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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 LIVE

新作为

消息树

记者手记

本报 4 月 17 日讯 （记者 施
佳丽）3 月下旬，居延海湿地的封冻
冰面已完全消融，较往年提前了一
个多星期。据观测，目前迁徙来此
的鸟类数目达到 5000 余只，其中数
量最多的为鸥鸟和天鹅。

由于去年黑河下泄水量增大，
居延海水域面积也有所增加，致使
鸟类的栖息和觅食地比较分散。大
雁、白鹭、凤头鸊鷉、白骨顶鸡等十
多种鸟类在居延海时而嬉戏打闹，
时而高歌求偶，荡起片片涟漪。而
有些候鸟已经开始在此筑巢，准备
繁育后代。预计 4 月中旬，居延海
湿地将迎来鸟类迁徙高峰。

随着北徙候鸟队伍的逐渐壮
大，居延海成为鸟类爱好者观鸟摄
影的首选之地。为了减少人为因素
对栖息候鸟的影响，自 3 月 27 日开
始，居延海湿地管理中心与森林公
安成立联合行动小组开展了一系列
候鸟保护联合专项行动。此次行动
主要采取日常巡护、重点检查、入户
巡查、夜间蹲守等方式。行动小组
前期对候鸟活动规律、分布特点和
居延海周边人为活动情况进行了摸
底。巡护过程中加大了爱鸟、护鸟
及非法诱捕、猎捕鸟类相关法律法
规 知 识 的 宣 传 ，共 发 放 宣 传 材 料
220 份、出动车辆 3 台次、走访重点
农牧民 4 户。

通过此次候鸟保护行动的开
展，有效提高了辖区农牧民保护野
生鸟类资源的意识，下一步，将建立
经常性的联防协作机制，针对辖区
危害野生动物资源违法犯罪行为的
特点，适时组织开展联合行动，切实
加强对重点区域资源的有效管控，
有力震慑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的违
法犯罪。

居延海迎来
5000余只候鸟

本报 4 月 17 日讯 （记者 韩
雪茹）今年以来，赤峰市积极推进 5
项脱贫攻坚措施，着力解决脱贫攻
坚工作中的突出问题，确保年内 5.8
万人口脱贫，克什克腾旗、松山区
两个自治区扶贫开发工作重点旗
区摘帽。

全力抓好产业扶贫。结合农
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及“3661”
工 程 实 施 ，抓 住 春 耕 备 耕 有 利 时
机，统筹运用各类产业要素资源，
促进贫困农牧民在产业优化调整
中增收脱贫，大力发展电商扶贫、
旅游扶贫和光伏扶贫，支持龙头企
业与合作社发展，总结推广“龙头
企业+合作社+贫困户”等多种模
式，年内通过产业发展和转移就业
实现脱贫 2.7 万人。

扎实推进易地扶贫搬迁。精
准锁定 2017 年度搬迁人口，深入研
究细化“产业园区+易地扶贫搬迁”

“房地产去库存+易地扶贫搬迁”等
搬迁模式，做到搬迁与产业发展、
就业安置同步，确保 1.3 万贫困人
口搬得出、稳得住、能脱贫。

增强行业扶贫合力。市发改
委、农牧业局、人社局、林业局、教
育局、卫生局、民政局等相关部门
制定完善脱贫攻坚三年规划和年
度计划，迅速启动行业扶贫专项推
进工作，着力推进健康扶贫工程，
总结推广健康扶贫工作经验，抓好
教育脱贫攻坚行动计划落实，动员
社会力量参与教育扶贫，积极组织
就业创业扶贫行动，落实农村最低
生活保障制度与扶贫开发政策有
效衔接工作任务。

强化扶贫资金投入。构建“财
政投入+金融信贷+社会投入”的扶
贫投入格局，建立财政主导、市场
运 作、社 会 参 与 的 多 元 化 投 入 机
制，全面提升金融对脱贫攻坚的支
持作用。

健全帮扶工作体系。组织开
展“万名干部驻村”活动，市县乡三
级抽调优秀干部 8271 人，向全市有
贫困人口的 1939 个嘎查村全部派
驻工作队，实现干部驻村全覆盖，
组织开展“千户企业帮扶”活动，鼓
励引导 2000 家民营企业和社会组
织参与脱贫攻坚，实现企业帮扶全
覆 盖 ，组 织 开 展 干 部 结 对 帮 扶 活
动，实现干部联系贫困户全覆盖。

赤峰市
5项措施确保
年内5.8万人脱贫

□本报记者 李文明

“种植向日葵成活率较低，投
资大，基本赚不了多少钱。去年，
村里帮助我们引进了新的农作物
藜麦，每亩投入 200 元左右，还跟
公司签了回收合同，不仅销路不
愁，收入也比向日葵可观多了，今
年我想多种点儿。”4 月 16 日，春耕
在即，包头市达茂旗石宝镇坤兑滩
村村民韩二改已经盘算好了种植
计划，家里四五十亩旱地全都种上
藜麦。

村里有调整特色种植结构想
法的人不止韩二改一个。

坤兑滩村种植大户赵三云承
包了村里的 200 多亩耕地，过去，
他 一 直 以 种 植 葵 花 和 马 铃 薯 为
主 。 由 于 自 然 环 境 等 多 方 面 因
素，近两年葵花种植病害加剧，葵
花产量逐年下降。去年，村委会
以“农户+公司”的形式引进两种
全新的种植作物——藜麦和西葫
芦籽瓜，让大家试种，公司提供籽
种和回收订单，同时还派出技术
人员指导农民种植。看到这个机
遇，赵三云毫不犹豫地与公司签
订了藜麦和西葫芦籽瓜各 100 亩
的种植订单。一年下来，赵三云
200 多亩藜麦和西葫芦籽瓜都喜
获丰收，藜麦亩产 400 多斤，西葫

芦 籽 瓜 亩 产 200 多 斤 ，公 司 按 照
合同直接进行回收。算下来，赵
三云去年 200 多亩地的纯收入超
过 20 万 ，比 上 一 年 翻 了 一 番 还
多。

“今年，我还要种藜麦和西葫
芦籽瓜！”赵三云对今年的收成信
心满满。

“咱村种植业也赶新潮。什么
时髦种什么，什么挣钱种什么。你
看，葵花已经不适宜这个地区种植
现状了，镇里就提出了调整种植结
构，改变单一种植模式，于是我们
坤兑滩村委会经过多方考察，去年
引进这几个新品种作物进行小范
围 推 广 种 植 ，藜 麦 一 共 种 了 720

亩，西葫芦籽瓜 360 亩，全部达到
了预期的效果。”坤兑滩村党支部
书记蒙俊恒说，种植大户带头示范
让村民们见到了效益，今年种植面
积肯定会继续扩大，能够带动更多
的农民实现增收。

据蒙俊恒介绍，去年，坤兑滩
村还从山东引进了一种叫做辣根
的作物进行试验种植。辣根同样
是一种适合在当地种植并具有广
泛食用和药用价值的作物。试种
同样取得成功，同时村委会也与公
司达成协议，明年将在本地建厂发
展辣根加工产业。“有了这些新品
种的特色产业，才能从根儿上让农
民脱贫致富！”蒙俊恒说。

“啥时尚咱种啥”

本报 4 月 17 日讯 （记者 李文
明）今年，巴彦淖尔市乌拉特中旗继续
通过开展《巴美肉羊高繁新品系选育
及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课题研究，提
升巴美肉羊品质，提高舍饲养羊的规
模化经济效益，使巴美肉羊的种源优
势进一步形成产业优势。为了更好地
提高育种户积极性，该旗对选留双羔
周 岁 母 羊 给 予 每 只 补 贴 饲 料 75 公
斤 。 目 前 ，课 题 研 究 已 选 育 双 羔 羊
800 对，扩繁 100 多只。

本报 4 月 17 日讯 （记者 李文
明）兴安盟突泉县在稳定家庭承包经
营的基础上，坚持“自愿、依法、有偿”
的原则，积极推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
权流转。截止目前，突泉县 9 个乡镇
都进行了土地流转，流转面积达 42 万
亩。把土地流转与发展专业合作社有
机结合，与企业签订种植合作项目，发
展特色产业带动农村经济，加快了突
泉县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有效地促进
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本报 4 月 17 日讯 （记者 韩雪
茹）今年，通辽市科左中旗以庭院为依
托，以市场为导向，全力推行“半亩果、
半亩园、半亩田”庭院经济发展模式，增
强农牧民节支意识，促进村风文明，拓
宽农牧民增收渠道。该旗年内计划整
合投入1200万元，扶持3070户建档立
卡贫困户发展庭院经济，其中，规划发
展“半亩果”740 亩，“半亩园”900 亩，

“半亩田”2460 亩，解决贫困群众庭院
种植大田化收益低或撂荒无收益问题。

本报 4 月 17 日讯 （记者 韩雪
茹）近日，太仆寺旗草原酿酒有限公司
被认定为自治区级扶贫龙头企业，该
企业生产和经营范围主要以酿酒产业
为主。此次草原酿酒有限公司的成功
认定，有助于积极参与太旗脱贫攻坚，
为带动贫困人口稳定实现脱贫目标作
出贡献。

日前，乌海市绿化企业员工在栽植树木。近两年，乌海市探索运用 PPP 模式吸引社会资本参与造林绿化，助力生态建设。2016 年，全市共有 20 个造
林项目采用 PPP 模式建设，总投资达 14 亿元以上。今年，该市全年计划完成造林任务 2 万亩，重点区域绿化建设任务 5700 亩，义务植树 145 万株，其中利
用 PPP 模式造林 7000 多亩。 本报记者 钱其鲁 摄

春季造林

4 月 17 日，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二道
桥镇先锋村村民在大棚内栽种香瓜苗。近
年来，杭锦后旗大力调整种植业结构，发展
设施农业，今年预计将新增设施农业面积
5000 亩以上。 本报记者 钱其鲁 摄

种香瓜

种植业时常会面临一种怪现
象：一方面，供大于求的农产品卖
难；另一方面，优质的农产品供不
应求。所谓供给侧改革，就是针
对我国现在的经济问题进行“对
症下药”，而农业供给侧改革的核
心是要调优生产结构、调好生产
方式、调新产业体系，把调整的实
际效果交给市场和消费者来决
定，通过调整，让农民生产出的产
品，无论是质量还是数量，都要符
合消费者的需求，实现产地与消

费地的无缝对接。
眼下，正是备春耕时节，备春

耕工作成为各地农牧业工作的重
点，也是推进农牧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实现农民增产增收的第一步。今
年，达茂旗把推进农牧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作为推进农牧业和农
村牧区工作的主线，想实招、出实
策，培育农村发展新动能，在备春
耕上走好农业供给侧改革的第一
步。

针 对 葵 花 已 经 不 适 宜 在 这
个地区种植的现状，石宝镇提出
了调整种植结构，改变单一种植
模式，引进更加对市场“口味”的
新品种作物，先进行小范围推广
种植，让村民们见到了效益，扩
大种植面积，自然能够带动更多
的农民实现增收。种植结构调
整的探索，只是达茂旗全面推进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
缩 影 。 达 茂 旗 有 着 1.66 万 平 方
公里天然草场、120 万亩耕地、8.2

万亩高效节水灌溉田，丰富的物
产、充足的水域、得天独厚的地
理优势为全旗农牧业发展和农
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近年来，针对一些
农副产品出现滞销现象，达茂旗
不断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优化种
植结构，实现提质增效。今年，
达茂旗继续因地制宜，统筹调整
粮 经 饲 种 植 结 构 ，瞄 准 市 场 定

“靶心”，力争破解发展难题，开
创农牧业发展新局面。

□本报记者 钱其鲁

中午时分，在乌海市的一家蔬
菜 副 食 店 ，挤 满 了 正 在 买 馒 头 的
人。近来在乌海这种“源联”牌馒
头卖得特别火。店主龙占明告诉
记者，他是最早销售“源联”牌馒头
的商户之一，这个品牌的馒头出来
后，特别受老百姓欢迎，小作坊生
产的馒头就没人买了。顾客去了
别家买不到这个馒头，就转到我这
里买。”

老百姓口中的“源联”馒头，出
自于乌海市源联食品有限责任公
司，除了馒头，还生产豆腐、豆芽、粉
条以及豆腐干等产品。据公司总经
理徐源介绍：“‘源联’馒头有严格和
完善的质量保证措施，不添加防腐
剂 ，在 乌 海 的 市 场 占 有 率 已 达 到
70%。”

目 前 ，像“ 源 联 ”馒 头 这 样 好
口 碑 的 食 品 ，在 乌 海 还 有 很 多 。
近 年 来 ，乌 海 市 为 保 证 老 百 姓 的
食 品 安 全 ，大 力 推 进 放 心 粮 油 工
程 建 设 ，提 出 争 创 食 品 安 全 城

市 。 2015 年 以 来 ，已 建 成 海 勃 湾
食品综合加工园区和金裕食品加
工园区，入驻 134 家企业，产品涉
及食用植物油、肉制品等共 9 类 。
目前，由加工园区生产的豆芽、馒
头 、豆 腐 市 场 占 有 率 都 已 达 95%
以 上 ，园 区 的 综 合 效 益 开 始 逐 渐
显 现 ，并 已 培 育 出 一 批 广 大 老 百
姓欢迎和认可的品牌。

今年，乌海市贯彻落实中央一
号文件中提出的“实施主食加工业
提升行动，积极推进传统主食工业
化、规模化生产，大力发展方便食

品、休闲食品、速冻食品、马铃薯主
食产品”要求，按照农业部出台的

《关于深入实施主食加工业提升行
动的通知》的部署，加快了打造主食
加工业、中央厨房建设的力度。目
前，积极培育出源联食品有限公司
和白嘎力放心早餐有限公司两家

“主食厨房”。乌海市商务局副局长
张百会称，“十三五”期间，乌海市将
建成 2 至 3 家标准化生产和统一配
送一体化的主食加工配送中心，在
市区发展放心粮油主食示范工程经
营网点 100 个。

乌海人享有“主食厨房”

本报 4 月 17 日讯 （记者 张慧玲）4
月 9 日，在鄂尔多斯市乌审旗毛乌素沙地，
一场特殊的植树节活动——批量种植枣树
吸引了不少人参与。70 多名热心市民、公
益人士兴致勃勃地种下了一株株树苗。虽
然一直下着小雨，但大伙儿干得特别起劲，
1 个多小时就栽完了 2000 多株枣树。

“今天是我第一次来毛乌素种树，虽然
淋了雨，但是很开心。想象着 3 年后我种
下的枣树会长得又高又粗，还会挂果，让人
们来沙漠旅游的同时，还能品尝到美味的
大枣，就感到很幸福。”今年 12 岁的李晓玲
第一次参与这样的活动，觉得特别有意
义。按照规划，两年后，要把毛乌素沙地的
乌审旗嘎鲁图镇打造成集旅游、枣产业为
一体的红枣小镇。

毛乌素沙地是中国四大沙地之一，面积
约 4.22 万平方公里。从 2013 年开始，乌审
旗就探索沙漠绿化工作由绿化林向经济林
转型，并首批种植了 500 亩枣树，试种非常
成功。从今年开始，负责绿化的内蒙古毛乌
素沙漠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想出了一个新点
子：在毛乌素沙地首次推行大面积种植绿化
经济林，计划种植 2 万亩枣林，打造一个集
旅游、枣产业为一体的沙漠红枣小镇。

“事实证明，这样能吸引更多的社会组
织和社会人士参与进来，共同绿化毛乌素
沙地。到 5 月 1 号，我们要完成 2 万亩红枣
的种植。”内蒙古毛乌素沙漠产业发展有限
公司总经理郝道龙说。

沙漠里有个
红枣小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