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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响蔬菜富民奏响蔬菜富民““增收曲增收曲””

■有所思

□文/图 见习记者 郝飚

九月，已到了葡萄成熟上市的季节。在乌海市海南区赛
汗 乌 素 村 黄 河 村 民 小 组 ，一 串 串 圆 润 饱 满 的 葡 萄 已 挂 满 藤
蔓，一片片郁郁葱葱的葡萄园内满是忙碌采摘的身影。在村
口的道路两旁，一些村民已经支起了摊点，方便过往的车辆
购买葡萄。

很多市民游客也纷纷走进葡萄园，亲自动手体验采摘的乐
趣。“这里葡萄品种多，还特别甜，村里景色也很美，周末带上家
人来采摘真是个不错的选择。”前来游玩的市民吴跃华说。

黄河村民小组是位于黄河河畔的一个自然村，也是远近闻
名的葡萄种植村，全村葡萄种植面积达 1000 余亩，年产量达
130 万斤。黄河村民小组副组长王胜云告诉记者，全村共有 108
户居民，基本上家家户户都以葡萄种植为主。“就拿这几年来说，

全村种植葡萄收入在 10 万元以上的人家能达到一半，平均每户
的收入都在 7.5 万元以上。”王胜云自豪地说。

在黄河村，王胜云是第一个种葡萄的人，也是村里的“葡萄
种植大户”“致富带头人”，更是村民们的主心骨。1985 年，当时
只有 25 岁的王胜云开始种葡萄，因为勤奋好学能吃苦，不到几
年时间，他就成了村里的万元户。以前，村民们大部分以种植玉
米为主，看王胜云种葡萄挣了钱，村里人都开始学着种葡萄。在
王胜云的带领下，短短几年时间，黄河村成了令人羡慕的富裕
村。

为提高葡萄种植的品质和规模，2014 年，王胜云组织种植
户们“抱团取暖”，在村里成立了农友葡萄种植专业合作社。合
作社对村民们种植葡萄的各环节予以技术指导，在上市的季节
将葡萄进行统一销售。如此一来，黄河村葡萄的品质越来越好，
渐渐地在乌海市民中树立起良好口碑，到了葡萄上市的季节，驾
车来村里买葡萄的市民络绎不绝。“最近这几个周末，平均每天

来的市民都有五六十人，村民们都不用跑到村外去销售。”王胜
云说。

过去，葡萄的储藏和运输一直是个大难题，卖不了的葡萄不
是烂在地里就是低价贱卖，村民们每年都会因此遭受很大的损
失。为彻底解决这一问题，2015 年，海南区投资 300 万元帮助
村里建起了一个占地 2000 平方米的葡萄集散市场和一个 600
平方米的保鲜库。保鲜库可以存放 40 万斤的葡萄，有了它，村
里的葡萄就不怕卖不了，还可以反季节销售，增加村民收入。为
发展乡村旅游，政府还在村里修建了葡萄观景长廊和葡萄采摘
园，水泥路铺到了家门口，更是极大地方便了市民游客到村里观
景游玩。

如今，王胜云和村民们为黄河村葡萄设计了统一的外包装，
并计划着为黄河村葡萄注册品牌商标。“我们会不断提升葡萄品
质，打造品牌，相信我们黄河村的葡萄一定能走出乌海，走向更
大的市场。”王胜云信心满满地说。

□文/图 见习记者 薛一群

干净整洁的小院儿布置得错落有致，一排排蔬果郁郁葱葱，
微风吹过满园瓜果飘香。一位精气神十足的老人正在自家园子
里忙活着，“3 年前，我在庭院内种植蔬菜、果树，现在不仅能自
给自足，还能增加收入。”

老人名叫额尔屯高老，是通辽市科左后旗甘旗卡镇胡吉尔
嘎查的蔬菜种植示范户。在他的带动下，周边 2 个贫困户也开
始在庭院种植蔬菜。近年来，科左后旗老科协针对农牧民庭院
面积大、荒废多、利用率小的实际情况，充分发挥人力资源、技
术经验等优势，积极引导、鼓励农牧民合理利用庭院空闲地块
发展庭院经济。

“旗老科协通过前期筛选，把符合条件的农户列为蔬菜示范
户，为他们免费提供菜籽、秧苗和技术指导，保证秧苗质量和成
活率。”旗老科协常务理事吉力特介绍，今年是老科协抓蔬菜园
建设的第 3 年，示范户从 2016 年的 11 个发展到 118 个，示范区
从 2016 年的 3 个发展到今年的 12 个。

包特格喜今年 58 岁，患有慢性哮喘病，是科左后旗海鲁吐
镇查干胡守嘎查的贫困户，老两口靠种植 20 亩玉米地为生。前
两年，包特格喜用旗里的扶贫贷款购买了 5 头基础母牛，日子渐
渐有了起色。去年，旗老科协的技术人员帮助包特格喜进行了
畦池整治，手把手指导他蔬菜品种的育秧、分钵、剪杈等工作，今
年包特格喜院子里的有机蔬菜已经达到了 26 种。

“吃着自己种的菜不光方便健康，还节省了一笔开销。多余
的蔬菜拿到大集上卖，能收入 2000 多元。”包特格喜高兴地说。

查干胡守嘎查是蒙古族集居地，大部分村民没有种植蔬菜
的习惯和经验，庭院闲置，一年四季吃菜靠买。去年，旗老科协
将包特格喜在内的 6 个贫困户树立为蔬菜种植示范户，从基础
开始教学培训，使大家掌握了蔬菜种植方法。今年，在旗老科

协、老干部局、驻村工作队的共同努力下，全村有劳动能力的 88
个贫困户全部种植蔬菜，成为了蔬菜园建设整村推进的典型。

“蔬菜园不仅美化了庭院环境，也增加了农牧民的收入。由
于全嘎查都吃上了自己种植的蔬菜，按照人均蔬菜消费 500 元
计算，今年嘎查农牧民将节省开支 31 万元。今年我们还在村部
东侧闲置土地上成立了集体经济蔬菜示范区，建起了春秋暖
棚。”查干胡守驻村工作队队长、第一书记好尔沁说。

在查干胡守等整村推进蔬菜种植的典型嘎查的辐射带动
下，蔬菜种植户数量有了大幅度提升，呈现出快速发展的良好态
势，嘎查村集体经济蔬菜园也成为了蔬菜园建设的一大亮点。

据了解，今年旗老科协为 118 个蔬菜示范户分别提供了 19
种蔬菜种子、7 种农药、2000 棵嫁接茄子秧、8400 棵地瓜秧和多
种长丝瓜、佛手瓜等，并通过旗林业局等单位，协调 2400 棵果树
苗，资金总额近 7 万元。

刘宏章：近年来，腾格里开发区围绕发展
全域旅游示范区和打造国际旅游目的地的总
体目标，按照构建“大旅游”格局的要求，着力
夯实旅游发展基础，积极推动旅游项目建设，
延伸旅游产业体系，使开发区旅游产业的规模
与效益不断提升。今后，腾格里开发区在实现
区域旅游文化发展方面有哪些规划？

陈占云：腾格里开发区发展旅游产业具有
独特的交通、区位和机遇优势。境内的 4A 级
通湖草原旅游景区与国家首批 5A 级景区沙坡
头一沙相连，隔沙相望，沙漠直线穿越距离 8.3
公里，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通湖草原旅游景
区正处在这个“大沙坡头旅游圈”内。目前，宁
夏中卫市已被评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为我
们发展旅游业提供了难得的契机。借助中卫
市发展旅游业的“东风”，将腾格里额里斯镇打
造成旅游小镇，把通湖草原创建成国家 5A 级
旅游景区，成为了开发区旅游产业发展的现实
之需、迫切之求、当务之急。

依据发展旅游产业的优势，开发区研究制
定了《腾格里经济技术开发区功能定位及产业
布局调整方案》，进一步调整完善功能定位，优
化空间及产业布局。开发区将进一步加大与
中卫市政府及沙坡头旅游景区的区域合作力
度，建立政府主导型、企业合作型、市场交流型
机制，探索建立由中卫市和开发区政府有关部
门共同参与的旅游经济协商制度。

同时，依托沙坡头景区的知名度，积极为
旅游企业搭建合作平台，引导企业在区域范围
内联营、重组，鼓励企业向集约化、网络化、品
牌化方向发展，实现以“借船出海、借梯登高”
的方式发展开发区的旅游产业。还要以服务
旅游者为目的，整合提升现有旅游资源、交通
资源，形成连接各景区、景点的快速旅游交通
网络，使旅游者的旅游活动畅通无阻。

刘宏章：腾格里开发区在旅游文化融合发
展中取得了哪些成效？

陈占云：近年来，开发区深入挖掘地域特
色、民族特色、文化特色和骆驼山岩画等特色，
推进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发展，不断完善开发
区旅游景区经营项目，形成与沙坡头旅游产品
错位、互补的良性发展格局，丰富“大沙坡头旅
游圈”的旅游项目，从而以中卫市为营销主战
场，积极融入并参与构建宁夏黄金旅游线路战
略支点，挤进宁夏旅游团队市场，打造“一日游
两省，体验两种文化”的特色旅游品牌。重点
推出以“刺陵客栈”为代表的大漠影视旅游产
品，以“印象·通湖”为代表的大型实景文化演
艺旅游产品，以吉普车冲浪为代表的沙漠休闲
运动旅游产品，以生态大棚为代表的沙漠生态
休闲旅游产品等。同时在策划提升民俗迎宾
礼、诈马宴、“神游通湖”大型篝火晚会等演艺
作品的基础上，做足敖包祭祀、草原那达慕、草
原泼水节等节庆活动文章，打造文化旅游节庆
品牌。

此外，以“马兰杯”文学摄影比赛为样板，
探索开展“讲好腾格里故事”为主题的文化旅
游活动，通过挖掘民俗故事、传颂地方经典、开
发民族工艺等形式培育一批能够为地方形象
代言的旅游产品，积极发挥文化在旅游产业中
的经济作用。

通过文化旅游的融合发展，社会效益和经
济效益初显，今年截至 7 月底，开发区共接待

国内外游客 73.1 万人次，同比增长 44.6%，实
现旅游综合收入 4.08 亿元，同比增长 26%。

刘宏章：下一步，腾格里开发区在旅游文
化发展中将如何辐射带动农牧民共赢？

陈占云：旅游发展带动性强、涉及面广、
消费潜力大，是带动当地农牧民转产就业、增
收致富的有效途径。近几年，开发区在旅游
发展与牧民致富方面做了大胆探索，腾格里
额里斯镇乌兰哈达嘎查通过成立“党支部+旅
游专业合作社”，由合作社参与景区的旅游经
营服务项目，实现嘎查牧民转产就业、脱贫致
富。

今后，开发区将不断创新发展思路，辐射
带动全镇的牧民都参与到旅游业的发展中。
一是鼓励发展规模舍饲养殖业，并与旅游景区
建立合作关系，不但给景区输送旅游项目所需
的马匹、骆驼，还给景区供应绿色的牛羊肉，实
现“旅游带动牧业、牧业助推旅游”的发展格
局。二是旅游企业在逐步扩大规模的同时，专
门设立针对牧民的工作岗位，让当地牧民直接
到景区就业，有效缓解就业压力。三是引导牧
民集中到乌兰哈达新村和文化创业街，围绕旅
游发展从事牧家游、土特产和旅游产品的经营
销售，促进服务行业的多元化发展。四是以搬
迁历史、移民拓荒精神、农耕文化为切入点，打
造嘉尔嘎勒赛汉镇的农业观光、休闲旅游产
业，进一步拉长开发区旅游产业链，实现旅游
产业发展带动一方百姓致富。

借势发力 补齐短板 实现区域旅游共赢发展
■一线访谈

相信到医院看过病的人都有这样的体
会：排长队挂号、排长队缴费、排长队等候
医生问诊，这已经成为不少人看病跳不开
的步骤。不少病人及家属为了一个检验报
告，来来回回往返医院多次，着实让人身心
疲惫，“看病难”已然成为了大家的共同困
扰。

近日，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智
慧医院”平台成功上线，该院成为自治区第
一家实现线上支付功能的医院。“智慧医
院”采取“医院内部平台+微信入口+支付
宝入口”的模式，用户直接通过微信公众号
或支付宝关注“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
院”，就能访问“服务平台”，获取智能 AI 导
诊、预约挂号、当天挂号、就诊指引、检验检
查、就医反馈等多种服务。

事实上，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不
但促进社会的飞速发展，更深刻地改变了
人们的工作、生活习惯。内蒙古医科大学
附属医院推行“智慧医院”的大胆尝试，就
是“ 互 联 网 +大 数 据 +云 平 台 ”的 具 体 实
践。只要手机在手，无需排队就能预约挂
号、实时候诊，不仅解决了患者排队等待的
烦恼，更大大提高了医生服务病人的效率，
让患者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可谓是一举
多得。未来，也许“智慧医院”的方式会成
为破解“看病难”问题的一记利器。

但是，现如今“智慧医院”的推广，还面
临着一些困难。由于接受新事物能力较差
等原因，不少老年人在生活中不使用智能
手机，更谈不上能操作“智慧医院”的平
台。同时，网络挂号虽然避免了周折，但想
要的专家号依然是“一号难求”。一味的设
备依赖、过度的技术迷信，并不能解决优质
医疗资源的短缺问题。

“智慧医院”的发展，更为重要的还是
要提升医疗的“软件”基础。互联网技术再
怎么发达，医院的发展还是要基于医生良
好的医术、医院规范的管理，离开这些，“智
慧医院”建设就会本末倒置，到头来只会竹
篮打水一场空。

因此，医院在服务升级的过程中，不仅
要利用新兴技术满足不同利益群体的诉
求，更要努力加强医院的“软件”基础，不断
提高医生医术，提升医院服务质量。唯此，
才能让“智慧医院”更加智慧。

让“智慧医院”
更加智慧

◎赵娜

□见习记者 图古斯毕力格

近日，来自乌拉特后旗获各琦苏木的
牧民呼斯楞告诉记者，他从新闻上了解到
国家放宽了创业担保贷款条件，自主创业
的农牧民也能申请。他打算到临河自主创
业，因此想了解一下创业担保贷款方面的
政策和具体办理方式。

针对这一问题，记者咨询了巴彦淖尔
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为加强财政贴息资金管理，提高资
金使用效率，从 3 月 27 日起，巴彦淖尔市放
宽了创业担保贷款财政贴息政策。除原规
定的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复
员转业退役军人等创业担保贷款对象外，
将农村牧区自主创业农牧民纳入了支持范
围。”

工作人员表示，今年贷款申请条件也
相对降低了，由原来的“除助学贷款、扶贫
贷款、首套住房贷款、购车贷款以外，个人
创业担保贷款申请人及其家庭成员（以户
为单位）自提交创业担保贷款申请之日起
向前追溯 5 年内，应没有商业银行其他贷
款记录”，调整为“除助学贷款、扶贫贷款、
住房贷款、购车贷款、5 万元以下小额消费
贷款（含信用卡消费）以外，申请人提交创
业担保贷款申请时，本人及其配偶应没有
其他贷款（其他贷款指未偿还的贷款）”。
个人创业担保贷款额度最高可申请 10 万
元，除贫困地区外的其他地区，对个人贷款
按 2 年（第 1 年、第 2 年）全额贴息执行。对
展期、逾期的创业担保贷款，财政部门不予
贴息。面向个人发放的创业担保贷款期限
最长不超过 3 年；经银行认可，可以展期 1
次，展期期限不超过 1 年，展期期限内贷款
不贴息。个人创业贷款利率在贷款合同签
订日贷款基础利率的基础上上浮不超过 2
个百分点。对还款积极、带动就业能力强、
创业项目好的借款个人和小微企业，可继
续提供创业担保贷款贴息，但累计次数不
得超过 3 次。

贷款申请人需向当地创业担保贷款中
心提供贷款申请人的有效身份证、借款人
的《就业失业登记证》、创业培训合格证、工
商营业证及相关执业证件的原件及复印
件，以及个人征信证明和担保机构要求提
供的其他材料。相关部门和机构将进一步
审核申请人是否符合政策规定条件，创业
项目是否在创业贷款扶持范围内，创业项
目是否属实，贷款用途是否用于创业发展，
并了解申请人还贷能力、还贷方式及资金
来源等。

农牧民如何申请
创业担保贷款？

游客在葡萄园里
体验采摘乐趣。

黄河村的葡萄长势喜人。

蔬菜种植示范基地。

老科协专家对包特格喜
（中）进行技术指导。

黄河村尝到了葡萄的黄河村尝到了葡萄的““甜头甜头””

黄河村建起了黄河村建起了
葡萄采摘园葡萄采摘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