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清源

清明节刚过，家住赤峰市林西县官地镇王家
沟村的王永山就在地里忙乎开了。选种、备肥、翻
地⋯⋯虽然腿脚有些不便，但王老汉精神矍铄，和
老伴儿一起干得热火朝天。“我家种着6亩地，今年
打算种玉米。秋收后一部分卖钱，剩下的玉米还
能养几头猪和几只鸡。”王永山乐呵呵地说。

今年 74 岁的王永山患有慢性肠胃病、眩晕
症，腿脚也不利索，老伴儿今年 70 岁，也患有很
多慢性病。2014 年，他家被评为建档立卡贫困
户。虽然上了年纪，日子又过得紧巴巴，但老两
口人穷志坚，干劲儿十足。2015 年，王永山主
动申请脱贫，在达到退出标准后，他家脱了贫。

“国家的扶贫政策真好，脱贫不脱政策，我
家享受了好几项，全部落实到位。”坐在炕头上，
王永山摊开账本，给大家算了一笔脱贫账：享受

“千元普惠产业帮扶基金”2000 元；享受“三到
村三到户”项目资金 1700 元；领取低保 5264
元 ；领 取 各 种 惠 农 补 贴 2810 元 ，总 计 就 是
11774 元。去年，老王家玉米卖了 1800 元，再
加上 2 头猪和 15 只鸡的 6000 多元的收入，这一
年下来，王永山家入账近 2 万元。

除了种地养殖，老王还常常在村里捡破烂，
不仅维护了村里的环境，还能卖了挣些零花
钱。大家都劝他，年纪这么大了，又是贫困户，
坐在家里也不会饿肚子，总有人管。但王永山
有个“老主意”：幸福靠奋斗，劳动最光荣，能自
食其力，就不靠别人救济。

“脱贫不能光靠政策，自己努力也很重要。
王大爷的觉悟非常高，他勤俭持家，不等不靠，
凭借自己的双手脱了贫。在贫困户中，他们这
样的人是榜样，这种奋斗精神值得大家学习。”
王家沟党支部书记吕霞说，村里人提起王老汉，
都会竖起大拇指。

“村里人都说我傻，老了还这么要强，其实
我只是不想再给国家添负担了。这几年国家的
政策就像春风一样吹进贫困户家中，让我们有
了好福气。我们不愁吃、不愁穿，都很知足。”王
永山感慨道。

近年来，林西县强化精神扶贫，引导群众树
立自力更生、脱贫光荣的理念和志向，鼓励贫困
群众通过辛勤劳动、发展产业脱贫致富，实现由

“要我脱贫”到“我要脱贫”的转变。针对有劳动
能力的贫困人口，加强基本文化素质和劳动技
能培训，增强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信心和能
力。还加大对贫困家庭子女的教育资助力度，
不让贫困家庭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确保贫困
群众应读尽读，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同时，提高贫困群众脱贫致富能力，对贫困
群众开展科技知识、市场知识、劳动技能的培
训，引导贫困群众参股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断
增强贫困群众“造血”的能力和信心。

王永山有个“老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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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区全面开展
自然保护区调查工作

本报 4 月 9 日讯 （记者 施佳丽）记者从
自治区林业厅获悉，为进一步加强自然保护区管
理，掌握自然保护区现状，提升自然保护区管理
与建设水平，从 2018 年 4 月开始，我区将全面开
展自然保护区调查工作。

此次调查工作将采取现地调查核实、收集材
料、查看档案和文件等方式，重点对我区境内各类
型和各级别自然保护区的位置、范围、机构和人员
编制等基本信息情况，保护与基础建设等管理情
况，社区建设及各种经营活动等社会状况，本底资
源调查与区域环境动态监测实施情况进行调查。

通过调查，我区将进一步实现有针对性的开
展自然保护区建设管理工作，规范和优化自然保
护区管理建设，力争实现布局合理、功能完善、建
设规范、管理高效的自然保护区体系，使我区具
有典型自然生态系统区域和珍稀濒危动植物物
种的基因资源切实得到全面系统的保护，为做好
全区自然保护区保护与管理奠定坚实基础。

自治区供销社
新兴业务发展势头良好

本报 4 月 9 日讯 （记者 李晗）记者从自
治区供销合作社了解到，自治区供销合作社多项
新兴业务发展势头迅猛，为农牧服务的能力和水
平有了新提升。

自治区供销合作社系统以总社“供销 e家”平
台为支撑，重组了内蒙古供销电商公司，组建“供
销 e家”全区性电商平台，着力推进实体经济与电
商经济线上线下融合发展。截至目前，全区供销
合作社系统共注册电子商务企业 42家，自建电子
商务平台 29 个，经营品种近 36566 种，超过 40 家
企业使用社会电商平台从事电商活动，实现了电
子商务销售额5.34亿元，同比增长143.23%。

同时，农牧业社会化服务规模不断扩大。全
供销系统 70 个生产性为农服务中心、5065 个综
合服务社、346 个庄稼医院、10004 个农牧民专
业合作社及联合社、各级社有企业积极探索拓展
为农牧服务领域，以大田托管、代耕代种、股份合
作、以销定产等多种方式，为农牧民和各类新型
农牧业经营主体提供农资供应、配方施肥、农机
作业、统防统治、收储加工、草牧场流转、牛羊托
管等系列化服务。

乌兰察布市
鲜薯总产量位居全国第一

本报 4 月 9 日讯 （记者 石向军）记者从
自治区农调队了解到，去年乌兰察布市马铃薯种
植面积一直稳定在 400 万亩左右，鲜薯总产 400
万吨以上，位居全国地区级第一。

乌兰察布市是全国闻名的马铃薯重要生产
基地，当地积极发展马铃薯的生产与销售，合格
种薯种植稳定在 80 万亩，达到了年产种薯 150
万吨的生产能力，还建成了东起兴和县西至四子
王旗 250 公里长的马铃薯产业带。马铃薯产业
成为乌兰察布市彰显地区特点，促进农民增收致
富的主导产业。

据了解，该市有销售收入 500 万元以上的马
铃薯加工企业 25 家，年转化鲜薯能力 120 万吨，
加工转化率达到 26%。马铃薯仓储能力达到
232 万吨，现代化智能仓储占到 24%。国家级马
铃薯批发市场 2 家，近千名马铃薯经纪人活跃在
全国马铃薯流通市场。

河套平原设施农业做出新花样
□本报记者 钱其鲁

免费种菜 鼓励创业
政企携手惠民生

这几天，巴彦淖尔市临河区乌兰图
克镇东济村 55 岁的的高玉胜正在温室
里精心打理着新移栽的黄瓜苗。“去年
因为黄瓜受开春时候雨雪天气影响产
量低，我只挣了三四万。今年如果一切
正常的话，咋也能挣个七八万。国家的
扶贫政策真是好，免费让我们种菜。公
司那边提供技术服务，还替我们销售所
有的蔬菜。就这么干下去，我肯定很快
就能彻底摆脱贫困甚至致富了。”高玉
胜笑着说。

高玉胜是建档立卡贫困户，因为两
个孩子上大学以及老二的一场病，家里
生活一度非常困难。2016 年，随着鲜
农万亩现代设施农业科技示范园区项
目在乌兰图克开工建设，高玉胜家的日
子开始发生了彻底的改变。老高当年
免费承包了一个温室，挣了两万多。第
二年，他看着效益不错，于是又长期承
包了一个大棚。2017 年底，他终于脱

了贫。
该园区由内蒙古鲜农农牧业科技

有限公司建设，总投资 10.6 亿元，其中
政府补贴约 1.8 亿元。公司以每年每亩
800 元的租金流转农户耕地，实行“企
业承建、农民承租”的模式。园区每年
可提供安全蔬菜 24000 吨，培育蔬菜种
苗 1000 万 株 ，每 年 可 吸 纳 就 业 岗 位
1300 个。

临河区扶贫办主任徐创军告诉记
者，这两年临河区充分发挥龙头企业带
动作用，投入本级财政扶贫资金在园区
建立设施农业扶贫基地，贫困户可以通
过承包温室等模式实现脱贫致富。目
前，到园区承包温室的建档立卡贫困户
有 12 户，每栋温室的收入都在 3 万元以
上，目前已经全部脱贫。

对于承包温室的贫困户，2016 至
2017 年，区政府和企业各承担承包费
的 50% ，贫 困 户 免 费 种 菜 ；2018 至
2020 年，由贫困户支付 70%的温室承
包费，收入都全部归贫困户所有。承包
费可以用当年卖菜的收入补齐。

此外，对到企业打工的贫困户，区
政府向企业为每个贫困户提供 1 万元
的财政专项扶持资金，企业按照其他打
工人员同工同酬的标准，每月增加工资

150 元以上。对入股分红的贫困户，区
政府向企业提供每个贫困人口 1.5 万元
的财政专项扶持资金，年底由企业一次
性为贫困人口分红 1800 元。目前，全
区投入资金 540 万元，受益贫困人口
360 人，已向贫困人口分红 64.8 万元。

同时，园区还面向下岗职工、返乡
大学生制订优惠政策，帮助其实现就业
创业。出身于当地农村的任龙去年大
学毕业后，在外打了一段时间工。后来
偶然了解到园区对返乡大学生有优惠
政策后，任龙辞了职，从去年 10 月份开
始租了两个温室大棚种菜。学设施农
业专业的他上手快，不到半年就挣了五
六万。最近这一茬黄瓜才摘了十几天，
他已经挣了一万多。

“公司用成本价给我们提供菜苗，
种的好的话还会给 10%甚至更高的奖
励，如果菜价不好还会给补贴，努力让
我们安心种菜，种好菜。”任龙说。

现在，任龙有了更高的目标。他想
利用所学知识，在菜的品种引进和改良
上与公司技术人员进行商讨，想办法把
蔬菜瓜果种植得更科学合理，赚取更多
的利润。“我还对育苗很感兴趣，现在巴
彦淖尔地区一些蔬菜的种苗得大量从
外地调入，价格高，有时候还缺货影响

种植。现在公司也在发展育苗产业，以
后这里有我更大的发展空间。”任龙充
满了干劲。

品质为先 推陈出新
高效农业助振兴

在园区东部，一个钢架结构的庞然
大物正在紧张施工中。这是一座高效
联栋智能玻璃温室，占地面积 66000 平
方米，总投资 3.2 亿元。该温室将采用
现代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选育本地优
质蔬菜、果类、沙漠植物和南方特色蔬
菜、树木、花卉等生物多样性栽培种植，
为城乡居民提供优良的观赏、采摘、体
验场所，同时，带动餐饮、旅游等相关产
业发展。

据介绍，在经营模式上，园区采取
“企业+基地+农户”经营模式，严格按
照统一育苗、统一防治、统一检测、统一
品牌、统一销售“五统一”管理，保障农
产品质量安全。园区负责人黄文忠说：

“我们严格监控产品质量，一旦发现哪
一户不按标准种植，会收回温室，重新
租给别人。不能砸了公司的牌子，毁了
当地的声誉。我们的农产品用的基本
都是农家肥，品质好，目前大多数都走

了订单,销售到了呼和浩特、银川等地，
价格要比别的地方的菜高一两毛钱。”

除了线下销售，鲜农公司还开发了
手机软件在临河区进行网上销售，消费
者通过手机下订单，蔬果就直接配送到
居民家中或者单位。现在已经有了 1
千多个客户。

临河区市民李洁对于网上买菜是
赞不绝口：“我们上班忙，下班再去买菜
又费时间又费精力。现在手机下单后，
菜就准时送到了单位门房，下班后我们
取上就行。而且鲜农的菜口感很好，比
如黄瓜，有小时候的味道，不像以前买
的没味道不说有的还发苦。我给亲戚
朋友们都进行了推荐。”

“网上销售的那部分蔬果因为是直
接从田间到了销售者手中，省了中间环
节的费用，所以从农民手中收购时价格
要比本地批发市场上的外地菜每斤贵
几毛，到消费者手中还比市场零售价便
宜几毛，这样农民挣钱了，会更加精心
地把菜种好，消费者也省钱了，公司也
赢得了口碑和市场，还推动了当地农业
的发展，可以说一举多得。将来，我预
计巴彦淖尔地区的客户就能达到 1 百
万。而且我相信，这种模式以后会被全
国各地效仿。”黄文忠对此信心十足。

黄文忠还介绍说，河套地区的土
壤碱性大，光照强且时间长，利于作物
抵 抗 病 害 ，尤 其 是 对 于 育 苗 非 常 有
利 。 这 里 育 的 苗 根 系 发 达 ，枝 叶 茂
盛。现在，公司正准备从全国各地引
入当地的优良品种进行育苗实验。将
来，这里可能会是全国的一个大育苗
市场。公司还正在配套建设蔬菜分级
包装清洗车间、物流配送车间、蔬菜农
残检测用房等设施，努力将园区打造
成集种植、展示、观光为一体的高科技
现代农业示范园区。

为提高园区的科技水平，鲜农公司
从山东和内蒙古农业大学分别聘请了
一名设施农业建造和种植专家，同时采
取走出去引进来的方式培训农民技术
人员 500 多人，去山东学习培训农民 85
人次，去五原等地培训农民 260 人次，
在临河区集中培训农民 302 人。

临河区农牧业局副局长苗三银说，
近年来，临河区调整优化种植结构，大
力发展高效设施农业，全区设施农业面
积达到 4.8 万亩。通过鼓励扶持像鲜农
这样的公司发展，提高了本地设施农业
的生产水平，实现了农业增效、农民增
收，直接推动了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
略在当地的落地生根。

■〖农牧·E 关注〗EGUANZHU

“这黑头羊
就是不一样”

◎直播 Live·ZHIBOLIVE

□本报记者 施佳丽

“这黑头羊就是不一样，我家都卖了 60
多只羊羔了，平均每只 680 块钱，比以往多
挣不少。”刚进牧民西喜姐家的羊圈，就听
到她在兴奋地“晒宝”。

西喜姐是兴安盟科右中旗新佳木苏木
新佳木嘎查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她所说的

“黑头羊”，就是由当地赛诺草原羊业有限公
司培育出的杜泊羊。只见多只母羊冲到食
槽边咀嚼起草料来，小羊羔则钻入母羊怀
下，幸福地吮吸着母乳，其中带耳标的杜泊
羊尤为显眼。

“杜泊羊很好区分，你看这两只头上的
毛是黑色的，它们就是杜泊种羊，是从赛诺
公司花 1 万 2 买的，政府每只给补贴了 3200
块钱。这羊繁殖得快，也不愁卖，公司不但
负责回收，还培训我儿子成了技术人员，这
下脱贫有希望了！”西喜姐因供养 5 个大学
生，欠下了 25 万元的贷款，丈夫这几年也因
身体不好经常住院，日子过得十分窘迫。现
在有了这些产业资助，这位老母亲脱贫信心
满满的。

据科右中旗赛诺草原羊业有限公司技
术顾问双泉介绍，该公司以“龙头企业+基
地+合作社+农牧民（贫困户）”的合作模式，
开展种羊和杂交肉羊的合作化生产，与农牧
民建立了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目前，为推
广胚胎移植产业化生产技术，已经选派 30
名技术人员长期驻村蹲点提供饲养管理技
术服务。同时，杂交羔羊 4 月龄体重达到 80
斤以上，企业订单回收。公司还通过良种肉
羊的示范推广，对本地羊进行杂交改良。农
牧民每改良 1 只基础母羊，就可以增收 300
元以上，按目前每户 200 只基础母羊计算，
户均年增收达到 5 至 6 万元。通过这样的示
范带动模式，实现了区域良种肉羊全覆盖。
截至目前，该公司共带动农牧民 2752 人，并
与无劳动力能力的建档立卡贫困户签订入
股合作协议，带动建档立卡贫困户 691 人。

本报 4 月 9 日讯 （记者 韩雪
茹）近日，内蒙古社会扶贫工作促进
会第三届理事会第三次会议召开 。
据介绍，促进会着力推进“惠农贷”项
目，助力农牧民脱贫致富和地区产业
发展。截至 2017 年底，“惠农贷”项
目在乌兰察布市、巴彦淖尔市、通辽
市和兴安盟的 20 个旗县（市）区，累计
发放小额担保贷款 3.419 亿元，其中，
2017 年发放贷款 1.91 亿元。该项目
直接惠及农牧业专业合作社 637 户、
普通农牧户 1964 户、建档立卡贫困
户 547 户。

本报 4 月 9 日讯 （记者 石向
军）记者从自治区统计局获悉，今年
以来，呼伦贝尔市加强对畜牧业生产
的投入与管理，把各项工作落到实
处，畜牧业生产呈现一派繁荣。据统
计，该市一季度大小牲畜存栏达到
97.7 万头只，环比上升 7.1%。其中，
牛存栏 7.21 万头，环比上升 12.52%；
羊存栏 87.4 万只，环比上升 5.77%；生
猪存栏 3.1 万口，环比上升 45.97%。

【消息树】

保护候鸟保护候鸟我们在行动我们在行动
□本报记者 施佳丽 摄影报道

近日，自治区森林公安局下发了《保护候鸟专项行动方
案》的通知，各地迅速落实、周密部署，专项行动初见成效。截
至目前，全区各级森林公安机关累计出动警力 1213 人次，出
动车辆 512 台次，巡查候鸟迁徙通道、觅食、繁殖区域 127 处，
投放饲料 430 公斤。随着迁徙候鸟陆续到达我区，各级森林
公安机关将全力以赴，强力推进保护候鸟专项行动深入开展。

天鹅嬉戏天鹅嬉戏。。

救助大雁救助大雁。。

百鸟齐飞百鸟齐飞

。。

加强巡护加强巡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