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施佳丽

“你的羊有点不一样，精神头都
这么足！”走进通辽市奈曼旗大沁他
拉镇先锋村养殖合作社4000平方
米的羊舍，大多数懂羊的人都会这
么说。

先锋村党支部书记王学刚笑着
解释道：“我们的羊吃的是中草药，
当然不寻常了。”近两年来，先锋村
中药材种植规模不断扩大，到了药
材收割季节，除了给村民带来可观
的经济收入外，还留下很多没办法
利用的中草药“边角料”。王学刚觉
得羊喜欢吃豆科植物，而很多中草
药也是豆科植物，何不让羊吃一吃
这些“边角料”呢？

想到就干。从今年开始，王学
刚养的羊都改吃中草药了。当羊连
续吃了一个月掺有中草药的饲料
后，王学刚明显感觉到它们的精神
状态比以前好了，且很少生病，免疫
力也提高了不少。王学刚查过不少
资料，知道中药材可以减少羊肉的
膻味，提高羊的“身体素质”。很多
地方现在流行养殖“甘草羊”，营养
价值高，卖价也高。“刚出栏了100
多只羊，还是按普通羊的价格卖
的。不过，我对利用中药材养羊还
是很有信心的，明年要继续扩大规
模。”王学刚一脸坚定。

大沁他拉镇副镇长尤景文告诉
记者，这个养殖合作社还是先锋村
的扶贫产业，40户贫困户的扶贫资
金和金融贷款是启动资金，年底分
红。“不管盈亏，每年年底村民的分
红必须保证到位，这是签了合同
的。”王学刚说。

“我家每年能分3500块，还能
来合作社打工，又是一份收入。”贫
困户王景忠说，“王书记脑子活，能
想到养殖药材羊。等这个产业发展
起来，我们不愁脱不了贫、致不了
富。”

这里的羊不寻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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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作为

□本报记者 钱其鲁

秋收结束，鄂尔多斯市达拉特
旗白泥井镇金泰禾农牧业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进入了最繁忙
的阶段。经过加工的蔬菜、玉米产
品不仅销售到国内很多省份，还远
销到了国外。

公司总经理刘红梅说：“企业掌
握的市场资源和信息多，如果我们
能有效地把市场和农牧民连接起
来，并在管理上给予科学指导，就能
实现农民和企业的双赢。”

农民刘二挠以前种地都是估摸
着种，能不能挣钱全看老天爷的心
情。今年，他在金泰禾农牧业开发
有限责任公司的引导下，和公司签
了种植订单，一口气种了200多亩青
椒、鲜食玉米等，赚了20万元。“跟
着这些农业企业干，从种到收到卖，
我们少操了不少心，不仅有保障，收
入还挺高。”刘二挠高兴得合不拢
嘴。

近年来，达拉特旗立足地区实
际，坚持把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组
织、家庭农牧场作为实现农牧业现
代化的重要载体，在完善龙头企业

与农牧民利益联结机制方面进行了
有益的探索。以自治区级农牧业产
业化龙头企业——金泰禾农牧业开
发有限责任公司为例，公司以合同、
契约等形式与农户签下订单，按照
最低保护价格按时收购，并为农户
提供种苗、地膜、肥料等生产资料，
由合作社组织农牧民种植蔬菜、瓜
果等，并提供全程技术指导和服务，
实行“四统一包”，即统一供种、统一
植保、统一收购、统一结算，合作社
包收。该模式既保障了原料供给，
又推动了企业的快速发展；既解决
了农牧民卖难问题，又保护了农牧

民的种养积极性，确保了农牧民稳
定增收。近年来，该公司已累计育
苗6.2亿株，签订青尖椒、番茄等蔬
菜种植订单7.2万亩，并为已流转土
地的农牧民提供就业岗位300多个。

目前，达拉特旗共注册涉农企
业568家，培育形成国家级产业化重
点龙头企业2家、自治区级10家、市
级32家，发展专业合作社1415家，
全旗龙头企业与农牧民建立紧密利
益联结比例达到 50%以上。据统
计，该旗农村牧区常住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达到 15359 元，其中近
8000元来自产业化经营收入。

达拉特旗：农牧民过半收入来自产业化

记者补记

直播live

本报11月 20日讯 （记者 李
文明 实习生 张政）记者从自治区
农牧业厅近日召开的2017年粮改饲
督查工作总结汇报会上获悉，截至11
月上旬，我区15个粮改饲试点旗县已
累计完成粮改饲任务196.8万亩、青
贮玉米收储任务520.8万吨，超额完
成国家下达的年度任务目标。

从检查汇报情况来看，今年参与
项目试点的盟市、旗县切实加强项目
规范化管理，严格各项绩效考核，较
好地完成了年度任务目标。通过项
目实施，我区以青贮玉米为主的青贮
饲草料生产能力不断增强，青贮玉米
种植面积达到983万亩，年青贮饲草
收储量接近3000万吨，实现了畜牧业

“稳羊增牛扩猪禽”和种植业“稳粮优
经扩饲草”发展战略的有机结合，培
育壮大了一批种植、养殖一体化协同
发展的大旗、大县，“为养而种、为牧
而农、过腹转化”的现代农牧业发展
新格局正在形成。

玉米是我区种植面积最大的农
作物。近年来，我区树立“为养而种、
为加而种”发展理念，提高过腹转化、
加工转化比例，扶持基地建设，发展
订单生产，推广绿色生态节本增效技
术，推进玉米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构
建农牧结合、种养循环、粮草兼顾、产
加融合的新型农牧业结构，逐步实现
种植、养殖、加工一体化。

内蒙古
超额完成
粮改饲年度任务

本报11月 20日讯 （记者 韩
雪茹）记者从自治区扶贫办获悉，为
提高贫困群众医疗保障水平，锡林郭
勒盟苏尼特右旗积极推进健康扶贫
措施，累计投入健康扶贫资金469.05
万元，切实减轻了贫困人口的就医负
担。

该旗筹资300万元设立苏尼特右
旗健康扶贫医疗救治保障基金，为贫
困患者医疗费用兜底。符合政策规
定的贫困人口在参加新型农村牧区
合作医疗时，个人缴费部分全部由财
政承担，贫困人口医疗保障达到全覆
盖。同时，参加新农合的贫困人口在
旗内新农合定点医疗机构住院，由定
点医疗机构按比例完成直接结算后，
剩余自付部分由旗财政全部支付。
该旗还提高了贫困人口新型农村合
作医疗住院费用报销比例，针对牧民
信赖蒙医药的习惯，对符合条件的4
家非定点医疗机构的蒙医药费用也
给予报销。

苏尼特右旗在贫困人口健康管
理方面加大力度，实现了贫困人口家
庭医生签约服务全覆盖。医务人员
按照患病贫困户的实际需求，每月上
门进行免费体检、健康指导，并结合

“健康保障小药箱”开展送医送药等
医疗服务。同时建立贫困人口大病
救治工作台账，对贫困患病人群实行
分类管理。

苏尼特右旗
投入469万元
推进健康扶贫

本报11月 20日讯 （记
者 钱其鲁）近日，国家粮食局
公示了首批“中国好粮油”产品
名录，我区遴选推荐的3家企
业8个产品全部入选“中国好
粮油”产品名单。经审核，内蒙
古恒丰集团银粮面业有限责任
公司生产的河套高筋粉、河套
雪花水饺粉、河套雪花粉，包头
宏基面粉有限公司生产的鹿王
雪花粉、鹿王雪花饺子粉、鹿王
高筋一号粉、鹿王特制二号粉，
内蒙古新谷园生态农业有限公
司生产的恒大兴安绿色大米被
评选为第一批“中国好粮油”产
品。

本报 11月 20日讯 （记
者 李文明）截至目前，巴彦淖
尔市2017年政策性农业保险
承保工作已全部结束，该市7
个旗县、52个苏木镇、15个农
场的12.53万户农户参加了农
业保险，小麦、玉米、向日葵、马
铃薯、甜菜、油菜籽、水稻7种
农作物参保面积达 803.03 万
亩，政策性养殖业奶牛、能繁母
猪 和 育 肥 猪 参 保 头 数 达
117162头（口），设施农业保险
参保面积达2861.69亩。

本报 11月 20日讯 （记
者 石向军）据自治区农调队
调查显示，前三季度锡林郭勒
盟规模以上农畜产品加工企业
累计实现产值155.42亿元，同
比增长7.2%。其中：屠宰及肉
类加工业累计实现产值72.85
亿元，同比增长4.8%；绒毛加
工业累计实现产值 56.67 亿
元，同比增长13.9%；乳制品累
计实现产值6.16亿元，同比增
长43%。

本报 11月 20日讯 （记
者 李文明）近年来，包头市达
茂旗农牧业局全力推进农牧业
品牌创建工作，稳步扩大农畜
产品“三品一标”申报认证工
作，全旗绿色食品数量持续递
增。截至目前，达茂旗共有经
农业部农产品质量安全认证中
心审查通过的“三品一标”企业
22家、单品78个。据悉，达茂
旗是今年包头市申报绿色食品
企业数量最多的旗县。

消息树

11月20日，科右中旗巴彦淖尔苏木双榆树嘎查的老额吉呼吉雅和贫困妇女一起做刺绣。从去年12月刺绣扶贫计划实施以来，该旗已有12个苏木镇的
5000 余农牧民接受了刺绣培训，其中包括 2600 名建档立卡贫困妇女。目前，大多数接受培训的农牧民已经掌握基本刺绣技能，每人每月增收 1500 元左
右。 本报记者 施佳丽 摄

日子越“绣”越红火

11月20日，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
治旗腾科镇郭恩和村村民在烘干玉
米。眼下，全旗多地的粮食烘干设备
正开足马力，及时烘干收来的粮食。

蒋希武 摄

烘干玉米

□本报记者 李文明
实习生 张政

除了家里的房屋和牛羊，草原
牧民该如何衡量自家草场的价值？

中科院内蒙古草业研究中
心、内蒙古农牧业科学院草业经
济与政策研究室绘制的一张自然
资源资产负债表，不仅能清楚地
让牧民了解自家草场的价值，还
能让他们看到草场价值的动态变
化。

据中科院内蒙古草业研究中
心、内蒙古农牧业科学院草业经济
与政策研究室专家孙海莲介绍，自
然资源资产负债表是将所有自然
资源资产分类加总形成的报表，它
综合体现了某一时点上区域自然

资源资产“家底儿”，反映了一定时
期内自然资源的使用状况及其对
生态环境的影响。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探
索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要求
对领导干部实行自然资源资产离
任审计，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
身追究制。我区立即行动，于2014
年2月成立了由内蒙古农牧业科学
院党委书记、研究员翟琇带领的11
人团队，开始进行课题攻关。2015
年4月，该课题通过论证。

“研究的方法不是越复杂越
好，要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和计算
方法的普适性。”课题团队成员常
虹说，在内蒙古农牧业科学院草业
中心积累的历史数据基础上，我们
与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科
研院所的专家探讨后达成共识，确

立草原土地、生产功能、生态功能3
个指标，运用生态经济学进行量
化、价值化，继而进行草原资源的
价值核定。在指标的选取过程中，
我区考虑了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
的可扩展性和可推广性，选取了陈
巴尔虎旗、镶黄旗、四子王旗3个试
点旗县的草甸草原、典型草原、荒
漠草原作为研究对象，数据采集细
分到 20多个亚类，并根据草原土
地、生物资源和水气调节3个主要
指标建立了草原资源资产核算方
法。

“我们还建立了年际间自然
环境条件差异校正系数，通过对
年际间自然环境所导致的差异进
行校正，实现了对草原资源资产
人为管理成效的有效评估，将对
我区草原资产的保护利用等政策

的制定实施以及考核评价提供科
学依据。”课题团队成员邱晓说，现
在这套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体系
已经应用到锡林郭勒盟所有旗
县，锡林郭勒盟生态保护委员会
正在考虑将成果运用于领导干部
离任审计考核。目前，包头市达
茂旗和巴彦淖尔市也进行了相关
数据采集和试点。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快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
国。再一次吹响了加快生态文明
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的号角，
对我们开展下一步工作是莫大的
鼓舞。”孙海莲表示，自然资源资产
负债表只是个开始，接下来，他们
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要让内蒙古的
天更蓝、水更清、山更绿，真正实现
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草原资源“家底儿”怎么算——

一张表告诉你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生态文
明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我们
要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
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
化建设新格局，为保护生态环境作
出我们这代人的努力。拥有 13亿
亩天然草原的内蒙古，是我国最大

的牧区。农牧业相关部门是这 13
亿亩天然草原的“大管家”，摸清家
底是当前必须要做的事情。

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就是摸
清草原“家底儿”的一张表。它是
以资产核算账户的形式，对主要自
然资源资产的存量及增减变化进

行分类核算，可以客观地评估当期
自然资源资产实物量和价值量的
变化，摸清某一时点上自然资源资
产的“家底儿”，准确把握经济主体
对自然资源资产的占有、使用、消
耗、恢复和增值等情况，全面反映
经济发展的资源消耗、环境代价和

生态效益。同时，为地区环境与发
展综合决策、生态环境绩效评估考
核以及生态环境补偿机制的建立
提供重要依据，也是对领导干部实
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重要
依据，有利于形成生态文明建设倒
逼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