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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天天和女儿视频，我的孙女
还玩抖音呢！”兴安盟扎赉特旗阿尔
本格勒镇哈日础鲁嘎查牧民舍海棠
现在最幸福的时光就是用手机与亲
人连线，信号连着她远在千里之外的
孩子们，传递着欢笑和亲情。

哈日础鲁，汉语意为黑色的石
头。在这片土地上，草原、湿地、高山
密布，却又十分贫瘠，且交通不便、通
信不畅，严重制约着经济社会的发
展，农牧民一直盼着能有一座通往外
面世界的“桥”。

机会来了。2006年，内蒙古移
动开启全面帮扶扎赉特旗的脚步；
2011年起，又擎起“信息化扶贫”大
旗，进一步发挥优势、聚焦重点，结对
帮扶哈日础鲁嘎查。从此，哈日础鲁
嘎查有了“好亲戚”。

哈日础鲁地处大兴安岭南麓，漫

长寒冷的冰封期是内蒙古移动网络
建设者需要攻克的一道难关。他们
深入实地反复勘察、多方调研，用好
每年不足180天的施工窗口期，全面
摸排地理环境、天气状况，统筹物资
调配、人员调度等多方要素，逐年推
进对口帮扶地区的信息化建设。渐
渐地，便农惠农的“金喇叭”响起来
了，“农信通”等服务让百姓用一部手
机即可畅享信息。“在手机上，有专业
的老师指导我们种植黑木耳，一年能
多赚一万多元呐！”嘎查牧民赵青龙
一早一晚都会盯着手机，精心护理家
里种植的黑木耳。

产业是脱贫之基。在充分考察
和分析自然环境、致贫因素、人口结
构的基础上，扎赉特旗把精准扶贫的
重点聚焦在黑木耳项目上。在粉碎
的木屑中种出一朵朵黑木耳，对当地
农牧民来说是个新鲜事儿。“我一个
牧民，就放牧在行，哪会种黑木耳？”
有这样疑虑的牧民并不少见。哈日

础鲁嘎查党支部率先垂范，带领少数
牧民研究种植黑木耳。经过耐心宣
传、细致讲解，嘎查采取致富带头人
任理事长、牧民入股的方式，成立了
黑木耳专业合作社，逐步进行集中
化、统一化管理。

为了夯实产业基础，内蒙古移动
投入20万元专项帮扶资金，建厂房、
投设备、给技术，迅速助力嘎查掀起
黑木耳种植热潮。崭新的生产线源
源不断地制作出菌棒，新增的锅炉设
备、给水系统持续提升产能，一座座
厂房整齐排列。产业的蓬勃发展，架
起了哈日础鲁嘎查牧民和内蒙古移
动人的连心桥。“去年，嘎查终于摘了
贫困嘎查村的帽子，多亏了赵志强书
记。”嘎查党支部书记赵刘喜说。

两年前，内蒙古移动网络部综合技
术室经理赵志强有了另一个身份——
驻村干部。从高楼大厦走进田间地头，
语言不通是摆在他面前的一道难题。
赵志强利用和农牧民同吃同住同劳动

的机会，用拼音标注蒙文，用汉字协助
发音，一点一点学习蒙文。慢慢地，他
能够和牧民们用简单的蒙语聊天唠嗑
了。虽然经常惹得大家哄堂大笑，却得
到了牧民们的信任和真心赞许。

从熟悉村民生活、推荐扶贫项
目，到深入钻研木耳种植技术、连续
45天记录菌丝发育情况，再到帮助
打通信息化销售渠道，赵志强带领哈
日础鲁嘎查走出一条富路。一向木
讷的他还刷起了朋友圈，在网上宣传
推销哈日础鲁的黑木耳。

听到有村民反映网络信号不好
的问题，赵志强立即动身实地考察和
测试，协调内蒙古移动网络建设部
门，先后投资50余万元建设完成整
个嘎查的移动宽带网络。截至目前，
全嘎查已有232户用上了宽带。“如
今，嘎查的致富带头人多了，入股黑
木耳合作社的农牧民多了，乡亲们的
日子越来越红火了。”赵刘喜对嘎查
的未来充满信心。

哈日础鲁嘎查来了“好亲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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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韩雪茹 实习生 姚晓捷

风和日丽，在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新井
村的杏林里，三四百名工人正热火朝天地忙碌
着。“你看，这片杏林品种是‘围选一号’扁杏，
杏核每斤至少能卖5元。除去人工、农药等费
用，每亩地纯收入不下100元。”杏林承包大户
张文指着眼前的一片杏树说。

巴林左旗以山地地貌类型为主，十分适宜
种植杏树。当地山杏品种具有根系发达、适应
性强、生态效益显著等优点，但皮薄、仁小，经
济效益差。如何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
赢？2014年，张文瞅准杏产业的市场前景，承
包村民700亩退耕还林地嫁接“围选一号”扁
杏。这个品种的优点是花期晚、抗旱抗寒、产
量高、效益好，嫁接5年后达到旺果期，每亩地
经济效益可达500元到1000元。去年，他承

包的扁杏林面积达到了1.3万亩，其中2000亩
已经产生效益，实现当年嫁接、次年成形、三年
见果、五年丰产。

近年来，巴林左旗立足地域优势，加大山
杏和扁杏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形成“山杏+扁
杏”的“杏扁”产业体系。目前，该旗山杏林总
面积达150万亩，已完成嫁接6万亩。今年，
该旗将继续在富河镇、三山乡、碧流台镇、林东
林场围封山杏20万亩、嫁接扁杏13.5万亩，3

年内计划打造60万亩山杏围封改造基地和40
万亩扁杏嫁接基地。

“我家有 17亩退耕还林地，今年以每亩
30元的价格流转给了赤峰市兴昊园林绿化
有限责任公司，不仅挣了流转土地的费用，
农闲时还能来这里务工，每天挣 100 元，已
经挣了 2000 元了。”在碧流台镇邢家营子
村，正在给杏林清林剪枝的李全生高兴地
说。他是这片地的领工，带领的 50 名工人

都是当地村民。
为突出示范引导、典型带动、龙头拉动作

用，延伸产业链条，提高产品附加值，全面激活
资源潜力，巴林左旗分片区进行“杏扁”产业建
设，积极谋划产品研发和深加工，使“杏扁”产
业发展成为一项富民增收的特色产业。

借力“生态+”，逐梦“绿富美”。巴林左旗
把荒山荒沟变成绿水青山，让产业链串联致富
链，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双赢。

做“杏扁”文章 串致富链条

□本报记者 钱其鲁
实习生 于春霞

近日，一次庄重而又充满喜悦
的会议在鄂尔多斯市杭锦旗塔然
高勒管委会巴音布拉格嘎查召
开。这是该嘎查首次召开的村集
体利益联结分红现场会。

从事农牧业生产的17户贫困
户每户获得价值 1360 元的玉米
1308斤或化肥1050斤，无劳动能
力的3户贫困户每户获得现金资助
1360元。建档立卡贫困户米都格
领了1050斤化肥，她高兴地说：“感
谢党的好政策，让我搬出土坯房住
进了新房，领上了养老保险，村集
体每年还给分红，现在的日子有奔
头！”

据了解，自2017年开始，巴音
布拉格嘎查通过“党支部+企业+合
作社+农户（贫困户）”的模式发展
奶山羊养殖，通过订单收购、代种
代养等方式与农户（贫困户）建立
利益联结机制。2019年，巴音布拉
格嘎查集体经济收入近7万元。

经嘎查两委、驻村工作队、村
务监督委员会和党员群众代表共
同讨论决定，村集体经济收入按

“424”比例分配，40%用于村集体
经济发展，20%用于村基础设施改
善及公益性支出，另外40%用于利
益联结受益户及现享受政策贫困
户的产业扶持，使建档立卡贫困户
实现稳定增收，更为那些因病、因
残、缺乏劳动能力的家庭增收提供
了产业兜底保障。

现在的日子有奔头

本报 5 月 31 日讯 （记
者 赵弘）记者从自治区扶贫
办获悉，近年来，通辽市科左后
旗着眼“两不愁、三保障”，落实

“四个不摘”，完善基础补短板、
精准施策强弱项，贫困发生率
降至 0.04%，实现了脱贫摘
帽。几年来，该旗先后投入各
类扶贫资金2.35亿元，实施扶
贫项目31个，逐步形成了贫困
群众依托产业链增收机制，健
康、教育、就业、生态扶贫和兜
底保障等各项政策得到了有效
落实。

本报 5 月 31 日讯 （记
者 李晗）记者从自治区农牧
厅获悉，近日，鄂尔多斯市伊金
霍洛旗苏布尔嘎镇组织敏盖白
绒山羊生产者协会开展绒山羊
生产性能鉴定工作，计划鉴定
4000至 5000只白绒山羊，鉴
定范围主要以该镇2号、5号养
殖园区、敏盖绒山羊原种繁育
中心及联合育种户为主，对成
年母羊、育成母羊、成年公羊及
育成公羊等4个类型的敏盖白
绒山羊进行体高、体斜长、胸
围、绒厚、毛长及体重等测定，
掌握敏盖白绒山羊的种群数
量、种群质量和分布情况，为敏
盖白绒山羊今后一个时期定向
选育提供科学依据。

本报 5 月 31 日讯 （记
者 施佳丽）记者从自治区林
业和草原局获悉，克什克腾旗林
业和草原局高度重视分场生态
建设，抢抓造林黄金期，严把苗
木关、造林技术关、疫情关、安全
关，推动今年规模化林场建设工
作。截至目前，规模化林场克什
克腾旗分场已完成整地1.5万
亩，造林工作全面展开。

本报5月31日讯 （记者 李晗）记者
从自治区农牧厅获悉，呼和浩特市从4月中
旬起，以“干干净净迎小康”为主题在全市开
展村庄清洁行动，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该市将村庄清洁行动与疫情防控工作
紧密结合，加大对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卫生
健康知识的宣传普及力度，广泛发动群众积
极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增强清洁环
境的自觉性。目前，全市共发动农民投工投
劳3.89万人次，开展入户宣传教育4317场
次，发放宣传资料6.41万份，张贴宣传标语
1672条，累计投入资金约2855.6万元。同
时，以家庭为节点、以村为单位，通过持续开
展庭院环境整治、清除农村垃圾等行动，实
现农村人居环境从突击整治向常态化开展
转变，村庄由一时清洁向长效清洁转变。截
至目前，全市共出动清理、拉运车辆及机械
2.06万辆次，清理农村各类垃圾约20.23万
吨，清理河道渠道约1063.2公里，清理淤泥
828吨，河道“四乱”治理1467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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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清洁常态化

本报5月31日讯 （记者 李晗）记者
从自治区农牧厅获悉，为有效解决残膜回收机
械适应性问题，进一步改善农业生态环境。近
日，巴彦淖尔市农机推广站、农机协会等单位
组成课题小组，对残膜回收机械进行改进，进
一步提升了残膜回收机械适应性。截至目前，
已生产出第5代试验样机，并在五原县进行了
田间试验。

据了解，巴彦淖尔市大部分农作物都需
要利用覆膜栽培技术提高地表积温、延长生
长周期，全市覆膜种植面积达800多万亩，
占总播面积的80%左右。由于目前市场上
残膜回收机械无法有效适应该市土壤特点
和种植结构，致使残膜回收机械的接受度
和使用率较低。另外，传统的耕作方式无
法对残膜进行有效回收，大部分地膜仍然
残留地中，对农业生态环境造成不可修复
的破坏。通过试验，第 5代试验样机可一
次性完成起膜、碎土、破茬、缠膜、膜茬分离
等作业，能够适应该市土壤特点和种植结
构，有效解决土块、根茬、残膜无法分离问
题，提升残膜回收率。

巴彦淖尔市

着力提升
残膜回收机械适应性

本报5月31日讯 （记者 韩雪茹）记
者从自治区扶贫办获悉，为进一步夯实脱贫
攻坚基础，巩固提升脱贫攻坚成效，乌兰察
布市察右后旗从严从实开展脱贫攻坚对标
摸底大排查工作。

该旗成立摸底排查工作领导小组，抽调
全旗8个苏木乡镇干部、驻村工作队员和驻
村第一书记286人组建143个入户核查组，
进行乡镇之间对调互查，扎实开展摸底排查
工作。同时，派出扶贫办主任、副主任和业
务干部组建 8个业务指导组，负责政策答
疑、问题研判等，切实强化核查指导。按照

“三落实”“三精准”“三保障”标准和要求，逐
村逐户逐人逐项核实排查，通过实地走访、
入户核查等形式，对8个苏木乡镇87个嘎查
村的7800户建档立卡贫困户、655户边缘
户、192户监测户进行全方位地毯式的普查
摸底，做到不漏一户、不落一人。

该旗坚持问题导向，采取集体会商决
策、小组分析研判、边查边改原则，梳理共性
问题和个性问题，建立问题台账，明确整改
责任，强化督导问效，对普查摸底不彻底、工
作走过场、整改不落实的从严追责问责。

察右后旗

开展脱贫攻坚对标摸底
大排查

近日，记者来到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只
见城市乡村草木繁盛、树影婆娑，今春栽植
的树苗已经长出嫩嫩的枝叶，处处生机勃
勃。据临河区林业工作站站长杜俊叶介绍，
临河区总土地面积349.35万亩，林业用地面
积66.7万亩，其中有林地面积50.6万亩，活
立木总蓄积量 344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
16.4%。

近年来，临河区统筹推进城乡一体化森
林生态体系建设、林业生态扶贫、林业产业
发展和森林城市（城镇）建设，全面提升全区
造林绿化水平。2020年，临河区造林绿化
任务6万亩，造林绿化重点是通道绿化、设施
农业园区绿化等。同时，继续加强森林病虫
害防治及绿地养护、森林资源保护等工作。

赤峰市巴林左旗以山地地貌类型为主，
种植山杏树有多年的传统。虽然当地山杏
生态效益显著，但经济效益差，农民守着“绿
水青山”却鼓不起腰包。

将资源优势、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

势、发展优势，让生态更美、百姓致富，巴林
左旗上下求索。为了让农民赚上“生态钱”，
该旗因地制宜强“特色”，在山杏树上嫁接扁
杏，提高了杏扁产量，提升了经济价值。随
着山杏和扁杏产业结构调整力度不断加大，

该旗形成“山杏+扁杏”的“杏扁”产业体系，
山更绿了，农民也有了挣钱的门路。

在“杏扁”产业的成长过程中，政府科学
的规划引导及种植大户等的带动起到了重
要作用。在政府的引导和支持下，巴林左

旗“杏扁”产业逐渐形成规模和体系。农业
发展有着自己的规律，单打独斗难成气候，
在能人、合作社的带领下抱团发展，“杏扁”
产业“战斗力”越来越强，抵御风险的能力
也提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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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栽的树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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