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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2 月 20 日 讯 （记 者 李 文
明）春耕在即，巴彦淖尔市农机系统根据
各地区农牧业生产的特点，有针对性的做
好春耕备耕农机具的生产、引进和维修工
作。目前，巴彦淖尔市 70 多家农机生产
企业和 50 家农机经销企业积极筹备货
源，各生产、经销企业已备足价值1.3亿农
机具，以满足今年春耕备耕生产需求。

本 报 2 月 20 日 讯 （记 者 韩 雪
茹）2016 年，呼伦贝尔市以精准扶贫、精
准脱贫为统领，坚持搬迁与脱贫“两手
抓”，立足安置区资源禀赋，依据不同搬
迁安置模式，支持发展特色产业以及探
索资产收益扶贫等方式，确保搬迁群众
实现稳定脱贫。2016 年全市 8 个易地
扶贫搬迁项目旗市共计开工建设 2133
户，建设完工 2065 户，开工率达 110%，
实际完工率达 106%，超额完成 2016 年
度易地扶贫搬迁项目任务。

本 报 2 月 20 日 讯 （记 者 施 佳
丽）2016 年，乌兰察布市以建设全国生
态文明示范区为目标，以林业发展“十三
五”规划为纲领，投入林业生态项目资金
43.4 亿元，完成林业生态建设任务 125
万亩。其中，国家重点林业生态工程投
资 8.1 亿元，完成 102.21 万亩建设任务；
重点区域绿化投资 35.3 亿元，完成 22.8
万建设任务亩。

本 报 2 月 20 日 讯 （记 者 韩 雪
茹）2017 年锡林郭勒盟确定易地扶贫搬
迁 人 口 2171 人 ，同 步 搬 迁 人 口 1086
人 。 易 地 扶 贫 搬 迁 计 划 投 入 资 金
1.3026 亿元，人均投资标准为 6 万元。
同步搬迁计划投入资金 0.1086 亿元，人
均投资标准为 1 万元。

本 报 2 月 20 日 讯 （记 者 李 文
明）2017 年，包头市将围绕打造国家级
农业可持续发展试验示范市，实施种羊
繁育、鹿文化观光、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等
农牧业重点项目 87 个，项目总投资 209
亿元，年内完成投资 88 亿元。同时，包
头市将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引进国内外
知名龙头企业 5 家、区内外大型农牧业
标准化和食品加工企业 10 家。

微语

□李文明

“家财万贯，带毛的不算。”一直以来，畜禽活
体没有作为物权资产被人们所认同，畜牧业融资
难的问题一直难以解决。

保险公司给养殖户提供全产值保险，银行根据全
产值保险提供贷款，邦福农业公司引入金融和保险，
激活了农村金融服务链条，使土右旗的部分农民在生
产过程中享受到了“保险+金融”的新型服务。以全产
值保险险单为抵押物，这种有别于传统利用固定资产
作为抵押物的贷款模式，使得农民无需四处寻找可供
抵押的物品，解决了牵制农牧民扩大经营规模的资金
难题。农业保险作为支持农业的重要手段，与银行和
保险公司达成战略合作，更是解决了老百姓在生产经
营过程中资金短缺和后顾之忧的问题。

农牧业产业化的发展和农业组织产业化水
平的提高，不仅促进了农牧户生产的专业化水
平，而且带动了种养业大户的发展，产业链上下
游融资需求出现了差异化和个性化趋势，对于涉
农金融机构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提出了新要求。
围绕这些新需求，金融机构和服务企业应当积极
创新、“量体裁衣”，围绕完善现代农业金融服务
体系，建立多层次的农业保险体系进行更多有益
的探索，创新农村金融服务，助推现代农业发展。

创新农村金融服务
牵住“三农三牧”问题“牛鼻子”

□本报记者 李文明

“养了十几年牛，现在终于解决掉了
最大的‘拦路虎’。”2 月 17 日，包头市土
右旗美岱召镇河森茂村村民王志国指着
自家牛舍的西门塔尔牛禁不住感叹。

王 志 国 从 2003 年 开 始 养 殖 奶 牛 。
近两年，奶价下跌，王志国一直在寻求转
型之路，盘算着育肥西门塔尔、夏洛莱、
荷斯坦等出栏比较快的肉牛。3 到 6 个
月的时间里，一头肉牛可以育肥 100 斤
左右，然后选择在行情比较好的时候卖
出。这样下来，一年可以育肥 3 茬肉牛，
收入比较可观。

“牛肉价格比较稳定，如果只做育
肥，封顶 6 个月的时间出栏，可以有效
锁 定 风 险 。 但 养 肉 牛 投 资 大 ，每 头 牛
价格都是以万计。加之家里养奶牛已
经 向 银 行 贷 了 款 ，再 去 贷 款 就 难 上 加
难 了 。”王 志 国 说 ，他 最 多 的 时 候 养 了
100 多 头 奶 牛 ，多 年 来 他 掌 握 了 先 进
的 养 殖 技 术 ，并 积 累 了 丰 富 的 养 殖 管
理 经 验 ，对 于 养 肉 牛 自 己 很 有 信 心 。
但 受 限 于 资 金 投 入 ，自 己 只 能 零 星 地

买 几 头 肉 牛 ，养 殖 规 模 始 终 没 有 什 么
突破。

2016 年 8 月，王志国接到内蒙古邦
福农业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人员的电话，
告诉他公司可以给他的牛上保险，还能
帮 助 他 从 银 行 贷 款 。“ 还 能 有 这 好 事
儿？”听到这个消息，将信将疑的王志国
当天便赶到萨拉齐镇详细地了解了情
况。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他去年 10 月成
功地从银行贷款 91 万元购买了 100 头肉
牛。不到 4 个月的时间里，王志国已经
陆续卖掉了 70 多头牛，每头牛平均收入
800-1000 元。

“农村资产不易变现，无法提供合格
的抵押物，很难大规模贷款。融资难成
为不少养殖户扩大养殖规模时遇到最
大 的 难 题 。” 内 蒙 古 邦 福 农 业 公 司 总
经 理 高 松 介 绍 说 ，为 了 解 决 这 一 棘 手
问题，2016 年，邦福农业公司引入了金
融和保险，激活农村金融服务链条，把
农 业 保 险 作 为 支 持 农 业 的 重 要 手 段 ，
与 银 行 和 保 险 公 司 达 成 战 略 合 作 ，解
决老百姓在生产经营过程中资金短缺
和后顾之忧的问题。邦福农业公司和
保 险 部 门 依 据 市 场 化 运 营 模 式 ，为 土

右旗养殖户进行等级划分，并提供全产
值保险。给饲养的牲畜投放全产值的养
殖保险后，依托全产值保险险单为抵押
物，养殖户可撬动农业金融资本，在银行
获得金额高达牲畜和养殖饲料总价值
70%的抵押贷款。在这个金融服务体系
中，服务公司、银行、保险、监管机构各司
其职，达到互利共赢的目的。

“比如一头牛价格一万，养殖成本
5000 元，上了全产值险后，养殖户可以
获得 1.05 万元贷款。这样算下来，农户
只要拿出 4500 元，也就是掏了个养殖饲
料钱，就能养上育肥牛。”高松举例说，如
果饲养过程中牲畜因疾病等因素意外死
亡，养殖户还有保险兜底，获赔牲畜购买
款以及养殖饲料的费用。而加入科技服
务体系后，养殖户贷款规模最高可以提
升至 500 万元。

“不得不服。”王志国对内蒙古邦福
农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高松竖起了大
拇指。把剩余的 20 多头肉牛的卖掉后，
他打算多贷些款，再养殖 200 头肉牛。

“照现在的情况看，一年能养 3 次育肥牛，
一年下来收入三五十万不成问题。”王志
国信心满满。

活牛也能抵押贷款

直播 Live

□本报记者 李文明

近年来，包头市农村土地流转平稳发展。截至
2016 年底，全市流转土地面积达到 197.7 万亩，占
家庭承包经营耕地面积的 52.6%，有效推进了包头
市农牧业产业化发展，带动农牧民增收。

土地流转进一步加快了包头市农业生产方式
由一家一户小规模生产向集中连片、适度规模经营
转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进一步提高。近年来，包
头市共建成九原区万科、东河区祥利丰等 500 亩以
上集中连片蔬菜保护地 25 处，总面积达到 2.7 万亩
以上。全市肉羊年出栏 100 只以上的规模养殖户
达到 1000 多个，形成了一批蔬菜、马铃薯专业种植
基地和肉羊养殖基地。

发展设施农业是促进农民增收、农业增效的有
效途径。近年来，包头市不断加大财政、金融扶持
流转力度，全市蔬菜保护地面积达到 14 万亩，马铃
薯规模化种植面积达到 40 万亩，通过发展蔬菜保
护地，采用滴灌、地膜马铃薯等农业新技术，进一步
提高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调查结果显示，土地流入方通过加大农业投入，
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发展优质高效农业，实现了规模
效益。作为土地流出一方的农户，除获得流转收益
外，剩余劳动力可以外出务工，获得务工收入。包头
市固阳县金山镇、土右旗美岱召镇等地 5 个村庄的
土地流转户和非流转户初步调查测算显示，土地流
转农户比非流转农户人均年收入增加6162元。

包头市半数家庭承包经营耕地完成流转

□本报记者 李文明

近日，巴彦淖尔市农牧科学院主持完成的“巴、
杜、寒肉羊三元杂交组合筛选及配套生产技术研究
与应用”项目通过了巴彦淖尔市科技成果鉴定。该
项目填补了巴彦淖尔地区肉羊杂交繁育生产技术的
空白，对推动当地肉羊产业提质增效有重要作用。

2013年以来，巴彦淖尔市农科院联合乌拉特中
旗农区养羊推进办公室开展以巴美肉羊与小尾寒羊
杂交产生的 F1代为母本，以杜泊肉羊公羊为终端父
本开展三元杂交配套系选育。连续 3次对培育的巴
寒F1代母羊繁殖性能和巴寒杜三元杂交羔羊生产性
能测定结果显示，巴寒 F1 母羊繁殖率达到 165%以
上，三元杂交羔羊则表现出较快的增重速度，为项目
的实施开启了良好的开端。

为更好的实现繁育母羊两年三产，追求终端商
品羊育肥效率最大化，巴彦淖尔市农科院连续两年
对“优质母羊选育及繁殖营养技术和羔羊早期断奶
并直线育肥技术”进行探索，均取得了显著效果，并
初步形成了技术规程，为三元杂交羔羊的高效生产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 2015 年起，巴彦淖尔市农
科院开展了杜寒、巴寒二元杂交和巴杜寒三元杂交
组合筛选，并结合已有研究成果，对母羊实行两年
三产。分析结果显示，巴、杜、寒三元杂交模式在商
品羊的生产性能、屠宰性能和效益方面均具有明显
优势。综合目前研究试验成果，巴彦淖尔市农牧科
学院最终形成“巴、杜、寒肉羊三元杂交组合筛选及
高效配套生产技术研究与应用”成果。

巴彦淖尔市肉羊杂交繁育技术实现突破

□本报记者 韩雪茹

近年来，突泉县把产业扶贫作为扶贫工作的重
点，加强“地基建设”，探索出承贷分红、先建后补、
双投双收、移棚采菇、三送两脱、一转三增等 6 种产
业扶贫模式，实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承贷分红”模式即以企业为主体，将建档立卡
贫困户扩充为合作社成员，通过“企业+合作社+贫
困户”方式，捆绑贷款，承贷分红。合作社以贫困户
名义贷款作为本金入股，然后将贷款集中转让给企
业使用，企业按比例分红。贫困户不出资，不承担
风险，实现“搭车”致富。目前，当地龙头企业已与
757 户贫困户签订协议，捆绑使用贷款 2271 万元，
为贫困户发放分红资金 99.8 万元。

“先建后补”模式是鼓励贫困户发展香瓜、葡萄、食
用菌、芦花鸡等产业。经贫困户自愿申请，专业部门审
核批准后自建棚舍，验收合格后发放扶持资金，破解贫
困户发展产业资金瓶颈。目前，突泉县有2026户贫困
户建设了种植、养殖棚舍，户均增收2800元以上。

“双投双收”模式，是指通过“企业+基地+贫困
户”方式，企业采用有偿投入和无偿投入相结合方式，
扶持贫困户进行基地种植。产品由企业按订单价格
回收，同时企业收回垫付资金，保证贫困户在生产期
间零投入、生产经营零成本。目前，全县共发展种植
基地6500亩，带动215户贫困户平均增收3000元。

依托永发食用菌产业园，突泉县通过“工厂育
菇+庭院采收+合作社统购”方式，形成“移棚采菇”模
式。由合作社与农户签订菌棒赊销与成品回收协议，
产业园区负责工厂化培育菌棒，贫困户进行庭院种
植，合作社保底回收。目前，102户贫困户建立“移棚
采菇”合作关系，贫困户户均增收6000元。

多一个项目多一项收入。突泉县开展送技术、信
息、订单下乡服务，扶持民间手工作坊发展，使贫困户劳
动从单一的土地耕作上脱离出来、贫困户收入水平从贫
困群体中脱离出来。目前，“三送两脱”模式带动2222户
贫困户从事手工编织、手工制作等，户均增收4000元。

突泉县学田乡还落实“一转三增”制度。通过
贫困户流转土地，实现合作社集约化、规模化经营；
贫困户通过租赁土地、合作社立体化经营、务工 3
种方式增加收入。

突泉县6种产业扶贫模式推进精准脱贫

2月19日，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牧民特古斯和妻子一起为刚出生的小羊羔喂奶。由于棚圈设施建设不断完善、饲草料储备充足以及牲畜饲养的科
学管理，今年特古斯家提前开始接羔工作。“接早羔、早出栏，既提高了经济效益，又能减轻了草场负担，保护草场。”特古斯说。 本报记者 马建荃 摄

喜接早春羔

□本报记者 张慧玲

“你们都没听说过吧？确实
是养别人家的猪，自己赚钱。”2
月 18 日，乌兰察布市化德县德包
图乡八十顷村的张悦正在卖着
关子介绍着自家为什么仅仅用
了一年就脱贫了。

原来，为了发挥特色产业带
动贫困农牧户脱贫的优势力量，
2016 年，乌兰察布市化德县因地
制宜，引进特色项目，精准订制，
探索出生猪代养模式，增强贫困
户的“输血造血”功能，为贫困群
众找到了一条精准脱贫的新路
子。

张悦是化德县 2016 年精准

扶贫识别出的贫困户。去年 8 月
份，化德县引进顺德农业开发集
团内蒙古大好河山农牧科技有
限公司种猪繁育项目后，张悦作
为第一批生猪代养的示范户，与
企业签订了生猪代养协议，代养
了 30 头仔猪。

“企业免费提供仔猪、饲料
和防疫技术，我只负责喂养。”张
悦说。经过 3 个多月的饲养，张
悦代养的 30 头仔猪轻轻松松地
达到了出栏的标准，企业很快派
收购人员到张悦家统一收购。

看 着 健 康 的 生 猪 ，顺 利 出
栏、过称装车，这家生猪养殖企
业负责人感到特别满意。“这批
猪的成活率达到百分之百，也就
是说在 5 个半月左右的时间达到

了我们要求的 230 斤的体重，这
是很难得的一个成绩，我们很满
意。”顺德农业开发集团拓展部
副总裁牛桂琴说。

代养 30 头“别人家”的生猪
让 张 悦 两 口 子 共 拿 到 了 4300
多 元 的 生 猪 代 养 费 。 张 悦 说 ，
除 了 给 企 业 代 养 生 猪 外 ，他 自
己 又 养 了 两 头 当 地 猪 ，卖 了
4000 多元。2016 年，他家的收
入达到 8000 多元，两口子通过
养猪一年就脱贫了。“现在得抓
紧时间给圈舍冲洗、消毒，接着
新一批小猪仔又要进来了。”张
悦说。

生猪代养模式在张悦等示
范户家中获得成功后，化德县打
算 今 年 将 这 一 模 式 在 全 县 推

开。“在代养模式下，公司提供仔
猪、饲料、药品和技术指导，并按
订单价格回购，这就极大地加强
了猪场抵御风险的能力。”牛桂
琴说。

据了解，2017 年，化德县将
继续引入养殖企业参与到扶贫
工作中，针对无经济条件、无养
殖 技 术 和 无 管 理 经 验 的 贫 困
户，推行生猪代养养殖模式，帮
助 贫 困 户 实 现 零 风 险 养 殖 ，精
准助推贫困群众脱贫致富。“十
三五”期间，内蒙古大好河山农
牧科技有限公司还计划发展联
合 社 、合 作 社 成 员 5000 户 ，实
现年出栏 100 万头生猪的生产
经 营 目 标 ，带 动 更 多 的 农 民 脱
贫致富。

养别人的猪脱自家的贫

2 月 20 日，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巴彦镇保
素村村民张云在温室大棚中采摘越冬油瓜，
张云家占地 3 亩的温室大棚一年能收入 4-5
万元。近 5 年来，赛罕区累计投入支持农业
生产发展资金 20.8 亿元，大力发展现代设施
农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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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个，蔬菜年
产量达到 38.2 万吨，成为首府主要的地产菜
供应基地。 胡海波 摄

设施农业丰富首府菜篮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