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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枝莲

“雷总，你好！我从网上看到你们销售的
中和西黑枸杞，想详细了解一下！”顾客打来
电话询问。

自从 2016 年 11 月 19 日达拉特旗中和西
镇电子商务运营中心挂牌运营以来，该旗中
和西镇南伙房村农家妇女雷碧霞就成为“雷
总”，她的电话成了销售热线。

“黑枸杞有瓶装的，有礼盒装的；礼盒内
有数量不等的玻璃管装，每管 20 多克，6 管的
每盒 258 元，10 管的 348 元⋯⋯”

“我算算，6 管的总共 120 多克 258 元，10
管的总共 200 多克 348 元，对吧？那还是 10
管的优惠些，我要 3 盒！”消费者算得精明，买
得痛快。

“好，我这就准备给您发货！”雷碧霞挂断
电话就安排下单。

没过几分钟，这位顾客又打来电话，再增
加 3 盒。

不等她把 6 个礼盒打点好，电话又来了，
再增加 3 盒 6 管装的。前后不到 10 分钟，9 个
黑枸杞礼盒就销售出去了，销售额 2862 元。
难怪该村农牧民说，自从雷总做起了电商，他
们才亲眼目睹了电商是咋回事，“原来，电商
就是驾上闪电去经商，你根本没见顾客的影
儿，顾客也根本没来看你的货，就成交了，太
神奇了！”

“可是，就是因为我们和顾客之间只靠网
络这一道‘闪电’联络，看似虚无缥缈，但商品的
质量及各环节的服务却丝毫马虎不得，否则你
就不会走远！”雷碧霞不断地给自己的员工和供
货的农牧民念叨着她对电商的认识和理解。

开业整整两个月，她的电商运营动静被
当地农牧民密切关注、广泛传播。

“以前听说黑枸杞1斤能卖800元，根本不
信，认为纯粹是在说梦话，谁买了！现在亲眼看
见雷总成天在下单发货，人家是像黄金一样论
克卖了，而且货还没有上路款已经收到了，这可
是活生生的事实，你不信能行？”农牧民的思想
被雷总这电商冲击得一时找不着了北。

“因为我们的黑枸杞栽植第一年，挂果极
少，产量有限，这两个月售出近 30 斤，平均每
斤卖到了 800 元，主要是因为营养价值高、质
量可靠。现在马上要售完断货了，但信誉是
电商的生命，我绝不会从外地购进再售出，因
为我要从长计议，不能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
脚⋯⋯”雷碧霞说。

作为中和西枸杞协会会长，她的电商平
台首先要做足枸杞文章。翻身村农民郝占海
种 植 的 红 枸 杞 坚 决 不 打 农 药 ，种“ 良 心 枸
杞”。普通红枸杞市场价 10 来块钱 1 斤，雷
碧霞收购他的每斤 21 块，“良心枸杞必须要
配良心收购！”她雇人手工除杂、分选，上好的
卖到 1 斤 48 元，中等的 28 元，其余的 21 元。
目前，仅他的红枸杞就已经售出 500 多斤。

梁外官井村一农民听说她的电商平台神
通广大，就找上门来，说自己散养的 40 多只
红公鸡急需找到买主。她放到平台三四天时
间就全部售出，150 元 1 只，完全义务服务，从
中没挣 1 毛钱的利润。这位农民感激不已，
愣是给她丢下 100 块钱，“你为了我的事电话

费也打了不只 100 块！”可她至今不知道这位
憨厚朴实的农民叫什么名字。

当地农民看到她的电商动静越来越大，
就瞅中了商机，购进了 20 多万元的先进面粉
加工机。她把收购回来的面粉统一包装，打
造成“一面之缘”，目前已经售出 2000 多斤。
翻身村农民高四受益最多：“农民直接卖小麦
1 斤 1.4 元，给雷总卖白面 1 斤 2.8 元，她给消
费者卖 1 斤 3 元，2 毛钱的差价她还有运输等
成本，所以我们比她赚得更多！”

此外，当地农牧民产的牛羊猪肉、胡油、
葵花油、谷米、糜米、黑豆、黄豆、绿豆、豇豆、
红腌菜等农畜产品都搭上了她的电商快车，
销往上海、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及呼包鄂周
边地区。开业两个月，平台的销售额突破 20
万元，实现利润 2 万元。

“这个电商火起来，我们农民的底气就更
足了，种啥都挣钱，养啥都变现。2017 鸡年
大吉，机不可失，选好种养项目，我们也驾上
闪电奔小康！”农牧民的信心和希望，是雷碧
霞收获的最大效益。

“原来，电商就是驾上闪电去经商！”
■风信子

本报乌海 2 月 15 日电 （记者 郝飚）
前不久，乌海市海勃湾区千里山镇巴音乌素
村村民赵子清家迎来上门贵客，他们是海勃
湾区扶贫办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乌海分行工
作人员，经过一番资格审核，一笔 5 万元贷款
成为老赵致富之路的启动资金。

今年 58 岁的赵子清因意外事故失去左
手，妻子患病多年，一家人仅靠几亩薄田和低
保为生，是海勃湾区建档立卡的贫困户。老
赵始终有饲养肉牛的想法，但苦于没有资
金。不曾想，海勃湾区扶贫办 5 万元小额农
户贷款圆了他的致富梦想。

“5 万元贷款分两年还清，由政府担保并

贴补利息。我计划养 5 头牛，一头牛年收入
4000 元，还能下小牛犊，好好养下去，我想很
快就会有翻身的本钱。”赵子清话语间对未来
充满憧憬。

海勃湾区扶贫办副主任吴勇告诉记者，
像赵子清这样建档立卡的贫困户，海勃湾区
共有 358 户 684 人。为了不让一名贫困群众
掉队，海勃湾区通过金融扶贫、结对帮扶、产
业 扶 贫 等 方 式 帮 助 贫 困 户 拔 穷 根 。 截 至
2016 年底，海勃湾区建档立卡贫困户全部实
现脱贫目标。

近年来，海勃湾区按照“精准扶贫、不落
一人”的要求，全力打好扶贫攻坚战。该区在

全区抽调 251 名副科以上干部，对该区 358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进行“一对一”结对帮扶，
为他们建立脱贫计划、帮扶措施、工作台账，
做到一户一本台账、一户一套帮扶措施。对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按健康状况进行分类，有
劳动能力的人口通过发展设施农业、休闲观
光农业，引入产业项目引导他们就业。对有
劳动能力且有经营能力的贫困户，通过金融
扶贫富民工程项目中的小额农户贷款等产
品，鼓励其发展种养殖业、乡村旅游业及农家
乐等产业。对于患病残疾人群有一定劳动能
力的通过采用“农区+基地+农户”的形式，让
其从事简单的手工艺品制作，实现居家就

业。千里山镇王元地村源联巧手工艺制品有
限公司内，便有 80 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在这
里找到缝纫、刺绣等居家就业的工作。而对
于彻底丧失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则采取政
府兜底的方式进行扶贫。

此外，对因学致贫的农区贫困户，海勃
湾区实施普通高校新生资助政策。对录取到
普通高校本科类的新生一次性资助 4 万元，
录取到普通高校专科或高职高专类新生一次
性资助 3 万元。同时，通过实施“雨露计
划”，对家中有在校大学生、高职高专学生
的农区贫困户给予每名贫困学生一次性补贴
1500 元。

海勃湾区建档立卡贫困户全部脱贫

本 报 巴 彦 淖 尔 2 月 15 日 电 （记 者
韩继旺）新春伊始，磴口县 4904 名建档立卡
贫困群众收到一份饱含暖意的新年礼物。
磴口县财政投入 88.272 万元，为每人购买
一份包健康商业保险，为贫困人口撑起健康

“保护伞”。
2016 年底，磴口县有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 4904 人，其中 73%为老幼弱病残。因病
致贫占到 68%，医疗支出成为贫困人口家庭
最大支出。为解决贫困群众因贫看不起病、
因病加剧贫困问题，减少农村居民因为意外
伤害带来的医疗费用支出，减轻农民负担，
磴口县坚持政府主导，商业保险运作的模
式，建立了贫困人口大病补充医疗保险制
度。在新农合、大病商业保险基础上，为贫
困人口每人购买 180 元的意外伤害保险、重
大疾病保险、大病住院补充医疗保险、大病
慢性病门诊补充医疗保险。

磴口县
为 4904名贫困群众
购买健康商业保险

本报兴安 2 月 15 日电 （记者 胡日查 高
敏娜）元宵节前后，扎赉特旗阿尔本格勒镇阿本黑
木耳专业合作社推出了“黑木耳槽子糕系列”产品，
在各大超市一亮相就受到消费者的欢迎。黑木耳
槽子糕采用黑木耳面粉、鲜蛋、白糖、蜂蜜等原料烘
烤而成，糕体松而不散、软而不滑，口感醇而深厚、
久食不腻，营养丰富。

阿本黑木耳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包春杰介绍说，
此次研发的黑木耳槽子糕，是继黑木耳月饼后他们
推出的又一个黑木耳系列新产品，目前槽子糕订单
不断，合作社正在加紧生产中。

据了解，自 2012 年阿尔本格勒镇阿本黑木耳
专业合作社成立以来，注册的“东北耳神”商标已经
成为全国地理标志认证农产品，并通过 ISO9001
质量认证。合作社自行研制的木耳粉、木耳面等产
品远销全国各地。预计今年黑木耳槽子糕将消化
贫困户种植的黑木耳达 2 万斤。

扎赉特旗
黑木耳槽子糕俏销

本 报 锡 林 郭 勒 2 月 15 日 电 近 日 ，总 投 资
5.14 亿元的苏尼特右旗生态牧业养殖屋顶 40 兆瓦
分散式光伏项目获得批复。

项目计划在该旗朱日和镇巴彦高勒嘎查和东
达乌素嘎查分别建设 20 兆瓦，预计今年 3 月开工
建设，6 月底完工并投入使用。建成后，不仅有助
于开发当地丰富的太阳能资源，改善能源结构，而
且对促进当地畜牧业发展、增加牧民收入具有积极
的作用。

去年底，苏尼特右旗被列入国家光伏扶贫工程
重点实施旗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扶贫办、
国家能源局、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5
部门将联合在该旗以整村推进的方式实施光伏扶
贫工程，在 2020 年之前，保障该旗建档立卡无劳动
能力的贫困户每年每户增加收入 3000 元以上。

（孙智广）

苏尼特右旗
生态养殖屋顶光伏项目落户

本报兴安 2 月 15 日电 （记者 胡日查 高
敏娜）近日，科右前旗与华西希望集团共同召开
100 万头生猪养殖产业一体化项目工作推进会，标
志着华西希望集团在该旗的生猪产业化扶贫项目
建设全面启动。

据悉，该项目计划总投资 30 亿元，主要建设
100 万头生猪养殖项目、30 万吨饲料项目和 100 万
头生猪肉食品加工项目。项目建成投产后，将形成
产、供、加、销一体化的现代生猪产业基地，可解决
当地 2000 名农牧民就业，带动该旗发展生猪出栏
100 万头以上，形成 80 亿元产值的生猪产业链。
同时，通过“公司+基地+农户”的生猪养殖模式，该
项目将辐射带动科右前旗广大农牧户发展生猪标
准化、规模化养殖，进行全产业链经营，打造品牌食
品，有效提升当地生猪养殖产业化水平，为群众脱
贫致富、持续增收提供保障。项目一期工程计划 4
月 16 日开工建设，年内完工。

科右前旗
百万头生猪扶贫项目启动

本报乌兰察布 2 月 15 日电 （记者 海军）近
日，卓资县举行 2017 年招商引资推介会，来自北
京、上海、浙江、深圳的 60 多家上市企业代表，浙
江、云南等省市内蒙古商会负责人、深圳等地区乌
兰察布商会负责人，以及区内外社会各界人士共
150 余人参加此次会议。

卓资县此次推介的重点项目有：卓资县龙胜国
家森林公园建设、湿地公园建设、农畜产品交易市
场建设、隆盛湖水利风景区开发、吉庆峡水世界旅
游区开发、雷山仙湖度假村开发、二龙山农耕文化
影视旅游村建设、武要古城文化旅游区开发、明星
沟原生态度假村项目开发、图书批发市场、文化传
媒创意公司、“医养中心”、中西钼矿钼酸铵项目、移
动东兴 PVC 系列下游产品生产项目等 40 多个项
目，集中涵盖了卓资县“十三五”期间升级改造的传
统产业和重点培育的新兴产业。

会上，共签订各类合作协议 12 份，引资资金
110 亿元，涉及能源、化工、旅游、金融、生态环保、
农畜产品生产加工等多个领域。

卓资县
12 份协议引资 110 亿元

本报呼和浩特 2 月 15 日讯 家住呼和浩特市
新城区天府花园的刘卓是一名在外地就读的大学
生，放寒假回家发现小区变样了。墙体干净了，堆
积的垃圾不见了，就连占用小区公共面积的铁皮房
和菜园子都不见了踪影。

“从 1 月 5 日起，社区内的工作人员便开始对小
区内存在的各种问题进行集中整治，近一个月的时
间，我们先后拆除了 68 个铁皮房，并对居民房前屋
后的堆积物与小菜园进行了清理。”新城区成吉思
汗街道办事处府兴社区党委书记杨绍斌说，“等天
气回暖我们还要对小区绿化和亮化，进一步提升小
区的环境质量。同时还会引进正规的物业公司，使
小区的环境卫生能得到长效的管理，为社区居民创
造一个健康优美的生活环境。”

据介绍，新城区成吉思汗街道办事处从 1 月 14
日起，成立 8 个行动小组，对 110 国道两侧违建临
建、两侧垃圾、违章停车、私屠乱宰、餐饮卫生等问
题进行全面整治。笔者看到，昔日这一段脏乱差的
110 国道两侧已经大变了样。 （刘沙沙）

呼和浩特新城区
110国道两侧大变样

□姜峰 摄影报道

“以前做饭烧锅炉都是烧煤和烧柴
禾，烟熏火燎的，现在好了，有了这灶台式
生物质节能环保炉，不但能烧菜、做饭、烧
暖气、还同时能烧洗澡水，不仅干净、快
捷、省工省力，而且还将成本降到了最
低。”家住扎兰屯市南木鄂伦春民族乡大
兴村村民乔恩斌高兴地说。

大兴村老党员冯金堂说，以前秸秆都

在地里直接烧了，既浪费又污染环境，有
了这环保炉，就是牛羊吃剩下的秸秆也能
换燃料颗粒，又省事又省钱，还保护了环
境，一年仅燃料费也能节省上千元。

据了解，秸秆原料生物能源利用项目
由呼伦贝尔市双龙生物新能源科技公司
承担，项目采取整村推进的方式，把大兴
村打造成该市新能源示范村。目前已经
为村民免费安装生物质节能环保炉 46
台，赠送燃料颗粒 32 吨，计划全村 227 户
今年全部完成。

该公司负责人介绍，100斤秸秆可加工
80斤燃烧颗粒，公司拿出60斤付给村民，还
有10斤够加工费用，剩余10斤是公司的利
润；如果是质量好的玉米秸秆，就把秸秆加
工成饲料颗粒，目前市场价 800元一吨，产
品供不应求，可实现经济、社会效益双丰收。

扎兰屯市有耕地 359 万亩，玉米、大
豆、葵花及其它农作物秸秆年产量 50 万
吨左右。该市大力发展生物质能为主的
可再生能源产业，着力打造复合型清洁能
源生产基地，带动经济快速转型升级。

秸秆变废为宝

种花卉年收入过10万

扎鲁特旗巨日合镇双山子村民魏
国达种植大棚花卉，年收入超过 10 万
元。他栽植了 3 个大棚的非洲菊花，易
管理，省工省时，进入正月以来，平均每
个大棚每天出售鲜花收入 100 元以上。

刘浩淼 摄

本报呼伦贝尔 2 月 15 日电(记者 刘玉
荣） 走进大兴安岭阿里河林业局食用菌科
技产业园区，看到温室内的职工正在热火朝
天地加工着锯末，为培植食用菌做准备。这
个园区共 65 架大棚，由林业局出资 310 万
元统一搭建并免费提供给食用菌培植户使
用。林业局还统一培植优质菌种赊借给职
工，并对困难职工按培植数量和规模提供无
息贷款，待产品销售后再按成本价还款。

据了解，2015 年 4 月 1 日林区停伐后，
为帮扶职工发展林下经济，两年来，阿里河
林业局工会共发放 200 万元帮扶基金，林业
局配套发放了 282 万元，帮助 350 名职工通
过发展林下经济增加收入。

阿里河林业局在 7 个林场建立了食用
菌培植基地，对资金少、生产能力弱的职工
家庭无偿提供生产设备和场地、并以集资入
股的方式进行帮扶。仅齐奇岭一个林场就
搭建食用菌培植大棚 5500 多平方米、晾晒
棚 3200 多平方米，职工集资入股 38 万元，
林业局工会累计提供无息贷款 23 万元，年
创产值 800 万元，放下斧锯的林场职工通过
培植食用菌增收致富。

如今，在阿里河林业局及局场两级工会
组织的扶持下，共有 890 个职工家庭充分利
用小额无息贷款自主发展食用菌培植、蓝莓
种植、生猪肉牛养殖等产业，年产值达 5500
万元，精准帮扶取得明显成效。

阿里河
林业职工放下斧锯
发展林下经济

加工好的燃料颗粒加工好的燃料颗粒。。

农民家农民家
新安装的生新安装的生
物质节能环物质节能环
保炉保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