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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布其竞相演绎“点沙成金”传奇

新华社呼和浩特 8 月 10 日电(记者李仁虎、柴海亮、任会
斌)“沙地西瓜长得多好，黄瓤的，又沙又甜。那边是黄瓜、草
莓……”在库布其沙漠深处的恩格贝生态示范区，农业技术员刘
雪芹一边介绍，一边招呼记者品尝瓜果。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党的十八大以来，库布其沙漠治理
由单纯治沙向生态建设、生态经济发展并举转型，千百年为沙所
困的库布其人，开动脑筋开发林沙资源，书写着一个个“点沙成
金”的传奇。

沙漠是没施过化肥、没打过农药的净土，生态改善后，成
为发展绿色有机农业的理想场所。

昔日黄沙漫漫的恩格贝，如今绿林萦绕、流水潺潺，一片片
苜蓿散布其间，136 座温室里种着各种瓜果蔬菜。

记者走进一座温室，只见一颗颗圆滚滚的航天育种西瓜卧
在藤蔓之间，西红柿硕果累累，火龙果绽放着花朵，新引种的木
瓜、生姜、百合长势正旺。“沙漠变为绿洲，绿洲又成了田园。”刘
雪芹笑着说。

黄澄澄的沙棘果紧抱着枝条，葵花头顶金黄的花盘，绿油油
的燕麦正拔节抽穗……库布其沙漠北缘的内蒙古达拉特旗白土
梁林场，即将迎来又一个丰收年。

“沙棘加上套种的葵花，一亩能收入 5000 多元。”场长王双喜
满怀憧憬地说。

2012 年以来，这个林场大力发展经济林，种植大果沙棘、红
枣、桑葚、枸杞、欧李等果林 9000 多亩，林下套种苜蓿、葵花、燕

麦等经济作物，实现生态与经济效益双赢。
甘草既是药材，又能固沙、改良土质，库布其沙漠出产的

“梁外甘草”闻名遐迩。在治沙中，杭锦旗鼓励农牧民和企业种
植甘草，目前人工甘草种植面积近 100 万亩。

当地企业亿利集团提供种苗、技术服务，以“公司+农户”
方式发展甘草种植产业，旗下的中蒙药厂加工中药饮片和成
药，产品远销日本、韩国、德国等地。

吉仁门肯是杭锦旗巴音乌素嘎查的牧民，他家的 3800 多
亩草场都种上了甘草，每年卖甘草、甘草籽收入 5 万多元，比
他养羊的收入还多。

甘草、麻黄、苁蓉、艾蒿……如今，库布其沙漠的药材种
植、加工产业已经初具规模。

改善生态就是发展生产力。绿锁“黄龙”，库布其沙漠一带
正成为远近闻名的米粮川、“菜篮子”和瓜果、药材之乡，养殖
业也蓬勃发展起来。

过去，达拉特旗中和西镇官井村是远近闻名的“穷沙窝
子”，如今，林草丰茂，两家企业投资 2 亿元建设大型奶牛养殖
场，目前奶牛已经达到 5000 多头。

“全村耕地都种玉米，也不够两家企业用的，再也不必为
销路发愁了。”村民周玉小满脸笑容地说。

2008 年以来，骑士牧场公司在库布其沙漠北缘流转沙
地，治理后兴建养殖场 3 处，种植苜蓿、青储玉米 3 万多亩，目
前奶牛、肉牛的存栏量达到 7000 头。“牛粪用来改良土质，从
而实现生态与种植、养殖良性循环。”骑士公司康泰仑牧场总
经理乔世荣说。

如今，库布其沙漠一带已经成为内蒙古有名的奶牛、肉
牛、肉羊养殖带，獭兔、鸵鸟等特色养殖业也蓬勃发展起来。

库布其沙漠的固沙林以沙柳、柠条、羊柴等灌木为主，每

隔 3 — 5 年需要平茬一次，否则就会枯死。平茬产生大量枝
条，可以源源不断地为饲料厂、人造板厂、生物质发电厂等灌
木资源开发企业提供原料。

“灌木几乎不含硫等杂质，是清洁燃料。”杭锦旗源丰生物
质热电公司的一名技术员介绍说，这家企业每年消耗灌木枝
条约 20 万吨，可发电 2 亿多千瓦时。为了运营，公司以“公司+
农户”的方式，带动当地农牧民种植沙柳等灌木林 20 多万亩，
每年发放灌木收购款 6000 多万元。

库布其沙漠北缘的风水梁一带，曾是起伏的沙海，53 平
方公里范围内没有一户人家。从 2005 年起，东达集团在此栽
树种草，如今这里绿树萦绕，厂房、小区掩映其间。

以沙柳等枝干生产人造板，下脚料种草菇、鲍菇；以柠条
等灌木嫩枝叶生产饲料，养殖獭兔，再用屠宰下脚料饲养狐
狸、貂等，在养殖基础上又发展起肉食、皮草加工项目……

目前，风水梁已入驻企业 30 多家，每年消化沙柳、柠条
等灌木枝条 30 多万吨，可出栏獭兔 500 多万只，形成了 3 万
只狐狸、3 万只貂、2 万只貉的养殖规模，年收入近 10 亿元，
辐射带动 3000 多个养殖户。

除了种养业和加工业，库布其还刮起了旅游业风暴，原本
人迹罕至的不毛之地，如今建立起七八个大大小小的沙漠旅
游景区，响沙湾、七星湖、恩格贝、银肯塔拉……滑沙、沙地车、
骑骆驼、沙上排球等游乐项目异彩纷呈，每年吸引游客百余万
人次。

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带动了沙漠增绿、企业增效、农
牧民增收。

“如今，库布其人已经构筑起初具规模的生态经济体系，
走出一条治沙、产业、扶贫多轮联动的绿色发展之路，昭示了
生态文明的美好前景。”鄂尔多斯市林业局局长韩玉飞说。

美对俄加码制裁 俄对美酝酿反制

新华社郑州 8 月 10 日(记者林嵬、宋晓东)“有事找村里，办
事不出村”，在河南邓州，“大数据”撬动了农村治理方式的改革，
改写着农民生活。近年来，随着村级管理权限的缩减，农民与村
级组织间互动性大大减弱，出现乡村“悬空”“两不找”等问题。记
者采访发现，邓州建立起“农村大数据”，赋予了村级组织县一级
办事权，不仅降低了群众的办事成本，提升了基层治理能力，更
拉近了干群关系。

“办事不出村” 县级办事权下放村组织

邓州市穰东镇穰西社区居民巴光奇，在深圳打工 20 多年，回
到村里第二天就直接跑到邓州市办退休手续，转了一大圈才发现
在村部就能办理。“真没想到在村里还真能办了事。”巴光奇说。

近年来，由于村一级组织缺少办事审批权，农民与村组织
之间的互动越来越少，乡村“悬空”问题突出，村民有事不找
村干部，村干部说话也“不好使”。为解决这一问题， 2016
年起邓州探索下放办事权改革，将过去市直单位的审批权力下
放到村一级组织，赋予村级县级的办事权，让群众有事找村
里，办事不出村。

穰西社区居民闻改的小儿子 2017 年考上大学，听说贫困家
庭孩子读大学有补贴，她就到服务站咨询了情况，按要求上传了
身份证、录取通知书、救助申请书等材料不到 20 天，她就领到了
5500 元的补助。“我还想伸手要钱得多难啊，没想到人都没出
村，钱就送来了。”闻改说。

邓州市委组织部电教科科长董中波介绍，全市每个乡村都
设立一个信息服务站，配备一名专职信息员，信息服务站与全市
行政单位联网，群众需办理的医保、老年证、工商执照等服务，不
需要去市直部门，直接在村信息服务站扫描相关证件，即可录入
系统，全程网络化办理，各个办结点以短信形式实时反馈给群
众，群众只需在证照办结后领取即可。

目前，邓州市 686 个政务事项可在网上办理，从 2016 年 7
月以来，全市已通过网络受理群众办事申请 210690 件，办结
132683 件，实现了群众“办事不出村”。

“农村大数据” 搭建基层治理新平台

邓州市委书记吴刚认为，邓州赋予村级县一级办事权的前
提，是要建立起一个覆盖各个行政职能部门信息资源的“农村大
数据”网络，让“信息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据了解，从 2016 年起，邓州市开始对分散在各个行政部门
的、涉及群众生产生活的各项行政信息资源进行整合。对全市
626 个村(社区)、6125 个网格进行人口数据采集，分 9 大类 108
个子项，全市共采集人口数据 174 万多条、各类社会组织信息

2252条、社会部件信息 21 .6 万条，实现了市、乡、村三级联网。
“目前邓州实现了公安、计生、工商等部门政务信息联网

互通，村民只需要在村里通过信息站提交信息到政务系统，就
可以在网上全流程审批办事。”邓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有印
说。目前，不仅邓州市内的 600 多项政务事项可网上办理，还
有 300 多项政务事项实现与河南省政务服务平台对接。

目前，正是入学报名的高峰期，邓州将升学报名系统接入
平台后，全市所有中小学入学报名、招生都在平台上阳光进
行，解决了入学难、“走后门”等问题。根据规划，未来邓州市还
将利用这一大数据系统，提供农产品销售、医疗救助等各项服
务，农村大数据系统将成为嵌入群众生产生活的新平台，政府
开展基层治理的新渠道。

“村干部管事了” 夯实基层拉近干群关系

记者采访发现，邓州的基层治理新模式，拉近了干群关
系，夯实了基层堡垒。

邓州市湍河街道姚巷社区的网格长史良干了 10 多年的村
干部。她说，以前群众总说，你们村干部找我们不是收钱就是开
会。现在他们有点啥想法都爱找我商量商量，问我中不中。

为进一步加强基层干部与群众的密切联系，邓州市将网
格作为村组织的延伸，成为基层治理新单元，把全市划分
6125 个网格，所有网格设有党小组、理事组，每个网格确定一
名网格长，18 个市直执法服务部门机关人员下沉网格兼职工
作人员。

通过细化基层组织网络，赋予基层办事权，不仅激发了干
部的责任意识和干事创业激情，也拉近了干群关系，基层组织
更有能力吸引带动群众谋发展，乡村发展获得了新动能。

吴刚说，目前改革中还存在行政力量推动为主，内生动力
未完全激发，县直单位对权力下放还存在抵触情绪等问题，改
革还面临着考验，但赋予村级县一级的办事权，把群众的根扎
回到农村，是将基层党建、为民服务、社会治理融合推进的重
要举措，邓州还将坚持探索创新，确保社会治理达到真正的有
效治理。

在百姓家门口讲解政策法规、帮育龄妇女代缴保险、
入户办理低保……辽宁本溪市明山区牛心台街道党工委
在大楼社区创建的“移动办公站”，倾力为群众多办实事。

从大楼社区乘车到街道服务中心，往返要花 8 块钱 3
个多小时。为方便群众，牛心台街道党工委创建的“移动办
公站”，把社区工作“前移”到了居民家门口。每周三，负责
“办公站”的社区工作者便会早早“上岗”等待办事群众。

不久前，要去外地打工的居民刘刚来开居住证明，不到
10 分钟就办好了。刘刚说，若没有“移动办公站”，这个证明
至少得花去他一上午。在“移动办公站”，能当场解决的问题
立即解决，不能现场办理的会记录在工作日志上，待回到服
务中心后再处理。即使不是现场办公的日子，群众也可以把
想要问的问题和想要办的事写在留言簿上。

“移动办公站”运行至今，大楼社区党委再次延伸了服
务触角，开展了“结对子”移动办公活动。每位社区工作者与
两户困难家庭或残疾人家庭结成服务对子，入户为他们解
决各种实际问题。56 岁的特困群众赵宇福，去年被诊断为
喉癌，他到“移动办公站”咨询医疗保险事宜，社区工作者邓
冬梅了解情况后，与他结成帮扶对子，主动为他收集个人信
息材料，整理上报为其办理特困职工补助申请。申请被认定
后，赵宇福可以在就医后享有一定比例的医疗补助，缓解经
济压力。 (陈道元)

大数据进村，县级审批“村里办”
河南邓州创新农村治理体系

▲ 8 月 8 日，居民在花洲街道办事处中州家园社区为民服务大厅办理业务。 新华社记者冯大鹏摄

新华社南京 8 月 10 日电(记者朱筱)记者从淮安市民
政局获悉，为进一步加强对农村留守老人的关爱救助服务，
淮安市近日出台《加强农村留守老人关爱服务工作实施方
案》，将符合要求的农村户籍老年人的整体状况纳入监测，
每年至少开展一次留守老人风险等级评估工作。

根据该方案内容，淮安市把子女外出务工 6 个月以上，
本人留在户籍所在地居住生活的 60周岁以上的农村户籍
老年人列为关爱对象。根据要求，各县区民政部门要对辖区
内年满 60周岁以上的农村留守老人进行全面排查，准确掌
握老人数量、经济来源、家庭结构、健康状况、生活照料情况
等基本信息，做到精准定位到村、精准识别到户、精准建档
到人。

村委会要在日常工作中协助做好辖区内留守老年人基
本信息排查，定期探访留守老人，及时了解农村留守老年人
生活情况，及时通知并督促其子女和其他赡养人对生活困
难的留守老年人予以重点照顾，保证老人的日常生活有人
“过问”。

此外，各县区还要根据留守老人经济收入、赡养、健康
等情况，每年至少开展一次留守老人风险等级评估工作，民
政、公安等部门要根据监测评估情况及时采取有针对性措
施排除隐患。

社区“移动办公站”

群众心里的暖心站

淮安将农村留守老人

整 体 状 况 纳 入 监 测

据新华社北京 8 月 10 日电(记者张辛欣)记者 10日从
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印发《扩大和升级信息消费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
年)》，提出到 2020 年，信息消费规模达到 6 万亿元，年均增
长 11% 以上。信息技术在消费领域的带动作用显著增强，
拉动相关领域产出达到 15 万亿元。

为扩大和升级信息消费，我国将加快完善信息基础设
施。行动计划提出，到 2020 年 98% 行政村实现光纤通达和
4G 网络覆盖，加快补齐发展短板，释放网络提速降费红利。
行动计划特别提出，加快新型显示产品发展，突破新型背
板、超高清、柔性面板等量产技术。在智能网联汽车方面，推
进车载智能芯片、自动驾驶操作系统、车辆智能算法等关键
技术产品研发，到 2020 年建立可靠、安全、实时性强的智能
网联汽车计算平台。

两部门印发行动计划

到 2020年 98%行政村实现

光纤通达和 4G 网络覆盖

美国在以往已经对俄罗斯多次实施制裁的基础上，8日又
突然宣布，因今年 3 月俄罗斯前特工斯克里帕尔在英国中毒事
件，美国将对俄实施进一步制裁。俄外交部回应，将根据美新一
轮制裁研究对等回应措施。分析人士认为，此次制裁恰逢俄美关
系在领导人会晤后向好之时，是美对俄“胡萝卜加大棒”政策的
延续。俄方应对的主要方向将是避免能源出口受限，预料两国制
裁与反制裁斗争将再次升级。

【新闻事实】

美国对俄实施的新制裁措施将于 8 月 22日前后生效。一名
不愿公开姓名的美国国务院高官披露，此次制裁将分两阶段进
行，第一阶段包括禁止向俄出口涉及国家安全、需加以管控并获
联邦政府批准的敏感技术和产品。太空飞行活动、政府间太空合
作、商业航空乘客安全等领域将按“具体项目具体分析”原则对
待。

若俄不配合美方的相关要求，美将在第一阶段制裁执行 3
个月后发起第二阶段制裁，包括禁止美国金融机构向俄方实体
提供贷款、全面禁止美国对俄出口等。这些措施可能冲击俄罗斯
所有国营企业。受制裁消息影响，俄罗斯股市和汇市剧烈波动。

针对美国突然实施的新制裁，俄方强硬回应。外交部发言人
扎哈罗娃 9日说，美国以俄涉嫌使用生化武器为借口对俄实施
制裁“毫无依据”，而美国政府还声称将努力改善俄美关系，是
“赤裸裸的伪善”。俄方将基于美方将实施的制裁研究对等回应

措施。

【深度分析】

俄专家认为，美国此轮制裁规模庞大，可能对俄罗斯多个
经济部门造成冲击。其中，俄方最担忧的是能源出口受限，但
俄有办法避免能源出口受到根本性影响。

俄罗斯高等经济学校经济学系教授奥列格·维尤金表示，
美方制裁可能促使俄能源公司将美元交易业务由国有银行转
出，例如来自欧洲的石油款项由欧洲银行打入未列入制裁名
单的俄罗斯非国有银行，而欧洲银行并不受美国制裁限制。

俄罗斯银行界专业人士瓦列里·皮文认为，现代银行体系
中有多种方式可用于回避美国制裁，欧洲也可能推动俄欧能
源贸易转用欧元以避免制裁风险。

在反制方面，分析人士认为，俄罗斯尽管态度强硬，但
手中的牌并不多，在此轮制裁措施中被美方刻意回避的太空
合作领域是可能的选项之一。

2011 年美国航天飞机退役后，美国运送宇航员往返空间
站全部“仰仗”俄罗斯飞船。美正大力发展商业载人航天改变
这一窘境，但商业载人飞船首飞时间一再推迟。

【第一评论】

一言不合就制裁，这种做法几乎成了美国外交工具箱的

首选“刀具”。各国之间有分歧很正常，关键是要通过理性对
话，有理说理，按照国际通行规则行事。

此番制裁发生在俄美领导人赫尔辛基会晤后不久，俄美
关系正呈现向好之势，似乎出乎意料。但去年 7 月德国汉堡
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两国领导人会晤后，美国即出台大规模
对俄制裁措施，与此次的“剧本”如出一辙。究其根源，仍
是美方对俄罗斯“胡萝卜加大棒”政策的延续。

对于美方这一行事规则，俄方心知肚明，因此对此前美国
总统特朗普提议的“二次会晤”等建议一直反应平淡。

【背景链接】

今年 3 月 4日，俄罗斯前特工斯克里帕尔及其女儿在英
国威尔特郡索尔兹伯里市街头一张长椅上昏迷不醒。英国警
方说，两人中了神经毒剂。英国政府称俄罗斯“极有可能与
此事有关”。俄罗斯对此坚决否认，认为英国的指控意在抹
黑。

美方本月 6日认定，俄方“违反国际法使用生化武器或
针对本国公民使用致命生化武器”。

美国财政部以俄方有“恶意行为”为由，今年 3 月和 4
月两次施加制裁，涉及多名俄政府高官和经济界人士以及多
家俄罗斯实体。
(参与记者：赵嫣、闫洁、朱东阳、吴黎明；编辑：王丰丰、孙浩)

新华社北京 8 月 10 日电

清晨 7 点钟，湖南省浏阳市小河乡的农民詹秋明在村里
的画室铺开宣纸，拿起画笔，几笔下去，几块山石就跃然纸上。

小河乡地处湘赣边界，三面环山，村民们祖祖辈辈以种
田谋生。在新河村，今年 50 岁的詹秋明是个种田的好把式，
原来家里种着 10 亩稻田，山上还散养着 100 多只鸡。

去年 7 月份，听说村里的农民画室正在招生，“从小就
对画画感兴趣”的詹秋明赶紧报名学习。

因为那时主业还是种田，雨天不能去田里时，别人中午
休息时，詹秋明就来学画画，在老师设计好的底稿上学习笔
法，描摹山石和树木。

“学起来上手并不太难，可要想画好还是要花功夫。”詹
秋明说。他就不断地观看教学视频，有机会就向老师请教，
还观察其他画师工作，学到了不少东西。

去年冬天起，詹秋明就把主要精力放在画室，今年只种
了 5 亩水稻。因为越画越好，他现在每个月作画收入接近
3000 元。

在相邻的乌石村，今年 35 岁的王华因为学了画画，实
现了“在家就业”。

王华原来在花炮厂打工，工作辛苦，下班到家时间晚。
“儿子越来越大，需要督促他写作业，76 岁的婆婆也需要人
照顾”，王华就报名到村里的画室接受培训。

技术成熟后，王华在家里置办了画案，画画不仅一个月
能有 4000 元的收入，还能给一家人做好一日三餐。婆婆身
体健康，儿子的学习也越来越好。

“开始是为了赚钱，现在慢慢喜欢上了。”除了描摹底稿
的工作，王华平时也琢磨自己创作。过年的时候，王华在白纸
上画了一幅山水图，上面还画了一只小狗，“为了狗年应景”。

在小河乡的农民画室里，有人画山石，有人画树木，还
有人专门为画作上色，最后统一由经销商定价回收，这条
“流水线”上创作出的工艺国画已经远销到东南亚地区。

小河乡党委书记刘林志介绍，小河乡目前开设了 6 家
乡村画室，近 430 人拿起画笔，加入了画室，其中建档立卡
贫困户有 50 余户，画室人均月收入达到 3000 元以上。

“小河乡还计划用 3 至 5 年时间，打造一个集书画产
业、创作写生、书画体验度假于一体的‘山水画乡’。”刘林志
说。 (记者高文成、陈梦婕)新华社长沙电

湖南农民画师：

扛得起锄头，拿得了画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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