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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3 日，二连浩特市格日勒敖都苏木呼格吉勒图雅嘎查牧民阿拉腾扎嘎苏母女正忙着饲喂春羔。近年来，二连浩特市以京津风沙源治理、禁牧
舍饲、边境地区生态移民等重点生态建设项目为依托，围绕沙源治理和牧区人口转移，严格落实草畜平衡制度，及时足额发放禁牧补助、草畜平衡奖励
和综合生产资料补贴，牧区生态持续好转，牧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本报记者 金泉 摄

边境牧民的幸福账单

本报 2 月 13 日讯 （记者
李文明）日前，呼伦贝尔市 45万亩
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
通过农业部绿色食品管理办公室和
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审批，进入创
建期，预计于今年申请国家验收。本
次通过创建评审的全国绿色食品原
料标准化生产基地包括扎兰屯市的
20万亩玉米、5万亩水稻标准化生产
基地以及额尔古纳市的 10 万亩大
麦、10万亩小麦标准化生产基地。

本报 2 月 13 日讯 （记者
钱其鲁）近日，自治区粮食监测预
警系统建设项目通过竣工验收。
其中，粮食价格监测系统实现了全
区 109 个监测点及周边省份 10 个
监测点每周上报原粮、成品粮价格
数据的功能，储备粮管理监测预警
系统覆盖全区 30 个自治区储备粮
承储企业，实现了粮食远程视频监
控及出入库管理等功能。

本报 2 月 13 日讯 （记者
李文明）近日，自治区畜牧工作站
完成的《内蒙古现代肉牛良种繁育
技术集成推广》项目通过了科技成
果鉴定。该项目将肉牛制种、标准
化养殖、扩繁、育肥等 25 项先进技
术集成推广，建立了肉牛良种繁育
体系和肉牛生产技术体系，实现了
提质增效、农牧民节本增收，取得
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本报 2 月 13 日讯 （记者
李文明）近日，农业部认定了 190
个第三批全国农村集体“三资”管
理示范县，我区巴彦淖尔市临河
区、呼伦贝尔市新巴尔虎右旗、包
头市九原区、赤峰市元宝山区、通
辽市奈曼旗获此殊荣。至此，我区
2012- 2016 年 共 有 14 个 旗 县

（市、区）被农业部认定为全国农村
集体“三资”管理示范旗县，有力的
推动了我区农村牧区集体资产的
管理工作。

微语

□本报记者 李文明

赛诺羊业以农牧民的需求为中心，为农牧
民提供优质的种羊，让农牧民买得起并学会高
效率使用种羊和科学饲养，最终高价回收杂交
肉羊。这种农牧民与企业深度利益联结的机
制既稳定了企业的羊源，也为高品质羊肉产品
的生产加工提供了完善的上游环节，实现了双
赢。

农牧民在产业化链条各环节中处在最底
端，在利益分配中处于弱势。当市场出现波动
时，受到伤害最大的往往是农牧民。这两年，受
多重因素影响，羊肉价格低迷。加之我区肉羊
养殖总体上以散户养殖为主，管理粗放，抵御自
然灾害的能力差，农牧民养殖户收益明显缩
水。加快农牧民与企业建立互信互利的利益联
结机制，使农牧民也从生产、加工、销售环节获
得部分利益，帮助他们更多地分享产业利润效
益，是保障农牧民增收的长效措施。农牧民与
企业利益联结机制的建立需理顺企业、合作社、
基地、农牧民等各方利益关系，确定合理的利益
分配和风险均担机制，建立多方满意、互利互惠
的利益联结综合体，共同抵御市场风险。

让农牧民分享到
更多产业利润□本报记者 张慧玲

“赛努。”（蒙古语，你好）。
“其赛努。”（蒙古语，你好）。
正月十三，刚一见面，牧民巴图一家

就热情洋溢地将记者迎进了暖和的家
里。一看到炕桌上的炒米、奶茶、手抓
肉，就知道巴图家的日子是蒸蒸日上。

“别看这两年羊价低迷，我们这儿的
农牧民不用担心，因为我们有招儿。”巴
图故作神秘般地说。

巴图一家是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查
干补力格苏木巴音嘎查的牧民。去年，
整个嘎查养羊的牧民都挣了钱，巴图家
养羊的收入有 100 多万。

“要说这秘诀也很简单，就是种羊合
作技术。”巴图介绍说，种羊合作技术是
内蒙古赛诺草原羊业有限公司专门为农
牧民提供的一项技术，既保障了农牧民
的利益，又提升了羊价低迷的市场行情
下农牧民养羊的积极性。

巴音嘎查自然条件差，常年多风少
雨，传统的畜牧方式加剧了草场退化。
加之本地羊市场竞争力弱、效益差，一年
到头，牧民费了大把力气，收入却很低。
面对这种情况，嘎查党支部于 2006 年与
赛诺羊业公司搞合作养牧，开展了杜泊

肉羊与本地羊的杂交实验，培育出了出
栏快、产肉多、肉质好、肉价高的杜蒙杂
交肉羊舍饲新品种。对比下来，每只杂
交肉羊比普通羊增收 180 多元。

2011 年 ，全 嘎 查 317 户 养 殖 户 全
部 加 入 了 杜 蒙 羊 的 养 殖 生 产 ，并 成 立
了 四 子 王 旗 杜 蒙 肉 羊 养 殖 联 合 社 ，实
行“公司+支部+合作社+党员+牧户”
的发展模式，不断扩大规模。现在，联
合社辐射带动了周边 3 个苏木的杜蒙
肉 羊 产 业 链 的 形 成 和 发 展 。 从 2011
年 至 今 ，联 合 社 除 与 西 贝 餐 饮 集 团 签
订 了 长 期 供 货 合 同 外 ，还 为 新 疆 、贵
州 、山 东 、河 南 、河 北 等 地 每 年 提 供 9
万只种羊，经济效益持续增长。

芝麻开花节节高。2015 年，乌兰察
布市农业综合开发办产业化项目下拨
700 万元资金、赛诺草原羊业公司配套
800 万共 1500 万元用以发展农牧民养羊
项目，并成立了赛诺科技服务站。自此，
当地农牧民的福音接踵而至。

“近两年，内蒙古的羊肉价格一直
比较低迷，与进口羊肉的比拼中一直处
于劣势，养羊赚不了钱。为什么养羊不
赚钱？一个是品种没有得到改良，一个
是没有好的养殖模式，没有形成利益联
结机制。”内蒙古赛诺草原羊业有限公
司总经理高强一语道破天机：“为什么

我们的养殖户能在羊价低迷时还赚到
上百万？因为我们每一个环节都为农
牧民赚钱做好了铺垫。”

高强介绍说，首先企业给农牧民提
供优质种羊胚胎，2016 年赛诺草原羊业
提供了 30 万个优质种羊胚胎用于肉羊
和奶山羊的生产。第二是提供农牧民买
得起的种羊。纯种杜泊羊 1.2 万元一只，
他们 6000 元就卖给了农牧民。为实现
规模化生产和精细化管理，每只进口种
羊还给农牧民国内繁育补贴 2000 元，其
他补贴 3600 元。这样算下来，农牧民只
需自筹 2400 元就可以买到一只优质种
羊。如果牧民没钱，还可以零首付买种
羊，企业负责联系银行和担保公司。第
三是教会农牧民相应的技术。农牧民有
了种羊以后，要教会他们人工授精技术
以及如何让羊长大的技术。这个过程
中 ，公 司 的 技 术 人 员 是 跟 踪 式 蹲 点 服
务。最后一个就是保价回收，公司以每
公斤高于市场价 2—3 元的价格回收肉
羊，每只羊农牧民能多收入 200 多元。

此外，牧民还采取冬季舍饲，夏季全
天放牧的生产方式。以草定畜，划区轮
牧，使草场得以休养生息，草原生态环境
得到了改善。

“我们希望更多的农牧民通过这个
模式跳出羊价低迷的藩篱。”高强说。

“羊价低？不怕！我们有招儿”

本报 2 月 13 讯 （记者 李文明）
今年，锡林郭勒盟东乌旗进一步加大
执法检查力度，确保禁牧、草畜平衡制
度落到实处。截至目前，东乌旗已经
对验收合格的牧户共发放草原生态补
奖 资 金 10559.93 万 元 ，涉 及 8 个 苏 木
镇 、46 个 嘎 查 的 4198 户 牧 户 的 3520
万亩草场。

根据《东乌旗新一轮草原生态补奖
方案》要求，为严格落实草畜平衡制度，
东乌旗生态保护局自 2016 年 12 月 1 日
起在全旗范围内开展草畜平衡制度落
实情况抽查。东乌旗生态保护局组织
由旗草原生态保护综合执法大队、各苏
木镇草原生态保护执法队、生态防护员
组成的 10 个抽查组，采取赴实地以按
照 申 报 牧 户 10% 以 上 的 比 例 进 行 抽
查。在抽查工作中，对严格落实草畜平
衡制度的牧户，形成验收审核报告，上
报旗补奖办公室申请发放草畜平衡奖
励资金；对违反草畜平衡制度，超载放
牧的牧户，书面告知苏木镇人民政府，
限期进行整改，重新进行申报；对屡次
不听劝告，情节严重的牧户，停放当年
草畜平衡奖补资金，并按草原法相关法
律法规予以严惩。

目前，东乌旗已经对全旗 9 个苏木
镇、57 个嘎查申报的 6385 户中的 715
户牧户进行了实地抽查，其中 230 户牧
户未严格落实草畜平衡制度，存在超载
放牧行为，经过责令整改已有 132 户目
前已整改完毕，重新申报后通过验收，还
有 49 户牧户正在整改中。

东乌旗发放草原生态补奖
资金10559.93万元

本 报 2 月 13 日 讯 （记 者 李 文
明）近日，自治区农牧业厅公布了我区第
一批自治区级示范家庭农牧场名录，全
区 151 家家庭农牧场榜上有名。

家庭农牧场是在农村牧区基本经营
制度下，以家庭为单位发展适度规模经
营的重要载体，是发展现代农牧业，保障
粮食安全和农畜产品有效供给的新型农
牧业经营主体。为促进我区家庭农牧场
健康有序发展，充分发挥家庭农牧场新
型经营主体的作用，去年 7 月，自治区农
牧业厅下发《关于开展自治区级示范家
庭农牧场评定工作的通知》，经旗农牧业
行政主管部门推荐，盟市农牧业行政主
管部门审查的基础上，自治区农牧厅组
织相关专家和工作人员进行评定，并进
行了公示。

据悉，接下来，各级农牧业行政主管
部门将加强对自治区级示范家庭农牧场
的指导和服务，并与相关部门配合，落实
好家庭农牧场的扶持政策，不断提高家
庭农牧场经营管理水平和市场竞争力。
通过完善服务、强化支持，培育产生一批
产业特色明显、运作管理规范、示范带动
作用大、社会影响力强的示范家庭农牧
场，使之成为规模化、专业化、集约化、商
品化水平较高的现代农牧业经营主体。
同时，我区将对自治区级示范家庭农牧
场实行动态评价管理，建立和完善淘汰
机制，做到能进能出。

我区评定首批自治区级
示范家庭农牧场

本 报 2 月 13 日 讯 （记 者 施 佳
丽）为维护广大农牧民群众利益，阿左旗
林业局重新修订《阿左旗公益林生态效
益补偿实施办法》，于 2017 年 1 月全面
启动公益林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提标扩面
工作。截止目前，共计发放公益林生态
效益补偿资金 9053.09 万元，

阿左旗境内列入中央财政森林生态
效 益 补 偿 范 围 的 国 家 级 公 益 林 有
824.12 万亩，涉及 12 个苏木（镇）、6 个
国 有 林 场（站）、1 个 国 家 级 自 然 保 护
区。此次提标扩面工作全旗范围内共扩
面 547 户 2068 人，公益林补偿范围实行
完全禁牧，适龄待遇标准提高至 15000
元，到龄待遇标准提高至 10000 元，半
农半牧待遇标准不变。

截止目前，阿左旗林业局已完成享
受待遇人员的审核、批复、发放等各项工
作 ，涉 及 全 旗 12 个 苏 木 镇 63 个 嘎 查
2447 户 9004 人，补偿金已通过财政“一
卡通”程序发放到牧户手中。

阿左旗发放公益林生态效益
补偿金 9053万元

□本报记者 张慧玲

“ 咩 咩 ⋯⋯ ”一 只 刚 出 生 不
久 的 小 羊 羔 蹒 跚 地 向 牧 民 哈
斯 额 尔 德 尼 走 了 过 来 。 这 时 ，
他 正 在 护 理 刚 刚 产 下 双 羔 的
羊 妈 妈 。

今年，锡林郭勒盟镶黄旗阿
拉 腾 毛 都 嘎 查 牧 民 哈 斯 额 尔 德
尼一家，春节又被小羊羔给“闹”
了。半个月时间里，他家就已经
接 了 60 多 只 小 羊 羔 ，其 中 双 羔
达 20 多对。

“ 过 年 刚 好 赶 上 接 冬 羔 ，一
边放着鞭炮，一边接着羊羔，家
里真是热闹。”看着满圈羔羊，哈
斯额尔德尼喜上眉梢，用大嗓门
爽朗地说着。

随 着 畜 牧 业 产 业 化 进 程 的
推进，锡林郭勒盟牧民不断增强
转 变 生 产 经 营 方 式 的 意 识 。 越
来 越 多 的 牧 民 把 每 年 三 四 月 份

开 始 的 接 羔 工 作 提 前 了 到 春 节
前后，接冬羔、接早春羔也让牧
民的春节更加热闹起来。

哈斯额尔德尼说，春节期间
成 了 他 家 接 羔 最 忙 碌 的 时 候 。
现 在 大 多 数 牧 民 家 都 盖 起 了 暖
棚、备足饲草料，具备了寒冬接
羔的条件，牧民们也都开始习惯
接 冬 羔 。 接 冬 羔 不 仅 减 轻 了 草
场压力，而且冬羔生病少，生长
快，还能提前出栏，增加牧民的
收入。

近年来，锡林郭勒盟引导牧
民 接 冬 羔 和 早 春 羔 。 冬 羔 和 早
春羔经过短期育肥后，可提前一
至两个月出栏。出栏时，正避开
牲畜出栏高峰期，有利于牧民增
收。如今，像哈斯额尔德尼家一
样接冬羔、早春羔的牧民在锡林
郭勒盟已占到绝大多数，接冬羔
和 早 春 羔 已 成 为 牧 民 增 收 的 主
要措施，所以近年来锡林郭勒草
原的新春总是接羔忙。

春节接羔忙
□本报记者 韩雪茹

正月十六，巴彦淖尔市磴口县
渡口镇东地村还沉浸在元宵节的喜
乐气氛中。村民杨田斌更是乐得合
不拢嘴：“做梦也想不到，我临老了
还能住上这砖瓦新房。”

看到前来采访的记者，杨田斌
热情地把我们迎进屋：“快进屋，看
看这明晃晃的玻璃窗，太阳一晒不
比你们城里差哇。”

今年 71岁的杨田斌是村里的低
保贫困户，靠家里仅有的 6亩耕地维
持基本的温饱。40多年来，他和老伴
儿一直住在土房里。去年，那几间土
房已经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危房。无
奈之下，杨田斌和老伴儿只能暂时搬
离，借住到别人家。现在，年龄大了，
再加上患有半身不遂，盖新房对他来
说是不敢想的事儿。

受益于易地扶贫搬迁工程，去
年杨田斌家里盖起了 4间正房，还新

建了粮房。2016 年 11 月 6 日，老两
口搬进了新房。这一天是成了他们
最高兴，也是最难忘的一天。

“别提有多满意了！新房子亮
亮堂堂，还给安装了暖气，住在里面
心里真踏实。不光是我家，全村到
处都是崭新的面貌，一排排新房子
整整齐齐，一条条水泥路通到家家
户 户 ，晚 上 还 有 太 阳 能 路 灯 照 亮
⋯⋯”说到动情处，杨田斌把拄着的
拐杖放在一边，双手比划着：“你来
看看这新房，这院墙，这哪是我一个
老汉能盖起来的？现在院子也硬化
了，比以前的家里都干净。咱真心
感谢政府，感谢好政策！”

不仅有房住，而且住得好，杨田
斌心头的一块大石头落地了。他享
受低保，还养上了羊，生活更有保
障。“现在我家养着 4 只羊，每只羊
能卖个 1000 多元。今年再养上 5
只，年底就能卖了。再加上种地的
收入，老两口一年的用度就够了。”
杨田斌说。

住进新房真踏实

2月12日，杭锦后旗陕坝镇中南渠村
村民王荣正在温室大棚内采收茼蒿。近年
来，中南渠村成立了杭锦后旗康尔徕绿色
食品专业合作社，引领全村农民实现规模
化种植、标准化生产、品牌化销售。目前，
合作社有设施农业基地面积1650亩，主要
以育苗、生产反季节蔬菜为主，亩均效益可
达4—5万元。 本报记者 钱其鲁 摄

设施农业富了中南渠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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