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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群

■重头戏

■睛品库

■新思路新动能

本报巴彦淖尔 2 月 20 日电 （记者 韩
继旺）春节刚过，杭锦后旗康尔徕绿色食品
专业合作社主动与山东客商对接，为即将种
植的 2000 多亩大棚彩椒找到了“婆家”。合
作社理事长裴军武说：“合作社按照‘八统
一’模式为社员提供产前、产中、产后‘一条
龙’服务，创新了订单生产型、长期流转型、
反租倒包型 3 种经营模式，解决了社员所担
心的种什么、怎么种、卖不了的问题，真正实
现农企双赢。”

目前，康尔徕合作社自有设施农业面积
2300 亩，带动成员建成设施农业基地 3000
多亩，带动周边农民发展连片露天蔬菜基地
2.5 万亩，合作社年组织销售绿色无公害蔬
菜 15 万吨，直接带动农户 5200 户，间接带动
农户 6000 户，户均增收 6400 元。

建立龙头企业与农牧民紧密型利益联

结机制，是我区先行先试三项重点改革内容
之一。巴彦淖尔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在
多年良好发展基础上，以绿色有机为主攻方
向，依托乳、肉、绒、粮油、番茄、瓜果蔬菜等
优势特色产业，通过政策扶持、机制创新、典
型带动，有效推动龙头企业与农牧民紧密型
利益联结机制的不断完善。

2015 年，巴彦淖尔市制定下发推进龙
头企业与农牧民利益紧密联结机制实施方
案，确定订单契约型、“企业+专业合作社+
农户”型、“企业+基地+农牧户”型、服务协
作型、股份合作型等 9 种农企利益联结方
式，明确目标任务，细化工作措施，并在每
个旗县区确定 2 至 3 个龙头企业与农牧民
利益联结机制试点企业，由市、旗县区两级
政府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分别联系 1 家重
点企业，跟踪落实农企利益联结机制工作。

内蒙古兆丰种业粮食有限公司有 1 万
多 亩 自 有 基 地 ，主 要 进 行 有 机 小 麦 种 植 。
2016 年与 9 家农民专业合作社、16 个乡镇
约 2100 余家农户签订了小麦种植订单，种
植富硒小麦、绿色小麦 3 万亩，农户按照企
业规划要求和栽培技术进行种植，使企业
与农户形成“企业+基地+农户”利益联结
机制，农户种植 1 亩小麦净收益均在 1300
元以上。

杭 锦 后 旗 头 道 桥 镇 太 平 乳 业 公 司 采
取的是股份型利益联结机制，一次性流转
民建村三组全部土地，以企业投资和农户
土 地 入 股 形 式 组 建 公 司 进 行 经 营 。 民 建
三组 64 户农民以 1533 亩土地入股占 49%
的股份，泰升集团投资 550 万元占 51%的
股份。入股农民到企业就业，变为产业工
人，每年享受土地租金收益并在企业领取

薪 酬 和 股 份 分 红 。 每 户 两 口 人 的 工 资 收
入 加 土 地 入 股 效 益 、分 红 年 收 入 可 达 6.5
万 元 左 右 ，收 入 明 显 高 于 周 边 其 他 村 组
收入。

目 前 ，巴 彦 淖 尔 市 已 有 198 家 农 牧 业
产业化龙头企业与农牧民建立了利益联结
机制，占全部 275 家农牧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的 72%。其中，121 家龙头企业与农牧
民建起紧密型利益联结机制。在紧密型利
益 联 结 机 制 中 ，订 单 契 约 型 占 42% ，“ 企
业+专业合作社+农户 ”型占 5%，“企业+
基地+农户”型占 19%，服务协作型占 5%，
股份合作型 8%，其他类型占 21%。建立利
益联结机制的龙头企业约带动农牧户 14.4
万户，约占全部农牧户的 57.6%；农牧民来
自利益联结机制方面的收入约占全部收入
的 75%。

巴彦淖尔市农企利益联结机制越来越紧密

本 报 乌 海 2 月 20 日 电 （记 者
于海东）外边天寒地冻，但乌达农业园
区内的温室里却温暖如春，一株株桃
花、杏花、樱桃花争相绽放，为前来游
览的市民报春。近年来，乌海市通过
大力扶持发展现代休闲农业，既提高
了土地利用率，更促进了农区居民脱
贫解困、增收致富，依托休闲农业，一
个个农家乐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乌 海 市 一 产 属 于 典 型 城 郊 型 农
业 ，距 离 城 区 近 ，土 地 面 积 少 。 近 年
来，该市大力扶持发展特色葡萄、温室
种植等现代休闲农业，利用城郊型农
业 优 势 ，促 进 一 二 三 产 业 融 合 互 促 。
通过运用种植、养殖、农业保险、土地
流转等各项补贴政策，并借助“丝绸之
路”世界沙漠葡萄酒文化节等文化活
动推动产业发展，着力引导大田作物
种植向葡萄等农业主导产业转移，促
进农业发展和农区居民增收。截至目
前，全市葡萄保有面积 3.2 万余亩，种
植 品 种 达 109 个 。 全 市 涉 及 葡 萄 种
植、加工、贮藏、流通企业达 33 家，其
中 葡 萄 酒 加 工 企 业 4 家 ，年 生 产 能 力
21300 吨，保鲜流通企业 11 家，贮藏保
鲜 能 力 达 12 万 立 方 米 。 鲜 食 葡 萄 销
售收入过亿元，葡萄加工产品销售收
入达 2 亿元。

产 业 壮 大 的 同 时 ，引 导 农 区 居 民
与龙头企业利益趋同，培育建立农区
居民与农业企业互补互促的利益联结
机制。截至目前，全市通过订单合同
型、价格保护型、服务协作型、流转聘
用型等方式，与农区居民建立利益联
结农业龙头企业达 34 家，占市级以上
农业龙头企业总数的 77%。

为 进 一 步 推 动 休 闲 观 光 农 业 发
展，乌海市专门编制了《乌海市“十三
五”时期休闲农业发展规划》，以农家
特色餐饮、绿色采摘、休闲旅游为主的
小型农家乐日益丰富，成为休闲农业
的重要组成部分。截至目前，全市形
成一定规模的休闲农业类型和具有休
闲农业功能的企业达 10 家，其中国家
级 2 家 ，自 治 区 级 休 闲 农 牧 业 与 乡 村
牧 区 旅 游 示 范 点 4 家 ；农、牧、渔 家 乐
达到 40 家，其中星级乡村旅游接待户
12 家。阳光田宇国际酒庄和蒙根花休
闲农业园还于 2016 年底获评国家 4A
级景区，取得增收致富与美丽乡村互
促的良好效果。

休闲农业
省力又增收

本报呼和浩特 2 月 20 日讯 （记者 皇甫秀玲）
记者从呼和浩特市科技局获悉，2016 年呼和浩特市
专利申请量创历史新高，达到 3203 件，占自治区申请
总量（10672 件）的 30.0%，同比增加 589 件，增幅为
22.5%。

近年来，呼和浩特市科技局高度重视高新技术
企业的培育发展，为提高企业知识产权创造、运用、
保护水平，不断创新工作模式，抓好宣传培训，强化
优势培育，精准对接服务，多措并举开展了一系列卓
有成效的工作，全面提高了企业知识产权管理人员
及科研人员的知识产权运用、保护意识和创造能力，
促进全市科技创新水平的提升，专利申请量由上一
年的 2600 多件跃升为 3203 件，其中，专利申请中发
明专利 1022 件、实用新型专利 1629 件、外观设计专
利 552 件。

呼和浩特市专利申请量
同比增幅 22.5%

本报巴彦淖尔 2 月 20 日电 （记者 韩继旺）为
解决群众购房顾虑，方便购房人自助查询商品房买卖
信息及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办理信息等，由巴彦淖尔市
住建委研发的商品房预销售触摸屏查询系统近日在
市政务服务中心投入使用。

据了解，购房人通过商品房预销售触摸屏查询系
统，不仅可以自助查询买卖合同的真假，还可以看到
合同的主要内容。查询系统投入运行 20 多天来，群
众已成功查询 300 多条信息，不仅减轻了窗口工作人
员的工作量，且为购房人维护权益提供了信息支持，
受到广大市民群众一致好评。

今年巴彦淖尔市住建委加大“互联网+”业务应
用力度，目前正在研发商品房预销售预审批系统和施
工许可证审批系统，届时企业办事人员可通过手机
APP 随时随地办理相关业务。

巴彦淖尔市商品房
买卖信息可以自助查询

本报乌海 2 月 20 日电 （记者 于海东）记者从
乌海市商务局了解到，2016 年乌海市全年实现外贸
进出口总额 8970 万美元，同比增长 95.8%，实现“十
三五”开门红。

据了解，在进出口总额中，出口完成 8920 万美
元，同比增长 97.1%；进口完成 50 万美元，同比下降
6.1%。出口产品以 PVC、土壤调理剂为主。出口国
主要以亚洲市场为主，占外贸总值的 83%，欧盟及欧
洲国家分别占 14%和 0.02%，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贸易额达 7164 万美元。

近些年，随着乌海市对外贸易管理体制的进一步
完善，外贸企业整体素质不断提高，企业产品质量、自
主创新能力等核心竞争力明显提升，对外贸易发展呈
现多元化趋势。

乌海市外贸进出口
同比增长 95.8%

本报通辽 2 月 20 日电 （记者 郭洪申）日前，
以“促进转移就业 助力脱贫攻坚”为主题的 2017 年
通辽市就业招聘会在当地就业与人才服务中心举
行。与以往招聘会不同的是，求职者中返乡就业的人
占了很大比例，都是有工作经验或者一技之长，或在
外打拼几年后准备回到家乡就业的。用人单位也改
变了过去片面追求高学历、高职称的做法，开始重视
人才的实际技能和职位的适应性。

据统计，财务、管理、流通、服务领域等岗位成为
求职热门，计算机、电子商务、市场营销、交通运输、广
告设计等专业需求量较大。本次招聘会参会单位 78
家，提供就业岗位 1592 个，进场求职人员达 2000 余
人次，签订意向性就业协议 675 人次。

通辽市就业招聘会
显现返乡就业热

本报兴安 2 月 20 日电 （记者 胡日查 高敏
娜）日前，国网内蒙古东部电力有限公司下发通知表
彰 2016 年度“中心村标准化示范工程”，“科右中旗苏
木东 1 号台区改造工程”获此殊荣，标志着国网兴安
供电公司的中心村电网改造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果。

据了解，为解决“低电压、卡脖子、动力电不足”等
问题，去年国网蒙东电力启动了新一轮农网改造升级
工程，实施井井通电、小城镇（中心村）电网改造升级
和村村通动力电工程。2016 年，国网兴安供电公司
已完成的第一批中心村改造升级工程共计投资 2951
万元，实施 82 个单项，新建及改造 10 千伏线路 44 公
里、低压线路 160 公里，安装配电变压器 77 台、总容
量 45645 千伏安，改造户表 6615 户。预计 2 年时间
内，投资 20 亿元，完成 1455 个小城镇（中心村）电网
改造升级；投资 2.24 亿元完成 3.45 万眼农田灌溉机
井通电或改造，实现蒙东平原地区 16 万眼机井全部
通电；投资 2.29 亿元用于村村通动力电工程，预计
224 万农民受益。

兴安盟农网改造
敲开农家幸福门

本报呼和浩特 2 月 20 讯 （记者 刘
洋）为彻底解决城中村、城边村、城郊村环
境卫生脏、乱、差，以及环卫设施不健全且
无专业队伍管理的现状，近日，呼和浩特市
全面开展环卫设施城乡一体化建设工作。

据了解，此项工作涉及全市尚未开发改
造或局部改造的104个城中村、城边村、城郊
村，将建设环卫作业及服务配套设施，配备
专业设备，以实现城乡环卫硬件设施建设、
服务水平与城区环卫专业化管理的对接。

目前，呼和浩特市环卫设施城乡一体
化建设工作实施方案已出台。按照该实施
方案，在垃圾转运站设置方面，新建压缩式
垃圾转运站 43 座，能满足改造村近 8 到 10
年的垃圾清运作业需求。对垃圾产量相对
较大的村镇和人口密度小的村落，适当配

套设置经济、实用的简易地坑式垃圾转运
站，取消垃圾收集明点，实现垃圾密闭化收
运，日产日清。同时，为避免因垃圾渗滤液
污染地下水源，每座简易地坑式垃圾转运
站都将配套设置一个污水井，共配套设置
污水井 72 个。对现有旱式公厕根据情况
确定有条件进行升级改造能改建为水冲公
厕的共有 235 座。这些水冲公厕建设档次
参照国家住建部二类标准进行建设，建设
面积 85 平方米以上。

在环卫专用车辆配备方面，配置双动
力压缩车 43 台、双臂吊车 24 台、抽排车 47
台、中 型 道 路 机 扫 车 48 台、保 洁 手 推 车
1560 辆、洒水车 30 台、果皮箱 5200 个、装
载机 104 台、压缩车 119 台。建设环卫工
人休息室 208 座。

首府启动环卫设施
城乡一体化建设

本报阿拉善 2 月 20 日电 （记者 刘宏
章）记者从阿拉善盟旅游局获悉，2016 年，阿
拉善盟以打造国际旅游目的地为目标，加快
完善旅游规划，加大投融资力度，加快旅游服
务设施建设，共投资 10.53 亿元建设完善 14
个旅游景区。

去年，阿拉善盟在重点建设完善的 14
个旅游景区中，越野 e 族梦想汽车文化主题
公园列入自治区重点项目，年内完成投资
6.66 亿元，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此外，
胡杨林旅游区、大漠胡杨旅游区、定远营—
营盘山—大漠奇石文化产业园、金沙堡地生
态旅游区 4 个盟级重点项目以及天鹅湖、贺
兰山福因寺（北寺）、万泉湖生态旅游度假等
9 个旅游景区，年内共完成投资 3.87 亿元，
主要用于完善游客接待服务中心、旅游厕

所、停车场、标识标牌及推进智慧旅游和景
区绿化工程、水系工程、栈道等基础设施建
设，为加快打造精品旅游景区打下基础。同
时，该盟加大项目招商引资力度，明确责任
主体，制定重大项目推进工作机制，为景区
的建设完善提供保障。

阿盟积极开展高 A 级旅游景区创建工
作，其中，贺兰山福因寺（北寺）旅游区完成投
资 700 万元、大漠胡杨旅游区完成投资 7600
万元、金沙堡地生态旅游区完成投资 3000 万
元，主要用于完善旅游配套设施，提高景区服
务质量和管理水平，并成为国家 4A 级旅游景
区。建设完善旅游景区不仅顺应了当前旅游
消费升级的新趋势，拓展旅游发展空间，更为
实现今年阿拉善盟委（扩大）会议提出的构筑

“大旅游”格局夯实了基础。

阿盟投资10.53亿元
建设完善14个旅游景区

旅游嫁接非遗

路越走越宽
□文/图 本报记者 皇甫秀玲

在托克托县的社火活动和
多姿多彩的文化旅游活动中，

“非遗”表演已成为必不可少的
内容并深得游客青睐。

观众喜爱的自治区非遗项
目——双墙秧歌，通过表演传承
和发展已有 300 余年历史了，其
中，文秧歌表演节目有《海蚌戏
渔翁》《拉花踢鼓》等 50 多个；武
秧歌有《醉打蒋门神》《打焦赞》
等 20 多个。其曲调丰富多彩，
表演妙趣横生。如今，双墙秧歌
部分节目借鉴传统戏曲的艺术
精华走出社火圈子，登上国门戏
剧舞台，文秧歌《竹马·老罕王进
京》获第十二届中国民间文艺山
花奖社火大赛金奖。

目前，该县列入自治区、呼
市“非遗”保护名录的有挠阁、双
墙秧歌、托克托传说故事、寿阳
鼓、九曲黄河阵、托县面塑、托县
剪纸、托克托社火、托克托吹歌
等“ 非 遗 ”项 目 10 多 个 。 近 年
来，该县不断将“非遗”项目植入
文化旅游活动中，丰富县域文化
旅游内涵，2016 年共接待旅客
50 万人（次），旅游收入 8900 万
元。

该 县 依 托 丰 富 多 彩 的“ 非
遗 ”文 化 ，充 分 发 掘 沿 黄 河 地
区丰富的民俗风情和历史文化
遗产资源，打造诸多宣传展示

“非遗”丰富内容的农家乐、渔
家乐等民俗旅游景区，深受游
客欢迎，村民通过旅游接待实
现增收致富，也让非遗传承之
路越走越宽。

武秧歌跌跤人人。

皇杠表演。

文秧歌《海蚌戏渔翁》。

寿阳大鼓敲起来。

挠阁表演

。

■镜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