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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鄂伦春自治旗大杨树镇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鄂伦春自治旗大杨树镇：：

城镇建设塑特色城镇建设塑特色宜居宜业留乡愁宜居宜业留乡愁
如何才能让老百姓在新

型城镇化的进程中安居乐
业，让离开家乡的游子们心
有牵挂、留住乡愁？内蒙古自
治区呼伦贝尔市鄂伦春自治
旗大杨树镇在建设国家新型
城镇化综合试点的过程中，
探索出了一条切实可行的发
展路径。

安居：让老百姓心有所属

“现在的大杨树镇楼房林
立、道路四通八达、环境优美
整洁，政府在各个社区建了图
书室、棋牌室、健身活动室，修
建了休闲广场，并配备了健身
器材。在社区里，我们既可以
休闲健身，也可以看看书，和
老朋友打打牌、下下棋，好好
享受一下多彩的晚年时光。”
对于如今的居住环境，已有
50多年党龄的大杨树镇南湖
美社区居民何树昌老人满意
地对中国城市报记者说，“现
在不都在说什么幸福指数嘛，
在这大杨树镇里住，我和一些
老伙伴们的身体都好了很多，
这幸福指数是实实在在地提
高了！”

“我就是在大杨树镇出生
的。毫不夸张地说，我见证了
大杨树镇从以前的脏、乱、差
变化到现在的洁、净、美的全
过程。”大杨树镇新时代文明
实践所北极星义工协会会长
李树芬介绍，北极星义工协会
从2012年开始，参与大杨树
镇环境卫生整治工作。

“大杨树镇新型城镇化建
设从 2016 年以后进入了高
速发展期。”大杨树镇分管城
建工作的副镇长于有库告诉
中国城市报记者，为满足镇
内居民改善居住条件的需求，
大杨树镇在国家项目资金的
大力支持下，对镇内平房进行
了科学规划、分片拆迁，在
市、旗两级党委政府的领导
下，引进优质开发商对大杨树
镇完成拆迁地块进行了楼盘
开发。截至2021年底，大杨
树镇已建成楼宇443栋，总建
筑面积 187.87 万多平方米，
让2.14万余户居民和周边农
户从平房搬进楼房，居住条件
大幅改善。

大杨树镇新型城镇化建
设没有抢眼的大拆大建，而是
在这条路边种些树、在那个小
区植片绿、在那处空地建一个
休闲广场……在不经意间，大
杨树镇渐渐变得美了、亮了、
绿了，也变得更有人情味了，
这让大杨树镇的居民们更乐

于在此安居。

乐业：让创业者“钱”程似锦

如今的大杨树镇，一大批
镇内居民搬进了楼房，改善了
居住条件，一大批周边农户或
买楼或租赁，从大山里搬到了
大杨树镇开始了新生活，王英
便是其中之一。

因为孩子到大杨树三中
上初中，以前在大杨树镇周
边种地的王英和爱人在三中
旁边租赁了一间门市，开了
一家小吃部。由于夫妻俩善
于经营，饭菜的价格实惠，
来吃饭的回头客络绎不绝。
王英说，和她一样，一些朋友
搬到大杨树镇定居后，发现了
许多挣钱的新路子，分别做起
了买卖。他们有的开饭店，有
的开公司，也有开修理部的，
都打拼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
新天地。

“我们公司的紫苏产业目
前正在从原始的种植向深加
工方向转变，而这历史性的转
变还是要感谢国家乡村振兴
战略的好政策和鄂伦春自治
旗及大杨树镇党委政府的鼎
力相助。”内蒙古京伦紫苏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范玲
玲介绍说。

正是看到了家乡更好的
发展前景，2021年范玲玲把
在北京经营的公司委托给朋
友，回到家乡，帮助父母把传
统的紫苏种植业做大做强。
但是对于范玲玲他们这些小
型民营企业来说，一没场地，
二缺资金，要把传统产业转
型升级可谓是难上加难。正
当范玲玲为这些事头痛不已
时，鄂伦春自治旗和大杨树
镇党委政府向她递来了橄榄
枝，由旗、镇两级党委、政府
出面，帮她的公司联系上了
在乡村振兴工作上负责帮扶
鄂伦春旗的北京市西城区京
蒙帮扶工作队。很快在多方
共同努力下，范玲玲的公司
转型升级项目建设用地和资
金得到了落实……“最让我
高兴的是，西城区京蒙帮扶
工作队不但帮助我们联系了
北京的紫苏产业研发单位，
还带领我们前往广州、深圳，
帮我们对接相关企业，开阔
了我们的视野，也为紫苏产
品的销售拓宽了渠道。”范玲
玲感动不已。

“是的，对小微企业我们
不但要扶上马，还要送一程，
帮助这些小微企业做大做强，
同时我们也在努力为广大群

众开辟就业渠道和创收门
路。”大杨树镇党委副书记巴
特尔表示，为了凝心塑魂，大
杨树镇党委宣传部每年都会
组织宣讲组，深入社区村屯，
向广大居民和农户解读党的
方针政策；同时每年夏、秋季
节，大杨树镇政府都会把政府
前的休闲广场开辟成灯火辉
煌的夜市，为居民提供摆摊场
所。为了给夜市引流、增加人
气，大杨树镇党委宣传部每逢
这个时节都会组织镇内机关、
企事业单位、驻地企业和社区
村屯，在大杨树镇政府广场举
办文艺汇演，丰富人们的业余
文化生活。

文化：为游子留住乡愁

在大杨树镇西4公里处，
有一个小村落，名叫多布库尔
猎民村。猎民村依山而建，远
远看去，独具特色的鄂伦春族
村落似一朵盛开的杜鹃花，点
缀在村前缓缓流过的甘河之
滨，似世外桃源，让人眩目而
神往。当然，此“猎民”非彼

“猎民”，此“猎民”指的是传承
鄂伦春族狩猎文化的新时代
猎民。

在多布库尔猎民村有一
位民俗文化传承人，名叫葛色
龙，她今年63岁，汉语说得不
是十分流畅，但是她纯手工制
作的桦树皮制工艺品，因其特
殊的文化记忆和民族符号，远
销全国各地。她说，自己做文
化传承人，目的就是把这些极
具民族底蕴的符号延续下去，
让子孙后代通过这些作品认
识、了解鄂伦春族。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保护
好存在于大杨树镇的鄂伦春
族文化基因，近年来，大杨树
镇把猎民村附近的山和流经
村前的甘河流域湿地划定为
保护区，在加大对这片区域
的生态保护和对鄂伦春民俗
文化保护力度的同时，加大
投入建设猎民村基础设施，
着力打造鄂伦春族民俗旅游
品牌。截至目前，大杨树镇
多布库尔猎民村先后被国家
相关部委评为“中国最美休
闲乡村”“中国少数民族特色
村寨”“中国乡村旅游重点
村”……一个以民俗、民宿、鄂
伦春民族文化为特色的旅游
乡村正在这里如鲜花般悄然
绽放。

“每年我们都会收到来自

南方各地旅游者的咨询信息
和部分预订酒店房间的订
单。这些游客有的是组团来
的，有的是自驾游，最远的我
们接待过广西那边来的游客，
也有不少是从北京方向来的
游客。”大杨树镇聚宝隆宾馆
经理赵海洁向中国城市报记
者透露。

“我去年秋天还带着几
个南方的朋友来大杨树镇旅
游，带他们欣赏大兴安岭秋
季的美丽风光，感受鄂伦春族
游猎文化。他们都说以后有
机会还来这里度假旅游。”正
在大杨树镇岗楼山散步的王
大爷告诉中国城市报记者，自
己在大杨树镇工作了一辈子，
退休后在外地和儿女们住，但
是每年自己都会回来住一段
日子。

近年来，大杨树镇加大了
对镇内居民人文关怀的资金
投入。每个社区都建有卫生
保健站、每个楼区都建有休闲
广场、每个重要路段都建有公
共厕所、每个私营养老机构都
受到相关部门的有效监管
……大杨树镇正在努力把这
里建成一个居有所住、病有所
医、老有所养的新型城镇。

■中国城市报记者 叶中华 通讯员 姜 威

▲航拍美丽如画

的大杨树镇多布库尔

猎民村。

鄂伦春旗融媒体中心
杜 金摄

◀鄂伦春族非遗

文化传承人葛色龙在

制作桦树皮手工艺品。

鄂伦春旗大杨树镇党
委宣传部 杨 涵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