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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石向军

“我家是高标准农田政策的受益
者。”通辽市开鲁县三星村村民纪宪忠
一见到记者，就打开了话匣子。如今，
他家的66亩地已经全部改造为高标准
农田。没改造之前，每到农忙时，他和
妻子没日没夜地在地里忙。如今，夫妻
俩在家中悠闲地看电视、刷微信，地里
的玉米也可享受到滴灌水的滋润，种地
原来也可以这样轻松。他逢人就说：

“咱们一定能过上高标准的好日子！“
针对农业基础设施较为薄弱的现

状，我区近年来大力开展以高效节水
为重点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降低水资
源消耗，破解农牧业发展的刚性约束，
从根本上践行和实现“节水优先、量水
而行”，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2019
年底，全区建成高标准农田 4285 万
亩，高效节水2755万亩，项目区实现
节水 64%、节电 30%，减少化肥用量
25%、农药用量40%，亩均增产90公
斤以上，每亩还减少用工3个，可节约
人工费用450元，大大提升了生产效
益，降低了农业面源污染。

千里平畴好作画。近年来，通辽

市坚持节水优先，水、田、林、电、路、
渠、农技“七配套”，积极探索，综合施
策，推进高标准农田试点建设，在解决
通辽“既产粮又缺水”发展瓶颈的同时，
也为全区实施高效节水农业提供了更
多的模式和经验。在开鲁县50万亩高
标准示范区，一条条笔直宽阔的机耕
道，一块块平整肥沃的大田，既让我们
看到了集中连片规模化种植的壮观，
更展示出高标准农田“七配套”的魅
力。通过实施浅埋滴灌、膜下滴灌等
节水措施，农户土地得到整合，新增耕
地比例超过2%，项目区提高灌溉水利
用率15个百分点，取得了“五省四减三
增两促进”的综合效益，实现了均匀灌
溉、快速灌溉和水肥一体化精准管理。

开鲁县三星村村支书张宝军告诉
记者，高标准农田最大的好处就是省
时、省水、省工。之前的耕地轮浇耗费
大量人工，有时一天一夜都得守在地
里，而现在打开滴灌阀门8个小时就
能浇好一块地。在节水方面，之前的
大水漫灌每块地至少需要80吨水，而
现在仅需52吨水。最关键的是，高标
准农田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原来各
家田里沟沟壑壑不少，经过改造整治，
每10亩农田中就能多利用1亩地，仅

此一项，农民可增收1800斤粮食。
今年，自治区政府将高标准农田

建设和盐碱地改良写进政府工作报告
作为重点工作推进，制订了工作流程
图、时间表，倒排工期，狠抓落实。据
自治区农牧厅种植业处处长胡有林介
绍，我区抢抓春季施工窗口期，加快推
进800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自治区
政府安排专项资金2.48亿元，在河套
灌区、土默川灌区和西辽河灌区6个
旗县区，开展了12.2万亩中度、重度盐
碱化耕地改良试验示范。

“盐碱黑碱马尿碱，坑坑洼洼捞咸
盐”，这是巴彦淖尔市五原县盐碱地的
真实写照。探索开展盐碱化耕地改良
以来，我区在巴彦淖尔市五原县等地
区进行盐碱地改良试验，已完成改良
约150万亩，其中建成高标准农田30
万亩。巴彦淖尔市农牧局副局长辛军
告诉记者，巴彦淖尔市将盐碱地改良
与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一体规划、一
体推进，力争让新增的农业生产能力，
相当于再造一个“河套”。据了解，目
前全市改良盐碱化耕地133万亩，亩
均增收500元以上，受益农户4.5万户

说起盐碱地改良带来的好处，五
原县隆兴昌镇同联五队村民张培军最

有发言权，“我家有20多亩地盐碱化
特别严重，平时看上去白花花的，夏天
下过雨，水渗不下去也排不出去，每年
白白投入不少钱，种啥也不长。今年
政府给出钱改造，又是往地里放脱硫
石膏，又是用改良剂，还挖了暗管排
盐，我看这 20多亩地今年至少能收
8000斤葵花，按去年的葵花每斤3元
的价格，我还能多收入2万多。”

本着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原则，全
区农牧部门努力克服疫情影响，选好
高标准农田实施区域，进一步完善规
划，加快项目进度，优先在“两区”和永
久基本农田保护区、在干部群众积极
性高、地方投入能力强以及贫困地区
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支持种粮大户、
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组织和农业企业
等新型经营主体，促进生产方式转变
和规模化经营，全力保障粮食安全。

据了解，今明两年，我区还将向国
家争取1000万亩的建设任务，届时，
内蒙古高标准农田面积可达6000万
亩，仅此就能稳定 600 亿斤粮食产
能。2022年，盐碱化改良的6个试点
旗县可形成不同区域、不同模式成熟
的盐碱化耕地改良技术，全区盐碱化
耕地改良也将实现历史性突破。

“咱们一定能过上高标准的好日子！”

□本报记者 韩雪茹 实习生 马文基

绿树成荫，生机勃勃。7月初，记者走进
位于赤峰市喀喇沁旗西桥镇的吉旺农牧业专
业合作社林果种植基地，只见漫山遍野的果树
俯仰生姿，美不胜收。山坡上，几名工人正一
手拿着剪子、一边扶着树枝进行疏果。

“疏果是为了保障营养供应，提高果实的
质量。你看树下面，还种着中草药呢，除了产
出水果，销售中草药又是一笔收入。”合作社理
事长陈梁说。

绿色是本色，生态是财富。多年来，喀喇

沁旗大力发展经济林产业，绿水青山产金出银
的能力越来越强。吉旺农牧业专业合作社就
是其中的一个代表。

2013年5月，陈梁带头成立了吉旺农牧业
专业合作社。合作社注册资金500万元，当地村
民以土地入股形式，把种植果树的林地交由合作
社统一管理经营。除了支付土地租赁费用，合作
社还将林果收入按比例给入股群众分红。

几年来，合作社对村民入股的900亩果树
进行重点打造，又流转300亩土地发展林果产
业，使合作社林果种植面积达到1200亩，栽种
了苹果梨、苹果、安国梨、寒红梨 4个品种。
2019年，合作社林果产量达到200吨，远销辽

宁等多个地区，实现收入30余万元。据测算，
1200亩果树全部进入盛果期后，年产量将达
到3000吨，可实现销售收入1200万元。

“2019年，我们为群众分红12万元，支付
土地流转费用 15万元。坚持走生态发展路
子，让群众吃好生态饭，是合作社不变的宗旨
和追求。”陈梁说，为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
的最大化，合作社在发展林果产业的同时，利
用果园的林间空地，尝试种植中药材苍术，探
索树上树下同步发展、果树药材共同经营的立
体发展生态模式。

据介绍，今年合作社又建设了20亩苍术育
苗基地，可满足400亩林地的种植需求。林地

上种植的中药材由合作社统一提供苗木和技术
支持，入股农户负责田间拔草等简单作业。中
药材收入按4：6的比例为群众分红。这样算下
来，每亩中药材能为群众分红2万元。

赤日炎炎下，合作社新建的保鲜库异常清
凉。库里储存着一箱箱摆放整齐的苹果，虽然
已储存了数月之久，但依然色泽鲜艳，口感香
甜。这是合作社实现由单一种植型向产工销
一体化的全产业链转变的一次尝试。

保鲜库外，贫困户于长海正在忙着清理杂
草。“我在合作社打工两年多了，家门口就业，
顾家挣钱两不误，每年光打工的收入就有1万
多块钱。”于长海说。

据了解，这个保鲜库是合作社去年根据林
果产业实际和市场状况，争取“扶强带贫”产业
扶贫项目支持建设的。项目总投资210万元，
其中政府“扶强带贫”项目补贴93万元，建设
面积 3056 平方米，可储存水果、蔬菜 3000
吨。正常情况下，按每吨100元保管费计算，
可实现经济收入30万元。

吉旺农牧业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只是该旗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一个缩影。近年来，
该旗在提升产业层次和内涵上下功夫，因地制宜
强化项目规划，进一步密切龙头企业与农牧户利
益联结机制，引导农牧业产业向集中集聚集约发
展，真正实现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双赢。

端上“生态碗” 吃上“绿色饭”

夏日的喀喇沁旗，满眼绿色，令人陶
醉。近年来，该旗持续发挥中药材、硬果番
茄、种鸭肉鸭等传统产业优势，强化招商引
资，提升质量效益，着力打造全域绿色农业
生产基地，种植结构整体呈现出“市场导向、
突出特色、内外联动、延伸链条”的格局。

通过生态领航让群众增收是喀喇沁旗绿
富同兴的不变宗旨。从发展林果产业到实施
林果、中药材立体种植；从林果分红到种植中
药材分红，再到依托保鲜库进行保管收入分
红，该旗依托吉旺农牧业等专业合作社，在推
动“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道路上不断开拓

新路径、尝试新模式。而这并不是个例。
在采访过程中，记者看到济林产业“产

金出银”的能力越来越强，也感受到了农牧
民增收致富的心气很足。在蒙一川羊肚菌
种植专业合作社，绿色无污染、无农药的理
念贯穿种植过程。绿野种植专业合作社注

册的“乃林黄金地”牌小米通过了国家绿色
食品认证，合作社还被确定为绿色食品生产
基地……这些合作社依靠绿色立身，通过订
单农业、土地流转、土地托管、承包经营、产
业帮扶、提供就业等方式，串起增收黄金链，
让农牧民在产业链上增收。

■〖农牧·E关注〗 EGUANZHU

本报7月20日讯 （记者 袁溪）记者
从自治区农牧厅获悉，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
贯彻落实《乌兰察布市2020年马铃薯脱毒
种薯补贴实施方案》，启动马铃薯脱毒种薯
补贴工作。据了解，全旗共1510户购买马
铃薯原种45348.8吨，种植面积34万亩；购
买原原种 9210.74 万粒，种植面积 1.89 万
亩。品种以冀张薯 12 号为主，共购入
17310吨，占总购种量的48.9%；参与供种
企业32家。

本报7月20日讯 （记者 李晗）记者
从自治区扶贫办了解到，近日，呼伦贝尔市鄂
温克旗红十字会连续走进5所学校开展“脱贫
攻坚、爱心圆梦”助学金发放活动，对旗第一实
验小学、第二实验小学等本旗9所学校建档立
卡贫困家庭的43名寄宿生进行了资助，共计
发放助学金2.15万元，用于改善贫困生的学
习和生活。据了解，此活动自2017年开展至
今，旗红十字会共对520名学生发放助学金
32.2万元。

本报7月20日讯 （记者 钱其鲁）记
者从自治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获悉，近日，乌
兰察布市发改委在集宁区中心广场组织开展
了以“消除事故隐患，筑牢安全防线”为主题的
粮食行业“安全生产月”暨“安全生产万里行”
宣传活动。此次活动紧紧围绕粮食行业安全
储粮和安全生产两个关键环节，结合家庭储粮
和粮食质量安全等相关知识，通过展板、宣传
册、条幅标语等多种形式进行了广泛宣传，发
放安全储粮和粮食质量安全相关宣传册100
多本。

□本报记者 施佳丽 实习生 赵哲 摄影报道

仲夏时节，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吉格斯太镇
梁家圪堵村瓜果飘香。大棚里，香甜的小柿子、
饱满的葡萄挂满枝头，脆嫩的黄瓜、圆圆的西瓜
喜获丰收。

种植户周永清正在查看西瓜长势，他高兴地

说：“这边西瓜还在热销，那边棚里的葡萄即将上
市，今年的收益肯定差不了！”

梁家圪堵村只是个缩影。近年来，吉格斯太
镇以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为目标，结合自身特
色优势，多措并举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积极探索
发展瓜果、牧草、油料、小杂粮等特色产业，按照
稳粮扩经、增饲促牧、特色增效的发展思路，推动
主导产业规模化，特色产业多元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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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7 月 20 日讯 （记
者 赵弘）记者从自治区扶贫
办获悉，2015年至今，随着健
康扶贫工程的深入推进，呼和
浩特市相继出台了健康扶贫
实施细则，大病集中救治一
批、慢病签约管理一批、重病
兜底保障一批的“三个一批”
行动计划，专项救治病种从最
初的10种（含白内障）增加到
25种。今年，又将风湿性心脏
病、卵巢癌、膀胱癌、肾癌、严重
精神障碍5种疾病纳入专项救
治范围，专项大病病种扩大到
30种。

近几年，呼和浩特市贫困
人口免费体检、慢病患者享受
免费定期送药、为贫困人口购
买健康商业补充险、县域内住
院免押金、先诊疗后付费等倾
斜政策、措施的实施，使呼和
浩特市的贫困人口患病人数
大幅降低，贫困患者得到有效
救治，医疗费用个人支出大幅
减少，贫困家庭医疗负担明显
减轻，有效遏制了贫困人口因
病返贫。

到 2018 年年底，呼和浩
特市基本完成了“减存量、控
增量”的目标。2019 年 4 月
18日，呼和浩特市国家级贫困
县武川县和自治区级贫困县
清水河县退出贫困旗县序
列。2019 年 12 月 3 日，呼和
浩特市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
部脱贫。

呼和浩特市

贫困家庭
医疗负担明显减轻

本报 7 月 20 日讯 （记
者 韩雪茹 实习生 常能
嘉）记者从自治区农牧厅获悉，
今年，赤峰市翁牛特旗以“科技
大下乡”为契机，全力提升农机
化作业水平。

该旗以保护性耕作、机械
化深松、基层推广体系改革与
建设项目为依托，组织科技人
员深入农村牧区开展农作物膜
下滴灌（无膜滴灌）机械化播
种、保护性耕作、甜菜生产全程
机械化、水稻高速插秧和机械
化深松联合整地等新机具、新
技术的推广与田间作业指导。
还利用培训班、现场会等形式
集中开展培训，通过送教下乡
等各种便民服务措施，突出抓
好农机服务组织和农机大户，
努力做好各类实用操作技术的
培训工作，切实提高农机操作
手的业务能力。通过以上措
施，充分发挥机具的效能，让新
机具、新技术真正起到以点带
面，辐射带动全旗农机化作业
水平。截至目前，翁牛特旗已
推广机械化深松整地10万亩、
玉米膜下滴灌机械播种55万
亩、农牧业机械保护性耕作1
万亩、甜菜机械化种植 17 万
亩、机械插秧20万亩。

翁牛特旗

全力提升
农机化作业水平

□本报记者 赵弘

6月的扎兰屯市达斡尔民族乡九村，漫山遍
野的芍药花竞相绽放，师卫国看着自家70多亩
芍药笑得合不拢嘴，他高兴地说：“芍药全身都是
宝，根儿是中药，籽和芍药花都能卖钱。这多亏
党的政策好，给我们送来了引领致富的帮扶干
部，带着我们种芍药、奔小康。”

据了解，2014年以来，扎兰屯市委组织部以
党建为抓手促进脱贫攻坚各项工作，共派出
3766名帮扶干部相继与贫困群众结对子，带动
了农民持续稳定增收。

市教育培训中心副主任、帮扶干部明哲是
2016年与师卫国一家结对的。师卫国一家土地
较少，他又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前些年承包300
亩土地种植农作物，结果连续3年收成不好，不
但没挣到钱，反而欠了50多万元外债。孩子考
上大学后，学费还没着落，一家人一筹莫展。明
哲入户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积极宣传国家帮扶政
策，精心帮他拟定帮扶计划，从教育扶贫、产业扶
贫入手，先帮助申请教育扶贫政策，每年补助1
万元学杂费，解决了孩子“上学难”这个问题，同
时帮助谋划产业，弥补了“增收难”这个短板。

结合扎兰屯市产业扶贫政策，明哲鼓励师卫
国一家利用自家闲置的荒山资源，种植市场前景
比较好的中草药——芍药，预计每亩年收益在
6000元以上。从来没种过药材的师卫国心里没
底，为解决他“不会干”的问题，明哲联系科协派
出中草药种植专家现场进行培训指导，帮助他打
消顾虑，燃起致富信心。

经过4年的不懈努力，如今师卫国不仅还清
了外债，还顺利脱贫致富。看到师卫国种植中草
药带来的效益，周边10多户贫困群众也跟着种
植，目前仅芍药种植面积就达200余亩。

据了解，当地党委政府、村两委立足于发挥
好特色主导产业引领带动作用，鼓励贫困群众继
续扩大芍药种植面积，还增加种植苍术、白鲜皮、
桔梗等药材，打造产业扶贫抱团发展新业态，推
动产业扶贫从单干走向合作，从分散走向集约。

芍药花开幸福来 梁家圪堵村瓜果“甜蜜”上市

西瓜西瓜。。

葡萄熟了葡萄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