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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施佳丽

“到了惊蛰节，锄头不停歇”。 随着春耕季
节的到来，田间地头随处可见农民抢抓农时忙春
耕。但今年跟往常不一样，鄂尔多斯杭锦旗吉日
嘎朗图镇乃玛岱村的种植大户刘永旺一派气闲
淡定。“今年不用挖渠清淤，省不少事，要不然我
还得雇人帮着干呢。”

杭锦旗沿黄灌区是国家大型灌区之一，西起
三盛公枢纽上游 2.7 公里，东至黄河支流毛不拉
孔兑，东西长约 242 公里，南北宽 5—10 公里，设
计灌溉面积 56.29 万亩。近年来，通过实施一、
二期水权转换项目，已有企业投入 13 亿元对灌
区进行了节水配套，灌排工程配套率达 80%。
2014 年，杭锦旗被列为全国首批 80 个国家农业
水价综合改革试点旗县之一，吉日嘎朗图镇乃玛
岱村为试点项目区。乃玛岱村共有灌溉面积
23830 亩，涉及农民 399 户、1232 人，项目总投

资 1589 万元。
刘永旺是个精明的庄稼人，坐在田埂边就掰

着手指头给我们算了一笔账：“你看，我以前浇这
一亩地得 40 分钟，现在最多 20 分钟，一拉闸，水
就哗哗浇上了，这可省了一半工夫，关键这水流
过即干，庄稼灌溉不受制，产量也上去了，我才敢
种 1300 亩地，以前光雇人光挖渠清淤就忙不过
来。”

据杭锦旗水务和水土保持局局长刘海全介
绍，该项目建成后，项目区新增衬砌渠道 103.539
公里，每公里节水 1.2 万立方米，年可节水 124.24
万立方米。2016 年灌溉用水量 523.37 万立方
米，亩均用水量由 443.7 立方米降至 174.57 立方
米，用水量大幅减少。同时，水价改革实施后，农
户 平 均 水 费 支 出 由 实 施 前 的 23.96 元/亩 降 至
18.16 元/亩，粮食作物亩均增收 120 元，经济作
物亩均增收 320 元，项目区年增收 319.71 万元。

从土渠到衬渠，不单单是节水省时，更重要
的是农业水价改革与水权收储、交易的同步推

进，鼓励用水户对节约水量进行转让，让水资源
真正成为商品。当地村民都说：“现在用水在电
脑里都有记录，就算别处有浪费发生，也不用再
摊到自己头上多掏‘冤枉钱’”。

说起这个项目，乃玛岱村村支部书记梅旺更
有话说。“如今是摊的明白账，交的放心钱。这家
浇水花了多少钱，拿你的身份证一扫就出来了。
这高科技的信息化测量器可是公公正正、明明白
白的，水事纠纷也不会再有了。”

安装自动测流设备后，项目区内实现供水测
量和据实缴费，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还得奖励，合
理的定价方法让大家都不愿再多浪费一滴水。
这样一来，也彻底改变了以往大水漫灌的习惯，
实现了由“要我节水”到“我要节水”的根本性转
变，助推当地农牧业生产向高标准、规模化经营
方向发展。

“以前浇水看地步行得好几天，现在开着摩
托就能跟上这水流，灌渠一通，这路也通了。你
说，我们农民能不满意吗？”刘永旺笑着说道。

“庄稼灌溉不受制了”

□本报记者 石向军

3 月正是春耕备耕的时节，通辽市科尔沁区的
村庄热闹起来了。测土配方的脚步唤醒沉睡的大
地，检修擦亮的农机整装待发，各大农资市场更是
车来车往、人流穿梭，一派繁忙景象。

3 月 20 日，记者来到科尔沁区木里图镇薛家
街村王富仁家时，他正坐在自家的坑头上，手里拿
着《致全区农牧民朋友的一封信》，给忙着收拾屋
子的老伴朗读。“购种时要选择有审定、登记、备案
号的品种⋯”“在购买主要农作物种子时，要扫描
二微码确认种子真假，仔细核对扫描信息和包装
标识内容是否一致。”“妥善保存少量种子、包装
物、标签等，以备出现质量问题时作为索赔依据
⋯⋯”。据科尔沁区农牧业工作人员介绍，为全面
增强农牧民“科技备耕”意识，提高广大农牧民科
学选种、科学春耕、合理调结构，他们春节后就行
动起来，通过给农牧民送信、发放宣传单和测土配
方卡、组织培训、入户指导等，提高农民科技兴农

理念。眼下，咨询专家、网上学习、调查市场成了
农民做好春耕备耕的重要事情。

在科尔沁区育新镇小三合兴村圆葱合作社
王凤琴的温室大棚，记者看到嫩绿的小苗长势喜
人，技术人员正在检查第一批育苗的出苗情况。
王凤琴告诉记者，他们在合作社的带领下，施行
统一选种、购肥，统一育苗、防虫，统一出口、销
售，技术上的事由合作社理事长亲自把关。据合
作社理事长李树祥说：“温室大棚的育苗工作从 2
月 初 就 开 始 了 ，今 年 合 作 社 共 有 230 个 育 苗 大
棚，一个大棚出苗约 23000 株，到 4 月 12 日左右
才能移植到农田里，这几日我正忙着查看各地的
育苗情况，目前看新苗的生根情况良好，成活率
能达到 90%以上。”

“嘟嘟⋯⋯”“再发动一下！”科尔沁区余粮堡
镇日新农机合作社的农机仓库门外，工作人员正
在调试一台拖拉机，仓库内也是一片忙碌的景象，
工作人员忙着为农机更换机油、安装镰刀等。“以
前每到春天都是请农机站的技术员来帮忙检修，
这几年不用了，我们的技术员都在实践中锻练出

来了，农用车从他们身边过，听声音就能辨出有没
有毛病。”合作社理事长杨友仁说，“农业实现了机
械化，农机成了主力，农机合作社的生意也火了，
涉及的范围也越来越大，春耕前正抓紧时间做好
农机的检修、调试、维护保养，一旦投入生产可没
时间，也不敢出问题。目前合作社有 40 个会员，
32 台（套）农机具，昨天刚购置了一台 160 马力的
柴油机，这两天计划再跑跑农机市场看看有没有
合适的新农机具。”

记者随后前往科尔沁区农资市场种子各大商
店，发现已经有不少前来选购种子的农民。“今年
的种子购买才刚刚开始，来的人大多是先来了解
情况，货比三家，一般不轻意下手，估计再有几天
能到购买高峰。”一家种子商店的销售人员说。科
尔沁区农牧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队长郝春明告诉
记者，为保证今春农业生产用种安全，他们对种子
市场和农资批发市场等出售点的农药、肥料、种子
进行质量抽查，同时还建立种子产销省际联合执
法机制、公开品种信息、清理不合格企业，以保证
市场秩序稳定和农民利益不受损。

科尔沁区做足春耕备耕各项“功课”

□施佳丽

水是农业的命脉。长期以来，农业水价始
终拧不紧节约用水的“阀门”，不仅不能反映资
源稀缺程度，更造成社会资本对水利投资“不感
冒”，成为现代农业快速发展的绊脚石。

鄂尔多斯杭锦旗背靠黄河，曾经用水依然

难，这是何故？水利硬件配套设施陈旧，末梢管
理缺位，“毛细血管”不打通，灌溉岂能顺畅？此
外，水费收缴“呼隆”摊，无专门机构统一调度，

“嘴对嘴，长流水”的用水习惯，只会出现田间田
埂一片汪洋的场景，珍贵的水资源白白浪费。

对症下药，才能药到病除。针对上述问题，
杭锦旗借国家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试点的东风，
在吉日嘎朗图镇乃玛岱村开展了农业水价综合

改革试点工作。硬件设施配套、组织管理到
位、水权分配求“准”⋯⋯一系列措施大刀阔
斧，如今的项目区成了名副其实的耕种乐土，
灌溉取水更便捷，分支渠供水损耗大大减少，
103.539 公里衬砌渠道如一张网把清清水流送
到田间地头，真正实现了拧紧灌溉“水阀门”、
用水不花“冤枉钱”！

管好水利灌溉的“阀门”

消息树

新作为

微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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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钱其鲁

“去创业孵化园有 3 年
免厂房费等很多优惠和扶持
政策，地方也大，咱们再加
强点宣传，多找点销路，风
险也不太大，最多辛苦点，
你就下决心干吧。”

“吃苦我不怕，就怕弄
多了卖不出去，呵呵。”

3 月 20 日，在阿拉善
盟阿右旗巴丹吉林镇额肯呼
都格嘎查牧民王耀谋、田红
霞夫妇家，旗扶贫办副主任
刘继军正鼓励田红霞把发豆
芽的买卖做大些。

小两口结婚后，一直都
是王耀谋出去打工，田红霞
在家做家务、带孩子，小日
子过得挺平稳。不幸的是，
2013 年，王耀谋被确诊为
喉癌，经历了两次手术，声
带喉结全部切除，脖子上留
下了一个洞，现在呼吸是靠
安 在 脖 子 上 的 活 性 炭 呼 吸
罩。他说话声音很嘶哑，仔
细听才能听懂说什么，也彻
底丧失了劳动能力，家里的
生活一下子陷入了困顿，欠
了好几万的外债，不得已田
红霞开始出去打工。

2016 年 ， 王 耀 谋 被 认
定为建档立卡贫苦户，享受
了“三到村三到户”产业帮
扶资金、金融扶贫贷款、住
房补贴、帮扶单位的捐助等
各种帮扶，加上田红霞的打
工和发豆芽的收入，去年他
家脱了贫。

“虽然脱了贫，我们针
对 他 家 的 帮 扶 政 策 还 将 持
续，同时还想方设法帮助他
们稳定脱贫，”刘继军说。

针对田红霞家，扶贫干
部鼓励她发豆芽挣钱，虽然
收入不算高，但省时省力，
又不耽误打工，还给她买了
几百斤黄豆。作为一个长时
间 做 家 务 带 孩 子 的 家 庭 妇
女 ， 田 红 霞 不 免 胆 子 有 些
小、弄多了怕卖不出去。她
每 隔 3、 4 天 生 个 二 三 十
斤，每斤卖两块五。由于她
的豆芽纯绿色、品质好，顾
客很认可。帮扶干部鼓励有
了经验的她入驻阿拉善右旗
专门针对进城的农牧民创业
而开办的创业孵化园，弄个
小厂子，收入应该不错。

“他说，‘那里位置好，
交通也方便’。”一旁一直低
头不语的王耀谋嘶哑地说了
一句话，看我们没听懂，田
红霞“翻译”了一下。

“加上我们这么好的扶
贫措施和资金，你就放心甩
手干吧，肯定没问题的。”
刘 继 军 “ 啪 ” 地 拍 了 下 大
腿。

田红霞打工的地方时开
时 关 ， 这 几 天 ， 她 又 “ 失
业”了。“打工也是有一天
没一天的。那我抓紧联系我
家的帮扶责任干部，让他帮
我联系的去创业孵化园弄个
房子，把豆芽买卖弄大点，
呵呵！”田红霞终于下了决
心。

豆芽买卖做大了
也能脱贫

本报 3 月 20 日讯（记者 韩雪
茹）日前，自治区扶贫办组织开展了
第五批自治区级扶贫龙头企业申报
认定工作。经过对上报企业的申报
材料、审计报告、资信以及带动贫困
农牧户能力和利益联结机制建立等
情况进行严格核实和审定，共认定
第五批自治区级扶贫龙头企业 120
家。据了解，经认定的自治区级扶
贫龙头企业可以优先享受国家和自
治区的有关优惠扶持政策。

本 报 3 月 20 日 讯（记 者 李 文
明）为保障春季动物疫病免疫工作
顺利开展，兴安盟从 1 月初开始开展
组织、调运兽用防疫疫苗工作，目前
已完成组织订购各类疫苗 20 余种，
5104.9 万毫升（头份、羽份），并将疫
苗全部发放到各旗县。各旗县预防
免疫注射工作也已经从 3 月中旬全
面开展。

本报 3 月 20 日讯（记者 李文
明）为进一步加强对农资市场的管理，
从源头上预防假冒伪劣农资坑农害农
情况发生，近日，包头市土右旗组织行
政执法人员在全旗范围内开展为期2
个月的农资市场专项检查活动。此次
检查以农作物种子、农药、肥料等重点
品种为检查对象，避免有问题的农资
产品流入销售市场和生产领域，确保
广大农民用上放心、优质的农资产品。

本报 3 月 20 日讯（记者 韩雪
茹）近日，通辽市制定了《通辽市2017
年 推 进 脱 贫 攻 坚 提 质 工 程 行 动 计
划》。该计划以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为
出发点，以提质增效、塑造典型为重
点，加快产业培育和机制建设，实现贫
困人口高标准、高质量、持续稳定脱
贫。据了解，该市今年计划整合投入
各类资金 45 亿元，通过实施“五个一
批”分类扶持措施，扶持全市 3.5万贫
困人口实现可持续脱贫，力争贫困人
口年人均收入增幅超过 15%。年内
解决开鲁县和扎鲁特旗两个区贫旗县
区域性整体贫困现象并实现摘帽。

本报 3 月 20 日讯（记者 韩雪茹）
为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2017 年扎兰屯
市 将 整 合 资 金 3.7 亿 元 ，统 筹 实 施

“123459”工程，实现贫困识别精准度、
贫困退出准确度、贫困人口收益度和贫
困群众满意度“四个 100%”，确保 9800
名贫困人口稳定脱贫，区贫县高标准

“摘帽”。
突出“一个中心”。突出产业脱贫

这 个 中 心 ，投 入 资 金 5000 万 元 ，采 取
“菜单式”扶贫方式，政府为老百姓提供
发展产业“菜单”，群众通过“点菜”的方
式，选择适合自己的产业。政府给予每
户最高 5000 元补助，涉及的产业主要
有种植业、养殖业、休闲农业、农畜林产
业加工和销售 7 大类、20 个方面的特色
产业，实现有劳动能力的家庭产业帮扶
全覆盖，对于没有劳动能力的家庭采取
入股分红的方式或社会兜底保障脱贫，
实现脱贫不落一人。

补齐“两个短板”。一方面补齐 58
个“空壳村”无集体经济的短板。筹集
资金 1000 万元对有贫困人口无集体经
济的 58 个村和有贫困人口的 7 个居委
会进行扶持，让这些村和居委会围绕 7
大产业带动发展富民产业，结束了村无
集体经济收入的历史。另一方面补齐
健康扶贫短板。为全市 33785 名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全部缴纳每人 90 元的医疗
补充保险；认真落实对全市建档立卡贫
困户大病住院费用支付报销比例提高
5%、基本医疗费用支付报销比例提高
5%的政策；对特困人员、纳入特困人员
救助供养范围的儿童、丧失劳动能力的
残疾人，取消住院起付线。

设立“三个基金”。分别建立 500 万
元大病救助基金、500 万元教育扶贫救
助基金、2000 万元扶贫产业引导基金。

用好“四个平台”。用好大数据平
台和微信扶贫平台；用好电子商务公共
服务中心平台；用好扎兰屯市扶贫开发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投融资平台；用好资
金整合平台。

围绕“五问”压实攻坚责任。围绕
“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怎么管”
“如何退”进一步压实攻坚责任。

同 时 ，精 准 实 施 金 融 扶 贫 富 民 工
程、“三到村三到户”精准扶贫、电商扶
贫、旅游扶贫、文化产业扶贫、教育扶
贫、易地扶贫搬迁、生态扶贫、行业和社
会扶贫 9 项工程。

扎兰屯整合资金 3.7 亿元
投向扶贫工程

春归大地，万物复苏。3 月 20 日，包头市土右旗远方的“客人”如期而至，数以万计的白天鹅成群结队飞抵土右旗李五营村和公中海湿地区域。近年来，
土右旗良好的生态环境、优质的黄河水域吸引了更多的白天鹅来此栖息。 高家兴 摄

大批白天鹅飞抵土右旗

3 月 20 日，通辽市科尔沁
区种子市场异常火爆。据悉，
进入春耕备耕时期，农民开始
选购产量高、抗虫害的新一代
种子。 刘长亮 摄

种子市场火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