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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文明

春寒料峭，乍暖还寒。当包头市土右旗双
龙镇王四顺村的村民们还在谋划今年地里的营
生时，村民王小通家里又迎来了 15 头能赚钱的

“宝贝”——梅花鹿。
“我活了这么大，第一次在家里养这东西，

还轻轻松松地靠它们挣到了钱呢！”王小通说
着，开始细细地算起了自己的特色养殖账。去
年 10 月，王小通以 4000 元左右的价格购买了
15 头梅花鹿尝试着进行养殖。现在，其中 5 头
公鹿已经陆续产出 1.25 千克的鹿茸。按照每克
鹿茸 10 元-20 元的价格计算，这些鹿茸最少也
能卖个 1.25 万元。今年 8 月，第二批鹿茸就能上
市。不算鹿身上的其他高附加值的东西，单是
鹿茸，王小通每年就有 2.5 万元以上的收入，而
每头梅花鹿一年饲养费还不到 1000 元。

养鹿的回报率相当可观，可是刚开始发展梅

花鹿养殖时，王小通也遇到了不少困难，其中资金
成了他最头疼问题：银行贷款条件严格，利率又高，
没有资金投入，自己的特色养殖梦成了泡影。

“最后还是精准扶贫的金融政策解了我的燃
眉之急。”王小通说，在金融扶贫的过程中，土右
旗推出金融扶贫富农贷工程，以专项扶贫资金作
为风险担保金，撬动信贷资金，集中向项目村和
贫困户投放，贫困户只出 1 厘利息，剩余利息给
予补贴。通过土右旗扶贫办的贴息贷款，他建起
了 530 平米的养鹿基地，还成立了自己的农业专
业合作社，并扩大了梅花的鹿养殖数量。

王四顺村是土右旗双龙镇的精准扶贫村，全
村 172 户 536 人，其中贫困户就有 110 余户。村
民单靠传统的肉羊养殖和种植玉米只能满足日
常生活所需，年平均收入 4700 多元，距小康生活
还有不小的差距。王小通的特色养殖之路让村
民们看到了致富的新方向。

“王小通是村里第一个养殖梅花鹿的，我特
地过来看看。要是能挣钱，我也养上个一两只试

试。你摆脱贫困不能就在家里头盼别人帮你，你
自己也得行动了！”45 岁的王军军是村里的贫困
户，在王小通家里“考察”一番梅花鹿养殖后，王
军军也准备在王小通的带领下尝试特色养殖。

“我现在年轻轻的不能就守着薄田生活，得学习
别人了，再说了梅花鹿浑身都是宝，鹿茸、鹿血可
是高级药品，鹿皮又是高档皮草，就连骨头都能
卖钱，我觉得咋也比单靠种地强！”王军军对美
好生活重拾信心。

“一个人富了不叫富，带动大家一起过上好
日子那才叫本事。”谈到今后的打算时，王小通
笑称，他将尽自己最大的力量来帮助生活在困
境中的乡亲们，带领大家通过特色养殖一起踏
上小康路。接下来，他打算增加梅花鹿的品种，
大胆地做到边产出、边投入，在扩大养殖规模的
同时，还要拉长产业链条，把梅花鹿养殖场发展
成为养殖、育种、加工、销售为一体的一条龙企
业，并以此打开突破口，带动乡亲们一起来养
殖，共同致富。

我家有个宝 名叫梅花鹿

□本报记者 张慧玲

“我就不相信我们内蒙古大草原不能出产香
菇。功夫不负有心人，我到底是把香菇种到咱草原
来了。”2 月 20 日，巴彦淖尔市五原县和胜乡建丰村
的农民刘飞说起种香菇底气十足。

走进刘飞家的香菇大棚，一个个菌袋排放整齐
有序，小伞状的香菇争相从发菌棒上探出头来，煞
是好看。七八位村民正在忙着采摘成熟了的香菇，
一箱箱新鲜的香菇装箱待发。

刘飞每天都会在大棚内检查香菇的长势，提到
自家种植的香菇能够达到绿色标准时，刘飞自信满
满。“我家的香菇，菌棒成分主要有两种，一个就是
木屑，再一个就是麸皮。生长期内一点农药和化肥
也不用，出来的香菇就是纯绿色产品。”

“都说橘生淮南为橘，生淮北则为枳。我这是
南菇北种，将南方的香菇引进来进行大面积种植，
走出的一条独特致富之路。”说起为什么选择种植
香菇，刘飞道出了实情。

前两年，刘飞和父亲在自家大田上建了温室大
棚，种起了瓜果蔬菜。可是，一年忙下来，投入劳动
力大，利润薄。去年，刘飞萌生了对传统温室大棚种
植品种结构调整的想法，他先后到山西、浙江等地去
考察农产品市场，发现在南方，香菇市场效益不错。

“我们当地的气候、湿度等条件也都适合香菇
的种植要求，恰好香菇产业在河套地区是个空白市
场。”就这样，去年，他投资 9 万元试种了 3 座大棚香
菇。为掌握香菇的种植技术，还专门从浙江请来专
业老师手把手进行种植技术指导。

“头一年种这个效益还可以，一棚子毛利润基
本是在 10 万多元，纯利润也能挣到五六万。”刘飞

说对这样的收入感到很满意。
尝到甜头的刘飞，今年种了10棚香菇。“出菇旺季

的时候，每天可产香菇一千多斤。”刘飞说。由于他种
出的香菇肉质结实、外形美观、口感好，很快赢得了商
贩们的青睐。“我今年10个棚的香菇出来以后，在五原
的菜市场批发，货出来时供不应求，有多少卖多少。”

刘飞在发展香菇产业致富的同时，也带动了本
村及周边不少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旺季时工人月
收入都在千元以上，有的村民年收入 2 万多元。“我
计算了一下，一年我这 10 个暖棚的香菇用人工，给
工人开工资得开到 20 万左右。”刘飞说。

经过两年的摸索，刘飞积累了种植香菇的经验
和技术，他打算明年进一步扩增菇棚，并带动周边
村民一起来种香菇致富。“明年我要种 19 棚香菇，
要是周边的农户也想种香菇，我还可以带领他们一
块种香菇，一块致富。”刘飞说。

致富引得香菇来 河套大地填空白

本 报 3 月 6 日 讯 （记 者 李 文
明）兴安盟加强饲料质量安全监督管
理，打击在饲料生产及使用过程中添
加三聚氰胺违禁添加物的违法行为。
从 2009 年起，兴安盟在“奶牛饲料和蛋
白原料中三聚氰胺专项监测”“奶牛饲
料和蛋白原料中三聚氰胺专项监测”中
连续 8 年保持合格率 100%。今年，兴
安盟将继续在饲料生产、经营、使用等
环节开展奶牛饲料和蛋白原料中三聚
氰胺专项监测，对违禁添加物检出率零
容忍，保障绿色优质农畜产品的生产。

本 报 3 月 6 日 讯 （记 者 李 文
明）近日，全区新型肥料遴选荐优管控
助农行动动员会暨技术培训在呼和浩
特市举办，自治区土壤肥料和节水农业
工作站联合自治区农牧业厅等部门开
展 2017 年全区新型肥料遴选荐优管控
助农行动。该行动旨在进一步加强肥
料管理，净化肥料市场，为农民筛选推
荐肥料利用率高、施肥用工成本低、环
境污染程度轻的缓控释、水溶性等优秀
新型肥料，促进到 2020 年化肥使用量
零增长目标实现。

本 报 3 月 6 日 讯 （记 者 韩 雪
茹）近日，锡林郭勒盟正式发布实施《锡
林郭勒盟脱贫攻坚责任制实施办法》，
明确规定各旗县市（区）党委和政府（管
委会）承担脱贫攻坚主体责任，各旗县
市（区）党委和政府（管委会）主要负责
人是第一责任人；各旗县市（区）政府

（管委会）要建立扶贫项目库，整合财政
涉农资金，建立健全扶贫资金项目信息
公开制度，对扶贫资金管理监督负首要
责 任 。 锡 盟 现 有 建 档 立 卡 贫 困 人 口
20594 人，预计 2019 年基本完成脱贫
任务。

本 报 3 月 6 日 讯 （记 者 韩 雪
茹）日前，赤峰市松山区召开了 2017 年
脱贫摘帽工作座谈会。预计到 2017 年
10 月 31 日，松山区将全面完成消除绝
对贫困的总体目标，即 38 个贫困村、
13455 人稳定脱贫，全区 2014 年以来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45158 人通过脱贫
验收评价和满意度测评，率先实现自治
区级贫困县“摘帽”、建档立卡贫困户

“清零”。

□本报记者 李文明

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精准扶贫、精准脱
贫，发展产业是关键。然而，选择什么样的产业，
又是关键中的关键。眼下，在精准扶贫过程中，当
千军万马都在挤向大众化产业这一座“独木桥”的
时候，特色种植养殖无疑将开辟致富道路的新天

地。
土 右 旗 深 化 扶 贫 领 域 供 给 侧 结 构 性 改

革 ，更 加 注 重 调 整 结 构 ，大 力 发 展 特 色 种 养
业。养梅花鹿这种以前只能在教科书或者在
电视上才能看到的特色产业，让当地农民在
不到半年的时间里赚得真金白银，成为农民
增收致富的新亮点，让更多人燃起了脱贫致
富的希望。

特色养殖开富路，扶贫造血挖穷根。精
准扶贫最根本的举措在于通过扶持产业发展
带动贫困群众脱贫，但最难啃的“硬骨头”也
在于产业发展。一年之计在于春。新年伊
始，当各地在谋划新一年扶贫、脱贫产业路子
时，土右旗特色产业的思路值得学习、借鉴和
思考，希望各地能走出更多、更新的脱贫产业
路子。

产业扶贫还需要特色化

消息树

新作为

□本报记者 李文明

近年来，锡林郭勒盟太仆
寺旗坚持市场化导向，强化政
府支持、服务和监管职能，以
利益联结为纽带，采取多种形
式，建立企业和农牧民之间诚
信、清晰、紧密的权责利关系，
促进农牧民增收。

太 仆 寺 旗 强 化 政 策 扶 持
引导，制定了《2016-2020 年
太仆寺旗优质良种肉牛产业
发展规划》和《2016-2020 年
太 仆 寺 旗 蔬 菜 产 业 发 展 规
划》，扶持龙头企业、专业合作
社基地建设，通过规划引领，
实现农牧业生产向园区化、基
地化转变，农牧业经营向规模
化、集约化、产业化发展，提升
农牧业产业基地化发展水平。

采取外引内联的方式，太
仆寺旗通过惠农政策和金融
服务支持，发展合作经营等措
施，培育农牧民专业合作社、
家庭农牧场、种养殖大户等经
营主体，提高生产经营规模和
自身发展实力，充分发挥其联
结、组织和服务农户的作用。

围绕主导产业，太仆寺旗
加快培育龙头企业，扩大现有
龙头企业经营规模。引进肉
牛 、蔬 菜 、马 铃 薯 、油 料 等 生
产、加工、销售企业，不断完善
产销服务平台和产业体系，建
成自治区级龙头企业 4 家，盟
级龙头企业 3 家，形成了“龙头
企业+基地+农户”、“龙头企
业+合作社+农户”等多种发展
模式，提高带动增收能力。

此外，太仆寺旗扎实推进
农牧业标准化生产，引导发展
标准化种养殖，鼓励农畜产品
生产企业、种养大户积极开展
无公害农畜产品、绿色食品、
有机农畜产品认证和地理标
志农畜产品登记工作，加大全
旗农畜产品“察哈尔”商标注
册和品牌打造工作，加快“三
品一标”农畜产品发展进程，
不断提升农畜产品整体品牌
形象和社会公信力，全面提高
农畜产品档次和市场占有率。

太仆寺旗
创农企联结多种发展模式

□本报记者 李文明

记者从阿拉善左旗农牧业
局获悉，目前该旗春季草原鼠
害治理工作已经全面拉开序
幕，今年春季将完成 70 万亩鼠
害发生区天然草原的治理。

年关刚过，阿左旗草原工
作站便积极行动，派出专业技
术人员赶赴全旗天然草原鼠害
发生区开展春季草原鼠害路线
调查。调查结果显示，阿左旗
天然草原因为受暖冬和降水稀
少等因素的影响，致使害鼠越
冬基数较高，年内全旗天然草
原鼠害将呈中、重度发生态势，
个别地区害鼠密度达到了每公
顷草原 1948 个有效洞。鼠害
主要发生区域在温都尔勒图、
超格图呼热苏木、吉兰太镇、银
根苏木、乌力吉苏木等地。在
开展路线调查的同时，阿左旗
草原工作站同步开展了灭鼠药
品配购、配发，灭鼠器械维护以
及防治人员组织等工作。

据悉，今年，阿左旗计划在
全旗范围内完成草原鼠害治理
面积100万亩。在治理过程中，
阿拉善左旗将发挥旗草原工作
站在鼠害防治工作中的主导作
用，并充分调动农牧民参与灭鼠
的积极性，大力推进统防统治。
此外，阿左旗还将在鼠害重度发
生的温都尔勒图乌兰陶勒盖、扎
哈道来和乌力吉温都尔毛道等
地区组织实施以加强统防统治、
传授草原生物灾害实用防治技
术为目的的实地现场推广培训，
确保全旗草原鼠害春季治理工
作的顺利完成。

阿左旗启动
草原鼠害春季治理行动

3 月 6 日，乌兰察布市兴和县农民在兴和县兴旺角农机市场内选购大型农机具。春耕在即，该县农民在国家系列惠民政策的鼓励下，种植农作物的积
极性高涨，不少农户纷纷购买农机，备战春耕生产，确保不误农时。据了解，今年兴和县农作物播种面积 111 万亩。为做好春耕农机服务，该县农机局为农
民提供 24 小时技术和咨询服务，解决农民在春耕备耕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并组织工作人员深入乡村进行农机安全检查，消除安全事故隐患。截至目前，兴
和县全县完成农机检修保养 4750 台，提供信息咨询服务 3600 余人次。 本报记者 李文明 摄

选购农机备春耕

微语

□本报记者 张慧玲

2 月 20 日 ，早 春 时 节 ，天 气 稍 微 有 点
凉。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兴隆街道王青塔
村村民邬二生的草莓大棚里却是生机盎然，
一股香甜扑鼻而来。放眼望去，一条条翠绿
的藤蔓上挂满了鲜红娇艳的草莓，让人垂涎
欲滴。

几位村民正在往货车上搬运刚刚摘下
的草莓。“每天早晨是最忙活的时候，把熟了
的草莓摘下来、整齐地摆放成盒，搬到货车
上运到市场里。”邬二生一边摆弄着草莓的
叶子一边说，“基地大棚的草莓全程按照无
公害标准生产和管理，质量有保证，所以很
受欢迎。从 1 月至今，每天都有好几拨观光
采摘的游客。”

“草莓属于低风险、高收入的项目。大
棚里的草莓从去年 9 月多开始种，过年的时
候就可以摘了。那个时候价格稍贵，但是前
来体验采摘乐趣的人还是很多。对我们农
户来说，销售季节刚好在春节前后，种植草
莓的收益就比较高。现在每天每个大棚能
摘 100 斤左右，大约可以摘到 6 月多。现在
每天能收入五六百块钱。”邬二生说。

大棚草莓的种植，让当地的种植户有了
可观的收入。而前来采摘游的人们也认为
不仅能够让游客品尝到健康可口的水果，还
将进一步深化旅游与农业的融合。

走！咱摘草莓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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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巴彦呼舒苏
木的牧民萨仁高娃正在给羊群添加草料。
去年冬季以来，在盟委、政府带动下，萨仁高
娃一家增强防灾减灾意识，加强棚圈建设，
储备足够的草料，为冬春接羔保育奠定了良
好的基础。 本报记者 马建荃 摄

饲草充足接春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