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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乌素沙地里的“绿色大道”。 乌审旗委宣传部提供

内蒙古代表团亮相
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

传统体育运动会马上项目赛场
7月8日，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

运动会马上项目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
克自治州昭苏县开赛。内蒙古代表团亮相开赛
仪式，他们意气风发、信心十足，力争在赛场上取
得好成绩。

据悉，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
会将于11月在海南三亚市举办，其中马上项目在
新疆昭苏县举办。此次马上项目比赛分为竞赛
项目和表演项目两大类，其中竞赛项目分民族赛
马、跑马射箭、跑马拾哈达、个人两项全能4项，表
演项目分竞技类、技巧类、综合类3类。来自内蒙
古自治区、吉林省、湖北省、海南省、贵州省、云南
省、西藏自治区、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共12个代表团
229名运动员、276匹赛马、13峰骆驼参赛，参赛
运动队数量为历届运动会之最，比赛将持续至7
月13日。内蒙古代表团的70名运动员将携63
匹马和13峰骆驼登上赛场，他们将全力以赴、奋
勇争先，力争为内蒙古增光添彩。

“参加本届运动会，我们坚持聚焦主线，将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运动会筹备全过程
各环节，进一步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发展
民族体育和全民健身事业，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充分展示我区民族体育运动特色和运动技术
水平。”自治区民委党组成员、副主任康宇凤说。

《内蒙古日报》记者 李存霞

“看，这是我的‘美国弟弟’种下的
第一棵树，是我教他种的，长得不错。”
殷玉珍仰头指着绿色大道旁一棵昂然
挺立的樟子松说。

这是林海中一条笔直的路，殷玉珍
称之为“绿色大道”。

徜徉其间，樟子松、油松、杨树、杨
柴、花棒等千万株草木仿佛向她招手冲
她乐：“你好啊，殷玉珍！”

这片殷玉珍倾注了39载光阴打造
的“绿色王国”里，每一株草木既是她疼
爱的孩子，也是她知心的老友，更是扎
根在毛乌素沙地上与她并肩战风斗沙
的卫士。

殷玉珍口中的“美国弟弟”就是殷
一凡，本名叫唐纳德�阿什顿�琼斯，今
年33岁，来自美国佛罗里达州。2015
年，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任英文教师的
他背着行囊走进毛乌素沙地，来到内蒙
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找到“治沙劳模”
殷玉珍拜师学种树。

“当时我特别自豪，能够影响到一
个美国青年千里迢迢来种树，提升保护
地球的意识，再一次感觉自己的汗水没
白流。”殷玉珍说。

“来的时候干干净净，
走的时候一塌糊涂”

“你们每天早晨几点起床种树？”殷
一凡问。

“4点钟。”殷玉珍答。
“哇！”殷一凡感叹时间太早了。
“你能起来吗？”殷玉珍问。

“能！”殷一凡信心满满。
戴上凉帽和手套、蹬上运动鞋，第

二天一早，殷一凡随殷玉珍的种树队伍
来到沙地里。他望着一株株青翠的樟
子松苗问：“为什么要种樟子松？”殷玉
珍告诉他，樟子松生长快、耐干旱、耐瘠
薄、耐严寒，是防风固沙、改良沙地的一
把好手。

“那我也要种植樟子松！”殷一凡拿
起铁锹，在殷玉珍的指导下种下了人生
中的第一棵树。树坑要挖多深多大，如
何将树苗固定，浇水覆沙有哪些注意事
项……殷一凡迅速掌握了种树要领。

熟练之后，他一个人一天能种下50多
棵树。

“他和我们一起种树挺卖力的，干
活很实在，做事很专注。起初我不确定
他种下的树符不符合标准，能不能活下
来。没想到，这些树成活率很高。他来
帮我种树，我要给他发工资，他没要。”
在殷玉珍眼中，殷一凡的做事态度和她
很像，“要么不做，做就做好。”

毛乌素沙地，是中国四大沙地之
一，横跨蒙陕宁三个省区，总面积达
7050万亩，曾经寸草不生，吞良田、埋
房屋，“危”名赫赫。

而殷玉珍的家，就在这片沙地的腹
地，也是最难治理的地带。

“一望无际的沙子，看不见一点绿
色，也看不见一个人影儿。房子小得站
两个人就显得很拥挤，没吃没喝。”殷玉
珍诉说着39年前从老家陕西省靖边县
刚嫁到今天的鄂尔多斯市乌审旗无定
河镇萨拉乌苏村的情景。

当年的情形早已不复存在，如今的
满目苍翠，向人们展示着这个东方女性
不屈的灵魂，记录着她与毛乌素沙地死
磕较量创造的绿色奇迹。

时至今日，毛乌素沙地在内蒙古境
内的治理率达到75%。殷玉珍的7万
亩林子，正是目前中国实施的全球最大
林业生态工程——“三北”防护林工程
的一部分，融入到祖国茫茫万里绿色长
城中。

“第一次见到殷一凡，印象中他是
个高高瘦瘦、白白净净的漂亮小伙子。
我带他到林子里转了一转，他眼睛瞪得
大大的，双手竖起大拇指，不停地赞叹，
很了不起！很了不起！”殷玉珍回忆说。

那一年，在毛乌素沙地种了几天树
后，殷一凡皮肤晒黑了，胡子变长了，衣
服蹭脏了，连眼睫毛上都挂了一层灰
尘。用殷玉珍的话来形容，“来的时候
干干净净，走的时候一塌糊涂。”

“太累了！太不容易了！她这么执
着地为保护地球作出努力，我特别受鼓
舞。”虽然累，但殷一凡下定了决心，要
学习和传承殷玉珍的种树治沙精神，多
为地球种下一片绿。

下转03版

殷玉珍与美国小伙的治沙故事——

多为地球种下一片绿

从赤峰市区出发，向西行驶
90公里，到达松山区大庙镇小庙
子村。

“欢迎大家来到小庙子村！”
全国人大代表、小庙子村党总支
书记赵会杰热情迎上前。

赵会杰，人称“网红萌婶”书
记，曾3次向习近平总书记汇报
过小庙子村发展情况。在她的带
领下，这个默默无闻的小山村成
为远近闻名的幸福村。

小庙子村地处燕山余脉凤凰
山脚下，辖9个村民小组，有村民
808户2700人，人均不足3亩耕
地。过去，村民靠种植玉米、杂粮
为生。这些年，村里积极引导村
民改变单一的种植模式，鼓励发
展中药材种植，党员带头成立合
作社，延伸产业链条，为村里开启
了致富门路。

“我们村种植的中药材有桔
梗、牛膝、党参等10多个品种。”
顺着赵会杰手指的方向望去，一
片药田里，绿油油的药材苗随风

摇曳，长势喜人。
“别小瞧这小小的药材，就拿

眼前这个牛膝来说，一亩地纯收
入能达6000元，收入要比种谷子
和玉米高很多。种植中药材这条
路算是走对了。”赵会杰笑着说。

2014年，小庙子村党总支牵
头成立赤峰宏都种植专业合作
社，流转土地2000亩，规模化种
植中药材，并将中药材进行初加
工，进一步延伸中药材产业链、提
升产品附加值。

“我们村的中药材供给很多药
厂和药材供应商，不愁销路。”宏都
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李永波说，
去年合作社收入达到2000万元。

合作社的成立，让小庙子村
村民又多了一份收入来源。“现在
是田间管理阶段，我们每天雇80
多人，到了春季和秋季，每天需要
200多劳动力到药材生产车间工
作。 村民的务工费一天最多是
400元。”李永波告诉记者。

小庙子村发生的变化，吸引

了不少有“能耐”的外出村民回村
发展，这些新农民的数量已经达
到20多人。2023年，村民毕向东
返乡创业，建设益农种植专业合
作社，除了种植中药材还进行蔬
菜初加工，让更多村民实现了家
门口就业。

发展中药材种植、打造经济
林、扩大肉牛养殖规模、新建蔬菜
加工厂，小庙子村“四驾马车”并
驾齐驱，这也是赵会杰带领村民
致富的四件宝。如今，在她的带
领下，老百姓的钱袋子越来越鼓，
年人均收入达到2万多元。

村民生活蒸蒸日上，小庙子
村的名片也越集越多，先后获得

“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全国乡
村旅游重点村”“全国民族团结进
步示范村”等荣誉称号。

“我们将继续加大产业发展
力度，把各族群众都聚集到产业
链上，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
子。”赵会杰说。

《内蒙古日报》记者 王塔娜

“网红萌婶”有四件宝
小庙子村产业旺村民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