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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5月 6日讯 （记者 李文
明）近日，农业部发布了关于启动农业
基础性长期性科技工作的通知，公布
了全国 456个国家农业科学实验站
（试运行）名单，我区内蒙古农牧业科
学院等15个科研院所入选国家农业
科学实验站，获准建设国家农业科学
实验站标准站，并开展农业基础性长
期性科技工作等内容。

本报锡林郭勒5月 6日电 （记
者 李文明）从2016年开始，锡林郭
勒盟太仆寺旗以国家探索实行耕地轮
作制度试点项目为契机，在充分尊重
经营者自主权的基础上推广以马铃薯
为主，麦类、经济作物、蔬菜、杂粮豆、
饲料作物为辅的“一主多辅”的轮作方
式，全旗落实耕地轮作制度 5万亩。
截至目前，5万亩耕地轮作试点全部
签定轮作协议。

本报5月 8日讯 （记者 韩雪
茹）近日，2017年全区精准扶贫小额
信贷管理业务培训班在呼和浩特开
班。此次培训班系统解读了精准扶贫
小额信贷管理业务相关政策，以推进
我区小额信贷扶贫项目管理工作的顺
利开展。呼和浩特市、包头市、锡林郭
勒盟、乌兰察布市、鄂尔多斯市、阿拉
善盟等地代表在培训班上交流分享了
各地项目运行经验。

直播LIVE

新作为

□本报记者 张慧玲

这两天的巴彦淖尔市临河区
新华镇新丰村六组村民陈满良正
忙着打理自己的第二茬瓜。再过
几天，黄澄澄的蜜瓜又能上市了。

“今年我的头茬瓜已经卖完了，5栋
温室 3亩地，卖了将近 9万块钱。
今年的二茬瓜马上就上市预定的
人挺多，不愁卖。”陈满良很乐观。

陈满良的自信源自于今年新
华镇蜜瓜一直呈“牛市”的好势
头。“这可是咱们新华镇用惨痛代
价换来的。”新华镇农科站站长贾
俊岐说。

前几年，蜜瓜产业受其它省份
的影响，一直停滞不前，特别是
2016年初的一场大雪，整个新华
镇的瓜棚几乎都遭受了灭顶之灾，

收成仅有一成。“去年春天的一场
雪，对瓜棚温室影响挺大，苗子蔫
了，挂果少了，产量也下降了，心里
很着急。”想起去年瓜棚的惨淡，陈
满良感到遗憾。

一场春雪暴露出新华镇蜜瓜
产业的深层次问题，蜜瓜经营生
产体制落后，种植分散，技术设施
无法集聚，严重制约生产效率的
提高。

据 了 解 ，新 华 镇 的 大 棚 是
1997年建起来的，墙比较低，采光
区比较窄，导致蜜瓜的产量相对偏
低，并且使用多年之后一部分墙体
坍塌。农户起初种蜜瓜的时候，种
植技术差，管理水平跟不上，种出
来的蜜瓜个头参差不齐，卖相差，
产量也低，蜜瓜产业一度陷入了困
境之中。

为了扭转蜜瓜产业的疲态，新

华镇通过区政府争取到旧棚改造
项目，对年久失修的大棚按计划逐
年实施改造。经过大半年的整治
改造，21亩大棚重获新生，这其中
包括陈满良的大棚。

“今年改建了大棚以后，雨雪
天气也没受影响，今年的瓜长得
挺好，收入翻番不成问题。”陈满
良说。

据介绍，蜜瓜在春季对温度、
湿度都有一定的要求，连片的大
棚进行重新改造后，营造出春季
适宜蜜瓜生长的温度和湿度，不
仅能预防雨雪冰冻气候，而且大
棚中温暖潮湿的环境在来年春季
可催生蜜瓜提前开花，提早坐果，
提前上市。

“上市时间比常规年份提前
10天左右，此时正是瓜果淡季时
节，基本上卖到了10块钱每斤，比

常年一斤多卖两到三块钱，大大增
加了农民的效益。”贾俊岐说。

新改造的大棚不仅能抵御冰
雪低温气候，棚内的蜜瓜坐果率
也非常高，亩产量更是从1000多
斤增加到了近 3000 斤。按照市
场价格计算，每亩大棚蜜瓜的利
润在两万元左右。目前新华镇新
丰村有 40多户农户、400多栋大
棚从事蜜瓜生产，每年的4月5月
都是收获的季节，今年蜜瓜的日
销量在5000斤以上，年产值超过
600万元。

通过近几年不断对品种进行
试验、示范，筛选部分优良品种，
现在已经形成了新华镇独有的早
黄密品牌。截至目前，销售过程
中，有好多的电商和水果商前来
订购，新华镇的蜜瓜正走向千家
万户。

新华镇种出“牛市”蜜瓜

□张慧玲

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改
善生产条件是推进农业供给侧
结构改革补短板任务的重要手
段 之 一 ，也 是 提 高 农 业 生 产 能

力、促进农业转型升级的重要保
证。

拥有“蜜瓜之乡”称号的新
华镇有 20 多年的种植历史，然
而 一 段 时 间 以 来 ，蜜 瓜 产 业 停
滞不前。表面原因是受其它地
区 蜜 瓜 产 业 竞 争 的 影 响 ，然 而

更深层的原因是由于生产经营
体 制 落 后 ，致 使 老 旧 大 棚 逐 渐
增多，农业设施建设不足，农业
生 产 能 力 落 后 ，农 民 收 入 无 法
提高。

在农业供给侧结构改革中，
面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的现

状，巴彦淖尔市临河区投入 40 万
元对蜜瓜基地实施大棚改造，不
仅使蜜瓜上市时间提前了半个
月，还让亩产量从 1000 多斤增加
到了近3000斤。从而为促进农业
供给侧改革、实现农民增收的提
供了一个成功案例。

补齐短板才能确保增产增收

□本报记者 张慧玲

进入 5月，受气温回升快和持
续大风天气的影响，土壤水分流失
严重，据气象数据显示，通辽市近一
半地区出现不同程度旱情，中旱、重
旱面积约占35%，面对严峻的旱情，
通辽市各地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抗
旱抢播。

经过几个昼夜的连续喷灌，再
有一天，库伦旗六家子镇大坝村村
民冯文杰家的150亩田地就可以进
行播种了。为保证全村18000亩大
田尽早点种，15台移动喷灌设备全
天24个小时同时作业。

“移动喷灌浇得快，浇一遍能浇
透50公分左右，正常情况下能有30
公分的湿度就能播种。”5月31日正
在浇地的冯文杰说。

合理调度水源，用最快的方式
在最短的时间内帮助农民进行抢
播，目前，库伦旗柳河下游的17个
水库塘坝全部开泵提水，仅大坝村5
个泵站日均提水2000立方米。

“像库伦镇和六家子镇，给百姓
搞覆膜滴灌，浅埋滴灌，品种就要选
择中早熟品种，像正单958、吉农大
401这些品种，建议百姓搞一些青贮
或粮饲兼用的品种，另外就是杂粮杂
豆，多种一些谷子荞麦优良品种。”库
伦旗农牧业局副局长纪晓东说。

与此同时，奈曼旗也走在抗旱
抢播的路上。

“我种了 80亩地，现在已经浇
了70亩，心里就有点底了，浇完这
个要是能抓住苗的话，就有了收入
保障。”奈曼旗新镇常风皋村村民刘
海强说。

入春以来，奈曼旗的有效降水

量仅为4毫米，仅为历年平均降水
量的十分之一，目前，奈曼旗已播种
面积230万亩，在南部山区青龙山、
土城子、黄花塔拉、新镇等地仍有
160万亩大田未播种。为有效降低
旱情带来的不利影响，连日来，奈曼
旗积极启动抗旱应急水源工程，通
过铺设高压输水管道扩大灌溉面
积，提高墒情。

“每天开动机电井的频率应该
在两万三千多眼以上，南部山区15
座水库，20多座塘坝也都启动抗旱
模式。一天24个小时不停抗旱，一
天抗旱的面积在200亩左右。”奈曼
旗水务局副局长孙凤军说。

同样，面对冬季少雪，入春有效
降雨急缺带来的严峻旱情，科左后
旗通过积极推广新技术、协调农机
等方式帮助农民旱地夺粮，目前全
旗已完成200万亩大田的播种。在

查金台牧场3万亩现代农业种植示
范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技术人
员正在加班加点指导当地农民使用
浅埋滴灌技术及时浇水施肥。

“现在已经把管路都铺设完了，
就是通过浅埋滴灌的技术推广实现
水肥一体化的管理，节水、节肥、抗
旱。”科左后旗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副
主任郝红说。

科左后旗实施粮食增产工程
25000亩，更新机电井163眼，配设
变压器 58 台，铺设地埋（输水）管
350公里，铺设地面软管140公里，
铺设滴灌带是14000公里，架设高
压30公里，目前工程基本完工，部
分机电井已投入使用。

据农牧部门统计，今年，通辽市
计划播种农作物2067万亩。截至
目前，全市已完成农作物播种1289
万亩。

通辽：决战抗旱抢播

微语

本报锡林郭勒 6月 5日电 （记
者 李文明）为严格落实草畜平衡制
度，锡林郭勒盟各地切实加强外来牲畜
清理力度，通过多部门联合执法、重点
道路设立防疫检查站、重点嘎查清点牲
畜、加强宣传教育以及建立举报制度等
措施，2016年至2017年5月，全盟各地
共清退、劝返外来牲畜87.87万头（只）。

本报锡林郭勒 6月 5日电 （记
者 李文明）为加快传统畜牧业转变，
提高养殖户冬羔、早春羔生产积极性，
加快畜群周转，鼓励和引导牧民加快
调整畜牧业产业结构，锡林郭勒盟锡
林浩特市制定出台了2017年冬羔、早
春羔提前出栏补贴工作实施方案，计
划投入300万元对符合条件的冬羔、
早春羔予以补助，通过对企业、合作社
及牧户的引导，形成“企业＋合作社＋
牧户”的紧密生产联合体，引导牧民由
一季出栏调整为两季或多季出栏，实
现“牧民增收、企业增效、生态增绿”。

本报赤峰6月5日电 （记者 徐
永升）今年，赤峰市巴林左旗着力推进
易地搬迁助力脱贫攻坚。眼下，该旗
正在建设内蒙古上京食用菌脱贫产业
园，这个项目投入使用后，可吸纳菇农
175户，补助资金2940万元，入园菇农
按照每年每户按生产1.5万棒计算，预
计收益4.5万元，按每户3口人计算，
人均收入1.5万元左右，生产当年即可
实现脱贫。另外该旗还谋划了林东镇
柴达木村肉驴扶贫产业园、花加拉嘎
乡设施农业扶贫产业园等项目，通过
发展优势产业，吸纳贫困人口就业。

本报呼伦贝尔 6 月 5 日电
（记者 张慧玲）经过3个月的紧张
施工，截至6月1日，总投资21亿元
的自治区重点工程呼伦湖流域生
态与环境综合治理一期工程加紧
开工，其中海拉尔河入湖口上游河
岸加固工程已经完工，其他项目正
有序推进。

海拉尔河入湖口上游河岸加
固工程是呼伦湖流域生态与环境
综合治理一期工程的重点工程，项
目是在河流入湖口上游堤岸进行
生态石笼加固，总长5.4千米，项目
今年3月开工。

由于河流入湖口流经磋岗沙
带，河流侵蚀两岸河堤，大量含有
泥沙的河水进入呼伦湖，同时，在
丰水期，水流会在惯性下猛烈地冲
击原来的河槽和堤坝，使河流改
道。为了减轻湍急的水流冲刷河
堤，施工过程中，工程采取在河堤
的两侧，用直径40公分的石块铺设
高4米的倾斜面墙，用铁丝网加固
成石笼网箱。工程共动用石方7.1
万立方米，这种生态石笼网箱寿命
长达50年。墙面可以自然透水，对
河水有过滤作用和较强的包容性，
水中悬移物和淤泥得以沉淀于填
石缝中，还有利于植物生长，逐步
恢复原有的生态环境。

呼伦湖流域生态
与环境综合治理
一期工程加紧施工

本报6月 5日讯 （记者 李
文明）从内蒙古绿色农畜产品精品
馆北京馆开业到上海馆、广州馆相
继投入运营，两年来，各个精品馆采
取多种办法，不断拓宽销售渠道，提
高知名度，逐步将精品馆打造成我
区重要的绿色农畜产品输出平台。

内蒙古绿色农畜产品精品馆是
由自治区农牧业厅牵头启动的一项
自治区绿色农畜产品输出工程，集
产品展示、体验和销售于一体，采取

“电商平台+展示直销中心+零售体
验店”的形式，在人口众多、消费品
质高、经济实力强的北京、上海、广
州打开市场，从而实现内蒙古绿色
农畜产品进入全国市场，提高产品
的市场占有率和美誉度，现已成为
我区在全国大中城市集中展示、销
售绿色农畜产品精品的阵地。精品
馆内所有绿色、有机食品均实现安
全可追溯，方便消费者集中采购、品
尝来自内蒙古的优质、放心、安全的
农畜产品。消费者不仅能在馆内选
购到品种丰富、质量上乘的草原美
味，还可通过扫描产品二维码更加
直观地了解产品生产的全过程。

目前，为了扩大知名度和销售
渠道，各个精品馆在线下采取精品
展示、社区展销、进驻超市、定期举
办推介会等多种活动，在线上除与
天猫、1号店、蒙优汇等电商合作
外，还积极与中国银联对接，宣传推
介我区优质绿色农畜产品。

精品馆成为我区
绿色农畜产品
重要输出平台

本报赤峰6月 5日电 （记者
张慧玲）近日，赤峰市敖汉小米、高
粱、荞面、鲜蛋、北虫草以其优异的
品质获中国地理商标。

敖汉小米、敖汉高粱、敖汉荞
面、敖汉鲜蛋、敖汉北虫草（干、鲜）
6 件中国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获
得，填补了敖汉旗无地理证明商标
的空白，将对敖汉旗今后在种植
业、养殖业、产业结构调整、产业规
模化、规范化和产业链条的可持续
发展中起到积极促进作用，对打造
敖汉品牌将起到重要的作用。

下一步，敖汉旗将加强监管和
宣传力度，不仅要保持品质，还要
加强市场推广，让更多人知道“敖
汉小米、敖汉高粱、敖汉荞面、敖汉
鲜蛋、敖汉北虫草”，通过协助企业
发展提升商标知名度、通过商标推
广助力企业搏击更广阔的市场，让
这六块金字招牌更加闪亮，真正为
敖汉人民谋福祉。

敖汉旗6种农产品
获中国地理商标

6月 5日，巴彦淖尔市五原县和胜乡一处水利建设工地上，施工人员正在对灌渠进行拓宽、衬砌。近年来，该县把农田水利建设作为“农”字一号工
程，所有耕地实现了配套改造，为下一步实施喷灌滴灌、水肥一体化、控肥减药等打下坚实的基础。 本报记者 钱其鲁 摄

拓宽灌渠

日前，呼伦贝尔市阿荣旗向阳峪镇松塔
沟村大田里，喷洒除草剂的拖拉机在农技人
员的指导下，正在对玉米地块喷洒除草剂，
为确保今年粮食丰收打基础。 王保国 摄

喷洒除草剂

消息树

□本报记者 李文明

“这片田我们种的是骆驼酒业专用的有
机高粱，高粱成熟后酒厂会来直接收购，按
照签订的协议，种多少收多少，有多少要多
少，收购价格还不错，高粱的销路根本不用
我们愁。”包头市土右旗双龙镇王四顺营村
的贫困户王平平对记者说，是脱贫订单让
他摘掉了贫困户的穷帽子，实现了致富梦。

王平平家里有50多亩地。从去年开
始，他将家里一半的土地种植订单高粱，仅
高梁这一项收入就有3万多块钱，较往年
翻了一倍。去年，王平平家里还买了辆四
轮车。今年他又将高粱种植面积扩大到了
40多亩。

王四顺营村是土右旗最东南的一个小
村，紧邻黄河，村里三分之一的土地盐碱化
严重。过去，全村176户、536人，近一半是
国贫人口，年人均收入不足2400元。全旗
实施精准扶贫以来，通过“公司+合作社+
农户”的发展模式，鼓励村民种植有机高
粱，由当地酒厂统一收购，王四顺营村走上
了订单农业的路子。

“不只是王平平一家，我们这村里其他
村民也发起了种高粱的财。种植高粱成本
低，每亩地产值要比种玉米多收入二三百块
钱。并且，高粱不怕水还耐盐碱，特别适合我
们这里种植。有了订单高粱，咱不愁脱不了
贫。”王四顺营村主任王称心说，自从开始种
植有机高粱，村里一多半儿的贫困户摘了贫
困帽。

截至目前，全村80户贫困农牧民告别
国贫线，年人均收入达到5000元以上，整个
村子也将在今年彻底摘掉贫困村的“帽子”。

在精准扶贫的路上，土右旗着力在一个
“准”字上下功夫。土右旗创新扶贫思路，加
强贫困人口动态管理，完善扶脱贫计划，并
抓好金融扶贫，推动项目落实。目前，全旗
已经发放贴息贷款800多万元，扶持贫困户
开展特色种植、发展畜禽养殖及加工服务
业，引导贫困户种植青贮玉米、有机小麦等
订单作物9000多亩，累计投入800多万元，
为贫困群众购买鸡猪羊等禽畜1.8万多只
（口），逐步实现贫困人口的稳定脱贫。

“有了脱贫订单，
摘帽不用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