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大产业为农牧民增收提供坚强后盾

今年临河区新华农业专业合作社万
亩富硒小麦喜获丰收。合作社负责人孔
宪忠告诉记者：“通过采取统一品种、统一
供种、统一机播机收、统一灌溉、统一绿色

防控、统一种植规格等‘六统一’标准，不
仅大大提高了肥料的使用效率，也保证了
小麦的品质和产量。今年小麦每亩能产
800 斤，比去年每亩增产 50—80 斤，订单

价格也较去年每斤上涨 4 毛钱。这样一
计算，一亩地平均能增收 400 元左右。”

农民收获的红利得益于全市农牧业
产业化的快速发展。近年来，巴彦淖尔市

通过调整种植养殖结构和产业转型升级，
逐步形成了粮油、果蔬、中（蒙）药材、肉乳
绒、饲草料和生物质六大农牧业优势特色
产业。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生产、建立可

追溯制⋯⋯六大产业彰显集群效应，为农
牧民增收提供了坚强后盾。

今年上半年，全市农村牧区常住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7371元，同比增长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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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满洲里从一条铁路生长成一座城市一样像满洲里从一条铁路生长成一座城市一样，，扎根这座呼伦北地边陲小城的人们一开始就是扎根这座呼伦北地边陲小城的人们一开始就是““后来者后来者””，，
但他们心里清楚但他们心里清楚，，满洲里有别的城市给不了的东西满洲里有别的城市给不了的东西：：包容包容、、开放开放，，却又平静却又平静，，就像草原一样就像草原一样。。以及以及，，你所能想你所能想
象到的一切可能象到的一切可能———满洲里—满洲里，，会是梦实现的地方会是梦实现的地方。。

这些来自天南海北这些来自天南海北、、不论背景不论背景、、不看过去的寻梦者不看过去的寻梦者，，汇聚在满洲里的白昼与夜色中汇聚在满洲里的白昼与夜色中，，与生活短兵相接与生活短兵相接，，
不断摸爬滚打不断摸爬滚打，，梦想与底气逐渐累积梦想与底气逐渐累积，，相互加持相互加持。。数年后数年后，，他们或许依然年轻他们或许依然年轻，，或许已经安定或许已经安定，，但大部分不但大部分不
再把梦想挂在嘴上再把梦想挂在嘴上，，而是沉默赶路而是沉默赶路。。毕竟毕竟，，对他们来说对他们来说，，梦想既是头顶的璀璨星空梦想既是头顶的璀璨星空，，也是脚下坚实的土地也是脚下坚实的土地。。

科技示范园区辐射带动农牧民增收

今年，临河区白脑包镇永胜村万亩红
椒高产高效科技示范园区获得了大丰
收。永胜村村民朱玉梅今年在园区承包
了 200 亩地种植红椒。“今年收入挺可观，
去了开支，一亩地纯收入 1000 来块钱，总
收入 20 来万元没问题。”朱玉梅笑得很开

心。
永胜村万亩红椒高产高效科技示范

园区核心区域面积 10032 亩，辐射带动面
积 23400 亩。“我们村共有 537 户，其中有
430 多户参与了园区或者项目区外的种
植，单此一项人均就可增收 3000 多元。”

永胜村党支部书记齐海军介绍说，科技示
范园区先进的管理模式和种植技术有利
于规模化、标准化生产，也使得农民实现
了稳定增收。

如今，带动农民增收的科技示范园区
在巴彦淖尔大地遍地开花。目前，全市共

建成各类农业科技示范园区、示范片 128
个，其中，市级万亩标准化园区 17 个，旗
县区级园区 61 个，乡镇级示范片 50 个，
园区核心面积 98.4 万亩，辐射面积 283.8
万亩。园区建设以“四控”行动为核心内
容，大力推广优良品种和重点适用技术，

并按照“依托合作社建园区，建设园区培
育合作社”以及“通过园区找订单，依托订
单建园区”的原则，创新农业发展模式，培
育产业新动能。据测算，全市通过园区示
范直接带动农民增收 2.9 亿元，辐射带动
全市农民增收 8.5 亿元左右。

产业化经营链条红利惠及农牧民

丰收季节，与内蒙古兆丰公司签订种
植订单的杭锦后旗太阳庙农场种植户郭
富强算起了自家麦田的经济账：今年兆丰
公司以绿色小麦每公斤 4 元、富硒小麦每
公斤 4.4 元、有机转换期小麦每公斤 6 元
的价格收购订单种植小麦，每公斤收购价
格平均高于市场 1—3 元，这样每亩小麦
能增收 1000 元以上。“虽然兆丰公司收购

麦子的要求很严格，要满足很多项指标才
行，但收购价确实比别的地方高很多，所
以再辛苦再累也值得。”郭富强说。

对于兆丰公司来说，与农户形成紧密
的利益联结机制，让麦农通过提质增效收
获红利，农民种优质小麦的积极性才能被
更好地激发出来，企业原料才能供应充足。

据了解，今年巴彦淖尔市小麦播种面

积 129.7 万亩，而以恒丰集团、兆丰面业、
中粮面业、塞北粮仓等为代表的 30 多家
面粉加工企业共落实小麦订单面积 81.2
万亩，同比增加 8.2 万亩。

龙头企业一头连着市场、一头连着农
户，做大做强龙头企业，建立紧密的农企利
益联结机制，对促进农牧民增收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近年来，全市培育和引进了恒

丰、河套酒业、中粮、伊利、蒙牛、圣牧高科、
鲁花、小肥羊等一大批农牧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形成了粮油、肉乳绒、果蔬等六大优势特
色产业。依托这些优势特色产业，全市通过
政策扶持、机制创新、典型带动，不断完善龙
头企业与农牧民紧密型利益联结机制。

目前，全市通过引进、培育、整合等形
式，扶持壮大销售收入500万元以上产业化

龙头企业291家，通过订单契约型、服务协
作型、股份合作型等9种农企利益联结方式，
全市农企利益联结覆盖率已经达到80%以
上，辐射农畜产品加工转化率达到75%，20
万户农牧民进入产业化经营链条。去年，全
市农村牧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17221元，农牧民人均来自产业化的收入近
万元，占总收入的70%以上。

新型经营主体拓宽农牧民增收渠道

在农牧业产业化的带动下，河套大地
农牧业新型经营主体如雨后春笋般崛起。

去年，乌拉特前旗大佘太镇益生圆农
贸专业合作社高粱总产量达到了3750吨，
102 户合作社社员平均每户增收 1 万元左

右。看到了效益后，今年，合作社与当地制
酒厂签订了5000亩红高粱种植订单。

合作社社员许辉今年把自家的 200
多亩土地全部都种上了红高粱，从种到收
都由合作社统一提供农资服务、田间管

理，这让许辉不仅节约了经营成本，还鼓
起了钱袋子。他感慨地说：“种高粱效益
挺好，合作社提供种植技术指导和销售订
单，我们每亩的地收入比以往多了二三百
块钱。”

从“单打独斗”到“抱团致富”，近年
来，巴彦淖尔市加快培育农牧民合作社等
新型经营主体，着力构建集约化、专业化
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增强抵御市
场风险能力，实现抱团发展。目前，全市

农牧民专业合作社达 5593 家，入社成员
6.1 万多人，基本涵盖了种植业、养殖业、
加工业、社会化服务、流通、林业以及渔业
等传统优势特色产业，成为助推农牧民增
收致富的重要力量。

让农牧民增收的路子越走越宽广让农牧民增收的路子越走越宽广让农牧民增收的路子越走越宽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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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彦淖尔是全球最大的有机原奶生产基地巴彦淖尔是全球最大的有机原奶生产基地、、全国全国
最大的食用向日葵生产交易集散地最大的食用向日葵生产交易集散地、、全国最大的无毛全国最大的无毛
绒分梳基地绒分梳基地、、全国最大的脱水菜生产基地全国最大的脱水菜生产基地、、全国第二全国第二
大番茄料生产和番茄制品加工基地⋯⋯如何变资源大番茄料生产和番茄制品加工基地⋯⋯如何变资源
优势为经济优势优势为经济优势，，近年来近年来，，该市以该市以““天赋河套天赋河套””品牌建品牌建
设为引领设为引领，，全面建设河套全域绿色有机高端农畜产品全面建设河套全域绿色有机高端农畜产品
生产加工输出基地生产加工输出基地，，助推农牧民增收致富助推农牧民增收致富，，让农牧民让农牧民
钱袋子越来越鼓钱袋子越来越鼓，，致富路子越走越宽致富路子越走越宽。。

开放心态写下梦的开篇

位于满洲里三道街的卢布里西餐厅
总店，洋溢着浓厚的俄罗斯文化气息。晚
上 6 点，餐厅门口排队的客人就多了起
来。为了品尝地道的俄罗斯美食，有客人
不惜等上 1 个小时。餐厅老板于波开店
已经 15 年，穿梭在来自天南海北的食客
中间，却依旧没有躁气，只顾乐趣。

祖籍辽宁本溪的于波，儿时就跟随父

母来到满洲里。“爸妈应该算是第一批淘
金者，那时候满洲里还不像现在这么开
放。”于波说，后来自己高中毕业，刚好赶
上有个机会可以去俄罗斯学习。“当时也
就是很简单地觉得，出国肯定好啊，感觉
俄罗斯是个很神圣的地方。”

没想到，远赴俄罗斯的于波，在外学
习数年，“俄语说得不怎么好”，却因为外

向、爽朗的性格和胸怀，结交了不少好朋
友。后来，也正是这些朋友，在他回国创
业之后，给了不小的帮助。

“在俄罗斯的时候，第一次吃俄式西
餐，就觉得怎么那么好吃，第一反应就是，
什么时候自己能把这些好东西引入国门，
让家乡人也尝尝。”于波说，自己一直很热
爱餐饮文化，“餐饮是没有国界的东西，好

吃的东西不会受到地域的限制，拿回去，
中国人也会喜欢。”

2001 年，于波开了自己的第一家小
店，满洲里这个被他称为“第二故乡”的小
城，也慢慢成了他梦开始的地方。

于波的热心肠，对餐馆和客人的热情，
同乐见中俄文化交融的开放心态一起，帮
了创业期的卢布里很大的忙。“我可能比较

热情一点，只要有俄罗斯的朋友到满洲里，
有需要找到我，我能解决的事情一定是马
上解决，自己办不了的，我就算找人也要帮
他们办成。”于波说，到后来，卢布里已经积
累了不少回头客，“很多俄罗斯老客户来了
之后，有需要寄存的美元、卢布、贵重物品，
都不相信酒店、宾馆，而是就放在我餐厅前
台的保险箱，就像回家一样。”

城市包容成就扎根底气

很早以前，满洲里被蒙古人称作“霍
勒津布拉格”，意为“旺盛的泉水”。古老
的名字，却神秘地言中了今日穿梭繁华的
满洲里。

满洲里的包容，在街道上随处可感。
街边的建筑明艳亮丽，每个商店那小小的
门脸上，挤满了中文、俄文、蒙文，俄文一
般占据着大部分的位置，置身在这样的街
道上，似乎每个人都能找到故乡的印记。

行至小城最高建筑——位于二道街
与中苏路交叉口的维多利亚酒店的楼顶，
三国文化交融的小城尽收眼底——而就
处在维多利亚酒店对面的卢布里西餐厅
的一家分店，则坐收地利。

“满洲里是 一 座 小 城 ，但 是 名 气 很
大。卢布里的名气现在也很大。”于波
说，不少俄罗斯人来到满洲里，必来卢
布里，“包括国内的游客也是，昨天有个

客人告诉我，说国门的卫士介绍我来你
家 吃饭的。开餐厅开到这个份上，真是
很欣慰。”

于波的户口，早已从老家迁到满洲
里，结婚数年的妻子也是本地人。正是满
洲里的开放、包容和机遇，给了于波以及
和于波一样的千万寻梦者这份扎根的底
气。

“2001 年刚开第一家店时，虽然只有

6 张桌，但自己热爱这份事业，用心去做，
餐厅特别火。”于波说，开店后 3 年，几乎
每天早上五六点钟一开门，门口就能看到
排队吃饭的俄罗斯人，“后来因为客流太
大，必须扩店了，就一点一点慢慢扩，到现
在已经从小店变大店，从 1 家店变成 3 家
店了，一开就开了 15 年。”

现在，于波管理着手下三家餐厅的
100 多个员工，其中三成还是俄罗斯人。

“俄餐不像法餐和意餐那么讲究，而是讲
究肉本身的味道，所以主要依靠食材，加
上很简单的盐、胡椒、柠檬等几种调味料，
就能做出原汁原味的俄式大餐。”在于波
的理念中，对于传统的传承才是根本，创
新要有，但传承不能动摇。“好的菜品一定
源于好的食材和经营者的付出，而好的餐
厅存在的价值永远是我能帮客人解决什
么问题，而不是索取。”

政策红利催生转型思考

“我算是赶上了满洲里最早的开放红
利。”于波说，2000 年前后，得益于国家对
满洲里、对俄罗斯开放的政策，大批俄罗
斯游客和国内资本涌入这个城市，瞬间开
了好多商场、酒店、饭馆，富了一大批人。

“那时候来吃饭的俄罗斯人比中国人多，
需求量很大，基本上 90%的客人都是俄
罗斯人。”

但于波也并非没有难的时候——因
为最初太依赖俄罗斯客人，俄罗斯政策、
经济一变动，生意就会受不小的影响。“比

如，俄罗斯关闭海关，或者限制入境俄罗
斯的中国货物的公斤数，客流就会受到影
响。记得有一个月，一个俄罗斯客人也没
有，我们不知道干什么，只好关门歇业。”

但是后来，于波开始发现，在旅游业
占比逐渐上升的满洲里，国内的游客越来
越多，甚至超过俄罗斯游客，成为了满洲
里购物、消费的主力人群。“所以我就开始
思考怎么去转型，把国内游客的生意做
好。”于波说，实际上国内消费群体的发展
速度远远超出自己的预期，规模早已占据

了餐厅客源的 90%以上。
这种转型很必要，也很成功。“前一段

时间，俄罗斯经济不好，消费能力下降。
俄罗斯客人来到店里，10 个人的消费水
平可能一共才两三百元，相比之下，国内
游客 10 个人可能要花上最少上千元。”于
波说，即便如此，因为转型及时，餐厅的生
意并没有受到影响。

同时，随着满洲里开放程度的加大，
已经把生意做大的于波开始更看重品
质。“借着中俄之间的开放，我们走了一

步棋。”从 2008 年开始，卢布里对接了一
些俄罗斯餐饮业的资源，包括赤塔州餐
饮协会等，双方达成协议，由俄方每年输
送 10 人俄餐优秀厨师团队，来到卢布里
指导和协助经营，每年还会由俄方提供
至少 200 道的最新菜品，供卢布里餐厅
研究。

此外，食材的及时运输也是保障品质
的重点。而得益于国家的开放政策，俄罗
斯进出满洲里的车辆几乎是无障碍地“绿
色通关”，为食材的进口提供了不少方

便。“我们 90%的食材和调料都是从俄罗
斯进口，上午在俄罗斯采购，下午就能运
到满洲里，省了不少时间和经济成本。”

“10 年前我的理念可能是为了赚钱，
现在想做一番事业。”于波说，“2016 年，
我在沈阳和哈尔滨开办了卢布里分店，更
远的未来，则会考虑走出国门，把店开到
俄罗斯去。“我很喜欢欧洲那种百年传承
的文化，希望能够好好把握现在的政策红
利和开放机遇，真正把卢布里这个品牌做
起来，做成一个百年企业。”

满洲里市城市公园一角满洲里市城市公园一角。。

在满洲里俄罗斯餐厅就餐的柳德米拉一家

。

近年来

，巴彦淖尔市培育和引进了一大批农牧业产业化龙

头企业

，形成了粮油

、肉乳绒

、果蔬等六大优势特色产业

。

◎◎文文//图图 《《巴彦淖尔日报巴彦淖尔日报》》记者记者 黄景莲黄景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