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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作为

消息树

直播 Live

□本报记者 李文明

“今年提前近 1 个月就开始给牲畜喂
草，饲草消耗量比往年大。我家早早就
多储备了 3 万斤饲草料，‘口粮’充足，牲
畜越冬不愁啦。”元旦过后，说到近一段
时间冰雪降温天气对自家牲畜的影响，
呼伦贝尔市新左旗新宝力格苏木呼格吉
勒图嘎查牧民呼格吉勒说。今年坐冬雪
较正常年份提前近 20 天，进一步加大了
越冬牲畜的饲草需求量。呼格吉勒去年
12 月初就停止放牧，开始舍饲圈养。据
了解，今年冬春新左旗全旗饲草需求量
预计增加 2 万吨。目前，该旗已经储备饲
草 34.9 万吨。下一步，新左旗将加大饲
草调运力度，确保畜牧业生产安全。

针对当前冰雪降温牲畜过冬度春面
临的问题，全区各地采取多种有效措施
积极应对，加强极端灾害天气预防预警，
并及时做好牲畜饲草料调运与储备工
作。截止目前，呼伦贝尔市已调入饲草
69 万吨，饲草缺口全部解决；锡林郭勒盟

缺口 100 万吨中已经调运 80 万吨，其余
部分正在积极调运当中；兴安盟、通辽
市、赤峰市 3 盟市缺口 120 万吨，可通过
农区调运青贮、作物秸秆等方式内部解
决。

在呼伦贝尔市，抗灾责任制和应急
机制得到进一步完善和落实。首先，加
大了对牲畜棚圈、人畜饮水点和储草棚
等基础设施修缮与建设投入，发动和组
织有关专家和技术人员进场入户，指导
农牧民加强生产管理，做好牲畜棚圈维
护、畜舍防寒保暖、家畜日粮搭配、仔畜
保育、动物疫病防治等工作。同时，在市
农牧业局的要求和督促下，各地积极引
导动员牧民加大牲畜出栏，降低灾害损
失风险。另外，抗灾设备随时待命，各相
关工作部门 24 小时通讯畅通，确保信息
畅通、及时准确。

经测算，锡林郭勒盟冬春饲草需求
约 21 亿公斤。为确保饲草充足，该盟投
入各类抗灾资金 1.35 亿元，储备饲草 20
亿公斤。同时争取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
局、国家质检总局和海关的支持，积极从

蒙古国进草，目前已有 5 万吨饲草在蒙古
国毕齐格图口岸待入境。

此外，鉴于严重的旱情和饲草短缺
的 实 际 ，锡 林 郭 勒 盟 确 定 了 出 栏 牲 畜
1000 万头只以上的目标任务，并把出栏
任务层层分解，进一步压实责任。目前，
全盟出栏牲畜 1273 万头只。

据了解，我区多年来始终以饲草饲
料贮备和棚圈建设为重点，不断强化畜
牧业防灾减灾能力建设，保障牲畜安全
过冬。目前，全区过冬畜羊单位平均贮
草 160 公斤以上，过冬畜暖棚羊单位占
有面积由 2000 年不足 0.7 平方米提高
到目前的 1.1 平方米以上。棚圈基础设
施条件的改善，有效提高了牲畜繁殖成
活 率 。 目 前 ，全 区 牲 畜 成 活 率 达 到
98.7%，灾年和平年成活率基本保持不
变。

为加强对牲畜过冬度春的生产指
导 ，我 区 已 经 启 动 牲 畜 过 冬 度 春 周 报
制，利用各级畜牧统计监测平台提供信
息服务，及时发布畜产品和饲草料价格
信息，引导养殖场户调整生产。

□本报记者 张慧玲

1 月 3 日，元旦的喜庆劲儿
还没过。乌兰察布市察右中旗
土城子乡黑山子村的农民宋交
祺坐在自家的炕头上，扳着手指
头算了一笔帐：“以前浇地都是
半灌，就是庄稼浇水只能浇一
半，水浇不足，产量上不来，我们
农民的收入咋能上来呢。现在
庄稼都是饱灌，土豆产量由原来
的 亩 产 2000 斤 达 到 现 在 的
5000 斤 。 这 可 不 是 一 般 的 概
念，每亩就能增收 500 元，这意
味着我们的收入可以翻番。”宋
交祺说，“去年我家葵花和土豆
一共种了 40 亩。多亏当年春天
察右中旗农业综合开发办借助

节水增粮项目给我们上了膜下
滴灌，要不然遇上去年那样的灾
年，想丰收是不可能的。”

和宋交祺一样，乌素图镇大
房子村的村民也受益于节水增
粮 项 目 。 该 村 共 8 个 自 然 村
380 户，其中 7 个自然村在 2015
年开始安装膜下滴灌。村主任
张来锁逢人就说滴灌给全村带
来的变化：“以前一半是旱地一
半是漫灌地，土豆、葵花亩产能
有 2000 斤就不错了，哪像现在
能达到 4000——5000 斤；以前
一户一年也就收入 1 万来块钱，
现在户均年收入 3 万多元，有了
膜下滴灌，遇上灾年也能丰收！”

2012 年，国家农业开发综
合办公室在北方四省启动实施
节水增粮行动项目。项目以发

展节水灌溉为主要建设方向，通
过合理控制水资源开采量，更新
改造、配套原有水利设施，利用
膜下滴灌节水灌溉技术，增加灌
溉面积提高粮食产量。几年来，
察右中旗农业开发综合办公室
从完善制度入手，在推广新技术
上着力，科学组织，精心实施，规
范管理，较好地完成了各项建设
任务，不仅取得了“节水”与“增
粮”的双重效果，而且还显著增
强了广大农民的节水意识，使发
展节水型现代农业成为全社会
的共识。

2014 年以来，察右中旗节
水增粮项目涉及铁沙盖镇 6 个
村委会 22 个自然村、宏盘乡的
二道沟、合义、三道沟、民乐、海
流图五个片区 14 个自然村。通

过项目建设，完善了配套设施，
建设了高标准农田，使有限的水
资源得到综合利用，农牧民彻底
结束了过去靠天吃饭的历史。
同时，减少了用水成本，提高了
土地利用率，保证了农田稳定增
产。

“ 多少年的夜里等水的日
子终于过去了，多少年想种葵
花又不能种的日子过去了，多
少年因为没水地都荒了的日子
也过去了。过去村里人均收入
只 有 2800 元 ，现 在 已 经 达 到
5000 多 元 了 。 有 节 水 增 粮 项
目作保障，我就打算换个土豆
的品种，纯收入 15 万元是没问
题的。”谈起 2017 年的新打算，
乌素图镇书记村村民高武浑身
充满干劲儿。

“有了膜下滴灌，灾年也能丰收”

本 报 1 月 9 日 讯 （记 者 韩 雪 茹）
2016 年前 11 个月，我区“金融扶贫富民工
程”新增贷款投放 90.54 亿元，其中“富农贷”
投放 88.38 亿元，支持了 19.56 万户农牧民
发展生产，“强农贷”投放 2.17 亿元，26 个扶
贫龙头企业受益。自 2013 年 11 月“金融扶
贫富民工程”实施以来，农行内蒙古分行已
累计投放贷款 244.62 亿元。

本报 1 月 9 日讯 （记者 钱其鲁）近
日，由包头市粮食局、中储粮包头直属库主
办，包头东河国家粮食储备库协办的包头市
粮油储存安全责任规定培训暨仓储管理现
场观摩会召开。该市各旗县区粮食行政管
理部门分管领导、各粮油储存企业的法人、
分管领导和相关工作人员，以及业务熟练、
负责安全生产和安全储粮工作并能够胜任
旗县区培训师资的相关人员 100 多人参加
了培训。通过培训、观摩等方式，使参训人
员开阔了眼界，丰富了知识，达到预期目的，
为该市粮食行业安全储粮和安全生产工作
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本报 1 月 9 日讯 （记者 石向军）据自
治区农调队统计调查显示，2016 年乌海市
葡萄种植面积由于灾害等原因有所减少，但
是葡萄市场行情看好，全市鲜食葡萄呈现产
销两旺态势。截至目前，全市的鲜食葡萄已
基本完成销售。设施葡萄售价每公斤 24 至
80 元，露地鲜食葡萄售价每公斤 6 至 60 元，
红地球、龙眼、无核白等品种售价较 2015 年
每公斤提高了 3 至 5 元。今年冬季全市贮存
的葡萄不足 150 吨，品种以红地球为主，其
次还有龙眼、摩尔多瓦和巨峰等，远不能满
足市场需求，贮存葡萄的售价达到每公斤
14 至 60 元。

本报 1月 9日讯 （记者 李文明）2016
年巴彦淖尔市通过“一卡通”发放到农牧民
手中的惠农惠牧政策补贴种类含 9 领域 84
类 112 项，累计金额为 25.06 亿元，累计获补
贴 人 数 211.06 万 人 次 ，人 均 获 得 补 贴
1187.57 元。

本报 1 月 9 日讯 （记者 李文明）为全
面掌握 2016 年辖区内重大动物疫病的发生
情况，包头市疫控中心针对小反刍兽疫、禽
流感和口蹄疫等重大动物疫病，对所属的
10 个旗县区进行了抽样检查监测。监测数
据分析，所有 2925 份样品均未发现阳性病
例，包头市近期发生禽流感、小反刍兽疫和
口蹄疫等重大动物疫病的可能性不大。

本报 1 月 9 日讯 （记者 石向军）据
自治区农调队统计调查，截止目前，呼伦
贝 尔 市 全 面 完 成 玉 米 生 产 者 补 贴 资 金 发
放工作，全市累计发放补贴资金 11.41 亿
元 ，累 计 补 贴 682 万 亩 ，惠 及 71 个 乡 镇
16.55 万 农 户 。 据 了 解 ，玉 米 播 种 面 积 和
产量基期为国家统计局认定的 2014 年数
据，3 年保持不变，补助标准随国家标准和
资 金 下 达 情 况 每 年 变 化 。 该 市 玉 米 生 产
补贴范围为扎兰屯市、阿荣旗、莫旗、鄂伦
春旗和牙克石市（岭东部分）玉米实际生
产者（包括农民、农业专业合作社、企业事
业单位等）。

本报 1 月 9 日讯 （记者 石向军）为了
更好地解决农牧民融资难的问题，包头市土右
旗努力让“沉睡”的耕地、房屋变成可用资本，
截至目前，共发放“两权”抵押贷款 3805 笔，金
额 12547 万元，发放工作顺利完成。这是记者
从自治区农调队了解到的。

土右旗是全国首批“两权”抵押贷款试点
旗县之一，从 2016 年起开始开展农村承包土
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工作。目前，已有三家
银行发放抵押贷款，其中，土右旗农商行发放
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 3792 笔，金额
12393 万元；土右旗蒙银村镇银行发放农村承
包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 10 笔，金额 39 万元，
发放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 2 笔，金额 110
万元；内蒙古银行土右旗支行发放农村承包土
地经营权抵押贷款 1 笔，金额 5 万元。

据了解，“两权”抵押贷款是指银行以农
村牧区承包土地经营权、农牧民住房财产权
及所占宅基地使用权为抵押，向农牧业龙头
企业、农牧业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和种养大
户等农牧业新型经营主体发放的贷款。过去
存在着集体所有的耕地、集体所有的宅基地
使用权不能作为抵押物的问题，而今随着农
牧业龙头企业、农牧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经
营主体资金需求量日益增加，“两权”抵押贷
款应用而生。此项业务的开办，拓展了金融
机构新的业务增长点，同时将过去的“联保”、
信用贷款转变为抵押贷款，有效防范了信贷
风险，极大调动了金融机构开办“两权”抵押
贷款业务的积极性。“两权”抵押贷款是农牧
区金融制度的重要创新，有利于盘活农村存
量资产，提高农村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对农牧
区金融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土右旗“两权”抵押贷款
发放顺利

本报 1 月 9 日讯 （记者 石向军）巴彦
淖尔市农畜产品加工业发展势头强劲。截至
目前，该市已拥有规模以上面粉加工企业 9
户、饲料加工企业 6 户、植物油企业 2 户、肉制
品企业 16 户、脱水菜企业 6 户、炒货企业 17
户、乳制品企业 5 户、番茄加工企业 14 户、制
酒企业 6 户、绒毛企业 18 户。在这些以农畜
产品为原料的绿色加工企业中，产值上亿元的
企业有 68 户，其中上 10 亿元的 8 户。

巴彦淖尔市近年来积极推进种植业和养
殖业的高效发展，小麦、玉米、葵花、番茄、脱
水菜等优质高效农作物种植面积已占到总播
面积的 75%以上，并培育、壮大了中粮、鲁花、
蒙牛、伊利、圣牧高科、河套酒业、恒丰、蒙羊
等一批农畜产品加工企业，较大程度地实现
了农畜产品就地加工、转化和增值。凭借河
套平原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该市农畜产品
生产一直居于自治区前列，脱水菜生产基地
是全国最大的生产基地，番茄加工基地是全
国第二大基地，该市还是羊绒和葵花生产的
全国主要集散地，已初步形成绿色农畜产品
生产加工输出基地。同时，与之相配套的各
类养殖、种植基地纷纷在各旗县区落地安家，
网上电子商务交易平台也相继建成投入使
用。已形成从原料的源头保障到深加工再到
销售的一体化产业体系。

巴彦淖尔市农畜产品
加工业渐入佳境

□本报记者 张慧玲

“自从嘎查里有了这家滴灌厂，我们在农闲
时节也闲不了了，都去滴灌厂打工了，一个月能
挣一万多块呢，一天也就干 7 个多小时，下午 5 点
就能回家，还不耽误家里喂牲口。”1 月 8 日，在鄂
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城川镇新寨子嘎查的滴灌
厂，村民李志发一边和记者聊着天，一边将废旧
的滴灌带重新加工，生产出新的滴灌带。

据了解，这样的滴灌厂是鄂托克前旗大力推
进农村牧区生产方式改革，全面推广滴灌技术，
鼓励企业与农牧民合作开办的，旨在循环利用滴
灌带，实现企业和农牧民“双受益”。

“滴灌带比较脆弱，每年都得更新。往年废
旧的滴灌带没有厂家回收，开春都填埋到了地
里，不仅污染环境还浪费资源。”李志发说，现在
这个问题解决了，不能用的旧滴灌带都卖给滴灌
厂，再买来年开春所需的新滴灌带，这样既不会
造成环境污染，还能节省近 3000 元滴灌带购置
费。

新寨子嘎查有 88 户村民，户均水浇地近 80
亩，全部上了滴灌。滴灌厂的成立，让全嘎查近
7000 亩水浇地的滴灌带有了回收渠道，为全嘎
查农牧民节省 20 多万元，这样的循环加工模式，
不仅变废为宝，也让滴灌厂增加了效益。今年滴
灌厂回收新寨子嘎查及周边农牧民 3 万多亩地
的废旧滴管，纯利润达到 200 万元，农牧民和企
业都受益。

目前，鄂托克前旗已有 20 多家滴灌企业，滴
灌技术得到大面积推广。节水灌溉技术带来的
巨大社会效应、经济效应和生态效应也在推动着
农牧业经济的变革和升级。

农闲时有了打工的地儿

“口粮”充足牲畜越冬不愁

去年，我区遭受严重旱灾，受灾严
重的东部 5 盟市过冬饲草缺口有 287
万吨。灾情发生后，我区派出多个调
研组从饲草储备、加快牲畜出栏速度、
强化防灾减灾能力建设等方面深入受
灾地区指导抗灾工作。为减轻过冬饲
草压力，各地还出台了提前出栏冬羔
补贴政策，牲畜出栏进度明显快于去
年同期，在保护草原生态环境的同时，
进一步提高了防灾减灾能力，使畜牧

业生产的经济效益最大化。
最近一段时间，呼伦贝尔市、锡

林郭勒盟等地降雪增多，气温大幅度
下降，坐冬雪较往年提前了 20 多天，
畜牧业面临严峻挑战。为有效应对
强降温、暴风雪等极端天气对畜牧业
生产带来的不利影响 ，各地主动出
击，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克服雪天
道路条件差的不利因素，加快外调饲
草工作进度，加大旗县级应急饲草储

备，增强政府对饲草调控能力。在储
备足够饲草料的基础上，各地进一步
加强了牲畜棚圈、应急饲草储备库等
基础设施建设，并组织有关专家和技
术人员进场入户，指导农牧民加强生
产管理，做好仔畜保育、动物疫病防
治等工作，提高了牧民对暴风雪等灾
害的预防、避险、自救和互救能力，变
被动抗灾为主动防灾，有效减轻了灾
害带来的损失。

打好牲畜过冬攻坚战

1 月 9 日，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乌兰哈拉噶苏木的牧民正在放牧。据了解，该地饲草料充足，牛羊越冬度春有保障。
本报记者 马建荃 摄

1 月 9 日，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巴彦镇罗家
营子村蒙兰农业基地的工人正在大棚内打理
白萝卜。近年来，赛罕区大力发展现代设施农
业，目前共建成厚墙体温室 5.5 万亩，建成千亩
以上基地 18 个，500 亩以上基地 8 个，百亩以上
基地 25 个，蔬菜年产量达到 42 万吨，成为首府
主要的地产菜供应基地。

本报记者 钱其鲁 摄

首府本地菜基地

【记者补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