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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施佳丽

人间四月满芳菲。在呼和浩特
市清水河县宏河镇百万亩林果基地，
一棵棵海红果树迎风舒展，枝条上鼓
满了即将怒放的花苞。

“以前这一片都是坡梁旱地，看
天吃饭，打下的粮只够家里吃的。后
来我打草伤了胳膊，种地就不太利索
了，”宏河镇西库伦图村村民张贵河
激动地说，“现在我的 4.2 亩地全种上
了果树，地是我的，果树成活了也是
我的。这还不止，每亩地还有 1200
块钱的退耕还林补贴呢，这样的好事
上哪里找！”

海红果是清水河县的特色果品，

栽植历史悠久。2017 年，清水河县在
综合考虑土壤、水源、经济价值等因
素基础上，因地制宜实施了百万亩扶
贫林果基地项目建设工程，选取种植
耐寒、经济价值相对较高的海红果、
杏、沙棘等乡土树种。

“ 我 们 这 儿 的 海 红 果 个 儿 大 圆
润，色泽鲜艳，口感又好，是名副其实
的‘水果钙王’呢！”宏河镇副镇长乔
楠如数家珍，“经济林 3 年挂果，就有
收益了。海红果盛果期每棵树能产
100 到 200 公斤，按市场价每公斤 5
块钱算，光一棵树农民就能收入 500
到 1000 块钱。你说，是不是种一棵
果树比种一亩地还强？”

算完这笔账，乔楠又兴奋地领着
大家来到一间房村的林果基地。“这

叫蓝蜜，是西梅最好的品种，鲜果卖
20 多元一斤。我们去年引进的新品
种，特别适合这里的气候，盛果期一
棵树能挂果 100 多斤。”他坦言，为了
让林果产业这条路走得更远，镇里想
了不少办法，除了新品种的引进，还
聘请了专业技术员。此外，果品加工
厂正在马不停蹄地建设。如此一来，
从种植、采摘到深加工，产业化的生
产格局让果品实现了就地转化增值。

昔 日 荒 山 秃 岭 ，而 今 变 身 花 果
山，当地的老百姓尝到了实实在在的
甜头。“海红果是小果子，目前只能人
工采摘，我在基地摘果子一天就能挣
120 块钱！”一间房村村民郭奎咧开嘴
笑了。目前，红红火火的林果基地吸
收了该村一半以上劳动力。大伙儿

都说，现在不但环境变美了，还能在
家门口打工挣钱，日子越过越有盼头
了。

“等果树都长成以后，我们还想
发展乡村旅游。一间房村紧靠呼北
线，交通很方便，等果树开花的时候，
准能吸引一大批城里人来这里摄影
和露营，果子熟了又可以享受采摘的
乐趣。还有，元子湾村还准备建设一
处窑洞文化博物馆，到时候不火都难
啊！”乔楠信心满满。

据介绍，清水河县百万亩扶贫林
果基地总建设规模为 100 万亩，各项
目区林果项目建成达产后，可实现年
产值 7 亿元，林果产业将真正成为当
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最大民生工
程。

海红果美了山川富了百姓

□本报记者 钱其鲁

春回大地，农事渐兴。黄河几字湾内，鄂
尔多斯市达拉特旗的农民开始忙着整地、耕
地、施肥、育苗⋯⋯拖拉机穿梭往来，将土黄
色的耕地翻滚成深褐色，大地仿佛从沉睡中
苏醒。

这几天，展旦召苏木道劳哈勒正村农香
专业种植合作社的温室里，稚嫩的青红椒苗
刚刚从培养基盘里探出头来。村党支部书记
兼合作社理事长刘世荣仔细查看了菜苗的长
势后说：“长势很好。再过一段时间，就可以
移植到大田里了。我们村靠蔬菜致富出了
名。现在蔬菜种植也是达拉特旗农牧业的主
导产业之一。”

据刘世荣介绍，道劳哈勒正村过去基本都
是沙地，村民生活困难。为了带领乡亲们脱贫
致富，刘世荣没少“折腾”，却一直没有找到一
个好的产业。后来，随着国土整理等项目的实
施，村子土地的质量逐渐改善，基础设施逐渐
改善，面积逐渐增加。条件好了，村子发展就
有了底气。后来通过考察学习，刘世荣在村里
成功地发展起了蔬菜种植产业。他牵头成立
了合作社，注册了“农香”商标。

现在，合作社拥有温室大棚 300 多亩，大
田 3000 多亩，带动周边 1000 多农户种植蔬
菜，年销售蔬菜 3000 多吨，产品远销山东、北
京等 10 多个省市，部分蔬菜加工成速冻食品
后销往日本、欧洲，销售额达 400 多万元。农
香合作社获得了内蒙古自治区示范合作社、全
国科普惠农兴村计划先进单位、国家农民合作

社示范社、内蒙古自治区农村牧区实用人才团
队等多项荣誉。刘世荣个人也被评为自治区
农村牧区杰出实用人才、全区优秀科技特派
员。

刘世荣说，近年来，国家对“三农”工作越
来越重视，支持力度越来越大。达拉特旗积极
培育新型经营主体，通过表彰奖励及政策的扶
持激励我们干好事业，进一步带动农民增收致
富。现在，道劳哈勒正村正在大力建设乡村振
兴示范村，对此我们很有信心。

相比当了 20 年村支书的刘世荣，中和西
镇南伙房村 25 岁的雷瑶显得“资历”很浅。但
是，他发现自己已经爱上了这份事业。雷瑶小
学时去了西安学习、生活。当兵退伍后在西安
做小生意，发展的也不错。因为母亲过于操
劳，他便于 2016 年回来帮忙，成了碧霞电子商

务有限公司的法人。公司主营当地的农副产
品，去年销售额有五六十万元。

雷瑶说：“我们这里的农民大部分靠种地，
收入不了多少钱，甚至还有一些贫困户，他们
的农产品经常卖不出去。我做电商起码能给
他们搭建个平台，帮助他们把农产品销售出
去，增加收入。现在我最上心的就是怎么能带
着农民一起增收致富。”

最近，雷瑶在跟当地的一些农户协商种
植黄瓜，采取订单收购，准备用于加工一款腌
制食品。如果销售好了，当地的农民又多了
一条增收致富的路子。去年，雷瑶被评为达
拉特旗首批旗级优秀农村牧区实用人才“领
头雁”，还获评优秀创业明星。“有政府的大力
支持，还有乡亲们的期待，我会继续把这份事
业坚持下去，做一个优秀的新型职业农民。”

雷瑶认真地说。
近年来，达拉特旗通过进一步优化行政许

可权力事项流程、通过围绕玉米、蔬菜、肉羊三
大主导产业培育科技示范户、做好技术等各项
服务、组织考察学习等举措，积极扶持培育龙
头企业、种养大户、家庭农牧场、农牧民合作社
等新型农牧业经营主体，提高其经营水平，形
成发挥“培育一批主体，带动一方百姓，搞活一
片经济”的产业效应，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动
能。

据达拉特旗农牧业局局长郭建军介绍，截
至目前，该旗评选并表彰奖励了旗级优秀农村
牧区实用人才“领头雁”15 名、优秀新型职业
农牧民 6 名、优秀家庭农牧场 3 家、优秀种养大
户 24 家、优秀农机大户 6 个、优秀涉农龙头企
业 3 家，累计认定新型职业农民 536 名。

这里的创业明星爱“折腾”

◎画中话·HUAZHONGHUA

近日，记者在达拉特旗采访了几个 70 后、
80 后 甚 至 90 后 新 型 职 业 农 牧 民 、致 富 带 头
人。他们扎根农村，不断探索创新、执着奋斗，
不但自己得到了高收入，还带着真挚的感情和

高度的责任感带动周边农牧民一起发展产业，
共同脱贫增收致富。

近年来，当地党委、政府紧密结合实际，把
培育农牧业新型经营主体作为一项重要工作

来抓，积极搭建学习实践平台，提供技术支持，
组织考察学习，并授予荣誉，奖励资金，扶持其
发展壮大。这些举措，坚定了他们继续创业、
引导农村产业发展、带动农牧民增收致富的决

心和信心。产业发展了，农民富裕了，其他的
事情就好办了。继续培养造就更多这样的新
型职业农牧民，对于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
实施大有益处。

记者
补记

◎新作为·XINZUOWEI

◎消息树·XIAOXISHU

◎直播 Live·ZHIBOLIVE

□唐树军

眼下正值备春耕大忙时节，赤峰
市喀喇沁旗乃林镇甘苏庙村蔬菜种
植专业户刘利军却坐在家里拿着手
机聊微信。

“我这是在微信群里学习呢，还有
专家给解答问题。几天下来，我又学到
了许多种菜的技巧和方法，还对今年蔬
菜种植的大体需求量有了初步了解。”
刘利军笑着说，“以前，我打电话咨询农
作物病虫害，描述症状说了半天也说不
清楚。现在好了，微信群既能发信息，
又能发图片和视频，省时又省力。”

近年来，随着科技种田的普及，
农民逐渐认识到信息的重要性，开始
通 过 各 种 途 径 了 解 当 年 的 耕 种 信
息。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许多
新型农民已不满足于从传统渠道获
取科技种养信息。

去年，乃林镇因势利导，在全镇的
14个村建起了微信群。一开始，大家大
多以了解村“三务”公开情况、反映问题
和提建议为主。渐渐地，有些头脑精明
的农民学会在微信群里发布化肥、农
药、种子等农资信息，交流农产品市场
前景及行情预测，还在微信群里向农业
技术人员咨询政策、请教技术问题，微
信群成了农民创业增收的新平台。

“我们还创建了微信公众号，及
时向全镇广大农户发布土地流转、贷
款扶持等各种惠农信息，还有天气变
化、灾情预防等。现在大家都是微信
备春耕，这已经成了我们镇的新时尚
了。”乃林镇农业中心主任姚仲军深
有感触地说。

乃林镇农民
微信备春耕

本报 4 月 15 日讯 （记者 韩
雪茹）记者从自治区扶贫办获悉，京
蒙扶贫协作工作开展以来，北京市
海淀区西北望镇与兴安盟科右前旗
俄体镇携手共进，大力发展林果业，
为贫困群众种下“致富果”。

脱贫攻坚，产业先行。资金、技
术、人才等发展性资源是北京市的强
项，气候、生态、农牧业等基础性资源
是兴安盟的优势，双方互补性很强。
京蒙扶贫协作工作开展以来，北京市5
个区以产业合作为重点，用“发展性资
源”激活“基础性资源”，为脱贫攻坚注
入源头活水。2018年，兴安盟共实施
京蒙扶贫协作项目45个，目前已完工
39 个，其余 6 个今年 6 月底完成。今
年，全盟申请实施京蒙扶贫项目 48
个，申请京蒙扶贫协作资金 2.3 亿元，
其中基础设施类 2 个、产业合作类 13
个、劳务协作类 11 个、社会事业类 5
个、人才培训类 14 个、消费扶贫类 3
个。

与此同时，该盟不断加强与北
京市的产业合作，积极引进、建设京
蒙糖业（内蒙古）有限公司等大型企
业。还积极促进“兴安大米”等绿色
农副产品进入北京市场，做强品牌、
做 大 市 场 ，不 断 提 升 农 牧 民 的 收
入。各旗县市还与对口区进行就业
供求信息对接，组织开展形式多样
的专场招聘活动，为建档立卡贫困
劳 动 力 和 用 人 单 位 搭 建 对 接 平
台。目前，5 个国贫旗县市共举办
劳务协作培训班 37 期，开展贫困人
口 就 业 培 训 2730 人 次 ，帮 助 贫 困
人 口 实 现 就 业 2937 人 。 组 织 477
名致富带头人参加各类培训活动，
其中 62 人创业成功，带动贫困人口
477 人。

兴安盟

完成京蒙
扶贫项目39个

■〖农牧·E 关注〗EGUANZHU

本报 4 月 15 日讯 （记者 李
晗）记者从自治区供销合作社了解到，
兴安盟供销合作社牵头组建的兴安盟
农牧业生产资料供应联盟，真正做到
了为农民办实事、让农民得实惠。目
前，农资供应联盟成员已发展到 409
家。

通 过 农 牧 业 生 产 资 料 供 应 联
盟，实现农牧业生产资料直供化 。
2018 年，联盟内 150 家农民专业合
作社从厂家直接购进化肥 3.5 万吨，
节约资金 770 万元；直接从中国石油
兴安销售分公司购进柴油 6000 吨，
优惠约 500 多万元。同时，联盟的成
立还有效解决了合作社融资难、融
资贵问题。2018 年，联盟内商业银
行为农民合作社解决贷款 1.6 亿元，
为 80 家农民合作社担保贷款 5000
余万元，为 20 家农民合作社赊销农
资 2000 余 万 元 ，扩 大 了 再 生 产 规
模，提升了经济效益。联盟还帮助
中 化 现 代 农 业 兴 安 有 限 公 司 推 广

“担保服务、农资供应、产中服务、订
单回收”智慧农业生产模式，引导 53
家合作社与该公司合作，订单合作
种植面积达到 5 万亩，扩大了农民增
收空间。

农资供应联盟
让农民得实惠

本报 4 月 15 日讯 （记者
施佳丽）记者从自治区林业和
草原局获悉，位于包头市土右
旗黄河湿地敕勒川片区、共中
海片区的两套视频监控系统已
经正式投入运行。该项目总投
资 500 万元，安装的两套监控
系统监测半径为 15 公里，实现
了对敕勒川片区、共中海片区
的全覆盖。同时，两套系统加
装了鸟类自动识别系统，视频
监控拍摄到的鸟类画面与后台
数据交换，可以精准识别出鸟
类的名称、种类、数量等信息，
为更好地保护湿地生态系统多
样 性 提 供 了 强 有 力 的 数 据 支
持。

本报 4 月 15 日讯 （记者
李晗）记者从自治区供销合作
社获悉，近日，包头市土右旗供
销合作社牵头组织社属企业蒙
龙农资公司、六国二铵厂家技
术人员深入海子乡大喇嘛尧村
举 办 科 学 种 植 测 土 施 肥 培 训
班。通过此次培训，使农户进
一步理解了合理施肥的重要意
义，对引导农户积极使用有机
肥、掺混肥、钾肥等、减少土地
污染起到了促进作用，为保证
测土配方施肥工作深入开展提
供了保障。

□本报记者 钱其鲁 摄影报道

大青山上，一个个坚守岗位
的护林员和扑火队员是一道特殊
的风景线。3 月以来，呼和浩特市
大 青 山 沿 线 林 区 进 入 防 火 戒 严
期。由于天干物燥风大，全体护
林人员高度戒备，严防死守，确保
林区安全。

乌素图实验林场扑火队长赵
鹏介绍说，他们辖区 6 万多亩，基
本都是林农结合地带，沟壑纵横，
人员进出频繁，情况复杂。为此，
他 们 在 每 一 个 检 查 点 都 严 格 检
查，禁止车辆以及群众携带火种
上山。

赵鹏说，现在的防护装备和
设施都比以前有了很大改善。有
了先进的工具，还有防火监控塔，
辖区 24 个看护点都有了房子，可
以休息，队员们不再受风餐露宿、
风吹雨打之苦。护林员们一年四
季不休息，很多人每年都要磨破
几双鞋。他说：“只要能尽职尽责
看护好大青山的一草一木，守护
好绿水青山和美丽家园，我们付
出再多都是值得的！”

赵鹏叮嘱护林员注意观察重点地区。

护林员老高吃饭也不忘观察

。

赵鹏与瞭望塔的队员沟通情况。

扑火队员张虎虎扑火队员张虎虎（（左左））和护林员贾鹏巡护山林和护林员贾鹏巡护山林。。

看护好一草一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