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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钱其鲁

小暑时节，走进兴安盟突泉
县太平乡五三村，家家户户门前
屋 后 的 院 子 里 种 满 了 玉 米 、大
葱、黄瓜、豆角，满眼绿色惹人欢
喜，抵消了不少暑意。还有一些
地刚收获完毕，打理出整齐的田
垄。

66 岁的许贺春家院子里堆
着很多编成辫子的紫皮蒜，一根
蒜辫编了一百头蒜。“我们村的
蒜现在供不应求。小的一头能
卖四五毛，大的能卖一块钱，如
果经过包装，大的一头能卖一块
多，有的还卖到了北京。”作为村
里的种蒜能手，许贺春话语中透
着一些自豪。

许贺春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村 民 的 院 里 都 有 地 ，春 天 种 上

蒜，先能收获一茬蒜苔，然后收
获紫皮蒜，再种一茬大白菜。一
亩 地 施 900 元 的 农 家 肥 ，蒜 种
2000 元 ，电 费 300 元 ，白 菜 籽
100 元，需要投入 3300 元。而一
亩地可以产蒜 2 万头左右，按每
头 5 毛钱算，能卖 1 万元；亩产蒜
苔 400 斤左右，每斤 5 元，收入
2000 元;二茬种白菜可以收 2 万
斤左右，每斤 2 毛钱，收入 4000
元。总共毛收入 1.6 万元，除去
成本，纯收入能达到 1 万以上，相
当于种十几亩大田的收成。

据太平乡党委书记杨宝田
介绍，庭院里种植紫皮大蒜实现
了“一年忙半年，半年两份钱”，
劳动强度不高，效益还好，特别
适合劳动能力差的老人和贫困
群众。发展好庭院经济，能为当
地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奠定坚
实的基础。乡里还准备引进生

产线，对大蒜进行精深加工，提
高其附加值，进一步增加农民和
村集体的收入。

近年来，突泉县从各村实际
出发，大力发展特色产业，构建

“一村一品”的产业格局，以此作
为 调 整 农 业 结 构 、促 进 农 民 增
收、带动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助推
器，并引导全县群众利用庭院有
限空间发展庭院经济，把农家庭
院的“弹丸之地”建成脱贫致富
的“后花园”。同时，发动农技人
员和土专家对农民进行培训，帮
助 他 们 掌 握 技 术 ，提 高 生 产 水
平。

许贺春就是村里的农技推
广员，经常给本村和其它村子村
民讲紫皮蒜种植技术。现在，全
村有 200 多农户在自家庭院种紫
皮蒜，面积达 300 亩，农户人均增
收 5000 元。五三村的建档立卡

贫困户 29 户 56 人，现已全部脱
贫。

66 岁的王金霞是五三村的
建档立卡贫困户。目前她种蒜
半亩多，能收入四五千元。“我家
脱贫跟种大蒜有很大关系。许
贺春经常给予指导，驻村工作队
和村干部还帮我种。紫皮大蒜
成了我家脱贫的‘紫富美’。”她
笑着说。

目前，突泉县共有庭院经济
经营户 42475 户，户均庭院面积
800 平 方 米 以 上 ，带 动 了 全 县
11703 户 建 档 立 卡 贫 困 户 中 的
7749 户发展庭院经济，覆盖全县
66.2%的贫困人口，形成了太平
乡五三村紫皮蒜种植、突泉镇新
生村葡萄种植、杜尔基镇东泉村
香瓜种植、水泉镇水泉村手工编
织、学田乡利民村芦花鸡养殖等
较为成熟的庭院经济发展模式。

庭院小蒜头成了脱贫“紫富美”

□本报记者 施佳丽 实习生 边俊杰

夏日，走进清水河县，犹如走进了一幅灵
动秀美的绿色画卷：远处青山如黛、层恋叠嶂，
近处满眼滴翠、生机扑面。

“前几天我下乡途中还看到了孢子呢！”清
水河县委副书记、县长亢永强说。果然，车行
至该县木瓜沟流域，一只棕色白尾成年狍子朝
着路边张望，听到汽笛声，倏地向林木深处跑
去。

树多了，动物就来得多了。“狐狸、野鸡、野
兔，我们上山时经常能看到。”清水河县城关镇
林工站副站长甄红小说。途经韭菜庄乡姚林
沟村时，他跟我们讲起 40 多年前这里的造林

情况。“沟沟壑壑的地貌，种点树真不容易！当
时的县领导挨家挨户做工作、发纸桶，村民在
纸桶里装上土、育成苗，再上山种。”历尽艰难，
曾经的荒山秃岭已成广袤林海。他手指的地
方，落叶松、杨树、油松、榆树错落有致、随风起
伏。

清水河县地处内蒙古高原和黄土高原衔
接地带，长城与黄河在这里握手，生态区位尤
其重要，是黄河中上游地区生态环境综合治理
和“三北”防护林、退耕还林、天然林资源保护
及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的重点建设地区之
一。新中国成立之初，清水河县境内仅残存约
5500 亩 的 天 然 次 生 林 ，森 林 覆 盖 率 仅 为
0.1%。全县 2818.14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水土
流失面积占 96%，风蚀沙化面积达 28%，成为

黄河中上游地区主要的输沙源之一。
面对恶劣的生存环境，全县人民在历届县

委、县政府带领下，踏上了生态建设的漫漫征
程。1999 年清水河县被列为全国生态治理重
点县，2000 年被列为国家退耕还林试点示范
县，天然林资源保护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相继
启动实施。2013 年，县委、县政府结合清水河
县实际，提出了建设“一县三区”的发展目标，
全县围绕建设生态文明县这一主线，全力启动
实施了公路、城区、村庄等为主的重点区域绿
化工程。2015 年，先后组织实施了 209 国道
清水河县至和林段一级公路两侧及沿线扩面、
老牛湾地质公园核心景区及周边山体等重点
项目。

历经几十年艰苦卓绝的生态建设，截至目

前，全县各类林木保存面积达到 129.28 万亩，
森林覆盖率提高到 30.6%，先后获得“全国绿
化模范县”“国土绿化突出贡献单位”等荣誉，
2016 年被纳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2019 年
荣获“全国生态建设突出贡献先进集体”称号。

从一棵树到万亩林，从干旱少雨到绿色蔓
延，绿色已成为清水河县的最美底色。眼下，
这片绿水青山不仅“颜值”亮眼，更是“流金淌
银”的致富工程。

一棚一世界，一院一主题，宏河镇聚宝庄
村在村支部书记王万斌的带领下，由过去全县
出名的贫困村变为全县富裕第一村。

“果树他们帮着种，种活以后树是我的，这
坡梁旱地还给退耕还林补贴。”宏河镇西库伦
图村村民张贵河说的坡梁旱地，如今已成了百

万亩扶贫林果基地，年可实现产值 7 亿元。
曲径通幽、树影婆娑，喇嘛湾镇贾浪沟

成了风光旖旎的天然氧吧，吸引着一批又一
批游客前来观光度假，生态旅游发展得风生
水起。

“ 清水河县位于黄河东岸，我们有保护
生态的责任和义务。”清水河县委书记云霖琼
说，“我们要努力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理念，把生态治理和绿色发展工作抓紧抓
实，一任接着一任干，努力把清水河县建设成
为天蓝水碧、生态良好的新山城。”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如今，走进
清水河县，就像走进一幅水墨画，满眼都是山
清水秀，人们的腰包也在美丽经济的绽放下越
来越鼓。

提升绿色颜值 小山城变成俏模样

艺术创作中的留白，既给作品留有想象
的空间 ，又通过“以无胜有 ”烘托了作品主
题。在生态建设过程中，也需要留白，只有这
样才能给发展和保护都留下更多余地。

生态留白，从空间上讲是为人类开发活动设

定前进尺度，从时间上看是为永续发展设定未来
向度。然而，留白不是停滞，能否把握好留白的
分寸是关键。如若留白太多，势必导致发展的不
充分；而留白太少，则发展将变得不可持续。

生态建设最主要的手段是绿化，无论是

草地林地恢复、矿山修复、荒漠化防治还是城
镇村庄美化，都离不开种树。然而，种树不
难，种活却不容易，在立地条件严重不足的区
域种活更是难上加难。清水河县是出了名的
贫困县，要在有限的经济条件下大规模开展

生态建设需要很大的勇气。
眼下，清水河县因地制宜，不断创新机

制，以生态留白为绿色发展储能，在绿水青山
间探寻发展“最大公约数”，带来了实实在在
的“绿色 GDP”。

□本报记者 赵弘

炎炎夏日，一辆载有万斤瓜果蔬
菜的农产品配送专车从鄂尔多斯市准
格尔旗大路镇苗家滩社区出发，发往
内蒙古民族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一 次 性 销 售 苗 家 滩 瓜 果 蔬 菜 1.3 万
斤，销售额 24320 元，标志着“农校对
接”正式启动了。

“以往我们种菜或多或少带有盲
目性，种出来的菜都是自己拉出去卖，
滞销的很多，一栋大棚也收入不了多
少钱。现在旗里搞了“农校对接”，我
们只需按订单种植，不用在销售上犯
愁了。”准格尔旗大路镇苗家滩社区主
任路占伟介绍。“农校对接”与“精准扶
贫”的有机结合，把贫困户的农副产品
送进学校食堂，省去了中间的流通环
节，大大拓展了贫困地区农产品的销
售渠道。

6 月以来，按照《自治区扶贫办、
教育厅、农牧厅关于在全区公办高校
开展“农校对接”工作的通知》要求，内
蒙古民族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定点
帮扶准格尔旗。大路镇苗家滩社区为
准格尔旗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
安置贫困人口 67 户 172 人，其中 70%
的贫困户参与大棚种植。立足于最大
程度进行减贫带贫，并对照准格尔旗
提供的扶贫产品企业、合作社名录，该
校确定了大路镇苗家滩社区为高校定
点帮扶点，解决了长期困扰农户的“卖
菜难”问题。

扶贫蔬菜
进高校

本 报 8 月 2 日 讯 （记 者
施佳丽 实习生 常能嘉）记者
从自治区林草局获悉，乌兰浩特
市林草局结合乡村振兴战略，今
年重点发展沙果、新苹、李子、安
梨等果树品种，利用林果产业奖
补资金，撬动果农、果企加大投
入，推动林果业产能递增。截至
目前，已投入资金 228 万元，建设
果树经济林 5000 亩。眼下，乌兰
浩特市经济林发展迅猛，发展形
式多样，部分果园已见效益，有力
推进了当地农村经济发展。

本 报 8 月 2 日 讯 （记 者
李晗）记者从自治区供销合作社
获悉，鄂尔多斯市东胜区农通供
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同内蒙古东
粮贸易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近日通过股份制合作模式成立了
鄂尔多斯市东粮益家供销有限责
任公司。该公司以农畜产品深加
工为突破，打造鄂尔多斯市绿色
农畜产品线下体验直营店，建立
联通农畜产品产地到市区销售终
端的销售物流网络。同时，在解
决农村农副产品销售基础上，利
用现有的面粉加工体系以及食品
园区其他深加工产业链，拓宽农
畜产品加工种类，提高农畜产品
附加值，打造具有本地区特色品
牌，促进“网货下乡进村、农货上
网进城”，解决农副产品种类少、
销售难的问题。

本报 8 月 2 日讯 （记者 袁溪）记者从自治区农牧
厅获悉，自治区农业技术推广站专家近日深入武川县示范
区开展田间管理技术指导服务工作。

今年，自治区农业技术推广站承担了内蒙古农牧业科
学院主持的“阴山北麓农牧交错区水资源赋存演变与生态
种植模式研究”项目核心示范区建设任务，项目主要针对阴
山北麓农牧交错区水资源不足，水分利用效率低等问题，根
据旱作农田水资源赋存演变规律与作物需水耗水规律，从
抗旱集雨、节水减蒸、化学调控等方面进行技术突破，开展
马铃薯限量滴灌、燕麦免耕等主要技术研究，探索节水、减
肥等绿色生产技术模式。

示范田由武川县可镇冰不浪村利得种植专业合作社
具体实施，种植面积共 200 亩，其中马铃薯 160 亩，采用滴
灌高垄节水栽培技术；燕麦 40 亩，采用免耕栽培和轮作栽
培方式。专家强调，目前，马铃薯生长已进入花期，要及时
培土，保证水分充足供应并做好病虫害防治工作；燕麦进
入拔节孕穗期，要提高分蘖成穗率，及时中耕培土，视苗情
追肥。同时，要做好病虫害预测预防、田间观察记载和数
据采集，为阴山北麓农牧交错区马铃薯、燕麦节水、减肥绿
色生产技术模式的完善提升提供理论依据。

武川县

探索旱作田节水减肥
绿色生产技术模式

本报 8 月 2 日讯 （记者 钱其鲁）记者从兴安盟突泉
县相关部门获悉，近年来，突泉县认真践行“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实施新一轮退耕还林项目、大兴安
岭及周边地区退耕还林试点项目、“三北”防护林项目、林果
业产能递增项目、森林小镇及森林示范村庄项目等五项重
点工程，加快推进造林绿化工作。今年，全县造林绿化预计
完成10.81万亩，截至目前，已完成人工新造林5万亩。

为确保春季造林成活率和保存率，突泉县在造林绿化
中严把管护关，健全管护制度和措施，充分发挥各类护林
员作用，调动全县 1329 名生态护林员、575 名公益林管护
员全程参与林业重点工程建设和管护工作。同时，对今春
新造林及时进行浇水抚育，部分新果树经济林充分利用节
水灌溉、滴灌等新技术，栽植选用优质、无病虫害、具备“两
证一签”的合格苗木，栽植过程严格按照造林技术规程操
作，采用良种壮苗、深坑整地、坐水栽植、栽后覆膜、苗木根
系利用生根粉处理等抗旱丰产栽培技术，提高造林质量，
确保造林成活率。

突泉县

今年预计完成
造林绿化10.81万亩

本报 8 月 2 日讯 （记者 李晗）近年来，为不断壮大
特色产业，持续推动脱贫攻坚，巴彦淖尔市五原县胜丰镇
积极打造高新科技扶贫产业园，持续延长扶贫产业发展链
条，调整产业结构，密切农企利益联结，为贫困群众带来了
持续稳定的收入。

胜丰镇充分发挥种植优势，瞄准日光温室、钢架拱棚、
新型温室等设施农业，将扶贫资金“化零为整”集中投入、
集中建设，确保建一个成一个。截至目前，累计投入扶贫
资金 1267 万元，建成高新科技扶贫产业园。其中，建成日
光温室 6 栋、钢架拱棚 168 栋、新型日光温室 10 栋，瓜果销
售市场 1 个，形成了产供销一体、一年四季种植使用的园
区，每年为全镇贫困群众带来各项扶贫收益金 86 万元以
上。同时，该镇还借助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新机遇，在园
区成立五原县金棚子公司，推行公司+村集体+创客经营
模式，利用园区资源，推广现代农业新技术，园区运营实现
多元化、市场化、规范化。

五原县

扶贫产业园
每年让贫困户收益86万元

□本报记者 韩雪茹
实习生 孙伟 摄影报道

翠绿欲滴的山峰，姹紫
嫣红的花卉，夏日，当你走进
赤峰市喀喇沁旗美林镇美林
村，就仿佛走进了一个五彩
斑 斓 的 世 界 ，让 人 心 旷 神
怡。时下，种植大户郑淑堂
种植的 100 亩金莲花竞相开
放，她比平时更忙碌了。

“金莲花属于多年生草
本生物，生长期可达 20 年以
上，每年花期 5 个月，可涵养
水分、改良土壤，还具有较高
的药用和经济价值。”郑淑堂

介绍说。
2016 年 ，郑 淑 堂 在 美

林 镇 党 委、政 府 帮 助 下 ，在
本 村 建 设 了 占 地 100 亩 的
金 莲 花 基 地 ，目 前 年 纯 收
入 6 万 多 元 ，并 带 动 周 边 5
名 贫 困 户 稳 定 增 收 。 据 介
绍 ，金 莲 花 产 业 填 补 了 美
林 镇 设 施 农 业 发 展 的 空
白 ，带 动 效 应 明 显 。“ 下 一
步 ，我 们 将 以 金 莲 花 种 植
为 基 础 ，打 造 集 采 摘 、观
光 、娱 乐 一 体 化 的 生 态 旅
游 园 区 ，进 一 步 加 快 金 莲
花 发 展 步 伐 ，让 它 成 为 咱
村脱贫致富的‘村花’。”郑
淑堂对未来信心满满。

包装包装。。

美林村美林村““村花村花””

烘干烘干（（右为郑淑堂右为郑淑堂）。）。

装袋装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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