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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作为

消息树

□本报记者 张慧玲

“因为和开鲁县丰产种植专业
合作社签订了回收订单，今年我家
的高粱不但产量高，销路也不用愁
啦。”见到记者，通辽市开鲁县保安
农 场 十 三 分 场 职 工 姜 树 军 高 兴 地
说。

姜树军家种了近 20 亩高粱，亩
产 1300 斤，回收价是一块钱一斤。
一亩地刨去 300 多元费用，纯收入
能达到八九百元。“这块地要是种苞

米的话，亩产最多 1500 斤。按照今
年的玉米价格算，收入比种高粱少
得多。来年我想扩大种植面积，多
种一些高粱。”姜树军细算了一笔种
地的账。

手握订单，赚钱不愁。据丰产
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介绍，周边
很多农民看到种高粱带来的收益，
都来打听明年高粱种植订单情况。
合作社也在积极与贵州酒企洽谈，
争取更多的高粱种植订单，扩大种
植规模。

“今年合作社跟 40 多户农民签

了 2000 多亩黏高粱订单，我们从春
天起就为农民全程服务，种、趟、扛、
运，都由我们合作社负责。秋天，由
合作社直接收割。今年每家黏高粱
平均产量都在一千三四百斤左右，
每亩收益达到 1000 多元。预计来
年合作社跟农户黏高粱订单面积可
达 8000 亩至 1 万亩。”丰产种植专
业合作社理事长宫海全介绍说。

今年以来，保安农场深入推进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突出市场
导向，鼓励农民发展特色经济作物
种植。同时，创新产销衔接方式，发

展和完善特色农业订单模式，引导
农民与企业签订回收订单。

“保安农场把种植业结构调整
作 为 促 进 农 民 增 收 致 富 的 主 渠 道
来 抓 ，通 过 搜 集 市 场 供 求 信 息、搭
建企业与农户对接平台，先后促成
了甜玉米、黏高粱、蓖麻、中草药等
多 种 高 效 特 色 种 植 作 物 订 单 合 同
的签订，总面积达 4300 亩，涉及全
场 6 个分场 200 余农户，目前已大
部分回收。与过去种植玉米相比，
亩 均 增 收 300 元 。”保 安 农 场 场 长
贾立军说。

订单在手 赚钱不愁

□本报记者 李文明

深 秋 时 节 ，包 头 市 土 右 旗 萨
拉 齐 镇 西 老 藏 村 的 无 花 果 大 棚
里 ，一 排 排 繁 茂 的 无 花 果 树 格 外
惹眼，一颗颗果子捉迷藏似地“躲
在”手掌般的绿叶下面。

“咱们这无花果甜而不腻，比
福建本地种出来的都好吃。”说话
的是村里的种植户郭志刚。每天
早 晨 6 点 多 ，他 就 在 棚 里 忙 活 开
了。他说：“这个基地占地 13 亩，
主 要 种 植 无 花 果 、百 香 果 、火 龙
果，其中无花果占地 8 亩。我在上

榆树营村还有 500 多亩无花果培
育园，这些果子可是我的宝贝，每
一颗都是致富的‘金果果’！”

郭志刚从去年开始育苗种植
无 花 果 ，在 包 头 市 周 边 种 植 户 中
种 植 规 模 最 大 。“ 种 植 无 花 果 ，收
入比目前土右旗大部分农作物经
济 效 益 都 要 高 。 我 给 你 算 算 ：无
花果第一年亩产 800 至 900 斤，批
发 价 每 斤 20 元 ，目 前 成 活 的 230
亩收入就能有 368 万元。一亩地
至少收入 1.6 万元，是种玉米的 80
倍 。 我 前 期 投 资 300 万 元 ，一 年
就能回本了！”郭志刚喜形于色。

无花果，果无花，这种亚热带

水 果 能 在 土 右 旗 种 植 成 功 ，老 郭
也是颇费了番周折：“我们土右旗
昼 夜 温 差 大 ，能 够 很 好 地 保 持 果
实 的 甜 度 ，这 是 咱 们 当 地 最 大 的
种植优势。可是上榆树营村大都
是 寸 草 不 生 的 盐 碱 地 ，种 植 无 花
果首先得改造土地。经过多次试
验 后 ，我 发 现 用 羊 粪、酒 糟、玉 米
棒、微 量 元 素 这 几 种 东 西 改 造 出
来 的 盐 碱 地 更 适 合 无 花 果 生 长 。
还 有 就 是 无 花 果 的 越 冬 ，当 时 也
是伤透了脑筋。总算功夫不负有
心人，熬出来啦！”

“这还是第一年，第二年亩产
就能达到 5000 斤。第三年进入丰

产期，一棵无花果树产量就达 40
至 50 斤，一栋大棚就是 1 万多斤
呢。采摘的价格是每斤 60 元，经
济效益相当可观，而且周边仅此一
家，物以稀为贵！”郭志刚笑着说。

对于未来，郭志刚充满信心：
“无花果浑身都是宝，叶子泡茶治
疗咽炎、痔疮；树干既是中药也是
调 料 ，树 干 中 所 含 的 汁 可 提 取 抗
癌药物；果实可以直接采来吃，也
可 做 果 脯、果 汁 ，价 格 都 不 便 宜 。
党的十九大为我们描绘了乡村振
兴的美好愿景，我相信，只要肯下
功 夫 ，未 来 会 有 一 连 串 的 好 日 子
等着我们呢！”

盐碱地长出致富果
□本报记者 张慧玲

“起土豆的时候来种植基地打
工，每天能挣 100 多块。”今年，乌兰
察布市察右后旗乌兰哈达苏木七倾
地村建档立卡贫困户刘计焕靠在种
植基地起土豆挣了 1000 多元。他
高兴地说：“在种植基地起土豆的大
都是贫困户，工种不一样，有的一天
能挣 300 块，七八天的时间就能赚
2000 多块钱。这样下去，我们很快
就能脱贫啦！”

今年，察右后旗紧紧围绕“农业
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发展”的目标，
立足“后旗红”马铃薯资源优势，因
地制宜、科学规划，坚持农业规模
化、精品化、高效益发展方向，采取

“党支部+企业+基地+贫困户”的
模式，带动贫困户稳定脱贫。

乌兰哈达苏木七倾地村因“后
旗红”马铃薯品牌被农业部命名为
第六批“一村一品”特色示范村。当
地按照“地域相近、产业相联、优势
互补、市场联动”的原则发展产业，
建立起龙头企业带动贫困人口脱贫
致富的长效机制。去年，乌兰哈达
苏木向北方马铃薯批发有限公司注
资 180 万元，企业年返 21.6 万元收
益，138 名贫困人口得到分红，年均
增收 1560 元。

为让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尽快
增收致富，村里与北方马铃薯批发
市场有限公司协商，签订了公司基
地从种植、收储到销售等环节的用
工需求协议，每年可解决 350 多人
次的企业用工需求，企业雇工开支
达 135 万元。

“后旗红”带富一方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促进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支持
和鼓励农民就业创业，拓宽增收
渠道。只有突破常规，才能更好
地 促 进 农 村 一 二 三 产 业 融 合 发
展，带动农牧民就业、创业，增收
致富。包头市土右旗萨拉齐镇西
老藏村深入推进农牧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创造性地把南方的水
果引种在北方，取得了成功。

据悉，该项目于 2015 年落地
建设，计划总投资 4500 万元，分 4
期 完 成 全 部 项 目 规 划 。 一 期 工
程 计 划 投 资 600 万 元 ，占 地 300
亩 ，主 要 用 于 无 花 果 试 验 性 种
植。种植基地一期试验成功，二
期工程计划再投资 1000 万元，占
地 500 亩 ，用 于 扩 大 无 花 果 种 植
面积，丰富种植品种。三期和四
期工程计划投资 2900 万元，占地

700 亩，在进一步扩大果品种植区
面积的同时，不断完善配套设施，
提升项目综合运营实力。

西 老 藏 村 无 花 果 种 植 基 地
北 邻 萨 秦 线 、南 接 萨 凉 线 ，地 理
位置优越，货物运输和观光旅游
极为便捷。接下来，该基地还计
划新建一处果品精深加工厂，主
要 涉 及 果 品 饮 料 制 作 ，白 酒 、红
酒酿造，洗化用品生产等延伸产

业 ；新 建 一 处 集 农 家 乐 、有 机 果
蔬采摘、自助烧烤、垂钓中心、珍
禽 养 殖 于 一 体 的 仿 古 建 筑 主 题
餐 饮 区 ；新 建 一 处 休 闲 游 乐 场 ，
为 周 边 居 民 和 往 来 游 客 提 供 一
个 旅 游 度 假 的 好 去 处 。 项 目 建
成后，能够有效吸收周边闲置劳
动力 200 至 500 人，并提供一大批
就业岗位，带动当地低收入家庭
脱贫致富。

记者补记

□本报记者 李晗

为解决国家玉米收储政策调整
带来的玉米种植效益下降问题，兴安
盟突泉县供销合作社突泉镇基层社
去年尝试带领农民种植甜菜，通过做
工作和耐心劝说，最初有 11 户农民跟
着供销合作社种起了甜菜，亩均纯收
入上千元，比种植玉米的收益高出 5
倍还多。

今年，突泉镇基层社利用农闲季
节多次召开社员大会，宣讲种植甜菜
的相关优惠政策，聘请专家讲解种植
技术及专业知识，分析不同种植方式
的收入差别。还与内蒙古荷马糖业
公司签了种植订单，依托基层社所属
的农机专业合作社进行暖棚育苗、纸
筒移栽、机械栽植、机械收获等，提高
了农机使用效率和土地出产率，实现
了规模效益。

截至目前，突泉县共有 85 户农民
将土地托管给供销合作社种植甜菜，
共托管土地 7500 亩，从目前已获收益
的 3500 亩来看，平均亩产 3.6 吨，亩均
产值 1800 元，农民亩均纯收入 800 多
元 。 此 外 ，农 民 还 通 过 在 合 作 社 务
工，获得工资收入 60 多万元。尝到甜
头 的 农 民 对 供 销 合 作 社 赞 不 绝 口 ：

“供销合作社为我们解决了一家一户
办不了、办不好的事情，真贴心！”

供销合作社真贴心

本报 11 月 6 日讯 （记者 韩雪
茹）记者从自治区扶贫办获悉，今年
以 来 ，翁 牛 特 旗 采 取 驻 村 帮 扶 制 度
化、督导督查常态化、绩效考评精细
化“三化”措施，坚决打赢脱贫攻坚
战。

该旗向 226 个有贫困人口的嘎查
村各派驻 1 支驻村工作队，共派驻村
干部 805 人，每名工作队员平均负责
15 个贫困户的帮扶对接联络工作。
还安排帮联干部 11205 人直接帮扶
11803 户贫困户，其中处级干部每人
帮扶 3 户，科级干部每人帮扶 2 户，普
通干部每人帮扶 1 户。对建档立卡贫
困户实行“3+1”精准帮扶，即每户贫
困户有 1 名工作队长管理、有 1 名驻
村干部联系、有 1 名结对干部帮扶。
驻村干部由所在苏木乡镇街道负责
管理，驻村帮扶制度逐步完善。

针对翁牛特旗脱贫攻坚整体工
作以及产业扶贫、行业扶贫、2017 年
度拟整体脱贫摘帽贫困嘎查村脱贫
攻坚工作、干部驻村帮扶工作，自治
区、盟市、旗县三级督导、督查和推进
组进行了逐行业、逐地区、逐嘎查村
多 轮 次 督 导 推 进 ，逐 村 梳 理 问 题 清
单，逐乡提出问题报告，逐项进行整
改落实，使督导督查常态化。

此外，翁牛特旗还结合当地实际
情况，制定了脱贫攻坚基层基础工作
考评方案，对全旗 16 个苏木乡镇街道
进行精细化绩效考评，主要针对贫困
户识别精准度、贫困户对扶贫工作认
知度、贫困户对驻村帮扶满意度、扶
贫 档 案 整 理 完 整 度“ 四 度 ”进 行 考
评。目前，已经完成了 82 个重点贫困
嘎查村、40 个非贫困嘎查村及驻村工
作队的考评工作。

翁牛特旗
“三化”破解
脱贫攻坚瓶颈

直播 live

本 报 11 月 6 日 讯 （记
者 石向军）据自治区统计局
农调队调查显示，目前，通辽市
累计投放金融扶贫富民贷款
43.9 亿元，同比增长 25.5%，带
动 81426 户贫困户通过发展黄
牛、玉米、水稻、中草药材等优
势产业，实现稳定脱贫。其中
富农贷累计投放 39.02 万元，
惠及农户 81402 户；强农贷投
放 4.88 亿元，惠及农户 24 户。

本报 11 月 6 日讯 （记者
韩雪茹）近日，全区脱贫攻坚
工作第二批交叉检查培训班
在呼和浩特市举办。据悉，交
叉检查的目的是推动盟市、旗
县把在脱贫攻坚中存在的问
题整改到位，确保完成年度脱
贫攻坚任务。此次交叉检查
的范围确定为建档立卡贫困
人 口 2000 人以上的旗县，第
一批接受交叉检查的 27 个旗
县不在此次交叉检查范围内，
以贫困人口的精准识别、精准
帮扶、精准退出以及认可度为
主要检查内容。

本 报 11 月 6 日 讯 （记
者 李晗）为切实解决牧民购
物难、就医难等问题，锡林郭勒
盟苏尼特左旗供销合作社与嘎
查“两委”加强合作，通过“社村
共建”方式，在苏尼特左旗巴彦
乌拉苏木额尔登锡力嘎查牵头
办起娜仁综合服务社，积极探
索为牧社会化服务新模式。娜
仁综合服务社设有便民超市、
卫生室和维修服务站，经营服
务范围包括日用品供应、生产
资料保障、医疗救助、疫病防
疫、电焊修理等。其中便民超
市经过改扩建后，商品品种达
800 余种，年销售额 80 万元，
纯利润达到 7 万余元。

11 月 5 日，在呼伦贝尔市阿荣旗
新发乡长发村耕地轮作项目区，5 台
大型农机具正在深松作业。“我算是
尝到轮作项目的甜头了，今年种的大
豆、高粱既丰产又增收！”旗丰华家庭
农场有限公司负责人崔福说。据了
解，该旗为建设绿色有机食品基地，
大力实施秸秆还田、深松深翻、有机
肥 施 用 、化 肥 减 量 、轮 作 休 耕 等 举
措 。 截 至 目 前 ，全 旗 已 完 成 秸 秆 还
田、深松深翻耕地 50 余万亩。

王保国 摄

为耕地舒筋活血

11 月 3 日，通辽市奈曼旗大沁他拉镇先锋村的蒙中药材示范基地里，款冬花喜获丰收。为改变玉米种植独大的现状，奈曼旗以改变沙地土质、改善生态
环境为目标，大力普及符合当地条件的蒙中药材种植技术，通过“政府+企业+农户”、订单回收等模式开展蒙中药材示范种植，今年种植面积有望突破 8 万
亩，经济效益显著。 本报记者 施佳丽 摄

款冬花丰收了

本 报 11 月 6 日 讯 （记
者 石向军）记者从自治区农
调队获悉，今年截至目前，乌兰
察布市“一卡通”发放补贴资金
35.11 亿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
加 了 11.18 亿 元 ，增 幅 为
46.72%。据统计，该市“一卡
通”发放补贴资金惠及农牧民
和城镇居民 529.03 万人次，较
去年增加 90.57 万人次，增幅
为 20.6% ，涉 及 10 个 领 域 80
个大类 98 项补贴。其中，农牧
民补贴资金占比例最大，“一卡
通”发放农牧民补贴资金 31.78
亿元，较去年增加了 10.83 亿
元，增长 5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