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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钱其鲁

今春，尽管由于土壤解冻土地潮湿泥泞农机无
法作业，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的各个农机合作社也
没闲着，纷纷对农机进行维修、保养、安装仪器等，
为过段时间大规模的深松、整地等作业做好准备。

位于沙海镇的益农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是一家
自治区级农机合作社。理事长王子清最近刚参加了
市里的培训，学习了国家的相关政策、作业标准等，
紧接着家也没回，就又跑到市内各旗县洽谈业务。

“现在用哪里的农机都是农民自己说了算，我们只能
尽力提高服务水平，让农民享受到农机的‘保姆式’
服务，取得好口碑业务才能更多。”王子清说。

55岁的王子清原来是个普通农民，2007年开
始经营农机业务，渐渐地发展越来越好，后来于
2011牵头成立了合作社。现有合作社成员32户，
固定资产900多万元，拥有大中型拖拉机35台，联
合收获机5台，各种配套农机具118台（套）。2017

年，该合作社作业面积共6.5万亩，服务农户1.2万
户，服务性收入217万元。合作社作业范围包括巴
彦淖尔市内的杭锦后旗、磴口、五原、乌拉特中旗和
周边的鄂尔多斯市、阿拉善盟等地区。

杭锦后旗农技服务中心副主任韩国砚介绍，近
年来，国家为了推动农业发展、提高土地质量、推进
规模化经营等，实施了很多项目，如深松、秸秆还田
等，都离不开大型农机。为了统一技术标准、统一
价格避免产生个体农机户恶意低价竞争等问题的
发生，一般都将这些项目交给农机合作社实施。因
为他们经营比较规范，也利于监督。

据了解，截至2018年3月，杭锦后旗正式在工
商部门注册成立的农机专业合作31家，其中本年
新注册成立6家。农机合作社社员发展到182户，
拥有农机固定资产原值5040万元，拥有大中型拖
拉机246台，拥有联合收割机43台，拥有配套农机
具496台，机具配套比1：2。2017年共完成各类机
械化作业面积53万亩。而截至去年底，杭锦后旗
农业机械总动力达到83.7万千瓦，拥有各类拖拉机

3万多台，配套机具8.8万台（套），综合农机化水平
为83%，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近18%。

近年来农机专业合作社的快速发展，为杭锦后
旗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原来小
型机械多、大中型机械少，动力机械多、配套机械少
的现象，在农机专业合作社的发展促动下得到一定
程度改善；提高了农机社会化服务的组织化程度和
机械作业效率。经统计测算，在机械投入相同的情
况下，参加合作社的每台机车年作业量比单机独立
作业增加50%左右。还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土地
流转和规模化经营。 农民们都说：“农机合作社的
保姆式服务真给力！”

“受地块小影响大型农机集中作业、技能培训
相对滞后等因素制约，我旗农机合作社发展还处于
起步阶段。下一步，我们将在优化发展环境、加强
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土地整合和流转等方面作出努
力，并做好服务工作，支持此类新型农牧业经营主
体开展好农牧业社会化服务，推动农业增效、农民
增收。”韩国砚说。

“农机合作社的保姆式服务真给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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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慧玲

千百年来，人们寄情田园、赞美田野。然而，
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迅速推进，长期以来农
村粗放的发展方式日渐打破了生态平衡，污染加
剧，农村生产生活环境遭到破坏。

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
要求，就是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努力做到产
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
裕。

如何让产业兴旺和生态宜居步伐一致？近
年来，通辽市扎鲁特旗立足资源优势，积极探索
牧户之间联合经营的发展模式，以发展家庭联户

经营生产为主攻方向，坚持结构调整，由“自然放
牧、适季养殖”向“集约经营、建设养畜 ”转变，为
了落实“草原禁牧、草畜平衡、舍饲养殖”减羊增
牛政策，有力推动了农牧业经营体制和生产方式
的转型升级，实现了生态建设与畜牧业发展的并
行，既有了产业发展，又保护了环境，实现了人们
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心愿。

让生态与
发展并行

◎新作为·XINZUOWEI

四子王旗
科技大集助春耕

本报 3月 26 日讯 （记者 石向
军）春寒料峭话农事，科学种田赶大集。
进入春耕备耕时节，乌兰察布市四子王
旗首届农牧业科技大集启动。

内蒙古民丰种业有限公司、内蒙古
中加农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山西凯盛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山东农大肥业科技
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市新飞原农机商贸
有限责任公司等 41家农资、农机企业
参与其中，拉开了四子王旗春耕备耕的
序幕。

让农村牧区富起来，农牧民的钱包
鼓起来，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
战略的具体目标之一，也是农民群众最
现实的需求。农牧业科技大集上，农牧
民代表高永清告诉记者，举办这次活动
既是加强新型农牧民科技培训、增强农
牧民致富本领，拓宽增收渠道所采取的
一项重要举措，也是搭建农企联合的一
个重要平台。调整优化农牧业产业结
构，适应市场变化规律，科学种田、科学
养殖，科学生产，避免盲目性发展是广大
农牧民的真切愿望；加快建立轮作倒茬
制度，确保基本农田稳产高产也顺应了
农牧民的心声；建立“互联网+现代农
业”信息平台，完善农企利益联结机制，
疏通流通渠道和技术渠道是帮助广大农
牧民实现增收致富的重要举措。另外，
科技大集也是做好农牧民培训工作、提
高广大农牧民掌握和应用科技技术的能
力、培养和造就一大批生产技能高，懂技
术、会经营、善管理的新型农牧民、对增
强自我发展和辐射带动能力都具有重要
意义。

自治区供销合作社

统计分析
引导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本报3月26日讯 （记者 李晗）
近年来，自治区供销合作社不断夯实统
计分析基础工作，加强服务力度，按时完
成全供销系统统计联网直报平台数据审
核、汇总、上报工作，引导系统产业结构
调整和转型升级。2017年至今，月均审
核量达154次，完成各类统计数据月报、
年报、统计分析、专题分析等工作，形成
各类数据报表252张、分析45份。

自治区供销合作社组织系统按时上
报统计数据，为区社理事会、直属公司、
盟市供销合作社及时提供每月和季度统
计分析，加强对传统业务和新兴经济增
长点的分析，认真研判农资、日用消费
品、再生资源、电商、农业社会化服务等
业务的运行态势、发展亮点、存在问题，
并根据每月和季度运行特点提出有针对
性意见和建议，引导系统产业结构调整
和转型升级。

同时，为了提高统计数据使用效
率，自治区供销合作社加强平台数据管
理，为各处室提供数据查询、数据分析、
数据对比等服务 60余次，做到了服务
响应及时、服务内容多样。建立了全区
统计人员交流平台，及时与基层统计人
员进行沟通、指导，及时掌握系统业务
经营情况。此外，向各盟市旗县供销合
作社转发了供销合作总社新修订的《供
销合作社统计报表制度》，建立了盟市
社季度上报经济运行分析、统计年报编
报等制度，不断提升系统统计工作规范
化水平。

本报 3 月 26 日讯 （记者
李晗）记者从自治区供销合作社了
解到，今年1-2月份，自治区供销
合作社系统累计实现购进总额
33.52 亿元，同比增长 15.67%，增
速同比提高18.04个百分点；累计
实现销售总额37.55亿元，同比增
长 17.14%，增速同比提高 12.4 个
百分点。从主要商品经营情况看，
1-2月份，全区供销合作社系统售
给农民的农业生产资料销售额
4.36 亿元，同比增长 31.97%。累
计实现农副产品购进总额18.77亿
元，同比增长 41.17%。累计实现
消费品零售额22.34亿元，同比增
长6.45%。

本报 3 月 26 日讯 （记者
李晗）记者从自治区供销合作社了
解到，包头市各级供销合作社农资
经营单位积极着手春耕备耕，深入
农户了解所需农资品种，搞好市场
调查，派专人到区内外厂家落实货
源，组织进货。截至目前，该市供
销社系统已储备化肥65900吨，，
储备农药 90吨，棚地膜 1330吨，
籽种1030吨。

微语

洪格尔巴特尔和联合家庭生态牧场的故事
□本报记者 张慧玲

早春三月，通辽市扎鲁特旗巴雅
尔吐胡硕镇图布信嘎查毕力根达来联
合家庭生态牧场的洪格尔巴特尔正在
忙着接牛犊。

“从春节到现在已经产了40多只
小牛犊，预计到夏天能产 100多头牛
犊。等到10月左右，我们就将公牛犊
全部卖掉，留下母牛犊。”洪格尔巴特

尔说，联合家庭生态牧场的 200多头
基础母牛从春节过后就开始产犊，他
每天都要时刻观察小牛犊的健康状
态。

近年来，通辽市扎鲁特旗立足资
源优势，积极探索牧户之间联合经营
的发展模式，以发展家庭联户经营生
产为主攻方向，有力推动了农牧业经
营体制和生产方式的转型升级，实现
了生态建设与畜牧业发展齐步走。

2014年，洪格尔巴特尔与哥哥毕

力根达来、姐夫赛音乌力吉联合组建
了毕力根达来联合家庭生态牧场，一
次性投入400多万元并利用旗里的项
目建了暖棚、敞棚、饲草料库、青贮窖
和粮改饲等基础设施设备。同时，又
流转了5000余亩草牧场和50亩耕地，
为自家养殖牛羊提供了饲料储备。

“我们是 3户联合，一起喂养，联
户经营，我们3家的草牧场也在一起，
联户经营能节省人工，使用机械也有
保障，有很多的益处。”洪格尔巴特

尔说。
联户发展的经济效益逐年显现，

洪格尔巴特尔他们开始改变经营理
念，坚持结构调整，由“自然放牧、适
季养殖”向“集约经营、建设养畜”转
变，为了落实“草原禁牧、草畜平衡、
舍饲养殖”减羊增牛政策，联合家庭
生态牧场出栏了 560 只羊，只留下
110 多只羊用于观光旅游产业发展；
同时又出栏了99头本地牛，切实减轻
了草场压力，有效改善了生态环境。

如今，毕力根达来联合家庭牧场
拥有草牧场 13700 亩，基础母牛 235
头，不仅生产经营走上了正轨，发展也
是越来越好。2017年，联合家庭牧场
以科尔沁500公里景观大道建设为契
机，依托优美的自然资源优势和交通
区位优势，在自家的草牧场新建了12
座蒙古包，做起了牧区观光旅游产业，
走上了多种经营发展的新路子。

“养牲畜容易破坏环境，减少牲
畜，搞旅游产业，能保护我们的生态

环境。2017 年开始我也做起了旅游
产业，从去年 6 月中旬到 10 月份，收
入也非常可观，接待了近万人的游
客。”洪格尔巴特尔说。

2017年，毕力根达来联合家庭生
态牧场牧业纯收入达 113 万元，旅游
收入突破了 25万元。采访中洪格尔
巴特尔告诉记者，作为新时代的年轻
牧民，他们不仅要把联合家庭生态牧
场经营好，今年还会在发展全域旅
游、四季旅游上做足文章。

■〖农牧·E关注〗EGUANZHU

［ 消息树 ］

“今年我的耕地
全部要用深松整地”

◎直播Live·ZHIBOLIVE

□本报记者 张慧玲

3月26日，在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
树林召镇东海心村，丰茂农牧业机械专
业合作社的农牧民大讲堂里，达拉特旗
农机局的工作人员正在通过数据比对、
典型事例，给学员详细地讲解土地深松
整地有关政策以及农机深松整地作业的
技术要求等相关知识。

去年因深松作业受益的达拉特旗
昭君镇和胜村种植大户王晓光，今年早
早地来到了培训现场，认真做好培训记
录。

“土地深松是一个非常好的项目，去
年在我的玉米地里搞了一千多亩。深松
后种的庄稼长势不一样，抗倒伏能力比
较强。今年我要让自己的5400亩土地
全部使用农机深松整地实用技术。”王
晓光说。

为了让种植大户对深松整地技术
有更为直观的体验，培训结束后，丰茂
农牧业机械专业合作社的农机手们还
现场进行了操作，对深松机械工作原
理、操作使用及安装、维修与调试等技
术进行了现场演示、讲解，在实际操作
的过程中解答学员提出的技术问题，让
学员们更好地掌握深松整地技术。

据了解，深松整地技术是农业部重
点推广的农机化新技术，农机深松整地
是以拖拉机为动力，牵引深松机械，在
不打乱原有土层结构的情况下，深层松
动土壤的一种机械化整地技术。再不
引起土壤全面翻转的情况下，可以进一
步增强土壤蓄水保墒和抗旱防涝能力，
还有调节土壤根层固液气 3项比例的
作用。2018年达拉特旗全旗将对7万
亩土地进行深松整地作业，进一步提高
耕地综合生产能力，促进农业增产增效
增收。

◎画中话·HUAZHONGHUA

自治区粮食系统高度重视粮食安全储存工
作，不定时组织开展拉网式、全覆盖“粮食安全
隐患大排查快整治严执法”集中行动和整改“回
头看”，推广“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模式。仅去
年，全区累计发现各类问题2302个，完成整改
2265个，整改率98.4%，消除了一批安全储粮安
全生产事故隐患，各级粮食部门和企业安全意
识、保障措施进一步强化。同时加大粮食质量
安全监管力度，制定印发粮食质量安全监管办
法，1051家企业纳入粮食质量安全监管范围。
开展粮食质量安全事故应急演练，完成原粮和
政策性粮食抽检样品7139份、自治区级粮食质
量安全监测样品1088份，主要安全指标全部达
到国家标准。完成国家库存粮食质量安全监
测，我区库存粮食质量达标率、储存品质宜存率
和主要食品安全指标样品合格率全部高于国家
平均水平，其中两项达标率达到100%。

本报记者 钱其鲁 摄

粮食企业职工在
检查电路安全。

化验员在实验室检测仓储粮食质量。

安全安全储粮储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