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李文明

“靠咱农民自己单打独斗赚钱的日子过去
了，现在形成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产业链
条，咱们跟企业绑在一起才能赚钱。”正值春耕
时节，包头市土右旗将军尧镇王保公村村民胡
雄和村民聊起今年的种养计划时不禁感叹。

胡雄有一座温室大棚，种植各类反季节蔬
菜，一年下来，纯收入 2 万多元。但胡雄说，蔬
菜大棚这份收入只是锦上添花，真正让他富裕
的是肉羊养殖。

“肉羊养殖有公司给我们提供圈舍，帮我们
贷款扩大规模，肉羊养大后，公司还以保底价格
回收。如果保底价格低于市场价格，就按市场

价格走，对我们来说，可是解决了大问题。去
年，羊肉市场行情不错，每出栏一批肉羊纯利润
都在 1 万块钱左右。有企业兜底，咱增收致富底
气更足了！”胡雄所说的保护价，指的是包头市
丰闰园养殖有限责任公司的兜底收购价。

“传统的家庭养殖业规模小、抗风险能力
差、收益低。我们实行‘企业+农户+市场’的
经营模式，公司做加工服务和终端销售、餐饮
服务，让农民在养殖中挣钱。这几年羊肉价格
一路回升，农民的收入也稳步攀升。”包头市丰
闰园养殖贸易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王屯
良说。2011 年该公司成立后，颠覆了土右旗当
地传统的牛羊养殖方式。在肉羊收购时，公司
秉承着让养殖户受益的原则，最高值按市场价
收购，最低值按每斤高于市场价 0.5 元进行收

购。同时，企业还提供免费的养殖圈舍和技术
支持，让农民的收入真正实现稳步增加。目
前，王保公村绝大部分人都是丰闰园的合作
户，农企全新的合作方式带领农民在致富的道
路上越走越远。

公司加农户、公司保底农户收入，土右旗
将军尧镇在三次产业融合发展的道路上走出
了自己的步伐。据悉，土右旗将军尧镇充分利
用区位、土地等优势和便利的交通条件，利用
好盐碱地和现有农牧业资源，结合土地确权工
作的推进，创新机制建设土地银行，加大农牧
业深加工和特色农牧业项目的招商力度，同时
扶持已落地龙头企业做大做强，积极构建农业
产业化龙头企业与农民利益联结机制，增强农
民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增加农民增收。

有企业兜底增收的底气更足！

◎画中话·HUAZHONGH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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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 访 中 ，记 者 听 到 一 个 有 意 思 的 细 节 ，别 的 地
方的农民每年大多靠贷款开展农业生产，新丰村的
农 民 却 不 需 要 贷 款 。 银 行 还 为 发 不 下 去 贷 款 而 发
愁。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重点。只有产业发展好了，

农村各项建设才能得到强有力的支撑和保障，农业强、
农村美、农民富才能顺利实现。

新华镇的绿色韭菜产业，从农民自家零散种植，
成为一个富民产业，有其偶然性。在政府的支持和合
作社的引导下，规模进一步扩大。下一步，如果有了

龙头企业的带动，政府更大力度的支持，未来的发展
一定会越来越好。

巴彦淖尔市提出要建设全区乡村振兴的样板。如
果有更多的村镇打造起优势特色产业，这个目标一定
能够实现。

◎新作为·XINZUOWEI

自治区粮食局
今年主攻粮食产业经济发展

本报 3 月 19 日讯 （记者 钱其鲁）近日，
记者从自治区粮食局获悉，今年，自治区粮食局
将全力推进我区粮食产业经济发展。具体措施
有：加强规划指导，研究出台全区粮食产业发展
规划，推动各地出台相应政策举措。走出去，学
习借鉴先进地区经验做法，适时举办粮食产业经
济经验交流现场会。建立粮食产业经济运行监
测分析报告制度，加强分析调度，为党委政府决
策当好参谋助手。打造特色品牌，制定“十三五”
粮食品牌发展规划或指导意见，开展地域传统名
牌、老字号等名优粮油产品的挖掘、开发、遴选工
作，鼓励开发绿色优质营养健康粮油产品，推动
注册、宣传、使用“三品一标”，创建驰名、著名品
牌。以建立杂粮产业联盟，发展杂粮产业为突破
口，推动品牌整合，加快发展特色粮食产业，延长
产业链，提高附加值和竞争力。促进一二三产业
融合发展，开展自治区重点支持粮食产业化龙头
企业遴选，积极推进“产购储加销”一体化发展，
鼓励推动粮食加工企业原料采购向上游延伸，与
农户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建立利益联结机制，产
品向高端延伸，产业链向绿色循环延伸，营销链
向终端延伸，带动核心产区经济发展和农民增
收，实现粮食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加大政
策支持，开展示范旗县遴选，大力支持现代粮食
产业（主食产业化）示范园区建设。借鉴外省区
经验，积极争取并加大会商协调力度，在用地、用
电、信贷、税费、技改等方面，争取给予更多政策
支持，千方百计帮助企业降本增效。

锡林郭勒盟草原
确权承包工作顺利完成

本报 3 月 19 日讯 （记者 石向军）据自治
区农调队统计调查显示，截至目前，锡林郭勒盟
草原确权承包工作已顺利完成。

锡林郭勒盟草原总面积 29161 万亩，可利用
草原面积 27297 万亩，草原确权承包工作涉及
12 个旗县市（区）的 70 个苏木镇乡、国营农牧场，
658 个嘎查村、分场，涉及农牧户 95568 户。根
据《内蒙古自治区草原确权承包工作实施方案》
要求，锡林郭勒盟按照“试点先行、全面推进”原
则，2015 年起在完成并总结镶黄旗试点工作经
验的基础上，全面推进全盟草原确权承包工作。
据 数 据 显 示 ，截 至 2017 年 底 落 实 所 有 权
24374.16 万亩草原，占总任务的 97.8%；落实草
原 承 包 经 营 权 22335.51 万 亩 ，占 总 任 务 的
96.1%；落实国有草原使用权 1863.6 万亩，占总
任务的 99.9%。

乌兰察布市农牧业产业
销售收入迅猛增长

本报 3 月 19 日讯 （记者 石向军）记者从
自治区统计局农调队了解到，乌兰察布市农牧业
产业销售收入迅猛增长。

截至目前，乌兰察布市全市年销售收入 500
万元以上，农畜产品加工企业达到 164 家，完成
销售收入 267 亿元，同比增长 6.5%；实现增加值
89 亿元，同比增长 6.1%。全市有市级以上龙头
企业 77 家，其中国家级 1 家、自治区级 31 家。蓝
威斯顿、凯达、希森、雏鹰、大北农、北京大红门、
中地乳业等上市企业相继落户乌兰察布，农畜产
品加工转化率达到 59%，同比增加 3 个百分点。
乌兰察布市农牧业产业之所以出现好势头，是因
为立足资源优势，调结构转方式，强化科技创新，
发展规模经营，打绿色牌走特色路，逐步形成了
马铃薯、冷凉蔬菜、以燕麦为主的杂粮杂豆、肉羊
奶牛、生猪肉鸡等优势特色产业，全力打造面向
首都重要的绿色农畜产品生产加工输出基地。

记者手记

“新华镇的振兴全靠这小韭菜啦！”
□本报记者 钱其鲁

走进巴彦淖尔市临河区新华镇新
丰村的韭菜温室大棚，春天仿佛提前
来 到 了 这 里 。 绿 油 油 的 韭 菜 长 势 正
旺，已经开始了头茬收割。在农民刘
建军的温室里，8 个工人正在紧张劳
作着。

52 岁的刘建军种韭菜 30 多年了，
家里有 6 亩半温室大棚，一年纯收入

在 7 万元左右。据他说，最早是几个
祖籍山东的农民零星种了一些蔬菜包
括韭菜供自家食用。后来，有商贩前
来收购韭菜。村民看到效益不错，种
的渐渐多了起来。刚开始建了一些简
易 的 大 棚 ，后 来 有 人 建 起 了 温 室 ，韭
菜可以达到全年供应。

这几天，正赶上韭菜大面积收割，
前来收购的商贩络绎不绝，每天能卖
20 吨左右，一直能持续一个多月。

“听说下一步政府还要出台政策，

对建设温室大棚种植韭菜给予补贴。
我家还有几亩地，到时候再盖几个温
室大棚，收入应该还能增加不少。”刘
建军笑着说。

据 新 华 镇 农 科 站 站 长 贾 俊 岐 介
绍，新华镇农民一直有种植蔬菜的良
好技术和丰富经验，上世纪五六十年
代以种植大白菜而闻名，八十年代开
始 种 植 大 棚 韭 菜 ，九 十 年 代 迅 速 发
展，至今已发展到 6500 多亩，年创产
值 1 亿 多 元 ，每 亩 纯 收 入 1 万 余 元 。

产品近销周边旗县及包头市、呼和浩
特市、鄂尔多 斯 市 ，远 销 大 同、北 京、
天津等地，是全国 3 大韭菜生产基地
之一。

贾俊岐说，新华镇韭菜具有叶宽、
茎粗、肉嫩、味鲜等特点，加上这里土
地 肥 沃 ，土 质 优 良 ，纯 天 然 有 机 营 养
土达 3 米多厚，而且近年来严格按照

“四进四控”要求，实行标准化安全生
产，1998 年经国家绿色食品发展中心
测定，确认为绿色食品，2003 年被确

认为进京“放心菜”免检产品，核心生
产区新丰村 2015 年被农业部认定为
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

为了促进韭菜产业的发展，在区、
镇政府投资帮助的基础上，新丰村先
后 成 立 了 蔬 菜 协 会 和 韭 菜 专 业 合 作
社。合作社按照上联市场下联农户，
做到 4 个“统一”，即：统一供应生产资
料、统 一 安 排 生 产 上 市、统 一 提 供 技
术 服 务、统 一 组 织 产 品 收 购 ，改 变 过
去一家一户经营的分散模式，有效提

高了韭菜产业的组织化程度。
新 华 镇 镇 长 王 健 介 绍 到 ，从 今

年 开 始 ，新 华 镇 计 划 利 用 3 年 时 间 ，
发展 1 万亩韭菜种植基地，区里已经
出台了政策，将给予补贴。还要引进
企 业 ，对 韭 菜 进 行 深 加 工 ，如 速 冻 食
品、调 味 品 等 。 这 几 天 ，就 要 有 外 省
的客商前来考察合作项目。以后，新
华 韭 菜 产 业 肯 定 还 会 有 更 大 更 好 的
发 展 ，成 为 带 动 更 多 农 民 增 收 致 富
的大产业。

■〖农牧·E 关注〗EGUANZHU

乌梁素海春季
分凌补水 1.2 亿立方米

◎直播 Live·ZHIBOLIVE

设施农业设施农业春意浓春意浓

□本报记者 张慧玲

进入 3 月，巴彦淖尔市河套灌区利用黄
河凌汛期的分凌水和春灌间隙水对乌梁素
海实施生态补水，置换水体、改善水质。

随着气温的逐渐回暖，黄河进入开河
期，为了让黄河分凌水能够及时、顺畅地进
入乌梁素海。这两天，红圪卜排水站调集了
两台长臂挖机和一台清污机，24 小时不间
断地将拥堵在前池拦污栅处的冰块和杂草
等物体清理出来，确保水流顺畅。

2018 年分凌补水是利用黄河凌汛间隙
水为乌梁素海的综合治理和生态修复提供重
要的生态保障。从 3 月 1 日启动防凌防汛预
案开始工作人员就 24小时值守，分凌补水和
生态补水让乌梁素海的水质得到很大的改
观。

按照河套灌区春季分凌补水的统一安
排，从 3 月 1 日开始，红圪卜排水站正式启动
向乌梁素海实施补水，并根据黄河水情变
化，及时调整水的流量，预计到 3 月底将向
乌梁素海补水 1.2 亿立方米。

对乌梁素海实施生态补水，是保护乌梁
素海生态采取的一项主要措施，通过生态补
水可以有效提高湖水的自净和纳污能力，加
快水循环，置换水体、改善水质。今年，根据
自治区水利厅和河灌总局的总体安排，结合
乌梁素海调节水能力，兼顾渔业和芦苇生产
实际，巴彦淖尔市继续向乌梁素海实施生态
补水 6 亿立方米左右，其中引黄补水 3 亿立
方米，调度农田退水、地下水、山洪积水以及
经过污水处理厂处理达标排放后进入总排干
的城市居民生活用水和工业用水 3 亿立方
米，从而促进出水总量补给平衡。

近年来，巴彦淖尔市累计投入资金 32
亿元，实施生态补水、控源减污、修复治理、
资源利用等工程 26 项，湖区污染程度有所
减轻，整体水质接近地表水五类标准，局部
区域水质达到四类标准。2018 年重点抓
好点源污水“零入海”工程，所有旗县区和
巴彦淖尔经济技术开发区建成再生水厂，
中 水 回 用 率 达 到 60% 以 上 ，2019 年 达 到
100%。

本报 3 月 19 日讯 （记者 钱其
鲁）记者日前从有关单位获悉，截至
目前，中储粮内蒙古分公司在全区 14
个直属库、31 个分库完成了智能化粮
库建设，建成了集“智能粮情、安防在
线、数量监测、系统管理、粮食收购一
卡通”于一体的网络化、智能化粮库
管理系统，实现了从粮食收购、入库、
储存、出库全流程的智能化管理。
同时，内蒙古中储粮系统在全辖区开
展了“标准仓、规范库”创建工作，全
年已完成 54%的库点和仓房创建任
务，力争到 2019 年底实现全覆盖。

本报 3 月 19 日讯 （记者 张慧
玲）随着气温持续升高，近日，黄河
包头段全线开河。今年开河的特点
是水的流量大，水位比较高，开河速
度比较快。从 3 月 8 日开始出现流
凌，到主河开通，仅用了 9 天时间，开
河日期比去年提前 4 天。目前，主河
道已开通，河水逐步归槽。包头市各
级防汛部门密切关注水位、河势的变
化，继续做好巡河、巡堤及巡滩工作，
严防堤防 滑 坡、险 工 淘 涮 等 险 情 的
发生。

3 月 19 日 ，
巴彦淖尔市杭锦
后旗的温室大棚
内，当地农民正
在 给 黄 瓜 苗 吊
蔓。近年来，杭
锦后旗大力发展
设施农业，并采
取建成一栋投入
生产一栋的“建
产并重”原则，积
极组织科技人员
开展跟踪技术服
务，设施农业利
用 率 达 到 96% 。
通过转变种植方
式和提高管理水
平，农民春季在
温室内育苗和种
植蔬菜，每亩收
入 2 万 多 元 ，秋
季 种 植 果 类 蔬
菜，每亩可收入
1 万 多 元 。 到
2017 年底，全旗
设施农业面积达
到 4.5 万亩。

本报记者
钱其鲁 摄

【消息树】

3 月 19 日，赤峰市宁城县
一肯中乡毛家窝铺村的贫困
户闫桂花正在采摘茄子。近
年来，宁城县大力发展设施农
业，仅 2016 年、2017 年两年时
间，该乡依靠设施农业脱贫的
农户达到 144 户 608 人。

本报记者 张慧玲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