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月，小草睁开朦胧的双眼，争先恐
后地破土而出，让草原充满生机。这天，
牧民斯琴图在自家草场上悠闲地散步，看
着草场内刚长出来的小草，脸上露出了喜
悦的表情。

已经进入休牧期的斯琴图家位于锡
林浩特市巴彦宝拉格苏木巴音哈日阿图
嘎查，他家有7000亩草场，又租赁了3700

亩草场，养殖了 80 多头牛、600 多只
羊。

根据全盟统一安排，从4月5日起，
锡林浩特市进入为期一个月的休牧期。

斯琴图将牛和羊分开圈养，为牛群
和羊群分别提供了100多亩和200多
亩活动场地。“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
九大报告中指出，扩大轮作休耕试点，

健全耕地草原森林河流湖泊休养生息制
度。我觉得春季休牧这个政策对我们草
场大有益处，因为此时的牧草刚刚发芽，
经不起牛羊们的‘折腾’，一个月的休牧能
够很好地保护草场，还可以防止牲畜春季

‘跑青’，有效降低掉膘率。”斯琴图说。
春季是草原植被萌发、返青的重要节

点。实施春季牧草返青期休牧，可有效避

免牧草生长点被牲畜过早啃食、踩踏而导
致的草场生产力下降、种群退化等问题。

斯琴图告诉记者：“由于近几年较为干
旱，我家没有打草场，去年我从东乌珠穆沁
旗购买了145吨过冬饲草，没想到如今正
好派上用场了。再加上自家种植的青贮，
休牧一个月需要的草料应该不成问题。”

春季休牧工作得到了牧民们的大力支

持。锡林浩特市巴彦宝拉格苏木那仁宝
拉格嘎查牧民娜仁图雅说：“之前我们这
里也实行过禁牧，效果很好，有效保护了
草场。锡林浩特市有关部门按休牧草场
面积给予每亩0.75元的补贴，还有每亩
3元的草畜平衡奖补，有了这些奖补资
金，我们牧民休牧的积极性更高了，底气
也更足了。”

牛羊不“折腾”牧民有奖励

锡林郭勒盟锡林郭勒盟22..2424亿亩草场开始亿亩草场开始““春眠春眠””
◎《锡林郭勒日报》记者 巴雅尔图 纪瑞芳 吉漠

4 月 1 日开始，锡林郭勒盟 2.24 亿亩草场陆续进入
春季休牧期。这是锡盟时隔几年之后再一次启动春季
休牧工作，也是继去年推出农区禁牧、沙区禁羊两项措
施后，加强草原生态保护的又一重要举措，具有重大的
现实意义。

畜牧业是锡盟的基础产业，推动畜牧业实现高质量发
展，科学保护、合理利用草原资源是重要基础。保护好这
片草原、守护好这片绿色，促进草原永续利用、畜牧业持续
发展、农牧民稳定增收，是我们对国家、对子孙后代负责的
重大政治责任。近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全盟上

下深入贯彻绿色发展理念，牢牢坚守生态底线，全面落实
“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狠抓机制建
设、源头预防、过程控制和修复治理，推动草原生态保护建
设取得重大成果，“天蓝地绿水清气爽”已经成为锡林郭勒
的亮丽名片。

草场也享受“带薪休假”了
此次休牧工作结合新一轮草原生态

保护补助奖励政策，在全盟13个旗县市
（区）草畜平衡区实施春季牧草返青期休
牧措施，休牧草场面积22428万亩。为确
保春季休牧取得实效，对实施休牧的农牧
户按休牧草场面积给予休牧补贴，标准为
0.75元/亩，所需资金由盟、旗县市（区）两
级按4：6比例承担。春季休牧时间原则
上从牧草返青前一周开始，休牧时间不少
于30天。各旗县市（区）根据当地气候特

点和实际，决定休牧起止时间。
“春季休牧是一举多得的好事，我完

全赞成。”一提起春季休牧，玛希巴图的话
就明显多了起来，他说，“牧草在生长初期
就被啃食、践踏，那草就长不好了，牛羊还
因为跑青而掉膘，索性圈养一段时间，对
草场、对牲畜都好。”

玛希巴图是阿巴嘎旗别力古台镇赛
罕图门嘎查牧民，他家有2万亩草场，养
殖70多头牛、300余只羊。去年入冬前

他购买了140吨草料，接羔前一个月就对
大小畜进行了集中圈养。“储备那么多草
料，原本就有圈养牲畜到5月份的计划，
我的想法和政策不谋而合了。”玛希巴图
告诉记者。

为进一步科学合理保护利用草原生
态资源，今年起，锡盟开展春季牧草返青
期休牧工作。开展春季休牧，可有效避免
春季牧草返青期牧草生长点被牲畜过早
啃食、踩踏而导致草地生产力下降、种群

退化问题，并且防止牲畜春季跑青，降低
掉膘率，提高牲畜生产性能，进而推动传
统草原畜牧业生产方式向现代生态畜牧
业经营管理转变，促进生态、生产、生活协
调可持续发展。

目前，盟、旗、苏木镇三级分别成立了
组织机构，负责休牧工作的组织实施和统
筹调度。各地通过报纸、广播、电视、新媒
体、短信和入户宣传、发放明白卡等多种
形式，广泛开展休牧制度宣传，做到家喻

户晓、人人皆知，并在休牧实施前1个月
发布休牧公告，明确休牧范围、起止时间、
补贴发放及责任落实、监管举措等事项。

各地还组织相关部门做好责任状签
订、饲草料储备、牲畜活动场地建设、动物
疫病防治、饮水问题解决等前期准备工
作，为休牧工作顺利进行打下了良好的基
础。同时，建立了举报制度，公布举报电
话，接受社会监督，形成了执法监督、社会
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的合力。

阿巴嘎旗伊和高勒苏木宝力根敖包嘎查服务队正在为牧民免费卸草、卸料。 《锡林郭勒日报》记者 杜秀明 摄

嘎查免费提供“营养配餐”
“对于休牧来说，仅仅依靠政策补贴

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嘎查还是要自己想办
法……”苏尼特右旗赛罕乌力吉苏木额很
乌苏嘎查嘎查长毕力格吉日嘎拉这样说。

为了让草原生态资源保护政策有效落
实，减轻牧民们在春季补饲牲畜时的经济
压力，额很乌苏嘎查根据实际，积极制定休
牧措施，减轻对草场返青期的破坏，为后期

牧草生长奠定基础，确保草原生产力。
毕力格吉日嘎拉介绍说：“真正在牧区生
活过的人就会了解，牧民们对待一草一
木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草原不仅
仅是他们的家，也是他们的归宿。”

春季休牧期间，除了政府为牧户发
放每亩0.75元的休牧补贴外，赛罕乌力
吉苏木额很乌苏嘎查利用集体经济助

推春季休牧工作。他们从集体收入中抽出
资金3万多元，购买了430袋内蒙古农业
大学研发的饲料，为嘎查86户常住牧民每
户发放5袋饲料，鼓励休牧工作，这是继政
策补贴之后的又一道保险。

“太好了，这500斤饲料够我家羊吃10
天的。”来嘎查领取饲料的牧民额尔登巴特
尔高兴地往自家皮卡车里装上分给自己的

5袋饲料，他说，自己在前几个星期就已
经储备了一个多月的饲料，如今加上嘎查
补贴的500斤，休牧这一个月足够用了，
如果今年降水不多，也有充足的饲料能支
持适当延长休牧时间。

毕力格吉日嘎拉介绍说：“今年我们嘎
查的集体收入达到了7万多元。为了更好
地发挥集体收入的作用，大力宣传和引导

牧民们积极响应春季休牧政策，我们为牧
民们发放了饲料。”为切实落实休牧政策，避
免牧草生长点被牲畜过早啃食、踩踏而导
致草地生产力下降、种群退化问题，促进生
态、生产、生活协调可持续发展，同时，进一
步加大为牧民谋福利的力度，额很乌苏嘎
查下一步计划从集体草场里围封3000亩
用于建立打草场，保障牧民冬季储草。

锡林浩特市牧民娜仁图雅正在饮牛。 《锡林郭勒日报》记者 苏日嘎拉图 摄镶黄旗牧民达布希拉图给羊驱虫。 《锡林郭勒日报》记者 纪瑞芳 摄

阿巴嘎旗牧民哈达巴特尔为自家牲畜备“口粮”。
《锡林郭勒日报》记者 杜秀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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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和浩特：增强贫困人口自我发展“造血”能力
◎《呼和浩特日报》记者 宋向华

4月18日，记者随呼和浩特市财政局
农业综合开发办的同志一道走进清水河
县华丰种养殖专业合作社花菇种植基地，
掀起门帘，大棚内繁忙的劳作景象一下跳
入眼帘。

在科技特派员的指导下，七八个村民
有条不紊地做着各自的营生：有的正一点
点脱去菌棒的“外衣”，将菌棒一个接一个
整齐地摆放在货架上，时不时用拳头比量
菌棒间的距离；有的将这些外衣薄膜堆到
一处，准备清理；还有的一个个检查菌棒
是否有顶出的大蘑菇，一旦发现，立即掰
掉。看到记者疑惑的眼神，科技特派员蔺
风龙解释道：“这些是中看不中用的旧蘑，
必须及时去掉，不然影响新蘑的成长。再
过六七天，菌棒上的新蘑就会顶出来。而

我们接下来的活儿就是每天帮它们翻翻
身，及时补水、通风，好让它们长成好看的
花菇。随后是采蘑菇、收购，再培育新蘑
菇，就这样周而复始，一个菌棒能出六茬
蘑菇。”听到这，一旁摆放菌棒的村民郭三
小憨憨的笑了。“我比他们都勤快，一天到
晚围着花菇转，所以我种出的花菇个个都
达标，一年下来能挣三四万，比起以前地
里的收入强百倍，这多亏了村里有这么一
个好基地，让我守家就业两不误。”他话音
刚落，其他村民纷纷把话接，现在自家的
小日子好起来，都是沾了基地的光，大家
盼着这里越来越好。

听到村民的议论声，同行的市财政局
农业综合开发办主任张一波给大家交实
底：清水河县韭菜庄乡摇铃沟这个花菇种

植项目是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发展项
目。目前，清水河县有10个重点扶持建
设的基地，涉及特色种植业生产基地、蔬
菜生产基地、海红果等特色经济林生产基
地和规模化养殖生产基地，建成油料、小
杂粮、藜麦实验示范基地7.5万亩，建立香
瓜、香菇及大宗茄果类生产基地 6800
亩。而花菇种植项目基地只是该市实施
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建设与精准扶贫有机
结合的一个缩影。

按照国家和自治区脱贫攻坚总体要求，
围绕“资源整合、资金捆绑”的精准扶贫相关
事宜，呼和浩特市农业综合开发工作针对清
水河和武川实际情况，采取“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农村三产发展+土地治理+产业化经
营补助项目扶持”的模式，以农发资金为引

领，通过项目实施改善贫困村的生产生活条
件，通过扶贫开发为贫困村经济发展奠定基
础，增强贫困人口自我发展的“造血”能力，加
快推进贫困村脱贫致富的步伐。

推门迈进武川县耗赖山乡五福堂村
委会，几个自然村的村民代表正围坐一起
讨论今年种啥更科学。说明来意，五福堂
村支书王亮连连夸赞农业综合开发实施
的膜下滴灌项目让全村节水又增效，土地
治理前每亩产土豆2000多斤，治理后每
亩产4000多斤。“现在一块块农田变成高
效节水的水浇地，只要种子选得好，勤劳
的农户都会换来好收成。这不，眼瞅着春
耕了，大家正商量着如何通过示范种植，
带领乡亲们一道致富奔小康。”

朴实的语言，道出了广大农户的心

声，而“创新思路方法，加大扶持力度，因
地制宜，扎实做好新形势下的扶贫开发工
作”，也是该市农业综合开发工作深入推
进扶贫开发，帮助困难群众特别是革命老
区、贫困山区困难群众早日脱贫致富恪守
的原则。

今年，呼和浩特市农业综合开发工作
在促进产业融合、培养新产业、扩展新业
态，激发农村新的发展动能方面，给精准
扶贫插上有力的翅膀，积极推进农业与旅
游、教育、文化、历史、康养等产业的深度
融合，在支持农产品品牌建设、推动“一乡
一业”“一村一品”特色农业发展中，不断
发挥财政农业综合开发示范引领作用和
资金撬动的杠杆作用，拓宽农民增收渠
道，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奏响精准乐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