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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 live
新作为

□本报记者 李文明

说起上海电商“锡鲜生”电商
平台，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别力古
台镇额尔登宝拉格嘎查牧民额尔
登格日勒竖起了大拇指：“以前卖
羊要等羊贩子或者到冷库排队卖，
不仅价格压的低，还要等上好几
天，羊掉膘掉的厉害。这个电子商
务平台好，省事省时不说，价钱也
给的高。”

去年 9 月，额尔登格日勒与
“锡鲜生”电子商务平台（上海久敬
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签订了羔羊销
售合同，“锡鲜生”收购羔羊胴体价
格比市场价每斤高3元左右。

与额尔登格日勒一样高兴的
还有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左旗赛罕

高毕苏木的 37 户建档立卡贫困
户。今年 9月初，他们全部和“锡
鲜生”签订产业扶贫项目，电商平
台以高出市场30%-40%的价格收
购贫困户 2000 只羔羊，同时将所
获得销售利润的 20%作为补贴返
还给签约牧民。算下来，牧民每只
羊至少可以增收20-30元。

近年来，羊肉价格持续走低，
饲草料价格却不断上升，给牧民生
产生活带来了不小的困难。为了
解决这一难题，锡盟行署、锡盟农
牧业局监督指导上海久敬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搭建了锡林郭勒大草
原散养羊直销平台——“锡鲜生”
电子商务平台，一改传统收购模
式，跳过中间批发商环节，尝试牧
户直接对接市场的新型销售模式，
通过在上海建立冷库、设物流基

地，利用长三角优越的物流条件，
把羊肉销售给一二线城市的消费
者，不仅为牧民销售羊肉提供了渠
道，还给消费者提供绿色、无污染
的草原羊肉。

2016年 8月，第四届内蒙古绿
博会期间，平台正式成功上线，先
以每只羊高于市场价 50元到 100
元的价格向牧民收购，再通过“锡
鲜生”电商平台直销给客户，等到
羊卖掉后，根据实际盈利情况，在
春节前把“锡鲜生”利润的 20%再
次返还给牧民，实现了牧民增收、
企业盈利、消费者认可的多赢局
面。随着“锡鲜生”电商平台对于
锡林郭勒草原羊品牌的打造和地
域品牌的推广，锡盟草原散养羊
价格将逐渐与育肥羊拉开差距，降
低牧民养殖风险，稳步提升牧民收

入。
通过“草原直供餐桌”的理念，

“锡鲜生”平台也快速积累起一大
批大中型城市的高消费人群。经
过一年多的尝试，“锡鲜生”平台通
过大数据验证了“互联网+锡盟羊”
以及“优价收，再分成”模式的可行
性，实现了销售量周周翻番、产品
供不应求的局面。

“今年我们首次尝试将‘互联
网+’和产业扶贫结合在一起，以赛
罕高毕苏木为试点，完善牧民和企
业的利益联结机制，保证优质优
价。‘锡鲜生’计划明年完成苏尼特
左旗所有贫困户的定点收购，并计
划在 5年内实现包销锡林郭勒全
盟约1万户贫困户的羔羊，通过互
联网平台实现产业扶贫的目标。”

“锡鲜生”电子商务平台负责人说。

“锡鲜生”让牧民与市场面对面

记者手记

消息树

□本报记者 张慧玲

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干召庙镇
民主四组素有中国优质水果之乡
的美誉。近日，民主四组的果园
里，果香沁人心脾，翠绿的果梨挂
满枝头，1000多亩早酥梨喜获丰
收，亩产达3000公斤，这些早酥
梨80%都将销往外地。而前来采
摘的游客，有的忙着摘梨，有的合
影留念，体验着田间采摘的乐
趣。他们告诉记者：“一听说早酥
梨熟了，我们就赶紧来采摘了。”

“今年年成好，我们每天摘五
六千斤，都让包头、呼市、北京、天
津的客户拉走了。早酥梨肉质特
别细致，吃起来清脆爽口，果汁
多，味道甜。外地人就稀罕这个
梨，口感好。”带领民主四组种植
早酥梨的何贵云说，“每斤1块3
毛钱左右，每亩地能挣到近万
元。我们种植早酥梨和苹果梨已
经有三四十年了，特色品种几乎
不打农药。今年春天又栽了一部
分果树，要继续做好这个梨产业，
让农民多增加点收入。”

民主村四组共有村民102户，
家家户户以种梨为主业，梨树的种
植面积达到1000多亩，品种以早
酥梨和苹果梨为主。近年来，随着
旅游业的发展，村民们在镇政府的
鼓励支持下开始发展农家乐，同时
有不少农户还把自己的果园变成
了采摘园，吃饭采摘一体，在水果
成熟的季节供人们游玩，农家乐一
年的纯利润可达5万元。

“生活水平提高后，大家对吃
的东西要求也越来越高了，这就是
我们种植早酥梨的原因。现在看
来真是选对了。”何贵云说。民主
村四组立足区域优势，所产的早酥
梨凭借果肉淳厚、质地细腻、香甜
酥脆、耐贮适运而久负盛名。近几
年来，种植户们按照绿色无公害标
准，不断增加科技含量，嫁接、改
造，使早酥梨产业成为农民增收致
富的一项重要产业。

干召庙的
早酥梨又火啦

□本报记者 张慧玲

“产业结构调整后，种植中草药
可比种粮强多了。”呼伦贝尔市阿荣
旗得力其尔乡马河村村民张贵明越
来越觉得这句话有道理。2007年，
他开始种植中草药，从最初不到100
亩发展到现在的1300多亩，成为了
远近闻名的种植大户。

张贵明给记者算了一笔账：“4年
生苍术每亩收籽7公斤，市场价每公
斤1200元，能收入8400元，苍术根
干品每亩能产800公斤，市场价每公
斤 50元，又能收入 4万元。去除种
苗、人工、农机等成本费用，每亩地纯
收入可达4万余元。”

在阿荣旗，像张贵明这样的农民
还有很多。近年来，该旗以推进农牧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积极落
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藏粮于草”

和“稳羊增牛”战略，加快农牧业转型
升级，努力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

特色产业是阿荣旗农业发展的
内生动力。“我们要以特色产业基地
做示范和引领，用大农业的思维和现
代视野谋求现代农业种植结构转型
升级。”阿荣旗政府副旗长王建明说。

“种了200多亩苍术，一亩地能
收获药籽约50公斤，按市场最低价
每公斤1600元计算，亩均效益可达
40000多元，是种植其他作物的好几
十倍。”阿荣旗三岔河镇白桦泉村中
草药产销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胡珍珍
介绍说。

如今，阿荣旗中草药种植面积已
达12万亩，总产量达4800万斤，中
草药种植户400多户，中草药合作社
50家，经纪人120余人。全旗单户种
植面积在百亩、千亩以上的种药大户
层出不穷，他们正通过“基地+合作

社+农户”的模式，引导农民种植中草
药，促进优势产业蓬勃发展。

“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
处寻……”诗人杨万里笔下的油菜花
美景，如今在三岔河、霍尔奇、得力其
尔等乡镇村屯重现。漫山遍野的赤
芍、白鲜皮等中草药花竞相开放，犹
如一幅美丽的油画，吸引了旗内外游
客纷至沓来。

近年来，阿荣旗还通过政府扶
持、市场推动、示范带动等多种措施，
狠抓优质农产品基地和品牌建设，打
造了一批具有一定规模和知名度的
农产品品牌，促进农民增收。目前，
全旗获得“三品一标”认证农产品92
个。建设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基地
230万亩，登记了涵盖阿荣大豆、玉
米、马铃薯、白瓜籽及柞蚕地理标志
登记保护面积495万亩。

经过多年来的不懈努力，阿荣旗
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显著提高，望天田

变成了丰产田，粮食产量明显提高。
2016 年 ，全 旗 农 作 物 种 植 面 积
471.68万亩，按照“一减四增”调优结
构，全旗粮食种植面积达到 447 万
亩。其中，玉米下降到290万亩，大
豆增加到 110万亩，水稻增加到 12
万亩，马铃薯增加到30万亩，饲草增
加到45万亩，受旱灾影响，粮食产量
达31.2亿斤，农业生产连续保持平稳
势头，成为名副其实的产粮大旗。

特色产业异彩纷呈，传统农作
物醇香飘溢。从曾经“一枝独秀”的
玉米，到如今“百花齐放”的现代农
业科技示范园区，从政府着力加快
推进“新农村”建设，到农户依托旅
游资源争先发展“农家乐”。阿荣旗
彻底打破传统“一产”思维，充分发
挥种植业结构调整资源优势，加快
发展融合型现代农业，优化升级特
色农业产业，奏响了现代农业发展
新乐章。

“特色种植比种粮强多了”

本报10月9日讯 （记
者 李晗）锡林郭勒盟正蓝
旗供销合作社扎格斯台基层
社自2016年成立以来，将当
地 19户牧民的 14000 亩零
散草场进行连片托管，同时
将属于牧户所有的180头牲
畜也进行集中托管。被托管
的草场划分为打草场和放牧
场，实行均等化轮牧，被托管
的牲畜由基层社从饲喂、接
犊、出栏进行全过程托管，并
统一供应饲草料、统一配种、
统一防疫、统一放牧、统一育
肥。通过一年的探索实践，
共为托管户节约劳动力成本
25.8万元，户均节支1.36万
元，节约饲草料成本9万元，
户均节支4737元。

本报10月 9日讯 （记
者 李晗）阿拉善盟额济纳旗
供销合作社立足实际，这几年
来以骆驼产业化推动“三牧”
工作，大力发展休闲观光农牧
业，培育绿色循环产业，打造
集休闲、观光、生态疗养为一
体的特色村镇和田园牧歌综
合体。今年，额济纳旗供销合
作社社有企业戈壁明珠供销
有限责任公司投资356万元，
建设占地面积60.8亩的驼奶
产业示范基地。目前，公司已
与牧民签订了草场补偿协议，
完成土地备案手续，草棚建设
已竣工，储备饲草料达48吨。

本报10月9日讯 （记
者 李晗）近年来，赤峰市阿
鲁科尔沁旗供销合作社以领
办、创办农牧民专业合作社
为切入点，以建设农牧业生
产示范基地为抓手，积极参
与现代农牧业发展。其中，
以北岗台村肉羊养殖场、劳
家沟村枣树苗基地和道拉其
格村蔬菜基地的带动效益最
为明显。目前，该旗供销合
作社已建设农牧业生产示范
基地10个，辐射带动1.5万
户农牧民，年户均增收近万
元，促进了农牧民脱贫致富。

本报 10 月 9 日讯 （记者 李
晗）今年，自治区供销合作社以全面
深化综合改革为主线，以参与农村牧
区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和推进实体
经济与电商经济融合发展为切入点，
以推进供销合作社经济转型升级为
目标，全力构建“五个新型体系”，加
快打造服务农牧民生产生活的综合
平台。

自治区供销合作社加快推进基
层社分类改造，认真实施全国总社

“千县千社”振兴计划，培育一批基层
社“标杆社”。规范发展农牧民专业
合作社，开展“农牧民合作社示范社”
创建活动，创建一批全国总社级和自
治区级农牧民合作社示范社。积极
发展农牧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鼓励
引导旗县级供销合作社、社有企业、
基层社联合农牧民专业合作社、经营
大户组建专业性、产业型农牧民专业
合作社联合社。

同时，加大土地托管服务推广力
度，在呼伦贝尔市岭南地区、兴安盟、通
辽市、赤峰市、巴彦淖尔市等粮食主产
区探索开展以农资供应、测土配方施
肥、科技推广等农资服务为主的土地托
管服务。在呼伦贝尔市、锡林郭勒盟及
部分牧业旗县探索开展草牧场托管服
务，推进农村牧区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在优势农畜产品产地发展初加工和
深加工，提高农畜产品附加值。

此外，自治区供销合作社还大力
发展供销合作社电子商务，加快推进
内蒙古供销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建设，全面接入全国总社“供销e家”
电商平台，建设内蒙古“供销e家”自
治区级电商平台和统一支付结算系
统，突出抓好实体网点信息化改造和
线上线下融合发展，加快建设农畜产
品流通服务体系。

自治区供销社
打造服务农牧民
生产生活综合平台

本报10月9日讯 （记者 韩雪
茹）赤峰市敖汉旗脱贫攻坚指挥部为
全面掌握全旗脱贫攻坚工作开展情
况，了解当前脱贫工作存在的主要问
题，今年成立了4个由处级领导带队
的督查组，并联合自治区驻敖汉旗脱
贫攻坚督导组、赤峰市驻敖汉旗脱贫
攻坚推进组，形成“三级协同督查”体
系，全面督查脱贫攻坚工作开展情况。

自治区驻敖汉旗脱贫攻坚督导组、
赤峰市驻敖汉旗脱贫攻坚推进组主要
负责督查各行业、各部门内设扶贫机构
组建、人员配备工作落实情况及帮扶计
划和扶贫开展工作情况。敖汉旗4个
督查组以“精准识别、精准施策、精准帮
扶、精准退出”为着力点，每个督查组负
责督查4个乡镇苏木，深入各乡镇苏木
街道，全面督查贫困人口识别程序、落
实“五个一批”措施情况及贫困人口受
益情况、各驻村工作队和帮扶责任人帮
扶工作情况及群众满意度、贫困人口退
出程序等情况。并通过“查、看、访”的
形式，采取随机抽样与问卷调查相结合
的方式，全面了解当前各乡镇苏木脱贫
攻坚工作情况，着力推动工作落实。

自治区、市、旗三级督查组还召开
联席工作会议部署此次专项督查工作，
层层传导压力，对各环节实施精准监
督，确保脱贫攻坚工作各个环节落到实
处。同时，聚焦脱贫目标，进一步压实
帮扶干部责任，督促广大干部在脱贫攻
坚工作中主动作为，并进一步压实部门
责任和乡镇苏木街道责任，全力落实好
扶贫项目，加快项目推进速度。

敖汉旗
三级协同督查
脱贫攻坚进展速度

10 月 9 日，呼伦贝尔市阿荣旗盛
坤泰食用菌培植专业合作社工人们正
在采摘平菇。据了解，由该合作社种
植的平菇、猴头、灵芝等食用菌产业已
成为阿荣旗的支柱产业，今年仅平菇
种植一项就能收获 6 万余袋，纯收入
预计可达10余万元。 王保国 摄

采摘平菇

10月9日，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树林召镇二锁圪梁村村民张瑞清和合伙人秦茂林在自家经营的40亩黄河水虾塘中打捞出南美白对虾，脸上充满了收获
的喜悦。据了解，达拉特旗立足区位和资源优势，大力扶持发展水产养殖。2016年，成功引进南美白对虾并推广养殖约150亩（水面），年产对虾30吨左右，市
场售价每斤50元。同时，为支持养殖户新品种新技术的引进，为5家南美对虾养殖户的22亩水域提供温室大棚等设施补贴6.6万元，截至目前，该旗水产养殖
面积已达2万亩。 本报记者 王晓博 摄

黄河水养肥南美虾

当前，锡林郭勒盟肉羊出栏
屠宰工作正如火如荼地展开。在
经历了 3年的羊价持续下跌之后，
肉羊行情终于在今年出现翻转，
提前出栏羔羊价格已经达到 20
元/斤。截至目前，锡林郭勒盟羔
羊收购价格已达到 25 元/斤。但
对于地处半荒漠草原的苏尼特左

旗部分贫困户来说，收入依然维
持在较低水平。

“锡鲜生”电商平台采用“互
联网+产业扶贫”创新模式，探索
利益联结模式，对贫困牧户进行
定向收购，坚持以往“优价收，再
分成”模式，以高于市场价格进行
活羊收购，并在年底兑现利润返

还，实现牧民直接与上海市场对
接，保证苏尼特羊肉实现优质优
价的目标。

据悉，“锡鲜生”电商平台还帮
助贫困牧民解决了羔羊运输到冷
库的物流问题，之后的屠宰加工也
都在苏木政府和农牧业局的安排
下有序进行。加工好的产品全部

为二维码可追溯产品，符合高端市
场需求，由“锡鲜生”电商平台销往
江浙沪等大中城市。随着“锡鲜
生”电商平台对于锡林郭勒草原羊
品牌的打造和地域品牌的推广，锡
盟草原散养羊价格有望逐渐与育
肥羊拉开差距，降低牧民养殖风
险，稳步提升牧民收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