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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个三五年没问题”
□本报记者 钱其鲁

入夏以来，每天天一亮，70岁的马月就起床
洗漱吃早点，然后背上水，骑着摩托车来到离家
3.5公里外的脑包图流域治理区内的瞭望房，警
惕地盯着周围林地，以防有人赶牲口进去放牧。

20年前，察右后旗贲红镇脑包图一带水土
流失严重，“山上没树，天旱了连草都不长。”
1998年，当地开始治理脑包图万亩流域，栽树种
草，防止水土流失。现在，这里杨树、榆树、山杏、
柠条等郁郁葱葱，野鸡、野兔随处可见。

流域治理开始后，当地农民纷纷义务出工
积极参与。认真负责、吃苦耐劳的马月引起了乡
镇领导的注意，让他做起了护林员。从1999年
开始，除了遇到极端恶劣天气或者家里有急事，
马月每天都会雷打不动地坚守岗位：“一天不上
来，心里就不踏实。这片林子就像自家的一样，
在这里待着我才放心。”

每年秋天山上青草变少和春天枝叶最嫩的
时段，是马月最忙碌的时候，因为这两个时段偷偷
放牧的人最多。为了看护好林地，马月午饭也不
敢回家吃，晚上更是经常守到凌晨一两点。春节、
清明等节日，上山扫墓的人多了，他得天天在林子
里6个墓地之间来回转悠，避免火灾的发生。

马月看起来和善，可一旦发现有人在山上
偷偷放牧，他会毫不犹豫地骑着摩托车冲过去，
然后直接回到村里通知森林公安来处理，为此得
罪了不少人，但他不为所动，依旧坚守自己的职
责。他说：“别看我70岁了。我身体好着呢，再
看个三五年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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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慧玲

大暑时节，通辽市科尔沁区育新
镇小三合兴村的圆葱地里，人声鼎沸、
车水马龙，村民迎来了圆葱的丰收。

“黄皮葱每斤4毛钱，红皮葱每斤
6毛5，都赶紧装车……”村党支部书记
李树祥正在现场指挥村民装车。这
天，将有几车圆葱拉往河北、北京和广
西。

这里的圆葱咋这么吃香？作为种
植户的带头人，李树祥说起本村种植
圆葱的历史如数家珍。

李树祥从小就对土地有着深厚的
感情。前些年，村民生活很困难，李树
祥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怎样才能带领
村民走出困境呢？只有发展种植业。
为找到适合当地种植的蔬菜品种，李

树祥种过甘兰、西红柿、茄子等大棚、
露地蔬菜，但都没有收到理想的效果。

2005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李树祥
从党员电教中心下发的科技光盘中看
到了圆葱种植项目，这让他眼前一
亮。抱着试试看的心态，那一年，李树
祥种了10亩圆葱。种子下地后，他把
全部的心思都用在了学习上，买相关
书籍、向农业专家请教。仅半年时间，
他便从一个门外汉变成了圆葱种植土
专家。转眼，圆葱收获季节到了，10亩

圆葱让李树祥纯收入达到2万多元，在
当时，这相当于60亩玉米的收入。第
二年，李树祥又种了10亩圆葱，他将其
中5亩变成试验田，试种了20多个品
种，以便选出最适合当地种植的品种。

2007年，信心十足的李树祥准备
在村里推广圆葱种植项目，然而村民却
并不为之所动。多数村民觉得圆葱投
入太大，一亩地就要2000多元，万一赔
了得好几年才能缓过来。面对大家的
质疑，李树祥并没有灰心，他找到村里

的几名党员和自己的亲属，让他们放心
种，说：“挣了算你的，赔了算我的。”

当年，小三合兴村有10余户村民
种了170亩圆葱。种植期间，选品种、
教技术、防虫害、找销路，李树祥全程
跟踪。8月末，170多万斤圆葱销售一
空。看着10余户村民拿到100多万元
的收入时，村民们的怀疑没有了，争着
赶着跟着李树祥种圆葱。

2008年，小三合兴村的圆葱种植
面积增加到了400亩。为弥补技术和

经验的不足，李树祥带领村民在党员
干部现代远程教育网上学习圆葱种植
技术。从此，在他的带动下，小三合兴
村远程教育站点成了村民最喜欢去的
场所。

解决了技术难题后，李树祥又开
始考虑怎么样才能把大家凝聚在一起
共同闯市场。在他的精心筹划下，小
三合兴村圆葱种植合作社成立了。短
短几年，形成了集科研开发、基地建
设、技术服务、加工销售、合作互助于
一体，“协会+农户+基地+实体”的新
型农村专业示范组织。

从 2005年的 35户会员、35亩试
验田起家，发展到今天400多户会员、
种植面积1.5万亩，小三合兴村圆葱种
植合作社为当地农民搭起了致富的

“金桥”。如今，合作社圆葱种植面积
占到通辽市圆葱种植面积的80%，还

带动了赤峰、辽宁等地的圆葱种植，在
东北乃至全国都有了一定的知名度。
圆葱不但销往大江南北，还远销俄罗
斯、蒙古、越南、泰国、马来西亚等国
家。

“从种子、化肥、田间管理到技术
服务、销售、市场，形成了比较完整的
产业链，得到了我们种植户的认可。”
村民何申笑逐颜开地说。

2010年，育新镇小三合兴村圆葱
基地被评为全国科普惠农示范基地。
在全国各大圆葱产地，提起科尔沁区
育新镇小三合兴村，几乎无人不知。

“每年一到7月下旬，全国范围内，只有
通辽的圆葱才有采收。这时，市场上
销售的圆葱都是江苏和山东库存的，
品质不如通辽的圆葱，所以我们的圆
葱比库存的圆葱每斤贵1毛钱。”李树
祥说。

小三合兴村的圆葱顶呱呱

□李文明

产业兴才能经济兴，产业旺才能
百姓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振兴农
村经济，发展产业是关键所在。

我区作为农牧业大区，如何高举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新旗帜，走出现代农牧
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子？这就要求各地各
部门结合实际、因地制宜，大力实施农村
牧区产业结构调整，发展符合当地实际
的支柱产业。目前，我区的养殖结构表

现为“一羊独大”，因此，适当调减肉羊的
产能、调增肉牛等的产能，是当前我区畜
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任务。我区种植结
构表现为“一粮独大”，玉米播种面积大、
总产量高，在一定程度上供过于求，产能
相对过剩，因此，适当调减玉米的产能，

调增小麦、水稻、杂粮豆等的产能，是当
前我区种植业结构调整的重要任务。

小三合兴村深度调整产业结构，
因地制宜规划布局圆葱特色产业，从
种子、化肥、田间管理到技术服务、销
售、市场等，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通

过深度调整产业结构，小三合兴村农
业生产经营体系得到进一步完善和改
变，“协会+农户+基地+实体”的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得以显现，小农户与现
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产业结构的调
整为乡村振兴夯实了坚实基础。

乡村振兴，产业是关键

小康故事

本报 7 月 30 日讯 （记者 李
晗）记者从自治区供销合作社获悉，近
年来，自治区供销合作社发挥自身优
势，扮演好“引领带动人、平台搭建人、
直接参与人”3角色，推动订单农业发
展，为农牧业结构调整和农牧民增收
发挥作用。

在引领带动方面，兴安盟突泉县供
销合作社所属的慧农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打造“淘兴安”电子商务平台，探索制
定并推行农副产品的产销标准，使“买、
卖、管”3方沟通有了依据。该公司直接
或通过农村合作组织间接地推动农户
及加工企业按照产销标准去生产加工，
使当地网上销售的货物质量逐步提升，
订单农牧业进一步规范发展。

兴安盟供销合作社牵头组建的兴
安盟农资供应联盟积极为成员单位发
展订单农业搭建平台，联盟成员中化现
代农业（兴安）有限公司与合作社签署
订单回收协议，由联盟农资经营企业将
种子、化肥、农药、农机、柴油等作价计
息销售给合作社，并提供部分农业种植
费用。秋收后，由农牧民合作社按照相
关合同条款，以当年农牧业生产作物或
现金等形式偿还农资经营企业。目前，
该公司共与26家农民合作社达成初步
合作意向，协议合作金额3000多万元。

截至2018年5月底，自治区供销
合作社系统拥有各级社有企业591个、
基层社612个、专业合作社10042个。
供销合作社系统部分企业和基层组织
扎根农村，发挥优势、创新方式，将土地
托管等社会化服务与订单农业相结合，
成为订单农业的“直接参与人”。

自治区供销合作社
演好订单农业发展三角色

□本报记者 李晗 摄影报道

“旱改水就是好！以前在旱田种
大豆和玉米，年景好时15亩地也就
能收入1.2万元，现在种稻子收入能
达到2万多元。”看着自家水田里郁
郁葱葱的水稻苗，呼伦贝尔市阿荣
旗六合镇沃勒莫丁村村民张淑红高
兴地说。

近年来，阿荣旗依托阿伦河、格
尼河、音河水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水
稻种植，走出了一条资源合理开发
利用，灌区设施建设成熟，集社会效
益、经济效益、生态效益于一体的农
业综合开发发展道路。截至目前，
该旗共投资2.39亿元将23.16万亩
旱田改造成水田，每年可增加粮食
产量 4632 万斤，带动农民增收
6960万元。

“旱改水就是好！”

无人机喷洒农药。

维修水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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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7月30日讯 （记者 李文
明）记者从自治区农牧业厅获悉，日
前，全区落实“十大行动”深入开展农
畜产品质量安全旗县创建现场观摩交
流培训班在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举
行，会上签署了达拉特旗农畜产品质
量安全县“四级联创”合作备忘录。据
悉，这是全国第一个“四级联创”农畜
产品质量安全县。我区启动农畜产品
质量安全县创建工作以来，目前已有
将近半数、共44个旗县市区被命名为
国家级、自治区级安全县或创建试点
单位。

本报呼伦贝尔7月 30日电 近
日，由中国畜牧业协会、美国肉类出口
协会主办，呼伦贝尔肉业集团承办的
第二届中美肉牛产业发展对接会在阿
荣旗举行，来自中美两国的300余位
代表齐聚一堂，共同探讨肉牛产业的
发展。还就进一步加强中美两国肉牛
产业间的交流合作、共同推动中美牛
业快速、健康、持续发展进行了沟通与
交流。与会代表还实地参观了呼伦贝
尔肉业集团生产车间和肉牛繁育基
地。 （王建庭）

◎消息树·XIAOXISHU

□本报记者 李文明

上午 10点钟，包头市土右旗海
子乡二十四顷地村村医祁治国忙完
手中的活儿，来不及擦把汗，便驱车
赶往贫困户贺吉世家。“这大热的天
儿，老两口的血压不知道平稳不？”
祁治国语气中透着焦急。

今年 68岁的贺吉世，身体原本
还算硬朗，种着8亩地，生活勉强过
得去。但是，去年大儿子突然去世，
老人深受打击，郁结之下得了冠心
病，身体一下子垮了。老伴儿张美
莲身体也不好，需要常年服药，老两
口的生活变得雪上加霜。

“去年光看病就花了 6万多元，
好在有健康扶贫政策的帮扶，医药
费报销了95%，自己只花了3000多

元。你看，这是今年 4月 27日的住
院报销单，总费用是 7484.14 元，报
销后自付 374.21 元，大大减轻了我
家的经济负担。我和老伴儿要多活
几年，好好享受党和国家的好政
策！”贺吉世的一席话逗得祁治国
哈哈大笑。

“我们老两口一年四季药不离
嘴，家庭负担很重，而且人老了，出门
看病也不方便。”老伴儿张美莲接过
话茬说，“现在好了，足不出户就有大
夫上门给治病。你看，这是给咱送来
的小药箱，这是健康扶贫手册，祁大
夫把我们的健康信息记录得可详细
了。祁大夫还经常过来问长问短，改
变了我乱吃药的习惯。能享受到这
样的医疗服务，真幸福！”

2018年，土右旗共有贫困人口
4114人，其中贫困患者1986人。为

了让每位贫困患者享受到精准到位
的医疗卫生服务，该旗投入30多万
元为贫困患者免费发放 1149 个健
康扶贫小药箱，并为每位贫困患者
建立一份翔实的健康档案、签约一
名家庭医生、建立一本健康扶贫信
息台账，还根据每位贫困患者的具
体情况，为其量身定制签约服务内
容，认真开展家庭医生“一对一”签
约式服务。

“我们按照日常管理一批、签约
服务一批、集中救治一批、大病救助
一批、兜底保障一批的工作原则开
展健康扶贫工作。下一步，将针对
重特大疾病贫困患者量身定制诊疗
方案，确保健康扶贫取得实效。”土
右旗医政医改办工作人员徐秀丽介
绍说，旗级公立医院、基层乡镇卫生
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部实行“先

诊疗、后付费”制度，即贫困人口在
上述医疗机构住院就医，不需要缴
纳任何住院押金就可直接入院进行
相关治疗，出院时缴纳占治疗总费
用 5%的个人自付部分即可出院。
同时，行政审批大厅设立了贫困人
口住院报销“一站式”服务窗口，严
格执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大病保
险、商业保险、医疗救助等各项相关
政策，使贫困人口住院报销比例和
慢性病患者日常用药报销比例均达
到 95%以上，最大限度满足贫困患
者就医报销需求。

截至今年 6 月底，土右旗通过
“一站式”服务窗口，共补偿贫困人
口住院 2405 人次，医疗总费用达
1592万余元，累计为贫困人口中慢
性病患者送医送药7249人次，送医
送药金额达35万余元。

签约家庭医生 建立信息台账

土右旗为贫困户量身定制健康“套餐”

□本报记者 李文明

蓝天白云下的腾格淖尔湖畔，青草茵茵、
野花芬芳。湖边游人如织，不时有远道而来的
自驾车队呼啸而过……

“以前天气干旱、湖水干涸，牛羊没有草吃，鸟
都飞走了，草原上的沟壑就像一道道狰狞的伤
疤。现在湖水上涨，生态恢复，水清了、草绿了，腾
格淖尔湖越来越好看了，我们一定会继续保护好这
蓝天碧水大草原。”今年70岁的牧民胡在林已经
在腾格淖尔湖边居住了整整50年，见证了腾格淖
尔湖从过去的浩淼到干涸再到如今的碧波荡漾。

腾格淖尔湿地保护区位于包头市达茂旗查
干哈达苏木境内，由艾不盖河汇聚而成，是我区
中部少见的非地带性草甸草场和湿地区域。腾
格淖尔湖集水面积历史上曾达到8701.73平方
公里。1979年以后，受持续干旱影响，艾不盖河
的流量大大减少，失去水源的腾格淖尔湖水位下
降、湿地萎缩，直至干涸，生态环境面临危机。

得益于该旗长期不懈的努力，腾格淖尔湿
地保护区开始“复活”。近年来，达茂旗将绿色
作为底色和价值，禁牧、退耕还林、京津风沙源
治理等一系列生态文明建设与保护工程的实
施，使得该旗生态环境明显好转：草场生产能力
得到提升，地表径流增加，全旗草场沙化退化趋
势得到遏制。生态的逐步好转也带动了旅游业
的发展，自驾游营地、农牧家乐如雨后春笋般出
现，不断拓宽当地农牧民增收渠道。

腾格淖尔越来越好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