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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慧玲

“这个羔子今天几点下的？”
“8点钟我给接生的，羔子大，

不好下。”
正值合同沟村肉羊养殖场保

羔产羔季节，这是养殖场一年中最
关键的时候，问话的人张云清每天
都要来这里看看产羔情况。

张云清是包头市生态环境局
派驻固阳县怀朔镇合同沟村第一
书记。驻村两年多来，他坚持用真
心聆听百姓心声、用耐心服务百姓
难处、用细心为百姓办事，扎根一
线，用情扶贫。“羊的利润主要靠羊

羔。村委会和驻村工作队轮流排
班，每天来这儿值班，有时候半夜
起来帮忙接羔子。”张云清说。

肉羊养殖场是在张云清的大
力推动下建设的村集体经济项目，
总投资38万元，于2019年投入运
营，目前有母羊 150只、羊羔 130
只，预计到 2020 年底保底收入 7
万元。他说：“70%的利润用在贫
困户身上，30%可以搞一些村里的
公益事业和基础建设。”

52岁的张云清是土生土长的
固阳人，驻村以来，他走村入户，深
入了解贫困户致贫原因，带领驻村
工作队和村两委通过大力发展产
业，帮助贫困群众脱贫增收。他自

掏腰包4.3万元，为村民垫资发展
畜禽养殖。贫困户郝明就是在张
云清的帮助下搞起养殖的。65岁
的郝明因病致贫，不能干重活儿，
张云清多次上门鼓励他养羊。
2018年，郝明购进10只基础母羊，
每只羊市场价1300元，政府补贴
600元，张云清垫资500元，他自己
只拿200元。通过两年多的发展，
郝明家的羊已经发展到40多只，
仅这一项，每年收入超过2万元。

“贫困户脱贫的脚步加快了。”
合同沟村党支部副书记郭玉明说，
在张云清的帮助下，全村10户贫
困户有8户发展起养鸡、养羊和养
猪等产业，收入明显增加。

为了方便开展工作，张云清把
家也搬到了合同沟。去年，为了支
持丈夫驻村扶贫，张云清的妻子张
巧莲退休后也跟着丈夫来到合同
沟驻村。丈夫在一线扶贫，她在后
方做好后勤保障。

有了妻子的鼎力支持，张云清
的干劲更足了。在他的带领下，合
同沟村如今不仅有了集体经济项
目，家家有到户产业，还引进龙头企
业带动散养鸡、蛋鸡养殖。同时，全
村退耕还林4.5万亩、退耕还草0.45
万亩。通过落实产业扶贫、生态扶
贫、政策兜底等措施，合同沟村11
户21个贫困户年人均纯收入近万
元，全部实现持续稳定脱贫。

家也搬到了合同沟

本报6月14日讯 （记者 施佳丽）记者从
自治区林草局获悉，截至目前，包头市春季造林
绿化工作基本结束，按计划共完成人工植苗造林
2.07万亩、人工种草24.99万亩，为确保完成全年
造林种草绿化任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今年春季，包头市林草局努力克服疫情带来
的人工短缺、种苗物资调运受阻、造林成本提高
等困难，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春季造林开展，退
耕还林还草、京津风沙源治理、天然林保护、草原
保护修复等重点林草生态工程建设按计划实
施。结合疫情防控形势，采取线上和线下相结合
的方法，及时下达造林种草任务，组织指导各地
区科学复工复产，合理落实造林种草绿化任务，
并加强线上技术指导和培训。同时，组织种苗、
木检、森防、草原等专业部门，采取执法宣传与执
法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深入宣传林业和草原相关
法律法规，加强对外来种苗、木材的检查检疫，防
止林草重大有害生物入侵和违法违规行为发生，
保障造林种草安全。

植树造林，三分靠种，七分靠管。包头市林
草局大力开展以大青山南坡、G6高速、110国道
沿线和重点区域绿化为重点的春季造林后期管
护工作，共实施浇水、除草、涂白、修枝、清理枯死
树木、补植补造等抚育管护38万多亩。

包头市

完成春季造林种草任务
27万亩

本报6月14日讯 （记者 韩雪茹）记者从
自治区扶贫办获悉，赤峰市巴林左旗广泛动员全
社会力量参与脱贫攻坚，不断开创社会扶贫工作
新局面，让更多的社会群体参与社会扶贫，为巴
林左旗脱贫攻坚工作提供有力支持。

巴林左旗围绕壮大村集体经济、调动本地区
种养专业合作组织利用自身优势加快发展以及
完善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等目标，探索完善

“项目+企业捐资式”“企业+贫困户受益式”“社
会组织+贫困户”“助力乡村振兴+无偿捐建”4种
模式，激发农村牧区经济发展活力，实现造血式
扶贫。目前，巴林左旗旗内外78家企业与11个
苏木乡镇71个贫困嘎查村进行了精准对接。

该旗还以激发群众内生动力为目标，充分调
动贫困群众向上向善、脱贫致富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在全旗所有行政嘎查村都建设了“爱心超
市”，实现了“爱心超市”的全覆盖。通过运行“爱
心超市”有效调动了困难群众自力更生、自我发
展的信心和志气，树立了勤能补拙、勤劳致富的
良好导向。

巴林左旗

激发社会扶贫新动能

本报6月 14日讯 （记者 施
佳丽）记者从自治区林草局获悉，近
日，我区下达同意建立4处自治区级
湿地公园的批复，巴彦淖尔市申请的
3个自治区级湿地公园全部在列。
巴彦淖尔市将按照“全面保护、科学
修复、合理利用、持续发展”的原则，
采取多种措施不断加强湿地公园的
保护管理，维护湿地生态系统结构与
功能的多样性，增强湿地生态系统服
务功能，建立湿地资源动态监测长效
机制。

本报 6月 14日讯 （记者 李
晗）记者从自治区林草局获悉，今年
以来，兴安盟科右前旗坚持“生态建
设产业化、产业发展生态化”的思路，
在落实林业项目的同时充分与林果
赏花采摘、林业观光旅游、林下产业
发展有机结合。截至目前，该旗营造
林项目任务已完成100%，其中退耕
还林工程1.5万亩、三北防护林工程
4万亩、重点区域绿化0.98万亩、果
树经济林3万亩、义务植树0.6万亩、
森林抚育3.3万亩。营造林项目主要
集中在省际通道、乌阿一级路沿线，
以“乌阿海满”黄金旅游线、省际大通
道为轴心向外围辐射，突出打造精品
亮点工程。

□本报记者 赵弘

“今年我的葡萄至少能卖6万多元，
比去年增收3万多元，葡萄大棚就是我的
致富养老棚。”通辽市科左后旗努古斯台
镇雅莫嘎查蔬菜大棚葡萄种植户欢喜
说。欢喜年过七旬，古道热肠，从不服
老。葡萄从定植、浇水、施肥、枝梢修剪等
各个环节，她样样亲力亲为，还将自己种
植葡萄的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其他种
植户。

2018年，欢喜在镇政府举办的实用
技术培训班上受到启发，觉得种植葡萄会
有更好的收入，就带着她的姐妹们开始了
葡萄藤上的致富路。欢喜也从当初不懂
葡萄种植技术的门外汉，成为今日地地道
道的葡萄种植行家，成了雅莫嘎查的葡萄
种植大户和致富带头人。现在，雅莫嘎查
共建设了48座蔬菜大棚，每座大棚都在
200到300平方米，葡萄每平方米能栽植1
到2棵树，每棵葡萄树能产10到15斤葡
萄。按市场价估算，每棵葡萄平均收益50
到75元，蔬菜大棚每年能为村民增加2到
3万元的收入。

近年来，科左后旗设施农业取得前所
未有的发展，建成设施农业面积3.646万
亩，其中温室1.282万亩、大棚2.364万亩；
建成小区17个，面积0.2273万亩。目前，
全旗年产设施蔬菜5469万公斤，占全年
蔬菜产量的65.1%，基本上满足了旗内夏
秋两季蔬菜需求，缓解了冬春两季蔬菜供
应紧张的局面。同时，品种也由过去单一
的蔬菜为主转变为蔬菜、食用菌和反季鲜
果等多种经营，设施农业效益逐年提高。

设施农业富农家

□本报记者 钱其鲁

近日，记者来到位于巴彦淖尔市临河区狼
山农场的李昂家庭农场，800多亩翠绿的甜菜
根粗叶壮、长势正旺。

“去年，我的农场发展葫芦套种葵花新型
种植模式，实施‘四控’，减少了成本和污染，亩
均效益比之前提高三四百元，1000亩地挣了
大几十万！”37岁的农场主人李来喜说，“今年
在政府的引导下，我又尝试发展甜菜种植，这
是巴彦淖尔20年来首次种植甜菜。签订了甜
菜订单，今年种地的效益应该会更好。”

据临河区农牧局副局长何忠萍介绍，李昂
农场的种植项目充分体现规模化经营和套田
优势，实行规模化种植、机械化作业、集约化管
理、标准化生产，可大大降低生产成本，有效提
高生产资料利用率，真正实现了节本增效。

“农场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扶持和引导。
除了种植模式的推广和指导，政府还给予了控
肥控水政策补贴。去年，我的农场被评为临河
区示范农场，获得了8万元的奖补。”说起农场
的快速发展，李来喜感触颇深。

近年来，临河区结合实际出台相应举措，
大力开展示范创建，设置专项奖补资金，引导
当地新型农牧业经营主体加快发展。在政府

引导、政策鼓励、农民参与和企业带动共同作
用下，临河区各类新型农牧业经营主体发展态
势良好，呈现出发展速度较快、经营方式灵活、
土地流转规模化、辐射带动作用明显等特点。

“农场其他人看到我用滴灌技术效益好，
也纷纷搞了起来。没有资金搞深埋滴灌，他们
就铺设滴灌管搞简易滴灌，也能起到节水节肥
作用，今年光我们村就多了1000亩滴灌田。”
李来喜说。

不同于李昂农场的田园风光，位于八一乡
的明诚种养专业合作社则是另一派景象。高
大的圈舍内，几百只羊正在吃草，其中一些身
材高大、体格匀称的羊格外引人注目。45岁

的合作社理事长秦勇说：“湖羊与杜泊羊杂交，
这种杂交羊肉质好、多胎率高、成活率高、生长
速度快、经济效益好，是我们合作社今后大力
发展的方向。”

2014年 3月，秦勇带领35家养殖合作社
成立了临河区肉羊养殖协会，聘请国内知名专
家、农牧业技术人员到现场进行培训和指导，
提高养殖户牲畜分类管理、疫病预防、市场营
销等方面知识，还组织会员到外地考察，学习
先进的管理及养殖技术。截至目前，协会共有
600多户会员，先后安置下岗职工160名，为
500多名城镇待业青年和社会闲散劳动力提
供了就业场所。秦勇说，在协会的发展过程

中，政府提供了5亿多元的贴息贷款，发放了
价值700多万元的种公羊，对棚圈建设也给予
了补贴。

据统计，截至2019年底，临河区新型农牧
业经营主体累计达到4128个，其中农民专业
合作社980个、家庭农牧场681个、种养大户
2380户、农牧业龙头企业87个，新型农牧业
经营主体覆盖86%的农户，约有5.2万农户参
与产业化经营，占总农户的 86.7%。何忠萍
说，现在，临河区成为国家和自治区重要的粮
油商品、名优特绿色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和国家
级现代农业示范区，与新型经营主体的发展壮
大密不可分。

临河区86.7%的农户参与产业化经营——

新型经营主体，搅动一池春水

本报6月14日讯 （记者 李晗）记者从自
治区供销合作社获悉，为畅通农畜产品销售渠
道、开展消费扶贫，呼和浩特市武川县供销合作
社积极开展京东“中国特产—武川馆”建设工作
并于近日上线运行。

京东“中国特产—武川馆”由武川宝贝多多
科技有限公司承接运营，在武川县供销合作社的
大力支持下，完成了首批企业的认定和商品筛选
工作以及上线前的资质审批、产品审核、宣传策
划等工作。截至目前，“中国特产—武川馆”初期
上线了巧妈妈、武加、禾川、吃乐川等品牌农特产
品。下一步，武川县供销合作社将进一步完善产
品类别、丰富产品内容，建立健全产品追溯机制，
挖掘和培育适合电商销售的特色农产品，大幅提
高线上销售量，为武川县优质农特产品提供长期
稳定的电商销售平台。

京东

“中国特产——武川馆”
上线运行

本报6月 14日讯 （记者 李
晗）记者从自治区林草局获悉，近日，
呼伦贝尔市林草局海拉尔分局在海
拉尔国家森林公园开展了以“爱鸟新
时代，共建好生态”为主题的爱鸟周
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向市
民发放宣传品、环保袋，宣传爱鸟周
相关知识，并邀请市民参与横幅签
字。通过积极引导市民参与关注保
护鸟类，提高全社会爱鸟护鸟以及野
生动物保护意识。

培育新型农牧业经营主体，发展农牧业适
度规模经营，是推进农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的重大举措，是加快农牧业现代化的战略选择，
对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特别是其中的产业兴旺
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临河区的新型农牧业
经营主体发展已经有了题中之义，呈现出欣欣
向荣之态。不论是土地规模化流转带来的机械
化生产效率更高、成本更低，实施“四控”带来的
污染降低，新技术新模式的推广应用，还是服

务、带动农牧民参与到产业化进程，甚至脱贫攻
坚，新型经营主体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诚然，目前我区新型农牧业经营主体还在
发展之中，依然存在着产业单一、品牌建设不
够、标准化生产水平不高等问题，需要各级政府

进一步加大政策和资金扶持力度，加强培训和
引导，推动其通过调整生产经营方式、加大科技
投入、加快品牌化建设，生产高质量农畜产品，
带动广大普通农户共同推进农牧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强大动能。

◎画中话·HUAZHONGHUA

盐碱地里“种”对虾
□本报记者 张慧玲 实习生 曹敦美

5月末，鄂尔多斯市杭锦旗吉日嘎郎
图镇光茂村，200亩虾塘开始投放虾苗。

吉日嘎朗图镇位于杭锦旗北部、黄河
几字湾南岸，利用黄河水养殖南美白对虾
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该镇盐碱地多，大片
盐碱地被荒废闲置无法有效利用，已成为
制约发展的瓶颈。吉日嘎朗图镇在持续
的探索与试验中发现，在盐碱地中开挖池
塘，养殖水产可以有效降低地下水位，土

壤中的盐分溶到水塘后盐碱成分会明显
下降。

有资料显示，开挖 100亩池塘就可
以恢复周边耕地 60亩。杭锦旗现有闲
置未利用严重盐碱化土地约10万亩，能
建虾塘 7万亩左右，需利用黄河水资源
约7000万立方米。全部投产后，年产值
可达7亿元左右，利润3亿元左右，同时
还可以治理改造水塘周边60%左右的盐
碱地。

吉日嘎朗图镇引进东烁商贸有限公
司发展南美白对虾养殖，2019年流转土

地210多亩，养殖的白对虾亩产400斤，
按2019年市场价每斤25元计算，亩产值
1万元，每亩利润0.4万元，经济效益十分
显著。今年，养殖规模扩大到2000亩左
右，目前已投放南美白对虾苗约 420万
尾。

据悉，吉日嘎朗图镇将按照“党支
部+公司+合作社+养殖户”模式，由东烁
商贸有限公司提供虾苗、技术等，由合作
社牵头整合水产养殖资源，带动周边水产
养殖户发展南美白对虾养殖，推动产业结
构优化升级和农牧民增收。

虾苗虾苗。。

虾塘虾塘。。

观察观察。。 投放投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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