垦绿化总投入 28.81
亿元，复垦土地 9.4 万亩，矿区复垦率达到
100%，植被覆盖率由 25%提高至 80%以上，植物
种类增加到240种以上，赤麻鸭、狐狸、猞猁等数
十种野生动物在这里‘安家落户’。”准能集团党
建工作部三级主管刘德生介绍道。

值得一提的是，多年来，准能集团创新生态
修复模式，推进矿山复垦和生态旅游深度融合，
形成具有矿区特色的生态产业链，直接带动辐
射上万人就业，人均增收3.58万元，年直接增收
3亿元，呈现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美景，

实现了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双赢局面。
绿色矿山想要更“绿”，离不开智能化的加

持。无人驾驶卡车在坡道上平稳运行、单斗挖
掘机与自卸卡车联合作业、百米长的吊斗铲有
条不紊地进行倒堆作业……这一幕幕智能化的
生产场景，是准能集团黑岱沟露天煤矿的生产
日常。

不只是黑岱沟露天煤矿。近年来，在鄂尔
多斯，大数据、人工智能、5G等现代化信息技术
与传统采矿业深度融合，煤矿提质增效、绿色转
型发展的新篇章随之开启。

山体破碎光秃、天空粉尘弥漫，这是过去人
们对矿区的印象。如今，绿树成荫、花草葱茏，
这是绿色矿山建设给人们带来的惊喜。

这些变化，源自鄂尔多斯全面推进绿色矿
山建设的生动实践。

近年来，鄂尔多斯把推动绿色矿山建设作
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截至目前，累计计
提基金280.89亿元，已使用基金213.09亿元，使
用率 76%；完成露天矿山土地复垦 202 平方公
里，完成采空塌陷区治理 248平方公里，初步构
建起“应治尽治”的矿区生态格局，形成“新账有
效控制、旧账逐步归还”的良好局面。

数字就是最好的佐证：截至目前，鄂尔多斯
已建成绿色矿山 156座（煤矿 121座、非煤矿山
35座），其中国家级20座、自治区级136座。

一片片荒山披上“绿装”，一处处焕新扮美
四季。从矿区变景区，涅槃与新生正在鄂尔多
斯大地上演。

一座山的嬗变一座山的嬗变：：披上绿衣成金山披上绿衣成金山

更多精彩见暖新闻客户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