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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张旭（兴安盟扎赉特旗音
德尔镇乌珠尔村）

我每天的生活就一个字：忙。打
从包头、通辽、黑龙江绥化、山东青
岛、辽宁本溪的蘑菇种植分基地建成
起，我就得在这几个地方来回跑。别
的不说，每天光各地打来咨询产品的
电话，就得接上上百个。公司效益不
错，这个大年呀，又是一个开心年！

2015 年，我创办了草原传福食
用菌专业种植基地和内蒙古草原传
福食用菌有限责任公司，这也是我
国北方首家高档食用菌种植基地。
之前，我在南方考察，觉得销路应该
不错，但真的没想到，效益竟然这么
好 。 现 在 ，我 们 公 司 种 植 规 模 从
2015 年的 30 亩发展到 262 亩，净
利润也从最初的几万元增加到 80
多万元。去年，我们在政府的指导
和帮助下新建了菌种生产厂和蘑菇
加工基地，还与阿里巴巴合作，在首
府建立了阿里巴巴国际站，将我们

的 产 品 推 向 国 际 市 场 ，
目前已成功出口瑞士和
美国。2016 年，我们带

动 80 户村民一起种植蘑菇，每亩收
益 4000 多元。因为在玉米地里也能
进 行 蘑 菇 种 植 ，每 年 能 转 化 秸 秆
1000 多吨，基本解决了周边因秸秆
焚烧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

今年，我想把蘑菇种植面积扩大
到 1000 亩，预计利润可达 300 多万
元。我们还打算好好在深加工上做
做文章，增加产品的附加值，力争把
蘑菇产业做到全国第一。以后人家
说起内蒙古，不光有牛和羊，还有咱
的草原传福蘑菇呢。

补白：本报记者李晗

我区林业用地面积6.59亿亩，其中
森林面积3.73亿亩，具备良好的发展民
生林业的资源条件。这几年，我区建立
和完善以林为主，林下种植养殖、林下

产品采集加工、森林景观利用相结合
的林业经营模式，大力发展林下经济，
拓宽了农牧民和国有林场职工就业、
创业与增收渠道。

推进农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打造优质绿色农畜产品品牌。按照
自治区关于加快林下经济发展的实
施意见，未来我区将建成一批规模
大、效益好、带动力强的林下经济示
范基地、示范村和示范户，提高林下
经济产业组织化程度和抵御市场风
险能力，提高林下经济发展对农牧民
增收致富的贡献率。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张旭
的蘑菇产业越做越好，还带动村民一
同致富。不仅如此，他的产品还走出
了国门，走向了世界。把蘑菇产业做
到全国第一，张旭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讲述：白乙拉（锡林郭勒盟西乌
旗浩勒图高勒镇萨如拉嘎查）

2011 年，国家在内蒙古等 8 个
省区率先启动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
励机制，按照当时我家草原的载畜
量，1000 多只羊要减少到 400 只。
我当时有点想不通，后来草场退化，
牛羊没草吃，不得不走场，我才开始
尝试着改变。

生 态 不 好 ，谈 发 展 根 本 谈 不
成。现在羊的数量是减少了，但是
羊的质量上去了。按一亩草场补贴
1.71 元算，我家 4000 亩草场能拿到
6840 元的补贴。眼下，新一轮草原
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已经启动，
禁牧补助测算标准由原来的每亩每
年 6.36 元提高到每亩每年 9 元，草
畜平衡奖励标准由每亩每年 1.71 元
提高到每亩每年 3 元。还增设了天
然打草场补贴，每亩每年 5 元。这
日子过的是一天比一天好啊！

我真切地感受到，草原生态保
护补助奖励机制的实施，真的是让

草原绿了、牧民富了。现在，我们锡
林郭勒盟的生态得到了明显改善。
这几年夏天草场草又高又密，时不
时还能见到野兔和田鼠。政策这么
好，今年我家减羊增牛的步子还得
迈得再快些，在增加收入的同时保
护我们这片美丽的草原。

补白：本报记者张慧玲

一度，由于自然和人为的因素，我
区草原迅速退化，天然草场不足以维
持牲畜的采食，牧民生计面临困难。

随着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
在内蒙古落地生根，我区禁牧休牧、草
畜平衡、基本草原保护等制度逐步确
立，草原生态发生了显著变化：草原生
态退化趋势得到整体遏制，草原畜牧
业经营方式加快转变，畜牧业综合生
产能力稳步提升，牧民收入持续稳定
增长。

5年来，我区草原生态补奖累计投
入 300亿元。按照保生态、保收入、保
稳定、保供给、完善相关制度的总体要
求，我区基本实现补奖政策可利用草原
全覆盖，146万户农牧民从中受益。草
原平均植被盖度达到44%，比政策实施
前提高了7个百分点；农牧民收入持续
稳步增长，牧民人均纯收入达到14490
元，比政策实施前提高了6000多元。

而今，新一轮草原生态保护补助
奖励机制已经启动实施，补奖政策由5
项减为 3项，启用新标准，补奖金额较
上一轮明显提高，这对持续推进我区
草原牧区各项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就像白乙拉说的，草原的明天会
更美。

讲述：包黑龙（兴安盟乌兰浩特
市义勒力特镇太平嘎查）

今年，我和老伴儿不仅住上了
暖和明亮的新房子，收入也增加了
不少，过了多少年的穷日子终于结
束了，我家脱贫啦！

以前我们住的房子是 40 多年
前盖的土坯房，夏天漏雨冬天跑风，
眼看就要倒了。我已经是一个 62
岁的老汉了，再加上身体不好，患有
腰间盘突出，有时腰疼起来连看病
的钱都没有。老伴儿也有病，得骨
结核好几年了，我俩根本没能力盖
新房。没想到国家政策这么好，不
仅给我们盖了 3 间砖瓦房，还给了
我们两头奶牛。如今，奶牛又生了
小牛犊，连大带小已经 6 头了。村
里有奶站，挤奶很方便，这样一来，
我们每个月都有收入了。

好事儿还不止这些，我家不仅
人住上了新房，牛也有了“新家”。
去年政府还给我们盖了 2 间牛舍，
牛有个遮风挡雨的地方，不容易生
病，产奶量也高了。说起喂牛，那也
省事儿。牛饲料直接从奶站买，政
府给我们免费提供了铡草机，我自

己攒钱买了台粉碎机，基本不费什
么事儿，养牛这活儿正适合我干。

以往过年，扶贫办总也忘不了
我们这些贫困户，米、面、油和生活
用品都会送来，还不忘问我们有啥
困难。以后，我们要自食其力了。
我和老伴儿商量好了，今年开春，咱
就再买几头牛，收入肯定能翻番！

补白：本报记者韩雪茹

包黑龙脱贫了，这是他盼了很
多年的事儿。2016 年，我区完成脱

贫心愿的农牧民有 21.2 万人。这
个数字，比上年多了 3.2 万人。同
时，全区还完成 12 个区贫旗县摘帽
任务。脱贫攻坚，我区打赢了第一
仗。

打仗就要有目标，打赢脱贫攻
坚战，首先要知道“扶持谁”。去年，
我区完成 90 个旗县区、10526 个嘎
查村，35.7 万户、80.2 万贫困人口的
建档立卡信息更新工作。在精准识
别的基础上，全区上下深入落实“五
个一批”分类扶持措施，在去年减贫
的 21.2 万人中，像包黑龙这样通过
扶持生产和转移就业脱贫的，全区
共有 8.7 万人。此外，全区通过易地
扶贫搬迁脱贫 5 万人，生态补偿脱
贫 0.7 万人，教育脱贫 2.5 万人，政策
兜底 4.3 万人。

2017 是脱贫攻坚的关键之年。
我区将深入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基本方略，大力推进特色优势产业、
基础设施网络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
深化京蒙扶贫协作，加大对口帮扶、
定点帮扶力度，因户因人施策，力争
完成减少 20万贫困人口，实现 3个国
贫旗县、剩余14个区贫旗县全部摘帽
的目标。

讲述：刘培新（巴彦淖尔市杭锦后
旗头道桥镇联增村五组）

我今年 54 岁，是个地地道道的农
民。家里有 30 亩地，去年又流转了 90
多亩，种了 60 多亩玉米，40 多亩小麦
套葵花，10 亩西红柿，还有 10 来亩不
太好的地种了葵花，加上其他一些收
入，总收入在 20 万元左右，收入在村里
算是不错的。

虽然去年遭遇了罕见的旱灾，农作
物产量、质量都有所下降，但是有国家
的各项惠农政策，各级政府对农业生产
的指导支持力度也在加大，我们农民的
收入得到了保障。在政府的引导下，我
调整了种植结构，青贮了 20 亩玉米，签
了订单，没想到不仅收入不错，还规避
了种传统玉米遭受旱灾带来的影响。
后悔的是种葵花没有签订单，损失不
小。如果签订单，一斤保底价 3 块 7 左
右，比市场价高了将近 1 块多，这样算
下来，我少挣了两万多块钱。今年种葵
花一定得签订单，跟上市场和龙头企业
走，错不了。

在农技部门的帮助下，我尝试用了
新的控肥增效种植模式，不仅节省了肥
料、人工、水、农药，而且病虫害少，农作
物产量高、质量好。庄户人最宝贵的就
是土地，地弄好了比什么都高兴。这几
天我们村正在进行土地确权，以后发展
农业生产就更有底了，种地的信心更足
了。

今年，我思谋种大田怕是不好挣钱
了，准备联络村里的人一起搞设施农
业，闹个合作社，用科学绿色的方法种
反季节蔬菜，卖到南方地区，为此我还
初步考察了一下南方的市场。

补白：本报记者钱其鲁

刘培新是河套地区新型农民的一个
代表。他头脑灵活、善于学习，在当地较
早自发进行秸秆还田，改善了土壤，增加
了产量，减少了化肥农药的使用。他还
率先采取插盘晾晒葵花的办法，使得葵
花的质量更好、收购价更高，周边农民也
跟着受了益。除了自身的勤快和精明，
他的好生活还得益于国家各项惠农政策
的支持。

去年，我区积极推进农牧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加大种植业结构调整力度，
调减籽粒玉米种植面积，引导籽粒玉米
向粮改饲、粮草轮作和整株青贮玉米转
变，超额完成了国家玉米调减任务。据
农情统计，全区籽粒玉米面积5247.31万
亩，同比减少15.1%；粮饲兼用型青贮玉
米面积达到827万亩，同比增长64%。

今年，我区将通过抓好粮食生产、强
化农牧业科技支撑、稳步推进农牧业经
营体制改革等，继续深入推进农牧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力发展绿色农牧业、
节水农牧业、效益农牧业，加快实现农牧
业大区向农牧业强区转变。

讲述：郭树华（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
苏布尔嘎镇阿斯日音希里村）

这 2 万亩的沙柳平茬合同一敲定，我们
村这 100 来号人就忙活起来了。干了 20 多
天了，平茬机器也好使，估计年前就能忙
完。每亩沙柳林业局补助牧户 200 块钱，项
目还能再给 50 块钱，大家挣个 4 至 5 万没问
题，能过个好年了。

你可别小看这沙柳，当年成吉思汗的将
领阿当罕率部西征，途中气候炎热，士兵和
战马因缺水奄奄一息。阿当罕的女儿哈斯
不忍将士们受苦，自己化为婆娑的沙柳，引
来汩汩清泉，拯救了阿当罕的军队。这虽然
是个传说，可这沙柳就是干旱旱不死、刀斧
砍不死、沙土埋不死、牛羊啃不死，生命力不
得不让人佩服！

以前，这一片全是沙窝子，别说种庄稼
了，啥也活不了。记得当时政府给提供树
苗，种 1 棵苗给 1 毛钱。当时，风沙大，沙柳
成活率并不高，但架不住村民年年种。一晃
几十年过去，村里种了 7 万多亩沙柳，全凭
它们，才把这沙子给固定住，保住了 5000 多
亩的庄稼地。去年，政府新引进了沙柳木型
材项目，我们一年签一次合同。过去庄户人
眼里的“烧火棍”，而今是越来越值钱了！

2017 年，我们还要签 2 万亩的平茬合
同。这沙柳不但能让村子变得绿茵茵的，还
能变成“绿色银行”，这么好的事必须接着
干！

补白：本报记者施佳丽

据第五次全区荒漠化和沙化土地监测情
况显示，我区荒漠化土地和沙化土地面积自
2004 年开始减少以来，已经连续 10 年保持了
双缩减，荒漠化土地面积由 61.34万平方公里
减少到60.92万平方公里，沙化土地由41.13万
平方公里减少到 40.79 万平方公里，净减少
3432 平方公里，全区近 8000 万亩农田、1.5 亿
亩基本草牧场受到林网的保护，2.6亿亩风沙
危害面积和1.5亿亩水土流失面积得到了初步
治理。

沙多未必是劣势。在伊金霍洛旗苏布
尔嘎镇阿斯日音希里村郭树华的眼里，沙柳
就是绿色财富。在我区，类似这样以沙致富
的事例并不少见，巴彦淖尔市的沙区葡萄产
业、呼伦贝尔市阿荣旗的林蚕复合经营、鄂
尔多斯市的沙漠旅游等，均备受农牧民追
捧，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均十分明显。下一
步，我区将坚持以保护和增加沙区林草植被
为中心，大力推进防沙治沙进程，继续实施
林业、草原、水土保持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
为子孙后代留下可持续发展的“绿色银行”。

【新年致读者】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当我们的目光从注视了一年
的黄土地、黑土地、红土地上
抬起时，时光已经跨越 365 道
黑白相间的栅栏。在新年第
一缕阳光的照耀下，候鸟掠出
线影，年轮添了新纹，让我们
轻 轻 地 作 个 道 别 ：再 见 ，
2016。

是的，纸张会泛黄，油墨
会模糊，但那些经过岁月浸泡
的往事，依旧鲜活丰润。植物
的生命要靠它的绿叶展示，新
闻 的 生 命 要 用 它 的 真 实 作
保。对于这份职责和使命，我
们愿意竭尽全力。感谢读者，
你们的目光折射出我们努力
的价值。我们坚信，有你们相
伴 ，前 行 将 不 再 是 孤 独 的 跋
涉，而是共浴风雨的相依。

最美的风景就在前方，崭
新 的 一 页 在 我 们 面 前 铺 开 。
新 的 一 年 ，让 我 们 整 理 好 行
囊，昂扬出发。2017，我们将
一如既往，用真诚去描绘小康
路上的幸福图景，用真情去记
录旅途中的点点滴滴，用激情
去点燃我们心中的美好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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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黑龙给牛喂饲料。
本报记者 韩雪茹 摄

租用白乙拉家草场的吴玉梅在喂羊。
本报记者 张慧玲 摄

张旭

（右一

）和员工采摘蘑菇

。

白玉亮

摄

刘培新刚刚清扫完羊圈

。

本报记者

钱其鲁

摄

郭树华在给沙柳平茬。
本报记者 施佳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