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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 live

新作为

消息树

【微语】

□文/图 本报记者 李文明

凌 晨 4 点 ，天 边 刚 露 出 鱼 肚
白，包头市土右旗苏波盖乡返乡农
民工创业基地香菇园里，村民们已
经忙碌了起来。

一排排大棚鳞次栉比，一袋袋
菌棒整齐排列，一朵朵香菇升柄展
伞，村民们忙着采摘香菇、为香菇
棒浇水⋯⋯上午 9 点，大伙儿才陆

续停下手中的活计，开始吃早点。
“夏天天气闷热，就得赶早工

了！下午三四点钟再出来干活儿，
一直忙到晚上 7 点。一个月下来，
加上奖金，能挣 2450 元，这在我们
农村算是好收入了。”匆匆吃过早
饭，麻糖营村村民尹仕粉跟记者聊
起了自己的“小算盘”：在这里打
工，家里 20 多亩玉米地也不耽误
种，还可以“偷师”学习香菇种植技
术。

“我们村以前没人种过香菇，
在这里好好学艺，将来自己种香菇
的话，估计收入也不赖！”尹仕粉压
低声音继续说：“经过几天观察，我
觉得给香菇菌棒注水是关键，每茬
的注水量都不一样。”

今年，苏波盖乡新营子村调整
种植结构，将返乡农民工创业基地
里 35 栋连片大棚整合为香菇园，
为农民增收致富开辟新的出路。

“现在每个大棚 1 万个菌棒，

每年 5 月到 9 月能产 7 茬香菇，平
均每栋每年能产 5000 斤，保守收
入也有 3 万元。算下来，种香菇的
收入是种玉米的 60 倍。这样发
展，农民的日子才有奔头啊！”苏波
盖乡农办负责人付瑞军在一旁又
细细地算了笔账。“种植香菇风险
高，咱们本地农民没有经验，得有
人引导他们，先行者成功后农民才
会自己尝试。看见经济效益好了，
农民自然就跟着你干了！”

“土右旗自然条件好，昼夜温
差大，很适合发展香菇种植。依托
呼包鄂金三角便利的交通运输网，
香菇能够快速销售到市场上去。
最重要的是，这里有大片土地，可
以搞规模化生产。这不，我们第一
年来土右旗种香菇就旗开得胜！”
基地负责人、有十几年香菇种植经
验的菇农王志刚介绍说，下一步，
他们打算引导更多村民种植香菇，
将香菇深加工基地建在田间地头，
开发香菇罐头、干香菇、香菇酱等
产品，用香菇为周边农民撑起“致
富伞”。

据了解，苏波盖乡于今年 4 月
引进香菇种植项目，总投资 1000
万元，在新营子村建设年产 300 万
吨香菇生产基地，预计年可实现销
售收入 1100 万元，带动当地 120
余人就业。项目运营后，香菇生产
基地已经成为当地贫困户就业、学
习种植技术的平台，拥有固定就业
岗位和收入来源的贫困户开始稳
步脱贫。当地及周边越来越多的
农民开始接触了解食用菌产业，香
菇种植正在成为当地农民增收致
富的新渠道。

“种香菇的收入是种玉米的60倍”

□李文明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必须在号准“贫
脉”上下功夫。虽然各地区贫困的原因千
差万别，但归根结底还是由于产业发展不
足造成的。给钱给物，只能解一时之困。
合理地发展扶贫产业项目，授人以资金之

“鱼”的同时，更要授人以产业之“渔”，恢
复贫困地区的造血功能，这样才能断掉穷
根、开掘富源。

一棚棚香菇在土右旗新营子村扎了
根，昔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贫困农民走进
大棚，转型成了菇农，变身按月领工资的
工人。更重要的是，香菇产业的引入带动
了当地更多农民从事食用菌专业化生产，
农民掌握相关种植技术后，也能用小香菇
为自己撑起“致富伞”。这样一来，产业扶
贫的平台搭建起来了，农村的土地、劳动
力等闲置资源盘活了，必将催生产业的规
模化发展，贫困农户在产业的阳光雨露滋
润下，一定会走出贫困的泥淖。

授人以渔，也要讲究科学的方法。面
对经济基础薄弱、交通闭塞、教育落后等
客观困难，要摸清贫困村、贫困户的“家
底”，盘活土地、气候、生态等可利用的资
源，为产业扶贫搭建平台，破解贫困户发
展无资金、无技术的困境，用资金、产业使
农民钱滚钱，利滚利，帮助他们实现由“要
我富”到“我要富”的转变。

授人以产业之“渔”

本报 6 月 26 日讯 （记
者 石向军） 记者从自治
区农调队获悉，在通辽国家
粮食交易中心举办的分贷分
还国家临时存储玉米竞价销
售交易会日前圆满结束。本
次交易会计划销售分贷分还
临时存储玉米 84 万吨，实
际 成 交 68 万 吨 ， 成 交 率
81%，成交额 9.24 亿元，为
国家增收 3396 万元，实现
的交易额及交易量均创历史
新高。

本报 6 月 26 日讯 （记
者 石向军） 据自治区农调
队 调 查 统 计 显 示 ， 今 年 以
来，兴安盟把“农村电商”
作为贫困户脱贫致富的重要
抓手，共建设盟、旗县级电
子商务产业园 5 个，引进外
来电商企业 18 家，引导传
统农畜产品加工企业转型 82
家 ， 自 建 网 络 平 台 22 个 ，
研发网货 1000 余种。共有
电商平台 44 个，服务建档
立卡贫困户 3000 余户，线
上交易额达 6.29 亿元，带动
近万人就业，解决贫困人口
就业 5000 余人，通过电商
使贫困人口实现年均增收上
千元。

本报 6 月 26 日讯 （记者 张慧
玲） 近日，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
107 万亩紫花苜蓿开始今年第一茬
收割，平均亩产 400 公斤。

阿 鲁 科 尔 沁 旗 从 2011 年 开
始，以每年 20 万亩的规模种植苜
蓿草，如今种植面积已经达到 107
万亩，达产面积 70 多万亩，是全
国最大的集中连片节水灌溉紫花
苜蓿种植区。预计今年第一茬苜
蓿草产量将达到 20 万吨。围绕牧
草种植，阿鲁科尔沁旗还在高端
养殖、饲料加工、生态旅游等方
面做文章，已形成种、养、加及
衍生产业同步发展的绿色产业链
条。小小苜蓿草，既保护了草原
生态，又促进了农牧民增收。

目前，阿鲁科尔沁旗已吸引
北京首农、甘肃亚盛及美国辛普
劳等国内外 25 家企业入驻，进行
牧草种植，并吸引多家企业从事
奶 牛 养 殖 、 草 产 品 加 工 、 仓 储、
交易等牧草相关产业。优质牧草
年产量超过 60 万吨，实现产值近
11 亿元。

阿鲁科尔沁旗
优质牧草年产量
超过 60万吨

本报 6 月 26 日讯（记者 张慧
玲）占地 120 亩、投资 1.6 亿元的通
辽市木里图污水处理厂二期扩建
工程目前全部完工，进入调试运行
阶段。

据介绍，该项目于 2013 年动
工建设。二期扩建工程在一期基
础上，增加了水碱酸化池和后端水
深度处理工艺，一期工程出水达到
一级 B 标准，二期处理出水达到一
级 A 标准，甚至能达到中水回用的
前端原水标准。有了二期扩建项
目，木里图污水处理厂已经具备 10
万吨日处理能力，主要服务科尔沁
区工业园区的 70 多家工业企业。
科尔沁区去年投资建设的中水厂，
主要是将污水处理厂处理过的达
标水进一步净化。污水处理厂经
过层层工艺处理过的水主要用于
林地、田园浇灌，而经过中水厂的
再净化，从企业排放的污水又可重
新回到企业循环利用。中水回用
项目建成后，污水资源化的服务将
覆盖科尔沁区工业园区南区 36.28
平方公里，70 多家企业受益，每天
可节约地下水资源 5 万吨。

木里图污水处理厂
二期扩建工程完工

□本报记者 施佳丽

在赤峰市敖汉旗三义井林场，2000
亩樟子松如同卫兵列队，在阳光下显得
越发翠绿。林相整齐、林型隽秀、苍松
挺拔，这是记者对樟子松的第一印象。

“樟子松是内蒙古抗风固沙中担任
主角的树种，越是在风沙肆虐、干旱少
雨的恶劣环境下，越是长得郁郁葱葱。”
林场场长陈明川长期奋斗在治沙第一
线，对此很是了解。

“敖汉，敖汉，十年九旱；一年不旱，
洪水泛滥。”“天降二指雨，沟起一丈洪”

“人迷眼，马失蹄，白天点灯不稀奇。”陈
明川对上面的描述有着深刻的体会。
敖汉旗土地沙化严重，全旗沙漠化土地
259 万亩，沙区面积达 608 万亩，占总土
地面积的一半。

赤峰人说，防沙治沙看敖汉。从上
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敖汉旗开展了大规
模的以植树种草为中心的防沙治沙大
决战，林业生产建设得到迅猛发展。然
而，在全旗 608 万亩沙区土地上，杨树
作为乡土树种被大面积栽种，近年来受
生理周期和干旱影响，大面积杨树林分
退化、枯死，在 572 万亩有林面积中，以
杨树为主的退化林分达到了 200 多万

亩。于是，以退化林分改造为突破口，
敖汉旗的林业发展开始提档升级。

“4 月初的时候，这一片还全是枯死
的杨树，不改造不行了，已经没有生态
效益了。”三义井林场处在一个面积较
大的沙荒地带，对陈明川来说，造林最大
的目的就是要护住林场周围的农田。借
助退化林分改造的契机，他推倒了所有
杨树，种下 2000 亩樟子松和 1000 亩文
冠果树。根部覆上黑膜，再埋上高效节
水稳流器，全部选用优质苗木，这 3000
多亩退化林分的档次得到明显提升。

在退化林分改造过程中，敖汉旗对
生态区位重要、生态环境脆弱的地区，

严格执行专家论证制度，确保不形成新
的土地沙化和水土流失。同时，根据生
态区位、水源、土壤、枯死面积等因素，
科学选择皆伐、补植、封育等改造措施，
分批、分段有序推进。目前，全旗已初
步形成了“五大工程、一个基地”的发展
模式，即经济林基地、文冠果基地、樟子
松基地、重点区域绿化、沟道治理五大
工程和绿化苗木基地。到 2023 年，该
旗将利用 8 年时间完成退化林分改造面
积 100 万亩。其中，新建鲜果经济林 8
万亩、沙棘特色经济林 20 万亩、文冠果
木本油料林 30 万亩、樟子松基地 42 万
亩。

敖汉旗：退化林分改造“回春有术”

6 月 26 日，乌梁素海波平如镜，郁郁葱葱的芦苇荡中，三五成群的疣鼻天鹅悠闲嬉戏。据巴彦淖尔市环保局监测数据显示，今年 1 至 5 月，乌梁素海整体水质符合地
表水 V 类标准。如今，乌梁素海逐渐重现鱼肥水美、百鸟啼鸣的和谐美景。 本报记者 施佳丽 摄

乌梁素海百鸟啼鸣

土右旗苏波盖乡返乡农民工创业基地内，打工农民正在采摘香菇。

□本报记者 韩雪茹

“炖笨鸡一只、农家炒鸡
蛋一盘⋯⋯”还没进门，就听
到了王勇的吆喝声。

在乌海市海南区巴音陶
亥镇赛汗乌素村农牧场村民
小组的一个农家乐内，几位专
门从市区赶来的客人正在点
菜。王勇在厨房和餐厅之间
穿梭着，一会儿帮客人点菜，
一会儿又去做帮厨。

“我家总共有 10 来张桌
子，生意好的时候能坐满。夏
天来的人多，生意更好，我还
要再添几张桌子！这桌最热
门，客人们都喜欢坐在这儿吃
饭。”王勇指着具有浓郁农家
风格的土炕说。

王勇肢体二级残疾，还有
两个孩子在上学，全家就靠着
种地和王勇每月 540 元的低
保金为生。由于缺乏劳动力，
种地收入微薄，2014 年王勇
被认定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
去年，他家不仅把 15.6 亩耕地
全部流转出去，得到每年每亩
500 元的流转费，还在帮扶干
部的帮助下，成功申请到 3 万
元的产业发展贷款，办起了农
家乐。同时，他和妻子还在乌
海市阳光田宇农业科技发展
有限责任公司得到了一份打
扫卫生的工作，两个人每月加
起来有 5000 多元的工资。有
了这些收入，他家去年年底脱
了贫。

“我们村南边就是黄河，
黄河在这里掉头，向西流去。
如今这里建起了‘黄河西行客
栈’，村里面貌大变样，房子漂
亮，街道整洁，很多城里人都
往咱这儿来。今年又有四五
家农家乐开张了。”王勇说。

村里依托黄河西行的区
位优势，采取“企业开发+政
府补贴+群众自筹”的模式，
引入广泰城建、阳光田宇、海
盛农业公司组建赛汗乌素旅
游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建起了
黄河西行客栈项目，形成一个
现代化的集高效农业、休闲农
业、旅游农业为一体的农业旅
游综合示范区，带动当地村民
发展农家乐、采摘、土地认养
等休闲娱乐项目。

“我还要
再添几张桌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