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李玉琢 李新军

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位于大兴安岭
东麓，是全区第二产粮大旗。2016 年，莫旗
遭遇严重旱灾，部分农田几近绝收，加上玉
米、大豆等农产品价格低迷，自然风险和市场
风险叠加，让农民在增收之路上雪上加霜。
隆冬时节，记者走进莫旗农村探访，感受到今
年虽然这里遭了灾，但通过结构调整，水稻、
马铃薯、菇娘等作物却为农民减灾增收增添
了几抹亮色。

西瓦尔图镇长新村村民于长德是村里德
旺种植业合作社的领头人，10 户村民在他带
领下，这几年扩大了菇娘、高蛋白大豆和马铃
薯的种植面积。今年，合作社 11 户社员种植
了 2000 亩高蛋白大豆、600 亩菇娘和 100 亩

马铃薯。这 3 种作物虽然远不及玉米的种植
面积，却成了他们增收的主力军。

于长德给我们算了笔账：种菇娘正常年
景亩产量能达到 3000 斤，今年受了灾亩产也
有 2000 斤，按每斤 2.5 元计算，纯收入也在
3000 元左右，是玉米效益的 10 倍以上。

李义是西瓦尔图镇永安村的水稻种植大
户。永安村原来有一片俗称“尿炕地”的草滩
地——旱不收、涝不得。1999 年，借助于国
家三期农业综合开发，永安村对这片草滩地
开始旱改水，从起初的 4000 多亩发展到现在
的上万亩。李义介绍，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
和市场价格的变化，永安村种植水稻的效益
越来越好，成了大田作物里旱涝保收的“铁杆
庄稼”。虽然今年遭了旱灾，李义家今年种植
的 450 亩水稻，每亩纯效益仍在 1000 元以
上。

在莫旗，记者还看到了另一种结构调整，
那就是通过种草养畜，大力发展农区畜牧业。
位于尼尔基镇龙兴村的兴军农业生态发展有
限公司，是由返乡创业的张海军创办的当地农
牧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这家企业依托创办的
易得利牲畜养殖专业合作社，带领附近村民种
植饲草和青贮，大力发展农区畜牧业。公司管
理人员介绍，今年企业种植青贮和紫花苜蓿
6000亩，面向农户收购青贮50万吨。

近年来，莫旗积极打造生猪产业基地、呼
伦贝尔细毛羊养殖基地和西门塔尔肉牛繁育
基地，大力建设现代化畜牧业经济发展产业
带。2012 年以来，莫旗新建各类畜禽标准化
圈舍 79 处，新增标准化圈舍面积达 19 万多
平方米。畜牧业已成为莫旗农村经济的重要
支柱产业和农民增收的主导产业。

2016 年，该旗根据市场变化和国家政策

走向，在种植业结构调整上确立了“优豆、稳
米、扩稻、推薯、强杂粮”的总体思路，通过构
建“一村一品”“一乡一业”特色产业新格局打
造全市最大的大豆种植基地、玉米种植基地、
水稻种植基地和鲜食马铃薯基地，特别是重
点打造了 65 个种植业专业村，这为农民增收
减灾奠定了基础。2016 年，全旗水稻面积达
到了 20 万亩，高蛋白大豆 10 万亩，马铃薯种
植由 2015 年的 25 万亩扩大到 40 万亩，杂粮
杂豆面积增加到 40 万亩。青贮面积大幅度
增加，突破 20 万亩。特别是菇娘，一举达到 8
万亩。

莫旗农牧业局局长田源山表示，下一步
该旗将大力贯彻落实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精
神，优化农牧业区域布局，积极调整种养结
构，稳定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让百姓生活过得
更美好。

种养多元让农民避灾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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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呼伦贝尔 1 月 4 日电 由远方出版
社出版的《生态鄂温克》一书，由著名旅行家、
作家、摄影家陈刚先生经过 20 多年对呼伦贝
尔大草原和鄂温克族聚居区的关注、考察和研
究写出来的一部“生态”著作。并于 2016 年 7
月 28 日在包头举办的全国书博会上得到重点
推荐。日前，该书面向全国发行。

《生态鄂温克》为彩色图文并茂图书。主要
反映生活在呼伦贝尔大草原上“3个部落”的鄂温
克民族是如何保护生态环境和淳朴的民风民俗。

毕业于内蒙古大学的陈刚 1992 年开始
“独步中国”，主要考察祖国各地经济文化、风
土人情和访问 55 个少数民族。曾在报社、杂
志社兼职或专职当过记者、主编。出版了《独
步中国》《走进中国最后的母系部落》《爱在达
茂》《人生留踪》等 6 部书。被称为“当代徐霞
客”“独步中国第一人”。 （王鹏飞）

《生态鄂温克》
面向全国发行

本报锡林郭勒 1 月 4 日电 近年来，正镶
白旗主要依托嘎查村便民连锁超市，对原助农
金融服务点的 POS 机进行升级改造，全面推
广“智能 POS 机+指静脉设备”的服务平台，充
分依托社会保障卡，为嘎查村提供“五个不出
嘎查（村）”服务，即：社保查询不出嘎查（村）、
选档缴费不出嘎查（村）、资格认证不出嘎查

（村）、待遇领取不出嘎查（村）、持卡消费不出
嘎查（村）。

按照试点先行，逐步推进的原则，该旗将
宝力根陶海苏木作为试点苏木，宝力根海苏木
阿布盖图嘎查作为试点嘎查。目前，苏木服务
中心各项设施配备齐全，可开展城乡居民养老
保险和社会保障卡相关业务的办理，嘎查综合
服务点已基本实现“五个不出嘎查（村）”。该
旗计划将农村牧区社会保障综合服务点建设，
逐步推广到全旗 77 个嘎查村，2017 年实现全
覆盖。 （韩晓舟）

正镶白旗
全面推进社保服务点建设

本报包头 1 月 4 日电 （记者 吕学先）
包头市石拐区近日凭借生态绿色转型发展、特
色文旅打造和智慧城市建设，从众多中国和欧
洲参选城市中脱颖而出，荣获 2016 中欧绿色
和智慧城市——技术创新奖，成为自治区唯一
且第二次获得这一奖项的地区。

近年来，石拐区坚持“生态立区”转型战
略，特别是随着转型深度实施和列入国家智慧
城市试点、绿化模范单位、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
名单以来，更加注重依靠“绿色”和“智慧”推动
全面转型，相继启动实施投资数百亿元的“生态
建设”“智慧石拐”“城市共同配送物流园区”“文
化旅游产业园区”“大数据产业园”等重大转型
工程，有效整合了地区产业资源、培育壮大了新
兴业态，推动了转型美丽与发展共赢。

据了解，“中欧奖”是在欧盟委员会的指导
下，由法国展望与创新基金会与中国城市和小
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共同组织，旨在通过奖励在
绿色和智慧城市领域取得优秀成绩的中欧城
市及企业，落实《中欧城镇化伙伴关系共同宣
言》，搭建中欧绿色和智慧城市平台、促进中欧
城市投资、技术交流。

石拐区
获中欧绿色和智慧城市奖

本报巴彦淖尔 1 月 4 日电 （记者 韩
继旺）棚顶太阳能板光伏发电，棚内温暖如
春、蔬果茂盛。隆冬时节，走进磴口县乌兰布
和沙漠中的内蒙古昌盛日电光伏公司华夏绿
能农业园区，成片的茶树郁郁葱葱，大朵大朵
的皇菊花开正艳，食用菌、药用蚯蚓等特色种
养殖项目开始起步，一幅清洁能源与现代农
业有机结合的精美画卷展现在眼前。

据公司农业专员高凡介绍，昌盛日电一
期 20 兆瓦光伏发电项目今年 3 月顺利并网
发电，年均可上网电量 2890.36 万千瓦时，每
年 可 减 少 碳 粉 尘 排 放 量 约 98.28 吨 ，减 少
CO2 排放量约 24568.10 吨。与此同时，配套

完成 253 栋光伏农业温室大棚建设，棚内种
植的蔬菜、茶树、菌类、花卉等植物可以实现
一年四季生产。

乌兰布和沙漠在磴口县境内绵延 426.9
万亩，占全县土地总面积的 68.3%。如何让
立地劣势变成发展优势？2016 年以来，磴
口县秉持绿色发展理念，充分利用紧靠黄
河、乌兰布和沙漠日照时长、土地资源丰富
的有利条件，把防沙治沙、畜牧养殖、生态牧
草、设施农业与光伏产业等有机结合，以有
机牧场、万亩光伏园、葡萄酒庄等大项目支
撑带动，形成多元立体发展模式，加快沙产
业的发展步伐，打出“绿色有机、文化旅游、

清洁能源”3 张名片。
目前，已有 60 多家企业参与到乌兰布和

沙漠生态治理与沙产业发展当中。建成圣牧
高科有机牧场 18 座，发展荣威、晶烨等标准
化养殖场 210 户，牲畜饲养总量达到 156 万
头（只），其中有机奶牛存栏 8 万头，有机奶产
量占到全国一半以上；利用沙漠中纳林湖、万
泉湖、冬青湖等 100 多个湖泊湿地星罗棋布
的优势，成功创建全国第七个、自治区首个

“国家级渔业健康养殖示范县”，特色水产养
殖规模达到 4.5 万亩；以肉苁蓉、酿酒葡萄为
主的沙草产业面积达到 21.5 万亩，其中肉苁
蓉嫁接面积达到 5 万亩，有机酿酒葡萄 1.1 万

亩，种植山药 1000 亩，种植优良牧草面积
11.59 万亩；引进国电投、国电、国华、蒙华和
青岛昌盛 5 家企业，建成占地面积 9 万亩的
200 兆瓦光伏产业生态治理基地；全域旅游
势头强劲，成功举办了全国沙漠垂钓大赛、全
国穿沙越野大赛等 20 余场重大节庆活动，开
通了 4 条低空飞行旅游航线，建成了冯玉祥
西北军粮仓博物馆、兵团文化博物馆等新的
旅游景点，配套完善了三盛公、纳林湖、万泉
湖等景区基础设施，有力拉动餐饮、住宿、物
流等服务业发展。2016 年磴口县全年接待
游客 105 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实现 4.5 亿
元，同比增长 18%和 12.5%。

磴口县：浩瀚沙海崛起绿色产业

时光飞逝，白驹过隙！不知不觉，《地方·旗县》版在各盟市驻站记者和广大通讯员以及媒体同仁的大力支持、关心和爱护下，长大了一岁，我们迎来了新的一年——2017。
在这里，让我们向广大读者朋友道一声：新年好！
一年来，我们本着新闻工作者的责任感，记录和体现时代精神，用真实、生动、鲜活的事实说事，反映最基层老百姓的生活；我们关注全区 118 万平方公里土地上、100 多个

旗县区各族群众的意愿和呼声，为自治区各项改革开放政策的落地生根助威呐喊，为社会进步推波助澜。
2017 年《地方·旗县》版将紧紧贯彻落实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精神，立足于旗县区，面向基层，关注各地守住三条底线、促进“五化协同”、加强“七网”建设、发展民生事业

等方方面面的内容。
《地方·旗县》主要开设以下栏目：
“亮点”：以走基层的形式，反映各旗县区在落实中央、自治区大政方针方面的新举措、新经验、新成就。
“风信子”：主要反映各旗县区立足当地实际，打品牌、抓特色，发展县域经济的典型事件。
“百姓故事”：以普通百姓为切入点，反映民生改善。
“信息吧”：以精炼的语言、短小的文字传递最基层的新信息、新动态。
此外还设有“图闻”“有感而发”等栏目。
我们期待，我们努力的方向，与您目光倾注的方向越来越近。我们期待您一如既往的关爱与帮助。

告读者

本报通辽 1 月 4 日电 科左后旗以扶持
村集体经济发展试点旗为契机，以“一事一议”
财政奖补为载体，扶持壮大嘎查村集体经济的
发展。

科左后旗在以前年度建设的美丽乡村中
选取 2 个嘎查村，利用嘎查村得天独厚自然资
源和民俗文化开展旅游业。其中，散都苏木草
甘嘎查利用沙漠资源及全体村民共同入股的
形式，由嘎查集体牵头注册沙漠旅游公司，现
已初具规模，成功承办沙漠旅游节 3 次、大型
沙滩摩托比赛 2 次及赛马 1 次，现在年平均收
入在 40 万元左右。 （伊德尔呼）

科左后旗
扶持壮大村集体经济

■亮点

■信息吧

本 报 包 头 1 月 4 日 电 （记 者
格日勒图）近日，北京优利康达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与青山区政府及沈阳工业
大学、包头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合作签约
暨优利康达新能源工程技术培训中心
启动仪式在包头市青山区举行。

本次签约的合作项目包括建立
西部新能源大学和新能源专业人才
培训中心、建设包头千万千瓦大型现
代风电运维服务基地和联储联运全
国网络化西部区域配件基地等 6 个方
面，总投资达 13.8 亿元。优利康达公
司 在 青 山 区 注 册 成 立 属 地 化 公 司
——内蒙古优利融盛新能源服务有
限公司。

北京优利康达公司是中国风电
行业十大风机运维企业之一，致力于
为风电市场提供整体运营维护解决
方案，是国内成立时间最早、服务客
户与机型最多、规模最大，按照国际
标准打造的集“运维服务、备件供应
与服务、智慧预维护、专业人才服务”
于一体的独立第三方服务商，在产品
研发、技术支持、技术培训等领域具
有雄厚实力。

青山区以装备制造产业为主导，
已形成了重车、新能源、铁路、机电、
综采、工程装备六大产业集群，在建
设包头装备制造产业园区之初，就引
进了国电联合动力、华锐风电、中复联
众等国内领军企业及大批协作配套企
业。全区拥有大专院校及各类研发机
构40多家，近年来，重点培育了一批新
材料、新能源、新技术、高端制造、智能
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发展生产
性服务业和培育高技能实用型人才领
域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这次优利康达公司布局青山区，
为风电企业开展协作配套，建设风电
备件、风电场运维服务、专业岗位人
才服务和新能源预维护等平台，对地
区深化“科技新、智慧服务”理念，集
聚高端人才、加强自主研发及融合发
展、创新发展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北京优利康达
与青山区
开展战略合作

在兴安盟科右前旗科尔沁镇柳树川村的大棚蔬菜种植区张福山的大棚内，绿油油的小菜长势
喜人。“10 月份种的水萝卜，不到两个月就上市了。每斤能卖 2 块钱，一天能卖出去 100 多斤，这茬菜
收入 1 万来块钱没问题。”张福山介绍，他家共种植了 3 个大棚蔬菜，有小白菜、香葱、水萝卜、小油菜
和茼蒿菜，全年收益达 15 万元左右。据了解，如今在科右前旗像张福山这样的大棚蔬菜种植户有
4784 户，蔬菜大棚 3763 栋，每个大棚年获利 2 至 6 万元。 毕力格 摄

1 茬温室菜收入 1 万块

■风信子

■图闻

“种地再也不怕洪涝灾害了，有保险给咱保着呢！”察右后旗大六号
乡大西沟村的种植户康成福高兴地说。他今年种了 25.8 亩的小麦和油
菜，抱着试试的心理买了保险，谁料一夏天不下一滴雨，要着搁到往年，连
种子钱也拿不回来，现在他领到了 251.7 元的保险赔付款，虽说少，可种子
钱毕竟回来了！

由中华保险乌兰察布公司在乌兰察布市 6 个旗县区承保了面积达
380 多万亩农田，目前承保的种植业政策性保险已经到了理赔阶段。

说起明年的打算，康成福信心百倍地说：“仅需支付 15%的保险费，其
余部分都由国家补贴，以后我年年都参加保险！”图为正在保险赔付单上
签字的康成福。 本报记者 皇甫美鲜 摄

“种地再也不怕洪涝灾害了”
本报鄂尔多斯 1 月 4 日电 日前，鄂托克

旗派出 6 个工作组，先后深入到全旗 6 个苏木
镇，走访慰问困难群众、留守儿童、贫困户、五
保户、老党员、道德模范。

每到一户，慰问组一行与困难群众促膝谈
心，详细了解他们的生产生活、身体等情况，鼓
励他们要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树立战胜困难
的勇气和决心，以积极的心态面对生活。工作
人员还嘱咐当地的镇村负责同志要密切关注
困难群众的生活生产问题，及时解决他们生活
中遇到的难题，让困难群众度过一个欢乐祥和
的新春佳节。据了解，鄂托克旗将走访各类群
体 1000 余户（人）。同时，还同步进行督促检
查，确保不漏掉每一个困难家庭、每一位困难
群众。 （崔亮）

鄂托克旗
为困难群众雪中送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