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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 live新作为

□本报记者 张慧玲

“这些年供销社对咱牧民的帮
助太大了，可以称得上是咱牧民的
娘家人了，尤其是成立了综合服务
社后，我们牧民真是有福了。”9 月
10 日，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宝绍岱苏
木登吉嘎查牧民朝鲁门与记者谈起
综合服务社这些年为牧民做的一桩
桩大事，连连称赞。

“群众生产生活方便、快捷了，
而且每年综合服务社可以为嘎查集
体创造一定的收入，促进了嘎查集
体经济的发展壮大。”朝鲁门说。

2013 年，正蓝旗供销合作社针
对牧民群众反映的牧区购货渠道混
乱，食品安全无法保障的情况，由旗
联合社出资 10 万元，与登吉嘎查联
手，依托供销合作社日用消费品配
送中心，共同争取到财政部门“一事
一议”项目扶持，并通过多渠道筹措

资金，投资 85 万元新建集活动室、
办公室、会议室、草原书屋、便民超
市为一体的综合服务社。

这家综合服务社经营服务范围
覆盖恩格尔、夏日淖尔、满都拉图、
查干淖尔等周边 6 个嘎查 500 多户
2000 多名牧民群众。“以前想买点
东西要骑上摩托车走很远，很不方
便。如今再也不愁买不到生活必备
品，更不用担心买不到好货了。”牧
民白音木仁发高兴地说。

记者在走访中了解到，登吉嘎
查综合服务社是全旗 83 个嘎查中
成立的第一家牧区便民超市。经营
业务由旗联合社直接管理，经营品
种包含日用百货、烟酒糖茶、土产日
杂、针织鞋帽、粮油饲料等 600 多个
品种，做到了微利保本经营，商品价
格与乡镇物价基本拉平，节省了当
地牧民的支出。

“ 要 不 怎 么 说 咱 牧 民 有 福 了
呢？综合服务社除了销售日用消费

品，还为我们牧民群众提供农牧业
技术、信息服务、联系良种改良技术
服务、通讯费用代收代缴服务、农信
服务和文化书屋等公益性服务。”朝
鲁门说。

为满足偏远牧民群众的生产生
活需要，综合服务社还开展了电话
预 约 业 务 、代 购 代 销 服 务 。 2016
年，共为牧民提供阅览、信息服务费
用支出 3000 余元。此外，还积极联
系引进客商，为牧民提供畜产品购
销 信 息 ，在 2016 年 畜 产 品 市 场 低
迷、牛羊价格偏低、牧民群众卖难的
情况下，积极联系客商收购畜产品，
交易额达到 200 余万元。牧民每卖
一头牛就能多收入 80 余元，仅此一
项就为牧民增收 1.4 万元。

为方便牧民粉碎玉米等饲料，
综合服务社购进一台饲料粉碎机免
费为牧民提供服务，同时还开展饲
草料代销服务，2016 年共代销饲草
料 120 余吨，解决了牧民群众冬季

牧草短缺问题。还面向当地牧民群
众无偿提供餐厅，方便了当地牧民
群众举办婚庆、寿诞等宴席活动。
同时，综合服务社还新建了 25 平方
米淋浴间、更衣室，免费为牧民群众
提供洗浴 1000 余人次，并装修了 2
间 30 平方米招待所，为往来客商在
当地收购畜产品食宿提供了方便。

“牧民把咱当成‘娘家人’，咱就
要做称职的‘娘家人’。”综合服务
社全体人员一致表示，今后将充分
发挥综合服务社的社会化服务功
能，努力将牧民需要的日用消费品
配送到户，并帮助牧民将畜产品配
送到城里，解决牧民“买卖难”的问
题。同时为更好的发挥畜产品信息
灵通优势，实现预约、销售畜产品。
2017 年，综合服务社与旗联合社筹
集资金，开展农牧机具销售及修理
业务，代销小型牧业设施及其它牧
业生产资料，真正使牧民的生产生
活得到保障。

做牧民称职的“娘家人”

□张慧玲

群众利益无小事。供销合作
社的根在农村牧区，服务“三农三
牧”是供销合作社的立身之本、生
存之基，也是供销合作社的潜力所
在、优势所在。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征程
上，我区供销合作系统把为农牧服

务放在首位，始终做到供销合作社
要为农、务农、姓农。通过发挥其
在农村牧区的独特优势，努力强化
基层供销合作社和社有企业的服
务供给能力，大力推广土地托管服
务模式，深入推进农村牧区一、二、
三产业融合发展，不断提升为农牧
服务水平，任劳任怨做农牧民的

“大管家”。
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供销合作

社就是一个成功的典范。2016 年，
该供销合作社以全区牧区供销合
作社综合改革试点旗县为契机，积
极争取当地党委、政府和上级供销
合作社的有力支持，创新发展模
式，拓宽服务领域。截至 2016 年
底，共发展社有企业 4 个，业务范
围涵盖活畜养殖、畜产品加工、冷
链物流、电子商务等一二三产全领
域，社有企业支撑体系初步建立。

共发展基层供销合作社 5 个、专业
合作社 18 个、专业合作社联合社 2
个、综合服务社（便民连锁店）60
个，基层组织服务体系基本建立。
并直接带动 2000 牧户增收近 200
万元，业务服务范围基本辐射全
部苏木镇和 50%以上嘎查行政村，
为构建新型为农牧民服务体系奠
定了较好基础，受到当地农牧民
的称赞。

把为农牧服务放在首位
【微语】

消息树

□本报记者 施佳丽

在呼伦贝尔草原南边鄂温克旗
境内，有一片茂密的原始森林，那里
的樟子松笔直挺拔，挤挤挨挨地长
在一起，一眼望不到头，它就是樟子
松的故乡，是我国唯一、亚洲最大集
中连片的樟子松母树林带。

在一大批茂密的樟子松林边
缘，自然落种成长起来的小樟子松
已有半米来高。“樟子松形似宝塔，
你看有几层枝丫，就知道它的‘年
龄’了。还有这边，发黑的树干是几
年前的森林大火造成的。”呼伦贝
尔市红花尔基林业局生产科科长秦
问政俯下身子，仔细看着樟子松的
长势。

“你现在看到保护很好的郁郁
葱葱的樟子松林，在过去其实是个
无人问津的小山沟，而现在是国家
指定的‘三北’防护林建设种子林基
地，是国家级森林公园名胜旅游城
镇。”秦问政告诉记者，这里是呼伦
贝尔市的最南侧，是“三北”防护林
的第一道绿色屏障。从这里移植出
去的野生樟子松种苗在“三北”地区
广泛应用，对治理荒漠化、构建绿色
长城起到重要作用。

近年来，借助国家各项强林惠
民政策的春风，红花尔基林业局全
力实施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三
北”防护林体系建设等林业重点工
程项目，肩负着国家重点防火区、重
点种子林基地等建设任务，几代林
业人辛勤耕耘，开拓创新，实现了樟
子 松 林 区 森 林 面 积 与 蓄 积“ 双 增
长”。据 2014 年二类调查数据显
示，这片林地面积增加到了 23.5 万
公 顷 ，其 中 樟 子 松 纯 林 面 积 就 有
11.2 万公顷，较建国初期 1956 年的
8866 公顷增长 12.6 倍，森林覆盖率
达到 40.6%。

走进樟子松的原种地

□本报记者 韩雪茹

“材料是免费的，还能带回家做，
成品验收合格后，公司会帮我们把货
卖掉。这幅十字绣再有半个月就绣
完了，完工后可以卖到 1000 元。”在
乌海市源联巧手工艺有限公司的刺
绣室内，一幅 1 米见方的十字绣正在
班守荣的巧手下渐渐成型。看着自
己的作品，班守荣的语气里透出满足
感 ：“2011 年 我 出 车 祸 做 了 开 颅 手
术，现在基本康复了，但是再也不能
干重活。这个公司特别适合我这种
不能外出工作的人员居家就业。以

前我根本不会做这样的细致活儿，参
加培训后，我才有了这门手艺。现
在，我一有时间就绣几针，一个月能
挣 2000 多元。”

穿过挂满手工编织、绣花和缝纫
作品的走廊，“嗒嗒嗒”的缝纫机声传
了出来，几位学员正在走廊尽头的缝
纫室埋头工作。“我们正在赶制一批
红领巾，平时还有一些缝制被褥、衣
服的订单，只要有活儿干就有收入。
以前我和老公在外地打工，由于家里
孩子太小，老人多病需要照顾，我不
得不回到家乡。源联巧手工艺有限
公司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就业平台和
机会，让像我这样的留守妇女实现在

家就业，不仅能照顾子女和老人，还
增加了家庭收入，自己的家庭地位也
提高了。”干活的间隙，学员柴萍和记
者聊了起来。

2016 年，乌海市源联巧手工艺
有限公司创建了“居家灵活就业创业
示范园”，学员可以免费参加手工编
织、绣花和缝纫等技能培训。企业还
提供设备和材料，让妇女们把机器运
到家，把技术带到家，不离乡不离土，
守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就业。

据公司董事长张立彤介绍，像班
守荣这样在源联巧手工艺有限公司
就业的建档立卡贫困户有 104 人。
签订合同之后，学员就能免费将加工

机器和材料带回家进行制作，这样既
可以照顾家庭，又可以获得收入。目
前，公司与 20 多家商家企业签订了
产销合作协议，带动了海勃湾区 5 个
行政村 164 人实现了居家灵活就业。

据了解，海勃湾区瞄准扶贫对
象，结合辖区实际，健全企业和贫困
户利益联结机制，调动各类企业和社
会组织参与扶贫工作积极性，采用

“公司+基地+农户”形式，积极引入
手工工艺加工企业，为贫困户、残疾
人和农区居民提供就业机会。目前，
已经引入乌海市源联巧手工艺有限
公司、奥峰农业公司、蒙根花农业公
司等企业。

留守妇女居家就业的乐园

本报 9 月 11 日讯 （记者
李晗）记者从自治区供销合作
社获悉，为贯彻落实全国供销
合 作 总 社“ 千 县 千 社 ”振 兴 计
划，加快推进基层社分类改造，
提升基层社建设水平，夯实供
销合作社为农牧服务基础自治
区供销合作社近日下发《关于
实施“百县百社”振兴计划的通
知》，拟到 2017 年底，全区供销
合作社系统建设 100 个基层社
标杆社，到 2020 年底，全系统
建成 400 个以上综合实力强、
服务功能全、与农牧民联结紧
密的基层社标杆社，示范引领
基层供销合作社快速发展。据
了解，基层供销合作社是供销
合作社在旗县以下直接面向农
牧民的综合性经营服务组织，
是供销合作社服务“三农三牧”
的主要载体和前沿阵地。

本报 9 月 11 日讯 （记者
石向军）8 月 28 日，记者从自治
区农调队获悉，兴安盟为落实
新一轮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
政策，根据《内蒙古自治区财政
厅关于拨付 2017 年中央部分
农牧业专项资金的通知》（内财
农［2017］341 号）文件精神，近
日，财政拨付旗县草原生态保
护补助奖励资金 25010 万元，
完成草原生态保护奖补政策任
务 2971 万 亩 ，其 中 禁 牧 补 贴
1660.8 万 亩 ，草 畜 平 衡 奖 励
1310.2 万亩。

本报 9 月 11 日讯 （记者
李晗）为缓解当地农民筹资难、
筹资贵等问题，赤峰市喀喇沁
旗供销合作社王爷府镇基层社
加盟赤峰中昊小额贷款有限公
司，筹措资金 580 万元，注册成
立中昊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王爷
府供销合作社代办处，面向当
地农民提供低息、快捷的贷款
服务。现已为全镇 26 家农民
合 作 社 发 放 贷 款 1000 多 万
元。此外，王爷府镇基层社还积
极探索发展“村党支部+资金互
助社”模式，依托黑山沟村整村
推进、连片开发、专项互助等项
目，组建了黑山沟村农民资金互
助合作社，组建互助小组 56 个，
实现入社社员 166 人，形成 95
万元的资本金规模。目前，该资
金互助合作社已累计为村民放
款 870 万元，累计受益人数达
2998 人次，有力助推了黑山沟
村脱贫致富。

9 月 11 日，巴彦淖尔市五原县内蒙古特羊牧业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正在给奶山羊挤奶。据悉，巴彦淖尔市五原县依托规模化种植基地，由内蒙古特
羊牧业科技有限公司与自治区农科院合作，引进瑞士纯种萨能奶山羊，并进行科学研究、杂交选育培育出特种奶山羊，建设了奶山羊规模化养殖场和羊奶深
加工生产线。目前，奶山羊存栏量达 2.5 万只，生产奶食品近 30 种，2016 年各类奶制品销售额达 1.4 亿元，形成了自治区第一家专业牧草种植、奶山羊养殖以及
羊乳生产、加工、销售为一体的全产业链。 本报记者 孟和朝鲁 摄

奶山羊养殖形成产业链条

9月11日，在呼伦贝尔市阿荣旗六
合镇建国村赤芍基地里，中草药种植合
作社负责人孙学敏正在查看籽粒饱满
度。近年来，阿荣旗充分发挥资源优
势、生态优势和产业优势，围绕推进农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中草药产业列
入十大富民产业。截至目前，全旗中草
药种植面积达到 12 万亩，总产量达
4800万斤。 王保国 摄

万亩赤芍籽待收获

□本报记者 韩雪茹

化德县地处阴山北麓严重风蚀
沙 化 区 ，是 乌 兰 察 布 市 深 度 贫 困 地
区。风蚀沙化和荒漠化丘陵地区的
贫困人口占 60%以上，一方水土养不
起一方人是主要致贫原因。为实现
贫困人口稳定脱贫，化德县把易地扶
贫搬迁作为一项关键性措施来抓，通
过把贫困人口“搬得出、能脱贫、稳得
住”彻底拔掉穷根。

政 府 主 导 ，解 决“ 搬 得 出 ”的 问
题。化德县按照“哪有产业往哪搬、哪
能就业往哪移、哪能发展往哪迁”的思
路，坚持往县城、往条件好的中心村、
往互助幸福院搬迁的“三个集中”路
径。对“能走”的贫困人口，鼓励和引
导向城镇和二三产业转移集中；对“想
留”的贫困人口，鼓励和引导向中心村
转移集中；对“只能留”的贫困人口，鼓
励和引导向互助幸福院转移集中。

产 业 支 撑 ，解 决“ 能 脱 贫 ”的 问
题。对走进县城的贫困人口，依托劳
动密集型羊驼绒服装产业，解决女性
贫困人口就业问题。同时，化德县依
托区位交通和电力充足的优势，着力
发展铁合金及下游产业，打造自治区
级“双百亿循环产业园”，解决走进县
城男性贫困人口就业问题。对走进中
心村的贫困人口，依托马铃薯、冷凉蔬
菜、燕麦、生猪肉羊四大农牧业特色产
业，发展现代农牧业，并引导他们与新
型经营主体结成利益联结的脱贫共同
体，通过“就地打工”“代种代养”“委托
经营”等模式实现稳定增收脱贫。

化德县贫困人口
易地搬迁走上致富路

本报鄂尔多斯 9 月 11 日电 （记
者 李晗）今年以来，鄂尔多斯市供销
合作社充分整合全系统优势资源，以
推进综合改革为主要任务，抓住供给
侧结构中的首个环节“供”和最后环节

“销”，着力发展农牧业适度规模经营、
创新流通经营方式、培育新产业和促
进优质农畜产品生产流通，确保在农
牧民持续增收、助农脱贫方面助推农
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从发展农牧业适度规模经营入手，
鄂尔多斯市供销合作社积极开展土地
托管服务。通过社直属企业恒通供销
社农牧业服务公司，积极搭建市级为农
牧服务平台，挂牌成立两个市直为农牧
服务中心，积极为农牧民和各类新型农
牧业经营主体提供农资供应、测土配
方、农机作业、统防统治、收储烘干等系
列化服务，推动农牧业适度规模经营。

同时，通过供给端发力，鄂尔多斯
市供销合作社还在各旗区推进多种形
式的产销对接。鄂托克前旗三段地活
畜交易市场借助自治区供销合作社

“新网工程”扶持资金，逐步完善基础
设施建设，不断提升市场服务功能，带
动了蒙陕宁等周边地区的活畜交易，
2017 年上半年交易牲畜达 42.5 万头
只，交易额 3.4 亿元。

鄂尔多斯市供销合作社还积极创新
为农牧服务方式，推进产业融合项目建
设。准格尔旗供销社所属天河肉业公司
参股4个农民专业合作社，建立了以股权
联结为纽带、以生猪养殖为依托、以订单
合同为载体、以屠宰加工和仓储销售为引
领的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模式。该公司
今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679万元，引
领带动1700多户养殖农户增收致富。

鄂尔多斯市
整合供销系统优势资源
助农增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