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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语

◎直播 Live·ZHIBOLIVE ◎新作为·XINZUOWEI

□本报记者 石向军

今年 8 月初，“2018 内蒙古农畜产
品区域公用品牌品牌价值评价”评审
结果公布，“通辽黄玉米”位居榜首，品
牌价值达到 287.5 亿元。“通辽黄玉米”
这个区域公用品牌的成功打造，实现
了内蒙古品牌推进战略质的飞跃。

近年来，我区依托产业基础、生态
环境和资源优势，农畜产品市场开拓
和品牌溢价能力稳步提升。截止 2017
年底，全区“三品一标”农畜产品总数
达到 2643 个，总产量 1148.4 万吨，约
占全区同类农畜产品产量的 20.4%。
培育有机产品产量居全国第一，农业
部地理标志农产品达到 95 件。

通辽市位于北纬42°～45°之间，
与同纬度的美国玉米带、乌克兰玉米带
并称为世界三大“黄金玉米带”，玉米种
植已有100多年的历史。通辽市每年玉
米播种面积1800万亩，占全国玉米播种
面积的3%；玉米单产平均550公斤/亩，
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30%左右；玉米总产
量 200亿斤，占全区总产量的近 1/2，占
全国玉米总产量的 5%，全国每 20 斤玉

米中就有1斤产自通辽市。
通辽市农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主

任孙丽荣介绍说，“黄金玉米带”独特
的地理位置、气候、光照、土壤等对玉
米品质产生影响，从而造就了“通辽黄
玉米”的优良品质。“通辽黄玉米”外表
色泽金黄、颗粒饱满紧实，淀粉含量
高、角质率高、含水量低、霉变率低，富
含多种氨基酸和微量元素，是玉米深

加工业和饲料企业的优质原料。
记者了解到，由于“通辽黄玉米”

品质好，市场需求空间大，带动了玉米
深 加 工 业 的 迅 速 发 展 ，发 展 前 景 广
阔。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产品出口
日本、韩国、俄罗斯、东南亚、西亚等国
家和地区，在国际市场具有良好的声
誉和竞争力。目前通辽市有玉米深加
工企业 26 家，年转化能力 100 亿斤，产

品涵盖胶、药、酸、糖、醇五大系列，已
形成了 13 大类、200 多个品种的全株
玉米产业链，苏氨酸、亮氨酸、甘露糖、
硬 葡 聚 糖 等 高 端 产 品 种 类 达 到 120
种、占全部产品种类的 60%。梅花生
物科技的普鲁兰多糖、植物胶囊、海藻
多糖突破了日本和欧美国家的技术垄
断，黄河龙生物 3 万吨黄原胶生产线，
位居亚洲之首。通辽玉米生物产业的
科技含量和市场话语权逐步提升，全
国重要的玉米生物产业基地和世界最
大的小氨基酸生产基地正在形成。

更重要的是，随着品牌建设的不断
深入，最直接受益的就是粮农。通辽市
农业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张建华给记者算
了一笔账，达到“通辽黄玉米”品牌标准
的玉米每斤价格提高 5 分钱，那么全市

粮农就可平均增收约500元。张建华表
示，当地玉米种植和黄牛养殖结合，也能
延长玉米产业链，实现农牧民增收。

在今年 8 月 21 日通辽市召开的
2018“通辽黄玉米”主题推介会上，来自
北京、上海、广东、河南、福建、广西等地
的200余家粮贸、物流、饲料企业代表参
会，11 家企业获得“通辽黄玉米”经销
权，现场签订113万吨玉米购销合同，成
交额超过 19 亿元。中农置粮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副总裁孙学军表示，下一步，公
司通过应用大型农机设备，帮助通辽农
民将相对分散的土地集中连片，在生产
作业中进行集约化管理，降低成本，促使
北方农户和南方销区紧密合作，实现农
民、企业和平台多方受益，带动当地农民
增收。

“通辽黄玉米”串起增收黄金链

小康故事

□唐树军

“咱村办的扶智夜校真不赖，既不耽误白
天干活，又能学到好东西。原来对扶贫政策
一知半解，现在终于搞明白了⋯⋯" 9 月 16
日晚，夜校下课后，赤峰市喀喇沁旗乃林镇甘
苏庙村村民刘晓忠对扶智夜校赞不绝口。

针对部分贫困户存在“等、靠、要”思想
以及政策理解不到位、不思勤劳、隐瞒收入
等现象，今年 7 月以来，甘苏庙村开办了以
扶贫政策宣讲、种植养殖技术培训等为主要
内容的扶智夜校。扶智夜校每周举办一次，
充分利用群众晚上闲暇时间，采取集中讲授
和分散座谈的方式进行，不拘泥具体形式，
既可以利用村活动室集中授课，也可以采用
庭院会、座谈会的形式授课，还可以采取现
场观摩、交流学习等形式授课。夜校师资由
镇党政班子成员、驻村工作队成员、第一书
记、村“两委”以及相关专业技术人员等为
主，授课内容重点围绕健康扶贫、产业扶贫、
教育扶贫、社会兜底保障等扶贫政策展开，
为贫困户答惑解疑，加深群众对脱贫攻坚工
作的理解和认识。

据悉，通过开设扶智夜校对贫困户进行
思想教育，积极引导贫困户提升脱贫致富的
意愿和能力，部分贫困户的“等、靠、要”思想
逐渐发生了转变，由“要我脱贫”变为“我要
脱贫”。截止目前，甘苏庙村扶智夜校己举
办各类培训 8 期，受训人员达 350 余人次。

喀喇沁旗村办扶智夜校
提升农牧民脱贫能力

◎画中话·HUAZHONGHUA

□本报记者 张慧玲

“他已经把村里当成了家。”
“原以为驻村第一书记只是搞个

形式，没想到王振平书记一来就为我
们村民办了这么多大好事儿。”

“丰收村能分到这样的好干部，是
我们的福气啊！像这样的好干部我们
希望多来几个！”

⋯⋯
提起村里的第一书记，赤峰市敖

汉旗丰收乡丰收村村民们竖起大拇指
连连称道。

丰收村是敖汉旗建档立卡重点贫
困村之一。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80 户
170 人，未脱贫 38 户 75 人，贫困发生
率为 3.2%，在全敖汉旗“名列前茅”。

“丰收村穷，真的是穷，但是咱不
怕。到村的第一天，我挨家挨户的走
访，认真了解每家的基本情况和生活
困难，记住每家的位置在哪，家家怎么

走，户户挨着谁。”王振平说，时至今
日，这些信息他张嘴就来，抬腿就去，
谁家是贫困户、低保户、五保户，他烂
熟于心。通过与村民、村干部和党员
认真访谈交流，他提出首先要找到村
里存在的主要问题。

丰收村村民贫困的原因是什么？
一是村经济基础薄弱。地上无工

厂，地下无矿藏，村集体经济非常薄
弱，村民收入比较单一；村里无年轻劳
动力，年老体弱多病占大多数，这些因
素严重制约了村的经济发展。

二是村“两委”班子凝聚力和向心
力不足。几年来，几路“神仙”互相掐
架，百姓遭殃；村里组织制度不健全，
给管理带来阻碍；村干部年龄老化，后
备干部不足，年轻且文化程度高的都
跑到外面去了，也阻碍了村干部年轻
化的进程。

三是村党员干部未发挥示范带头
作用。“农村富不富，关键看支部；支部
强不强，全靠领头羊”，这句话充分体

现了党支部和党员在村经济发展中的
重要性。但是村里的党员们带头发家
致富的劲头不高，动力不足，6 个党小
组的 49 名党员由于过去两委班子的
问题，现在谁也不愿意靠前，影响了村
民发家致富的热情。

找对了“病灶”，就要治病。走访
之后，王振平带头对发现的问题进行
整改。

他以提升村干部的工作能力和工
作积极性作为切入点，把寻找项目扩
大集体经济作为关键点，分别与每位
村干部进行座谈，交流思想，让干部在
工作岗位上大胆施政，安心工作。紧
接着，又组织村干部、村民代表召开脱
贫攻坚动员会，会上和村民们一起畅
谈丰收村的发展，树立起大家建设美
丽乡村、打赢脱贫攻坚战的信心，激发
村民创业的热情。”王振平说，脱贫要

“造血”，要“下药”，要守望相助，要让
贫困户看到希望。作为第一书记，王
振平多方奔走，解决“缺钱病”“卖粮难

病”“缺房病”。
贫困户冯喜仁患有肺鳞癌，妻子

去世，女儿冯小伟是先天性血液病患
者，儿子冯海涛是一名即将迈入大学
的高三学生。王振平通过众筹软件为
冯小伟筹集 2.5 万元医疗费用，帮助冯
海涛申请了 4 万元助学金，为冯喜仁
一家申请民政局帮扶资金 5000 元、旗
红十字会帮扶资金 2000 元，解决了一
家人的生活问题。冯喜仁逢人就说：

“是王振平书记救了我们一家，他的恩
情下辈子都报答不完！”

王振平还先后组织贫困户 30 多
人到赤峰市残疾人培训基地学习，目
前已有 5 名残疾人贫困户在赤峰就业
并获得稳定收入。

“对这个村来说脱贫攻坚不是一
件容易的事，所以我来的第一天就下
了决心，一定要让丰收村真正丰收。”
王振平说，自己肩上脱贫攻坚担子很
重，自己唯有努力再努力，才对得起乡
亲们的厚望。

“让丰收村真正丰收！”

□本报记者 石向军

改革开放 40 年来，我区一直把品
牌建设、打造绿色农畜产品生产加工输
出基地作为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自治
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农畜产品品牌建
设，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大力支持品牌建
设。

随着品牌经济时代的到来，我区农
畜产品的品牌效应带动着产业的更新
换代，促进了产业的转型升级，提高了
产品的附加值。截止 2017 年底，自治
区已有国家级农牧业产业化重点龙头
企业 38 家，自治区级重点龙头企业 583
家，农业部地理标志农产品达到 95 件，
培育出了伊利、蒙牛、鄂尔多斯、小尾羊
等全国家喻户晓的驰名品牌，打造出了

圣牧、蒙羊、大牧场、鹿王、正隆谷物等
优秀品牌。同时，我区还形成了锡林郭
勒羊肉、科尔沁牛、乌兰察布马铃薯、五
原向日葵等一批区域品牌。

塑造自治区绿色农畜产品良好的
整体形象，必将加快我区绿色农畜产品
生产加工输出基地建设。打造区域公
用品牌，全力发挥内蒙古农畜产品的
品 牌 效 应 已 成 为 做 强 做 优 内 蒙 古 农

牧 业 产 业 的 必 然 选 择 。 我 区 今 年 出
台 的《大 力 实 施 乡 村 振 兴 战 略 加 快
推进农牧业高质量发展 10 大三年行
动 计 划》，提 出《农 牧 业 品 牌 推 进 计
划》，利 用 3 年 的 时 间 通 过 品 牌 宣 传
推介 、“三品一标”建设 、优势畜产品
产 地 追 溯 、特 优 区 建 设 、农 畜 产 品 加
工业提升、绿色农畜产品输出等 6 大
举 措 重 点 打 造 提 升 锡 林 郭 勒 草 原 肉

羊 、科 尔 沁 肉 牛 、乌 兰 察 布 马 铃 薯 、
河 套 小 麦 、内 蒙 古 杂 粮 、河 套 葵 花 籽
6 个 区 域 公 用 品 牌 ，每 个 盟 市 提 升
1—2 个 地 方 区 域 公 用 品 牌 ，逐 步 构
建 全 区 上 下 合 力 推 进 农 牧 业 品 牌 提
升 的 工 作 体 系 ，力 争 到 2020 年 打 造
20 个 以 上 在 全 国 有 较 高 知 名 度 和 影
响 力 的 内 蒙 古 农 畜 产 品 区 域 公 用 品
牌。

让“蒙字号”农畜产品品牌再升值

□本报记者 施佳丽

一场秋雨一场寒。这几天，刘
波正忙着给果树做防寒保护。“今
年果子卖了 6 万多公斤，价钱也比
市场价略高点。我可得小心照顾
好它们，哪个环节都不能落下。”

刘波是赤峰市敖汉旗萨力巴
乡萨力巴村村民，从 2012 年开始种
果树，现在他的果园已经发展到了
670 亩，盛果期每亩地产量能达到
3000 公斤以上。“我的果子每年产
量都挺高，而且不愁卖。就像今年
8 月份的时候，果子还没有完全成
熟，客商已经都预订完了。一下果
子，就全部从地头拉走了。”刘波说
起这些特别自豪，他说他家的果子
能够卖得好产量高正因为他当初
的底子打得好。

“ 果 树 管 护 以 修 剪 为 主 。 其
次，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水肥
管理好，才能管出优质的果子。”刘
波侃侃而谈。6 年前，刘波的果园
只 是 一 块 残 次 林 地 ，枯 树 东 倒 西
歪，杂草丛生。刘波承包这片林地
后，在赤峰市林业局的指导下，按
照 4 乘 3 的栽培模式，全部种上了
海棠、龙丰苹果等果树。随后，地
布、滴灌带全都按节水灌溉的要求
铺设上。在管理过程中，刘波也特
别讲究精细化打理，并且绝不上化
肥，保证有机绿色种植。浇水、梳
果、剪枝、除虫、防寒等等，每一个
环节都不落下。

果树打理得好，果子优质，自
然能卖得俏。刘波还亲联系各省
的客商来地里看果子，基本现在已
经有 3 个固定大客商。

有了看得见摸得着的高效益，
不少村民农民跃跃欲试。村民何
小军前年也种了 30 亩苹果树。“明
年，我家的林子就能结果子了，销
路不用愁，有刘波帮着卖呢。”何
小军信心满满。

“咱家的果子
都预订出去了”

本 报 锡 林 郭 勒 9 月 17 日 电
（记者 张慧玲）锡林郭勒盟苏尼
特左旗开发建设的苏尼特羊溯源
大数据综合服务平台近日投入运
行。该平台包含智慧牧场、大数据
分析管理、O2O 直营店平台等 8 大
模块。牧户在牧场安装羊群跟踪
定位、草场监控、智慧气象站、肉羊
追溯等智能设备，通过互联网进行
远程操控，计算出气温、降水对草
地生产力的精确影响，根据羊群定
位轨迹和草场的承载能力做出预
警，指导牧户科学调整当前的养殖
数量及牲畜结构。该平台今年将
覆盖全旗牧户、政府部门和企业。

□本报记者 李文明

2007 年以来，我区利用国家 15 亿元标
准化规模养殖建设资金，重点支持近 2000
个奶牛、肉牛、肉羊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
施设备提升改造。截止目前，全区规模养殖
场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到 69%，规模养殖
场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率达到 75%。

2017 年 10 月以来，我区印发了《畜禽
粪 污 资 源 化 利 用 工 作 方 案（2017- 2020
年）》《畜禽规模养殖场（小区）标准（试行）》，
确定了需要粪污处理的养殖场规模标准，并
建立由自治区农牧业厅牵头的厅际联系会
议制度，加强部门协调配合，共同推动全区
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工作有效实施。按照
原农业部和环境保护部制定的《畜禽养殖废
弃物资源化利用工作考核办法（试行）》要
求，我区起草了符合我区区情况的考核办
法，对盟市开展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工作进行考核。今年，我区安排肉牛肉羊标
准化规模场（小区）建设项目资金 5197 万
元，资金向肉牛肉羊标准化生产任务县、贫
困县和“三湖”地区周边旗县倾斜。

据悉，到 2020 年，我区畜禽粪污资源化
利用率将达到 75%以上，规模养殖场粪污处
理设施装备配套率达到 95%以上，基本实现
全区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全区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
达到 69%

◎消息树·XIAOXISHU

□本报记者 韩雪茹
实习生 李建平 摄影报道

初秋时节，走进乌兰察布市化德
县朝阳镇小东滩村，沿路可见运送甘
蓝的车辆络绎不绝。在嘉德农业科技
食品有限公司的院内，等待过秤的运
菜车辆排起了长龙，空气中弥漫着蔬
菜的清香。

“你看，这甘蓝每斤能卖到 2.5 元，
可比种白菜强多了。我家种了 14 亩，
收入近 3 万元。”开着自家农用车来送
菜的村民任福刚说，小东滩村有种植

蔬菜的历史，以前大部分村民种白菜，
行情不稳定，最低的时候一斤只卖 5
毛钱。现在和公司签订了合同，保底
收购，省事儿又省心。

“2017 年，嘉德农业科技食品有
限公司公司与周边 23 户建档立卡贫
困户签订了甘蓝种植订单农业合同。
项目运营后，进一步拓宽了全镇以及
及全县蔬菜产品的销售渠道，并提高
了 蔬 菜 产 业 附 加 值 ，延 伸 了 产 业 链
条。”小东滩村第一书记孙立军介绍
说，嘉德农业科技食品有限公司是朝
阳镇为推动主导产业升级、增强农民
脱贫致富能力引进的重点建设项目。
2017 年 8 月投产后，公司带动蔬菜种
植 15000 亩，解决当地及周边村农民
300 多人的就业问题。

保底收购省事儿又省心

蔬菜烘干

蔬菜粉碎

等待过称的车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