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张慧玲

“贫困人口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已
经实现全覆盖，符合条件的贫困家庭
全部纳入低保范围⋯⋯”前几天，杜尔
伯特草原深处的边境小镇——乌兰察
布市四子王旗江岸苏木文化广场上人
头攒动，一场别开生面的惠民政策宣
讲吸引了很多群众前来观看。

江岸苏木是一个边境乡镇，信息较
为闭塞。为向这里的农牧民深入宣传
国家和自治区出台的各项惠民政策和
相关法规制度，乌兰察布市公安边防支
队自年初以来，陆续组织民警深入田间
地头，走包串户开展以“讲政策、讲法
制、促发展”为主题的宣讲活动，全力服
务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帮助农牧
民解决生产生活中遇到的难题。

“为了将党的政策向牧民们讲透，
我们很早就着手准备了，研读学习相
关知识，并逐条逐项梳理出与牧民群
众密切相关的要点。农牧民走到哪
里，我们的宣讲就跟到哪里，汉语一
遍，蒙古语一遍。群众听不懂的文件
资料，我们就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讲给
他们听。”乌兰察布市公安边防支队江
岸边防派出所所长候占东说。

来自江岸苏木商贸服务中心的宣
讲员陈铁均正在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
地方戏曲二人台进行宣讲：“江岸好江
岸赖，人人就把江岸爱；没有住处别心
慌，拆了旧房盖新房；千家万户都照明，
厕所里头有电灯⋯⋯”朗朗上口的歌
词，逗得大家哈哈大笑，群众们更加直
观地感受到了江岸苏木的巨大变化。

“知道得越多，心里才越亮堂。这样
的宣讲得人心、暖人心，我们爱听也想
听，相信我们老百姓的生活一定会越来
越好。”江岸苏木牧民斯登感慨地说道。

江岸的广场宣讲
真接地气

□本报记者 李文明

深秋时节，行走在通辽市科尔沁
区钱家店镇，连片的农田一眼望不到
边。农田里一座座蓝色或红色的尖顶
机电井房格外引人注意。

“过去，我们村打一眼机井三四十
米深就能出水，现在地下水位严重下
降，需要打 100 多米才能出水，采取浅
埋滴灌节水技术势在必行。”对于村里
高效节水浅埋滴灌实施情况，钱家店
镇项家村党支部书记王建华有一肚子
的话要说。

浅埋滴灌技术是将管带在播种的
同时埋入地下，在灌溉方式上把传统
水漫灌的浇地方式变成了浇苗，实现
了节水、省工、省时、省力。2017 年，项

家村开始试点浅埋滴灌，采用水肥一
体化技术，有效增加地力，提高了粮食
产量。今年，项家村完成了 4000 多亩
浅埋滴灌改造任务，收到了特别好的
效果。

“采用这项技术，每亩玉米播种量
可以增加 500 株，深松土地可以增强
地力，大小垅种植也特别适合机械播
种和收割。水肥一体化的使用不仅提
高水资源利用率，还能提高化肥的利
用率，成功解决了部分农田无法灌溉

和大水漫灌带来水资源浪费的问题，
村民们再也不用‘靠天吃饭’了。”王
建华说，今年 9 月，自治区农牧业厅组
织专家对项家村高效节水项目区每亩
产量进行测量，测得玉米潮粮亩产达
到 2560 斤，这数据足足让王建华兴
奋了好些天。

在通辽，因为节水灌溉受益的不
只是项家村。

“是啊！浅埋滴灌技术使用起来
省水又省工，只需要在浇地时把阀门

打开，浇完水后一关阀门就行了。原
来大水漫灌式浇地，浇 5 亩地需要壮劳
动力花费七八个小时才能浇完，现在 1
名 妇 女 就 能 完 成 ，种 地 变 得 轻 松 多
了。剩余的时间还能打点零工增加收
入，这日子啊，是越来越幸福了！”科左
中旗宝龙山镇西烟登吐嘎查党支部书
记包保安感叹。

他介绍说，过去大水漫灌浇一亩
地需要 90 分钟，电费需要 20 多元，采
用浅埋滴灌技术以后，浇一亩地只需

要 20 多分钟，花六七元钱就能完成，还
能节省大约 60%的水。采用这项技
术，平均一亩地玉米增产三到五百斤。

“潜埋滴灌是水肥一提化。以前
大水满贯的情况下漏水漏肥，水资源
利用率不到 30%，现在达到了 70%以
上。全嘎查今年 7500 多亩耕地实施
潜埋滴灌种植，彻底改变传统的种植
模式并将全村嘎查的 20 台播种机械改
成大小垄间距。”包保安说，以前村里
玉米亩产才 800 多斤，现在每亩增产
三四百斤，玉米按现在六、七毛钱算，
一亩地增产两三百元钱。

“节水灌溉是农业发展的大趋势，
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扩大规模，把全嘎
查耕地都改造成浅埋滴灌。”包保安表
示。

通 辽 市 是 全 国 重 要 的 粮 食 主 产

区，也是粮食增产潜力最大的地区之
一，加强农田水利建设是成为强市富
民的根本途径。为进一步明确农业节
水灌溉发展的方向、方式、思路，通辽
市制定了《通辽市 2018——2020 年高
效节水农业三年发展规划》，按照“集
中连片、统筹规划、合理布局、统一管
理、分布实施”的原则，因地制宜、讲求
实效，抓好农业高效节水工程。今年，
通辽市将完成高标准建设节水高产高
效粮食功能区 400 万亩。到 2020 年，
通辽市将在 1000 万亩节水高产高效
粮食功能区内，在原有标准管灌的基
础上，全部改造升级为不覆膜浅埋滴
灌。项目实施后，将进一步促进农业
结构调整，增强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的
能力，加速农牧民群众脱贫致富达小
康的步伐。

通辽：从大水漫灌到精准滴灌的转变

小康图景
10执行主编：贾怡媛 责任编辑：张慧玲 版式策划：卓娜 制图：王涛 2018 年 11 月 6 日 星期二 邮箱：nmgrbxktj@163.com

◎画中话·HUAZHONGHUA

□本报记者 施佳丽

牛妈妈一胎只生一个，但在鄂尔
多斯市达拉特旗树林召镇树林召村荣
满 园 农 牧 业 专 业 合 作 社 的 肉 牛 养 殖
场，每个牛妈妈都在同时养育 4 个孩
子，一个哺乳期至少要养大 10 个孩子。

“我们从周边的奶牛养殖场购进
一落地的小公牛，交给牛妈妈领养，3
个月后断奶，再认领新的孩子，近 10 个
月的哺乳期要领养 3 批小牛。”养殖场
负责人翟永杰解释道，这些被领养的
小公牛，3 个月后身价就从一落地的
3500 元 涨 到 6000 元 ，净 利 润 1500
元。也就是说，一头母牛一个哺乳期
要创造利润 1.5 万元。

目前，该养殖场拥有成年基础母

牛 180 头，包括这些母牛“奶娘”，养殖
场目前稳定存栏近千头肉牛，成为全
旗肉牛规模养殖第一大户。

“当地市场，一斤鲜牛肉的价格，去
年 10 月份是 27.5 元，现在涨到 29 元。
一头刚降生的小公牛，去年的价格是
2500元，现在已涨到3500元。”翟永杰
从事养牛已近10年，对于目前养牛的行
情可谓了然于胸，周边村民买牛、卖牛、
养牛，都第一时间找他了解情况。慢慢
地，他得了个“牛魔王”的称号。

荣满园农牧业专业合作社自 2011
年成立以来，不仅带动当地及周边四
五个村养牛产业的发展，还在种植结
构上有效调整，由过去单一的玉米种
植，改变为玉米、青贮饲草料双重种
植。同时，还解决了当地部分农牧民
的就业问题。

村民张亮原来外出打工，每年可
以收入三四万元，后因孩子上学选择
就近打工。于是，他找到了荣满园农
牧业专业合作社。“我们夫妻俩在这里
一年的打工收入有 6 万多元，再加上我
在合作社托养的 30 头牛，还能挣十几
万元。这里管吃管住，还不耽误照顾
孩子和家庭，挺适合我们。”张亮说。

在达拉特旗，很多像翟永杰这样具
备丰富实践经验和专业知识的“土专
家”，已经逐渐成为农村经济发展、农民
增收致富和新农村建设的主力军。

白泥井镇海勒苏村的辛向华，带
领 11 位社员承包了 2700 多亩地规模
化种植玉米。由于精细化的管理，他
种的玉米杆子高达 3 米，售价也比一般
玉米每斤高出 1 毛多。“明年我们打算
再扩大规模，按照 3 年一轮茬的方式来

种植有机土豆。这样，土豆的品质高，
能走订单销售。”辛向华不愧为农业种
植方面的“土专家”，不仅市场嗅觉敏
锐，还算得一手好账。

今年以来，达拉特旗对有从事农
业生产意愿、有相应科学文化素质的
务农青年、返乡农民工、种养能手进行
重点培养，实施了农村牧区实用人才

“领头雁”培养计划。
“目前，通过专家评审，实地复核等

多方考察，已经选拔出15名产业发展现
状良好、辐射带动能力强和群众认可度
高的‘领头雁’，计划在 3年培养期内，通
过多重帮助手段，加快形成头雁效应，
辐射带动农业产业发展和农牧民增收
致富。”达拉特旗旗委常委、组织部长苏
振平表示，通过跟踪培养，“土专家”已
经逐渐成为农村牧区致富的“领头雁”。

“土专家”成为致富“领头雁”

微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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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康故事

□本报记者 李文明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推进资源全面节约和
循环利用，实施国家节水行动，降低能耗、物耗，

实现生产系统和生活系统循环连接。
通辽市节水灌溉农业的探索是全区各地守

住绿色发展底线，发展生态节水农业，向绿色生
产方式要效益的典型。近年来，全区各地积极行
动，因地制宜，在发展生态节水农业的道路上大

胆探索，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
我区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产区，也是水资源匮

乏的省区。近年来，立足农业用水比重大的实
际，全区各地始终把节水农业列为发展现代农牧
业的核心问题来抓，以农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为突破口，优化生产结构，坚持发展高效节水农
业，坚持压井限采，建设节水工程，推进农牧业向
现代化、绿色化可持续发展。从大水漫灌到膜下
滴灌，再到现在的浅埋滴灌，全区各地不断的摸
索节水农业，让农业生产更加绿色、高效。

本 报 11 月 5 日 讯 （记 者 张 慧
玲）记者从自治区水利厅了解到，巴彦淖
尔市通过加大乌梁素海水质监测力度，
建成了 20 个水质自动监测站点，对湖水
出入口水质进行 24 小时不间断监测，及
时、准确掌握湖区动态，为乌梁素海水质
安全保驾护航，保护黄河安全。

乌梁素海是全国八大淡水湖之一，
也是地球同一纬度最大的湿地，水域面
积达到 293 平方公里，共有 400 多种鸟
类和 20 多种鱼类在此繁衍生息。河套
灌区 90%以上的农田退水全部排入乌梁
素海，而乌梁素海每年向黄河排水 3 亿
立方米。

为了加强对乌梁素海流域水质实时
有效监控，保护黄河安全，巴彦淖尔市从
2015 年开始，按着“实现快速应急响应，
常规监测与自动监测相结合、因子分析和
系统观测相结合的原则”，实施“乌梁素海
流域水质在线自动能力建设项目”，陆续
在乌梁素海入水口、湖心和出水口处建成
10 个自动监测站的基础上，今年 10 月初
再建成 10 个自动监测站点，将乌梁素海
流域全部纳入监控范围，通过这些水质监
测站点不仅可以随时对乌梁素海流域水
质变化进行动态管护，也为乌梁素海水质
安全构筑起了一道安全屏障。

巴彦淖尔市
提升乌梁素海
水质监测能力

本报赤峰市 11 月 5 日电 （记者
张慧玲 实习生 杜玉钊）为实现 2020
年全旗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
贫，2017 年以来，强力实施产业扶贫，出
台了《喀喇沁旗产业精准扶贫实施方案》

《喀喇沁旗培育发展脱贫产业奖补办
法》，立足“精准”，全力实施“菜单式”产
业精准到户项目，切实增强了扶贫资金
和扶贫项目的针对性、灵活性、时效性和
长远性。

根据“一村一策、一户一法”要求，喀
喇沁旗坚持树立“要什么、给什么”的帮扶
理念，精心“配菜”。针对有自主发展意愿
和发展能力的贫困人口量身定制产业项
目，推行“政府配菜、贫困户点菜、乡镇街
道和部门上菜”模式，设计了种植业、养殖
业、乡村旅游业、商业、光伏、农机具6大类
17 项“菜单”供贫困户自主选择，其中
2017年每人安排7000元产业补贴资金，
2018 年每人安排 4000 元产业发展巩固
提高补贴资金。2017-2018 年，“菜单
式”产业扶贫共覆盖贫困人口 4908 户
12537 人，自主发展比例 56%，发放补贴
资金7950万元。针对确实不具备生产条
件和劳动能力的贫困群众，通过代种、代
养等方式，把贫困群众的资金、项目入股
到龙头企业、合作社、种养大户，入股分红
获得资产性收益，实现贫困户“不见牛羊、
坐家分红”的增收目标，全旗共注入扶贫
资金 8053 万元，带动贫困人口 5282 户
11700人，首期持续获得收益 5年。通过
实施“菜单式”精准扶贫项目，全旗形成了

“一户一业”扶贫产业发展新格局，实现了
贫困群众致富增收全覆盖。

喀喇沁旗
推出“菜单式”产业扶贫

□本报记者 李文明 摄影报道

11 月 5 日，包头市土右旗苏波盖乡苏波
盖村 1000 亩订单红辣椒喜获丰收。一串串
红艳艳的辣椒挂满枝头，椒农们正在对丰收
的辣椒进行采摘、分拣、装车，一派忙碌的丰
收景象。

订单红辣椒喜获丰收

本 报 11 月 5 日 讯 （记 者
施佳丽）记者从自治区林业厅获
悉，近日，阿尔山市森林公安局民
警对辖区内适宜过境候鸟捕食、
生存的湿地、林间空地进行巡逻，
寻找候鸟踪迹，动态掌握辖区内
候鸟的迁徙时间、迁徙路径以及
候鸟的种类和数量。对于留在阿
尔山地区过冬的候鸟做到密切监
控，并制定合理的保护措施，确保
候鸟安全过冬。

本 报 11 月 5 日 讯 （记 者
李文明）记者从自治区农牧业厅获
悉，包头市着力完善农企利益联结
机制，重点推广订单合同型、股份合
作型、价格保护型、服务协作型、流
转聘用型等紧密型利益联结模
式。据统计，全市年销售收入500
万元以上的 120 家加工型农牧业
龙头企业中，有96家与农牧民建立
了利益联结关系，辐射带动本市和
周边地区农牧户10余万户，65%以
上的农牧户进入产业链条。

◎消息树·XIAOXISHU

丰收的喜悦。

生态节水农业向绿色生产方式要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