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张慧玲

12月初，在赤峰市敖汉旗金
厂沟梁镇刘献沟小流域，3台挖掘
机正在陡峭的山梁上艰难地挖着
聚流沟、水保坑。站在高处环顾
四周，项目区里新修的层层梯田
绕山而转，水保坑、聚水沟、闸
谷坊布满山川，给这个“全球环
境500佳”、“全国水土保持生态环
境建设示范县”的秀美山川增添
了新风景。

“今年，敖汉旗采取水土保持
生态建设会战的方式，有2.4万多
亩水土流失面积得到有效治理，
其中坡耕地改造高标准水平梯田

5326 亩，京津风沙源造林整地
19341亩。荒山秃岭变成了‘绿色
银行’。”赤峰市敖汉旗水利局局
长朱久昌对记者说。

今年，敖汉旗水土保持生态建
设主要依托国家实施的2017年度
坡耕地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工程项
目以及 2016、2017两个年度的京
津风沙源二期治理工程项目。两个
项目涉及6个项目区，工程于11月
1日开始，11月25日已经完成工程
量的90%。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敖
汉旗政府成立了领导小组，旗水利
局组建了水土保持工程建设管理
处，对施工单位、监理单位进行招
标。针对当地气候、民情，科学安排
工期，合理组织施工。将工程施工

分成两步走，即秋冬季完成主体施
工，春季完成植树种草及水源配套
收尾部分，较好地避开了农民春耕
生产和秋收农忙时节。

据了解，坡耕地水土流失综合
治理工程主要在牛古吐乡喇嘛板村
朝阳沟、萨力巴乡张家营子村章京
营子实施；京津风沙源二期治理工
程主要在萨力巴乡张家营子村后水
泉小流域、贝子府镇太吉河窑村赵
家窝铺小流域、新惠镇三家村梨树
沟小流域、金厂沟梁镇石桥子村刘
献沟小流域实施。“6个工程项目区
统一治理后，跑水、跑土、跑肥的

‘三跑田’将变为保水、保土、保
肥‘三保田’。山、水、田、林、
路、沟得到彻底治理，显著提高青

山绿水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
会效益。”敖汉旗水利局水保站站
长张吉友说。

项目的实施，可改善当地生
态环境，减轻自然灾害，使土地
利用率提高约10%。为此，各受
益村抓住时机将对耕地进行整
合，每家一块水浇地一块旱地，
便于管理和流转。“头几年整修的
梯田证明，粮食单产玉米300公斤
提高到了600多公斤，水浇地梯田
玉米300公斤提高到了700公斤以
上，谷子单产 150多公斤提高到
300公斤以上。通过计算分析，所
有措施生效后，年增加经济收入
538.62万元，年增产粮食72万公
斤。”朱久昌说。

2.4万亩荒山秃岭变成“绿色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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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2月 18日讯 （记者 石向
军）据自治区统计局农调队调查显示，乌兰
察布市大力发展种植冷凉蔬菜，效益显著。

乌兰察布市每年种植甘蓝、大白菜、
西兰花、胡萝卜、洋葱、南瓜、莴笋、娃娃
菜、生菜、芹菜等冷凉蔬菜50万亩。目
前形成8个冷凉蔬菜产业带，并分布于
各旗县，如化德县大白菜产业基地、商都
县西芹洋葱产业基地、丰镇甜玉米产业基
地、察右前旗甘蓝洋葱产业基地、察右中
旗红胡萝卜产业基地等，蔬菜产业已在全
国占据一席之地，成为全国三大冷凉蔬菜
基地之一，产品远销全国20多个省份大中
城市，出口俄罗斯、蒙古国、日本、韩国等
国家。通过冷凉蔬菜产业发展，有效扩
宽了农民致富路，据调查，目前种植冷凉
蔬菜亩均收入达4000元，农民人均增收
1500元，均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乌兰察布市
冷凉蔬菜种植效益显著

本报 12 月 18 日讯 （记者 李
晗 实习生 赵婕）记者从自治区供销
社获悉，包头市供销合作社大力实施综
合改革，去年以来在自治区率先建立了
包头市农村牧区产权交易市场有限责
任公司，并承担自治区供销合作社专项
改革试点任务。经过一年的试运行，目
前初步探索出农村牧区产权交易制度改
革“123+456”工作格局的“包头模式”，
即农村牧区产权交易平台建设统一由市
一级供销合作社牵头主抓，二个农牧业
旗县区试点先行，三个交易品种先行入
市，四级交易网络覆盖全市，五项宣传活
动全面推进，六个统一举措规范运行。

据了解，包头市农村牧区产权交易
中心的业务范围主要包括农牧区承包土
地和草场经营权、林权、“四荒”使用权、
农村牧区集体经营性资产以及农村建设
项目招标、产业项目招商等10个项目的
产权转让、出租和抵押交易、融资等，承
担农村牧区资源资产化、交易平台化、融
资多元化的重要功能，为农村产权资源
注入了更多活力。目前，包头市农牧区
产权交易平台已初步建成市本级、旗县、
乡镇、行政村四级网络，市本级交易中心
负责市属五区及跨区域的农村产权交易
和200亩以上土地、林地、草场经营权流
转交易业务；土右、达茂两个试点旗交易
中心，承担各自农村牧区产权交易的组
织、鉴证等职能；乡、村两级分别依托供
销合作社和农牧民合作社设立交易服务
站和信息服务点，负责交易信息采集、汇
总、审核、上报等工作。

同时，为确保交易平台实现市场化
运作，包头市、旗两级产权交易中心结
合实际，首批确定了三个重点交易品
种，包括有实践基础的农村承包土地经
营权、有牧区特色的草场经营权和有全
国试点的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目前，
两级交易平台共成交土地和草场经营
权交易项目27个，流转土地、草场5070
亩，其中市级平台交易鉴证13个，流转
土地、草场3940亩。

包头市供销社
改革农村牧区产权交易制度
帮农牧民“生钱”

本报12月18日讯 （记者 韩雪
茹）记者从自治区扶贫办获悉，为切实
减轻建档立卡贫困患者的经济负担，减
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呼伦贝尔
市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积极探索
健康扶贫新模式，对症下药治“痛点”，
着力拔病根、除穷根。

该旗在全旗范围内开展贫困人口
免费体检工作，建立健康扶贫大病集中
救治和重病兜底保障台账。对9种大病
贫困患者进行了重新核定，将新发病患
者纳入大病管理；对已达到治愈、好转
或病情稳定近期不需住院治疗的患者
纳入慢性病管理；把无诊疗能力的患者
转至上级医院治疗。同时，实行先诊疗
后付费政策，患者住院时只需提交相关
证明材料，签订先诊疗后付费协议，无
需缴纳住院押金就可以直接住院，出院
时再缴纳个人自付部分。

为减轻贫困人口的购药负担，该旗
以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农村低保对象、
特困人员、贫困残疾人中的常住慢性病
患者为对象，结合病情和用药需求，开
展家庭医生签约管理、药品集中议价采
购、药费服务费额定补偿等服务，着力
降低贫困人口用药费用。还通过发放
《全民健康指导手册》《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专项救治政策》等宣传手册的方式，
向贫困人口宣传防病治病知识和健康
扶贫政策，加强健康扶贫政策宣传。

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
健康扶贫对症下药治“痛点”

本报 12月 18 日讯 （记
者 石向军）呼和浩特市国土
资源局结合呼和浩特市土地利
用调整完善工作，将乡镇级土
地利用总体规划各项指标分解
下达到村，合理安排农村牧区
建设用地规模和布局，促进土
地集约利用和优化配置，为下
一步全面开展村级土地利用规
划编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本报 12月 18 日讯 （记
者 李晗）记者从自治区供销
合作社了解到，今年，锡林郭勒
盟供销合作社着力推进供销合
作社综合改革，不断强化基层
组织建设，积极拓展基层组织
经营服务领域，推动农牧业产
业实现现代化、促进农牧民收
入实现持续增长。

截至目前，锡盟供销合作
社全已创建总社级农牧民合作
社示范社 6个，自治区级基层
社标杆社11个、农牧民合作社
示范社10个，综合服务社星级
社11个。此外，锡盟供销合作
社还将于近期组织开展创建评
选活动，利用100万元专项奖
励资金，对2017年底前创建达
标的基层社标杆社、农牧民合
作社示范社和综合服务社星级
社进行奖励。

本报 12月 18 日讯 （记
者 韩雪茹）记者从自治区扶
贫办了解到，由自治区扶贫办
编纂的《向阳花开——内蒙古
驻村扶贫工作纪实》一书于近
日出版发行。全书共45万字，
收录 111篇作品，分为第一书
记篇、驻村帮扶篇、督导推进篇
三个部分。该书从驻村帮扶角
度展示了内蒙古脱贫攻坚取得
的阶段性成果，系统记录了自
治区近几年特别是党的十八大
以来各级驻村干部、第一书记
投身贫困地区、扎根一线的感
人事迹，以及贫困地区群众自
力更生、光荣脱贫的奋斗历程，
深入挖掘了驻村扶贫干部身上
的优秀品质，记录了打赢脱贫
攻坚战的鲜活故事。

12月 18日，真金种业有限公司质量检验部经理任小平在观察玉米种
苗长势。

□文/图 本报记者 施佳丽

眼下，正值秋粮集中上市的时
节，各地的粮食收购企业纷纷开
仓，部分农民趁着天气晴好的有利
时机，抓紧售粮。

而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白泥井
镇侯家营子村的闫侯福在秋收一结
束，就把自己家的20万斤玉米一股
脑全存到了一个叫“共享粮行”的地
方。

“这玉米放到‘共享粮行’好处
多着呢。第一，你不用个人保存
了，减去担心这些粮食霉变了、损
失了，什么鸡刨狗蹬的这些事儿都
免掉了，去年我就吃了这个亏，少
卖了不少钱。还有一个就是价格
方面也比较灵活，你想什么时候卖
都可以，我寻思今年玉米价格应该
还能涨。”别看闫侯福是个老实巴
交的农民，算起这卖粮账，可是精
明得很。

闫侯福说的“共享粮行”是达拉
特旗当地的一个老牌农企真金种业
有限公司在国家取消玉米收储保护
价后出台的一款粮食收储产品。在

“共享粮行”存粮，和在银行存钱一
样简单，经过吸粮机抽样、过磅称重
后，农民的粮食就被存进了粮库。
接着，农民还会有一本“粮食存
折”。同时，该公司还可以为农户提
供烘干、收割等服务。

在真金种业有限公司，两座高
高耸立的烘干塔异常醒目，它们分
别是500吨籽粒烘干塔和1500吨
果穗烘干塔。“周边的农民只要想存
粮，只要把玉米拉过来，就不用管
了，脱粒烘干我们全都是免费服务
的，这个基地的4个万吨粮仓都已
经存满了！”真金种业有限公司企
划部总监白国庆言语兴奋，“农民不
用担心存进来的粮食会变质发霉，
我们粮仓的储存条件十分科学。”

在7米多高的吨粮仓里，金灿

灿的玉米堆到了6米高，每80公分
就有一根蓝色的感应线，实时监控
玉米的“呼吸情况”。

银行存的是钱，而“共享粮行”
存的是玉米。根据市场行情，今
年，公司以每斤0.8元的价格提供
保护价，农民可以有3个月的免费
储存期，超过免费储存期，每吨粮
食仅收取 5元每吨每月的存储费
用，并且在3个月后粮价上涨时，农
户还可享受二次分成，按六四分成
结算。

“我们达拉特旗是玉米的优势
产区，每年的玉米产量能达到100
万吨左右。在农业供给侧结构改
革中，我们的主要目标是加强玉米
产能建设，提升优势产区玉米单产
产量，调整优化玉米的品种结构。
我们公司这几年一直集中精力研
发优质籽种，目前在当地广泛推广
的真金 308籽种能达到亩产量过
吨，而且是目前唯一能做到籽粒直
采的玉米品种。”说起老本行，跟种
质研究打了20多年交道的公司董

事长张钧，谈起这款新玉米品种很
是自豪。

闫侯福存到“共享粮行”的玉
米就是真金308。“今年种了120亩
玉米，秋收的时候旗农牧业局来测
算了，我家玉米的亩产量是2072.4
斤，我们都叫它吨粮田。还用专门
的收割机免费服务，打下来就是玉
米粒粒了，真省事。”听到闫侯福的
话，一旁前来了解情况的白泥井镇
海勒苏村的农民刘小川，当下就决
定明年也要种这个品种的玉米。

种得好，还要卖得好，“铁杆庄
稼”才能一直“铁”下去，这也是“共
享粮行”启动的重要原因。

作为土生土长的农企，达拉特
旗真金种业有限公司一方面通过优
质的籽种和技术提高农民种植的田
地产量，另一方面可以利用公司“统
一烘干、统一加工、统一储存”的专
业优势，保障粮食安全储存，消除由
于粮食储存条件差而带来收入减少
的隐患，同时还可以解决农民卖粮
难、售价低的现实问题，消除小规模
生产与大市场对接地位不对等的困
惑，打消农民对于粮价波动的顾虑，
实现丰产丰收双收益。

“明年我们打算继续扩大规
模，把存储能力提高到20万吨，这
样基本能满足周边农户的储存需
求了。”白国庆信心满满。

从种得好到卖得好

“铁杆庄稼”怎么“铁”下去？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确保国
家粮食安全，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
端在自己手中。依托得天独厚的
气候、土壤等资源优势，达拉特旗
作为玉米优势产区，在保障国家粮
食安全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玉米作为当地的“铁杆庄稼”，
怎么才能一直“铁”下去？党的十九
大报告也提出了明确的解决方法：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报告
中10余次提到科技、50余次强调创

新，这让达拉特旗真金种业有限公
司董事长张钧连连感叹：“现在是科
技工作者的春天，也深感责任重大。”

位于黄金玉米带之上，这得
天独厚的地缘优势具备着出产顶
尖优质玉米的潜质。如何激发玉
米产业潜能，需要从思维理念到
技术支撑全面转变和创新。需要

啥，生产啥，这是由市场倒逼式带
来的供给侧结构性调整，是多数
玉米种植者必须面对的问题。同
时，不光种得好，还要卖得好，才
能实现丰产丰收双收益。

真金种业有限公司恰好符合
新时代“三农”队伍的要求——

“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 ”，并且
消除了小规模生产与大市场对接
地位不对等的困惑，这样的农企
利益联结机制值得大力倡导。

补 记

12 月 18 日，呼和
浩特市新城区恼包村
蔬菜专业合作社的大
棚里，李俊庭（左）在
查 看 蔬 菜 的 生 长 情
况. 在这里打工他每
月 可 以 领 到 1000 多
元的工资。

近年来，恼包村
依靠蔬菜产业增加村
民收入，村民除了流
转土地和失地农民养
老保险收入外，还能
在农业观光园区、恼
包城发物流园就业。
今年该村人均年收入
达到3万多元。
本报记者 于涛 摄

产业促增收

□本报记者 张慧玲 实习生 赵婕

“我今年春天就用了这个技
术，出苗齐整，没有歇阴晾苗的情
况。”通辽市开鲁县东风镇七家子
村村民王海燕说起自家启用的蔬菜
育苗密植机时，觉得省时省力又省
籽。

俗话说“苗好一半谷”，好的
种苗往往产量也高。据了解，以往
传统的手工撒籽育苗方式育出来的
红干椒苗标准不一，质量不高。

“每次可以播种6000粒种子，
只用4平方米地，比过去省1平方
米地。”蔬菜育苗密植机的发明者
高建国说。

高建国是土生土长的开鲁人，
有着多年种植红干椒的经验。他
一直苦恼如何可以高效播种，一
个偶然的机会他的一个推广种籽
编织机的山东朋友来看他，一个
专门给胡萝卜编种籽的一个机
器，可以把种子均匀地分布在一
根编种绳里。高建国当时就想如
果能用在辣椒种籽上就好了，于
是按照这个方法，高建国将红干
椒种子按株距编到种子编织绳
上，经过一年多的研究、几十次
试验，终于研制出一款适合红干
椒育苗的蔬菜育苗密植机。这款
机器近日被国家知识产权局授予
实用新型专利权。

蔬菜育苗密植机播种时就像
织布机，一走一过间，数十条白
色 的 播 种 绳 均 匀 、 笔 直 地 被

“织”在地上。“播种绳是环保
的，浇上水以后，大概十几天就
自然消失了，变成肥料。使用蔬
菜育苗密植机省种子、省育苗
池，而且苗均匀，没有渣子苗、
细苗，这种情况也为移栽带来好
处，育一亩地苗可以给老百姓省
个五六十块钱。”高建国说。

目前这款机器已经接到了新疆
和山西等地的订单。

“织”出好秧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