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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区各族干部群众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守望相助，

感恩奋进，积极探索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为把内蒙古建设成为我国北方重要生

态安全屏障、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我国向北开

放重要桥头堡而不懈努力。

为全方位、多角度呈现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变化、新面貌、新气象，内蒙古日报社派出4

路采访报道组深入12个盟市，启动“风帆起北疆 喜迎二十大”大型全媒体传播活动。即日起，本报开设“风帆起

北疆 喜迎二十大”专栏，讲好新时代内蒙古故事，把内蒙古的正面形象树立起来，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

胜利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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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瓜、茄子鲜嫩味美，火龙果、

香蕉、蟠桃在此落地结果、欣欣向

荣……在巴彦淖尔市临河区乌兰

图克镇的鲜农万亩设施农业产业

园区，现代科技为传统农业注入新

动能，迸发出绿色发展、助农富农

的火花。

9月1日16时，61岁的李世忠

开着空荡荡的三轮车从收购点返

回大棚，老两口一下午摘取装箱了

720 斤黄瓜，换来 2000 多元的收

入。实实在在的效益，让李世忠眼

里、嘴角漾开了掩不住的笑意。

“今天挣得不算多，才装了 18

箱黄瓜，最多的时候一天能摘 40

箱，这收入，你算算……”回到自家

大棚，李世忠打开了话匣子。

这些黄瓜也不一般，是一批全

雌黄瓜嫁接苗，黄瓜秧接上南瓜

藤，顶花带刺的黄瓜挂满枝头，还

原了大多数人小时候吃到

的那口鲜味。

记者了解到，在鲜农万

亩设施农业产业园区，李世

忠和老伴包下两个大棚，每

年两茬黄瓜，换来20多万元

的收入。

“以前在老家白脑包村

有80亩大田（露天旱地），几

十年用来种葵花，天养天

收，一家人一年挣不到 7 万元，赶

不上现在一个大棚的收入。”李世

忠表示，变化源于 2016 年，内蒙古

鲜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在乌兰图

克镇流转土地 10300 亩，建设大跨

度厚墙体日光温室高效产业园，实

行标准化生产、品牌化销售，承包

温室的农民再也不用发愁技术和

销售，只要踏实肯干，就能过上好

日子。

内蒙古鲜农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索婷告诉记者，目前日

光温室每亩收益 6~8 万元，是传统

农业大田收益的20倍。

除此之外，作为自治区

首个二氧化碳园区和中国

千亩以上唯一实现管道直

供的园区，鲜农的瓜果蔬

菜，还享受着管道直供的二

氧化碳，为作物加强天然抗

病性，实现增产增收插上了

科技腾飞的翅膀。工业二氧

化碳的循环利用，也让乡村

振兴和实现‘碳达峰、碳中

和’目标达成一致，走上一条绿色

低碳高质量农业发展的新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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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郝儒冰

呼和浩特市土左旗毕克齐镇

水磨村已有300多年的大葱种植历

史，大葱已融进了水磨村郁郁葱葱

的田园风光里。

9 月 2 日，记者走进水磨村的

葱田间，半人高的大葱长势喜人，

葱香扑鼻，这很容易让人想

起一个画面：拿一张大饼卷

上新鲜大葱，再蘸点酱，这样

的组合，绝对是舌尖上的美

味。

记者沿着一排排绿油油

的大葱，找到了正忙着采收

的村民刘天福和他的妻子张

美清，拔葱、抖土、码放整齐、

捆扎、装车……夫妻俩配合很默

契。

58岁的刘天福面色黝黑，望着

地里的大葱，高兴得合不拢嘴：“一

会儿我就要开车将这 6000 多斤的

葱运到呼和浩特的东瓦窑农副产

品批发市场，希望能卖个好价钱。

最近大葱价格略有上涨，每斤批发

价在一块二左右。今年又是个丰收

年，11 亩大葱至少有 10 万块的收

入！”

毕克齐镇地处大青山南麓富

饶的土默川平原，属温带半干旱大

陆性季风气候类型，全年四季分

明、昼夜温差大，境内水资源丰富，

水质甘甜清凉、富含多种矿物质，

适宜种大葱。据史料记载，明朝弘

治年间（1488~1505 年），毕克齐就

开始栽培大葱了。

刘天福是毕克齐镇水磨村土

生土长的农民，父辈都以种植大葱

为生，他也有着 25 年的种植经验。

2000 年前后，由于葱的品种、品相

一般，每斤大葱的价格在 2 毛钱左

右，最低的时候每斤只卖 5 分钱。

“2012 年以后，村党支部调整村内

种植结构，引进新品种，大力

发展大葱种植，我开始起早

贪黑种大葱，亩产由以前的

4000 斤增产到 8000 斤，每斤

大葱的价格也由以前的 2 毛

钱涨至 4 毛钱，当年就尝到了

甜头。”刘天福回忆道。

经过改良的毕克齐大葱

葱白紧密脆嫩，辛辣味浓，在

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闻名遐

迩、供不应求。2008年，毕克齐大葱

成为奥运会专供产品；2018 年 7

月，毕克齐大葱成为国家地理标志

保护产品，带着这些“光环”的毕克

齐大葱在市场上备受青睐。

刘天福种植大葱的积极性更

高了，四处学习种植技术、引进精

良的大葱品种，产量逐年增加，

2020 年以来，亩产稳定在 1 万斤，

大葱的价格也一路走高，进入了

1 元时代。“种大葱每年收入 10 万

块，这在以前，想都不敢想。”刘天

福感慨道。去年，他给儿子在呼和

浩特市区买了房子。前几天，他又

选购了一辆面包车和两辆三轮车，

要把地里的大葱卖得更远。

“2021年，全村种植的600多亩

大葱喜获丰收，村民收入非常可

观，种植积极性更高了。”水磨村党

支部书记刘春友介绍，今年村里的

大葱种植面积达到了1000亩，乘着

乡村振兴的东风，水磨村还争取到

大葱种植扶持资金 125 万元。接下

来，水磨村将在大葱的加工上做文

章、下功夫，真正做到种植、销售、

储存、加工一条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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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记者 刘晓君

种大葱尝甜头

鲜农产业园的农户笑了

村民刘天福和妻子张美清采收大葱村民刘天福和妻子张美清采收大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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