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钱其鲁

金秋十月，河套平原到处是丰收
的景象。在巴彦淖尔市磴口县沙金套
海苏木巴音毛道嘎查，农民方文龙正
在抢收青贮玉米。今年，他种的 800
亩青贮玉米全部与一家养殖企业签订
了订单，每吨收购价是 400 元。青贮
玉米平均亩产六七千斤，纯收入六七
百元，比种植粮食玉米每亩多挣 100
多元。

方文龙说：“种青贮玉米的另一个
好处是省事。不像粮食玉米，得人工
掰棒子、晾晒，还得粉碎秸秆或者把秸

秆拉回家，又费事又费钱。你看，我这
收割后的地里很干净，来年春耕，剩余
的秸秆就被埋到地里，变成了肥料。”

在巴音温都尔嘎查科沃牧场，两
台装载机一边往青贮窖里卸粉碎过的
青贮玉米，一边进行碾压，以利于发
酵。牧场负责人常志忍有 20 多年的奶
牛养殖经验，他告诉记者，牧场今年准

备青贮 5600 吨，马上就能储满了。青
贮饲料易于消化吸收，且营养丰富，不
但能增强奶牛的疾病抵抗力，牛奶的
质量和产量也更高。

“同样的荷斯坦奶牛，我们以前用
干玉米秸秆饲喂，一头奶牛每天平均
产奶 20 公斤左右。近些年用青贮饲料
饲喂，每天能产 30 公斤左右，效益大大

提高。而且牛奶的蛋白质等营养物质
含量更高！”说起青贮的好处，常志忍
眉飞色舞，“不仅如此，我们这样的青
贮玉米收贮方还享受国家的‘粮改饲’
补贴，每吨五六十元，去年我们共享受
了 12 万元的补贴。牧场成本降低了，
农民也受益。我为‘粮改饲’点个赞！”

2015 年，国家开展“粮改饲”工作
试点，通过资金补贴的方式引导一些
适宜地区种植全株青贮玉米，同时推
广种植优质牧草，目的是把单纯的粮
仓变为“粮仓+奶罐+肉库”，改变粮食
玉米过剩而优质饲料需要大量进口的
局面，满足人民群众高质量的食品消
费需求，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2017
年，磴口县被确定为“粮改饲”整县推
进试点县。去年，全县青贮量达 60 万
吨，涉及土地面积近 20 万亩。

磴口县农牧业局畜牧股股长丁波
说，“粮改饲”不仅带来了经济效益，社
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也很显著。社会效
益方面，“粮改饲”带动了相关产业的

发展。以青贮收割季节为例，收割机
械和拉运车辆超过 300 多台，能提供
300 个就业岗位，全县及周边旗县农牧
户从事相关产业 500 户左右，人均增
收 1500 元。生态效益方面，青贮饲料
减少了秸秆废弃和焚烧造成的环境污
染，通过过腹还田，增加了土地有机肥
力，做到了“取之于地，还之于地”，是
农 业 节 本 增 效 最 廉 价 、最 直 接 的 办
法。同时，“粮改饲”还为有机复合肥
生产提供了大量原料，为绿色农业、有
机农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2017 年，
磴 口 县 牲 畜 饲 养 总 量 达 到 157 万 头
只，全县累计建成规模养殖场 210 家，
规模化养殖占比达到 55%。

今年，我区以青贮玉米为主的饲用农作物种植面积达到 1659.15 万亩，实现了“粮仓+奶罐+肉库”式的以种为养、种养双赢——

“粮改饲”：优了结构 富了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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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年，受国际国内因素的共同影响，我国
粮食玉米过剩，库存高企。与此同时，随着经济
社会的发展，人民群众对于肉蛋奶等高质量食品
的需求急剧增加，而优质饲料却大量依靠进口，
种植业结构调整势在必行。

从 2015 年开始，国家开始进行“粮改饲”试
点。截至 2017 年底，共完成“粮改饲”面积 1334

万亩。经过几年的试点，效益已经明显显现。养
殖企业或者养殖户节约了成本，提高了养殖质量
和产量，种植户也随之受益。还出现了养殖场发
挥一体化经营优势，集中连片种植玉米，将牛羊
粪便还田，实现草畜有机结合的种养模式。

资料显示，我国目前青贮饲料缺口依然很
大，发展相关产业大有可为，因此要在培育种植

资源和新品种、机械制造、社会化组织服务等方
面加大投入、加强研究，并出台相应的扶持政
策，制定符合实际的具体举措。相信在不久的
将来，青贮玉米产业和畜牧业一定会获得长足
发展，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会得到更加深入
的推进。

据自治区农牧业厅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区

“粮改饲”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农牧业结构进一
步优化，饲草料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现代种养
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进一步提升，农牧民增产增收
能力进一步增强。今年，以青贮玉米为主的饲用
农作物种植面积达到 1659.15 万亩，其中青贮玉
米种植面积达到 1320 万亩，比试点前多了近 400
万亩，预计青贮储量超过 3000 万吨。

□本报记者 施佳丽

“这50瓶蜂蜜下午要发出去的，南
瓜也要出货⋯⋯”眼前这个忙得不亦乐
乎的年轻人叫刘浩，是鄂尔多斯市第一
家镇级电商服务站——达拉特旗恩格
贝镇电子商务中心的负责人，“这段时
间正是忙的时候，一天要接200多个电
话！”

2016 年，该电子商务中心成立之
时，刘浩就十分看好这个项目。他认
为，恩格贝有着最干净的土壤和空气，
这里生产出来的农产品安全绿色，只是
缺乏一个好的销售渠道。

“一开始我们不知道谁家的农产品
滞销，老乡们也不放心交给我卖。后来
我们就跟着包村干部挨家挨户去做宣
传，才有了第一单买卖！”据刘浩回忆，
他销售的第一种农产品是黄谷米。由
于宣传得当，1万斤黄谷米几天就卖完
了。大家一下子有了信心，随后，黑米、
黄豆等也畅销起来。“我们已经申请了
商标，以后恩格贝的产品都会统一包
装。”言谈间，这个陕西小伙子已经把这
里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

去年，刘浩发现网上销售大米很是
火爆，就跟新圪旦村村民王小平商量着
试种水稻。王小平家的10亩盐碱地第
一年种水稻就喜获丰收，亩产 700 多
斤。“去年大米我们是按 4 块钱一斤卖
的，效益比种玉米强多了。今年我就扩
大了规模，种了 70 多亩。村里人看到
效益好也跟着种，大概种了 500 多亩
了。明年，我觉得能上 2000 亩！”王小
平乐呵呵地说。

前段时间，刘浩被确定为达拉特旗第
一批农村牧区实用人才“领头雁”培养人
选，获得了1万元的项目启动资金。“去年，
我们销售了价值50万元的本地农产品。
每次看到老乡们脸上幸福的笑容，我就觉
得做这个事儿特别有意义，相信会越做越
好。”刘浩一脸自信地说。

带着“老乡”触网

本报 10 月 15 日讯 （记者 李
文明 实习生 翟云）记者从自治区农
牧业厅获悉，我区各盟市主动与生产加工
企业对接，多个盟市出现单个企业订单面
积超过10万亩的旗县，产销衔接得到有
效提升。据统计，全区参与标准化生产的
新型经营主体约2363个，总面积1759.8
万亩。其中，粮食作物订单面积达到
1251.5万亩，同比增加305.7万亩。

本报10月15日讯 （记者 李文
明） 近年来，巴彦淖尔市加快“机器换
人”步伐，截至目前，全市农机总动力
达到 516 万千瓦。今年，该市机耕率
达到 97%。其中，小麦、玉米机播率
分别达到 100%和 94.7%，机收率分
别达到 98%和 65%，全市综合机械化
率达到了 85%，农机合作社完成跨区
作业、订单作业等农业生产全程机械
化作业服务面积共计 215 万余亩。

本报 10 月 15 日讯 （记者 钱
其鲁 实习生 杜玉钊）近日，兴安盟
启动农户科学储粮设施—钢网玉米晒台
发放工作。截至目前，绝大部分项目单位
发放完毕。钢网玉米晒台产权归企业所
有、农民无偿使用，企业随时为农户科学
储粮提供指导。钢网玉米晒台的投放使
用，将进一步提高农户科学储粮意识，助
力广大农民脱贫攻坚奔小康。

本报 10 月 15 日讯 （记者 韩
雪 茹 实 习 生 孙 伟）记 者 从 自 治
区扶贫办获悉，今年以来，赤峰市喀
喇 沁 旗 围 绕 精 神 扶 贫 工 作 ，注 重 熏
陶引领、强化典型带动，为脱贫攻坚
纵深推进提供了精神动力。

为树立勤俭上进的良好风气，促
进贫困群众思想意识转化提升，该旗
专项推进扶贫信息宣传工作。截至目
前，全旗累计设立户外大型宣传展板
28 块，悬挂灯杆旗 228 组、456 面，发
放宣传单 15500 余份。各单位部门
依托本单位微信公众号、微信群以及
QQ 群等媒体，累计传播转发脱贫信
息 1 万余条次。旗乌兰牧骑还编排扶
贫话剧《不能倒下》，下基层开展脱贫
攻坚文艺专题巡演 100 余场次。

该 旗 把 评 选 表 彰 典 型 、树 立 学
习标杆作为激发贫困户内生动力的
重 要 手 段 ，在 全 旗 80%的 行 政 村 开
展了“脱贫攻坚路上最美人物”评选
表彰活动，累计评选“最美勤劳致富
脱贫户、最美脱贫引路人”等 8 类典
型 630 人 。 还 通 过 集 中 采 访 、专 题
报道等方式，讲述脱贫攻坚好故事、
好典型、好做法，累计采访脱贫攻坚
典型人物、典型举措及驻村干部、工
作队先进典型 20 余个，在各级媒体
刊发脱贫典型报道 40 余篇。

喀喇沁旗
精神扶贫让群众
头脑“富”起来

本 报 呼 伦 贝 尔 10 月 15 日 电
为 保 护 境 内 迁 徙 和 越 冬 候 鸟 ，近
日 ，扎 兰 屯 市 森 林 公 安 局 开 展 了 保
护候鸟专项行动。

扎 兰 屯 市 境 内 湿 地 资 源 丰 富 ，
拥 有 鸟 类 120 余 种 ，是 候 鸟 迁 徙 重
要的停歇地和中转站。扎兰屯市森
林 公 安 局 制 定 详 细 实 施 方 案 ，在 辖
区 内 发 放、张 贴 保 护 过 境 和 越 冬 候
鸟 资 料 及 通 告 ，在 沿 途 醒 目 地 标 和
位 置 悬 挂 条 幅 ，并 向 周 边 群 众 耐 心
讲 解 ，大 力 宣 传 保 护 候 鸟 相 关 法 律
知 识 ，利 用 微 信 等 新 媒 体 广 泛 传 播
保 护 候 鸟 等 野 生 动 物 相 关 信 息 ，发
动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到候鸟保护
行动当中。

该局同地方公安、乡镇村屯、林
场 和 管 护 站 紧 密 协 作 ，多 警 种 、多
部 门 联 动 配 合 ，充 分 发 挥 职 能 作
用 ，形 成 整 治 猎 捕 、运 输 和 经 营 候
鸟 等 野 生 动 物 违 法 行 为 的 合 力 ，主
动 出 击 ，严 厉 打 击 破 坏 候 鸟 等 野 生
动物资源违法犯罪行为。同时组织
精 锐 干 警 ，划 定 责 任 区 ，对 本 辖 区
候 鸟 迁 飞 停 歇 重 点 区 域、路 线 展 开
排 查 ，清 除 鸟 网 、猎 套 等 非 法 捕 猎
工 具 ，不 断 强 化 专 项 巡 查 敏 感 区
域、涉 野 生 动 物 违 法 高 发 易 发 地 段
力 度 ，坚 决 遏 制 伤 害 野 生 鸟 类 等 违
法犯罪行为的发生。 （陈秀东）

扎兰屯市
合力保护过境和
越冬候鸟

□本报记者 钱其鲁 实习生 席晓倩

金秋时节，呼和浩特市武川县一派
丰收景象：燕麦基本收割完毕，土豆进
入繁忙的采收季⋯⋯记者来到位于武
川县金三角开发区的内蒙古燕谷坊生
态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只见满载
燕麦的大小车辆从厂区一直排到了大
街上。

上秃亥乡马王庙村村民贾俊青这
次拉来了 6000 斤燕麦，经过检验，品质
较好，每斤被企业以 1.55 元的价格收
购，纯收入 6000 多元。贾俊青的父母
年老多病，去年被认定为建档立卡贫困
户。今年，他的父亲双腿瘫痪，彻底失

去了劳动能力。以前长期在县城打工
的贾俊青只得回到村里，一边照顾父母
一边种地。

贾俊青父母家有 60 多亩地，他自
己家有 30 多亩，基本都是旱地。今年，
贾俊青又承包了 200 亩地种燕麦、土
豆、油菜、葵花等。旱地适合种燕麦，但
以前担心销售难，一般就种二三十亩。
今年，贾俊青一下子种了 60 多亩。

“年初跟燕谷坊签了 50 亩订单，销
售不愁，我只把燕麦种好就行了。只要
品质达标，燕麦收购价比市场价要高三
四毛，效益增加了不少。明年如果还能
签订单，我还想多种几十亩呢。”贾俊青
笑着说。

据燕谷坊生态农业发展（集团）有

限公司副总裁王文忠介绍，今年春播
前，公司花了一个月时间，走访了武川
县每一家贫困户，选取其中有种植意愿
和种植能力的 341 个贫困户，与每户签
订了 50 亩燕麦种植订单，每斤保护价
是 1.65 元。如果市场价低于该价格，就
按 1.65 元收购，反之则按市场价收购，
等于给贫困户吃了定心丸。

王文忠说，公司在武川县有十几万
亩种植基地，目前力推“小微订单农业”
模式，一手牵农民，一手牵市民，将农业
与二三产业充分融合，通过订单收购保
护和发展地方特色产业，促进农民增
收、农业增效。

燕麦又称莜麦，营养丰富，常食其
制品如莜面、胚芽米等，对于降低血脂、

预防和治疗动脉硬化及由其引发的心
脏疾病等均有良好效果。此外，它所富
含的人体必需的营养物质如钙、磷、铁、
核黄素等，亦为其他谷类作物之冠。武
川县是我国莜麦的黄金产区，2016 年
底，“武川莜面”获批成为国家地理标志
保护产品。武川全县土地还被认定为
国家无公害绿色有机原生态种植地。

武川县农牧业局局长李东华告诉
记者，近年来，为做大做强莜麦产业，武
川县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先后引进燕谷
坊（集团）公司、西贝餐饮集团等龙头企
业对燕麦进行精深加工。龙头企业的
带动，对增加农民收入、助力脱贫攻坚、
推动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目前，武
川县燕麦年产销能力达 600 多万公斤。

“我只把燕麦种好就行了”

□本报记者 李文明 摄影报道

“产销对接会减少了流通环节，拉近
了农商距离，建立了产销对接长效机制。
农畜产品直销北京，一下子解决了我们四
子王旗马铃薯的销售难题。仅北京新发
地 批 发 市 场 一 家 企 业 就 和 我 们 签 下 了
6380 万元的马铃薯大单。”10 月 10 日，乌

兰察布市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暨贫困旗
县农畜产品进京销售产销对接会在四子
王旗举办，四子王旗的马铃薯成了抢手
货，副旗长巴图吉日嘎拉笑容满面。

据悉，此次节会活动由中国农产品
市场协会、北京市扶贫协作和支援合作
办公室、自治区农牧业厅、乌兰察布市政
府共同主办，集展览展示、专场推介、田
头对接、洽谈采购于一体，重点推介乌兰

察 布 市 马 铃 薯 、冷 凉 蔬 菜 、燕 麦 杂 粮 杂
豆、生猪肉羊肉牛等 120 多种特色优质
农 畜 产 品 。 乌 兰 察 布 市 11 个 旗 县 市 区
农 牧 民 和 90 多 家 当 地 龙 头 企 业 与 京 东
集团、首农集团等近 100 家北京市及周
边采购企业进行对接，进一步拓展了乌
兰察布市特色农畜产品销售渠道。活动
现场签约金额达 2.36 亿元，意向协议金
额达到 20 亿元。

签下北京大单

优质土豆产品展示。

北京客商
了解产品。

产销对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