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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施佳丽

“去年，我家的 35万斤玉米全存‘银行’
了，不用担心粮食霉变受损，价格还卖得高。
今年，我家的玉米还是全存‘银行’！”别看郝金
贵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算起这卖粮账，可是
精明得很。

郝金贵是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白泥井镇
柴登村村民，他口中的“银行”是当地老牌农
企——真金种业有限公司成立的“共享粮
行”。银行存的是钱，“共享粮行”存的是粮
食。在“共享粮行”存粮，和在银行存钱一样
简单，经过吸粮机抽样、过磅称重后，农民的
粮食就被存进了粮库。接着，农民还会有一
本“粮食存折”。同时，该公司还可以为农户
提供烘干、收割等服务。

“今年，新的‘共享粮行’就建在我家门口，
以后我卖玉米就更方便了。”郝金贵乐得合不
拢嘴。此次新建“共享粮行”由白泥井镇政府
负责监管和指导，真金种业有限公司负责运营
和管理，村党支部引领调动农户积极参与。项
目总投资4400万元，收储能力为8万吨，分三
期建设。日前，第一期已建成投产，预计年收
益100万元。

据真金种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白国庆介
绍，农户在“共享粮行”存粮后，综合收益平均
能提高13.13%。同时，全镇8个村还将得到
保底分红30万元，且合作期限为10年以上。

白泥井镇位于玉米优势产区，年均种植玉
米11.8万亩，出售籽粒玉米10万吨。白泥井
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娜木汗表示，“共享粮行”
的出现，一方面实现了粮食储存标准化、规模
化，避免了因储存不当而出现的非正常损失现
象，另一方面还能通过联结运营的模式扩大企
业规模，共同抵抗市场风险，形成农企联手振
兴产业的新格局。

粮食存“银行”省心又增值

□本报记者 赵弘 实习生 石梦娅

“家门口就有大企业，还出去打啥工？跟着他
们干，一个月挣3000多块钱，日子过得比从前舒坦
多了。”乌海市海南区巴音陶亥镇一棵树村的王外
喜高兴地说。王外喜说的大企业，是指华盛绿能现
代农业科技示范园。金秋时节，园区大棚内蔬菜生
长正旺，食用菌正撑开小伞，年初开始的蚯蚓养殖
项目也步入了正轨……

自2017年华盛绿能袖珍菇种植、蚯蚓养殖等
一批集体经济项目落成以来，示范园带动各村集体
经济增收57.5万元。

产业脱贫，贵在精准。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
海南区找准传统扶贫模式的弊端和症结，对症下
药，坚持把培育发展农区现代产业体系作为脱贫攻
坚的务本之策和长效之举，将脱贫攻坚与产业发展
相结合，积极探索“一乡一业、一村一品”的产业扶
贫新路子，力争每个村形成一种特色产业，把贫困
群众拉进产业化链条，实现就业增收、脱贫致富。

海南区把特色产业牌打得很巧妙。四新村的
颗粒饲料加工厂不仅能为养殖户提供优质饲料，还
可为村集体增收；东兴村依托巴音宝、亮盛等农业
龙头公司，富硒鸡等特色种植养殖业已见规模。保
元公司30万只蛋鸡标准化养殖项目、云茂养殖专
业合作社万头驴标准化养殖项目、盐碱水对虾养殖
技术产业示范项目、恒运公司种草养畜绿色循环发
展项目……一大批特色产业项目正在整合海南区
域优势资源，闯出一条规模适度、立体发展、龙头带
动、品质优先、特色取胜的发展之路。

2015 年，海南区贫困户的人均纯收入只有
4240元；到了2019年，贫困户人均纯收入已经达
到18055元。

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海南区在志智双扶
上也下了大功夫。近年来，按照“扶贫必扶智，治贫
先治愚”的要求，海南区制定了贫困户产业发展指
导员制度及实施方案，加强对建档立卡户产业发展
指导，组建“市级专家+区级指导员+镇村协助员”
的指导服务队伍，着力解决技术服务“最后一公里”
和贫困群众身无长技不会脱贫的问题，提高建档立

卡户就业、产业、技能水平，提振他们的发展心气。
“多亏有养殖技术专家可以随时给予技术指

导，确保在养殖过程中不出任何差错。我养羊才有
底气和劲头。”家住巴音陶亥镇羊路井村红墩村民
小组贫困户罗兵在技术专家的指导下，信心十足地
搞起了养殖，2017年摘掉了“贫困帽”。如今，他家
的绵羊、山羊有200多只，家庭年纯收入近5万元，
罗兵被评为2018年度全市“脱贫之星”。

不少贫困户还通过技术指导激活了创业信
心，走上了致富道路。海南区赛汗乌素村建档立
卡户赵秀莲，丈夫患有严重眼疾，家里还有两个上
学的孩子和一位年迈的老人，生活的重担都压在
了她的肩上。驻村工作队和产业指导员了解情况
后，主动为其落实产业扶贫政策，扶持其扩大葡萄
种植，手把手传授葡萄种植技术，定期来家里帮助
打理葡萄苗。“有了产业指导员，种植走上了正确轨
道，致富的信心越来越足。”赵秀莲说。在葡萄种植
成功后，她又种植了桃子、梨、杏等多种果树，生活
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19年，赵秀莲家人均收
入达3万元。

特色产业牌，海南区打得巧！

□本报记者 钱其鲁

“刘老师您好，我是白脑包镇的农民，请教
一下，我家有三十几亩地捉苗还可以，就是后
期长势很不好，您看怎么办呢？”

“你的地肯定是盐碱地，需要施用盐碱地
改良剂。这两天我去看看，取点土样去化验化
验，看看土壤情况，明年开春有针对性地施加
一些肥料，应该问题不大。”

“谢谢刘老师，给您送个小礼物吧！”
“感谢王海山送上了小礼物！大家请继续

提问！”
近日，在巴彦淖尔市临河区的一个居民区

里，62岁的刘海明又在快手平台上做直播，气
氛轻松而热烈，仿佛在拉家常。作为巴彦淖尔

市星火科技“12396”农牧业科技服务平台的农
技专家，他每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到9点都在快
手上进行直播，为全国各地的受众讲解、传授农
技知识，同时，也定期制作发布农业知识视频，
很受欢迎，成了名副其实的“农技网红”。他的
直播获得了50多万的点赞，粉丝有6000多。

刘海明说，自疫情发生以来，往年的面对
面授课搞农业培训无法进行，而农民春耕备耕
急需帮助。于是，在相关部门的建议下，他学
会了直播，利用休息时间进行网上授课，效果
很不错，最多时有几千人在观看他的直播。

据巴彦淖尔市科技信息研究所所长段建
军介绍，当地的星火科技“12396”服务体系从
2005年 4月开通农技服务热线96048以来，
已建成从电话解答、现场指导、远程视频服务
直到移动服务平台互动完整的农牧业综合信

息服务体系，为当地农牧业发展提供了有效的
智力支持。同时，该市通过各种方式积极提高
和扩大农牧业服务专家水平和人员数量，为农
牧民做好精准服务。目前，平台里的专家达到
了200多名。

2014 年，所里研发了“12396”农技服务
APP，针对新型农牧业经营主体开展服务。他
们可以在手机上下单，提出农牧业生产中的问
题，点名要哪位专家解决问题。通过平台审核
后，该专家接单，然后出诊解决问题。问题解决
后，通过用户反馈问题解决的如何，结合出行距
离等，给予专家相应的报酬，从几十元到几百元
不等。支付方式是通过政府提供给新型经营主
体的科技服务券。这样，既让农村新型经营主
体获得实实在在的科技服务，也调动了科技人
员的积极性，激发了科技人员的活力。

“作为农牧业生产中的排头兵、示范户，抓
好新型农牧业经营主体的农牧业科技服务，能
起到帮助一个、带动一片的积极作用，通过他
们再去带动影响周边农牧民获得先进的技术
和管理经验，搞好生产。”段建军说道。

李军是白脑包镇永和村西红柿种植大户
和经纪人，带动了周边几十户农民发展西红柿
种植。今年，他种植了40亩西红柿，发展了80
亩的订单。由于春天西红柿苗定植晚，出现了
很多病害，他心急如焚。

“西红柿一亩就得投入五六千元，要是种不
好了那损失可不是小数目。幸亏我通过

‘12396’APP请刘海明老师来给看看。他很认
真，前后来了七八次，有时候路过我这里还要过
来看看。现在西红柿获得了丰收，价格也好，每
亩纯收入保守说也上了1万元，跟随我种西红

柿的老乡们也都挣钱了。”李军开心地说。
“夏天受到了异常天气影响，要不然他每

亩纯收入能达到一万五甚至两万元。”刘海明
说。

据了解，近年来，巴彦淖尔市深入实施科
技精准服务行动，升级优化精准服务平台，加
大新型农牧业经营主体科技素质提升计划实
施力度，进一步提高了农牧业科技精准服务水
平。以2019年为例，全年农牧业科技专家提
供服务 1965 人次，其中上门出诊服务 798
次。组织开展全市科技培训共60场次，农牧
业生产一线现场培训指导300余次，培训农牧
民1万余人次。其中，“12396”科技信息移动
服务平台推送各栏目信息1965条，专家答疑
638条，其他栏目1327条。解决问题1600余
个，挽回经济损失约1800万元。

巴彦淖尔：“农技网红”直播农技经

在农牧业生产中，由于受天气、病虫害等
因素影响，直接影响了农牧业生产和农牧民
增收。在巴彦淖尔市，政府积极发挥服务功
能，让具有丰富理论和实践经验的农技人员

通过网络提供及时有效的服务，为农牧民解
决问题，帮助其发展生产。从而涌现出一批

“网红农技专家”，带领农牧民致富奔小康。
此举结合实际，因势利导，大大提升了农

技人员的服务热情和专业技能，使当地农牧
业科技服务水平始终保持先进水平，为农牧
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下一步，各地将进一步提高农牧业科技

服务水平，细化精准服务方式，同时，通过有
偿激励等方式努力提高“网红农技专家”的积
极主动性，共同做好农牧业科技服务工作，为
促进我区农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我们要一起富裕我们要一起富裕！！””
□文/图 折伊琳 牧仁德力格尔

金秋时节，鄂尔多斯市杭锦旗独贵
塔拉镇永兴村农民沉醉在丰收的喜悦

中。在水稻种植大户李栓财的带领下，
今年种植的水稻增产又增收。他带动
周边七户人家跟他一起种水稻，共种植
了1000多亩，年产值达到100万元。

李栓财的小团队还无偿当起了乡

亲们的农业技术员，指导大家种植水
稻，改变传统种植模式，扩大种植规模，
带动更多的乡亲们尝到致富的甜头，携
手奔小康。李栓财说：“有钱大家赚，我
们要一起富裕！”

本报 10月 18 日讯 （记者 张慧
玲）记者从自治区水利厅了解到，乌兰察
布市与 11个旗（县、市、区）签订“军令
状”，打响农业节水、工业节水、生态补
水、河道疏浚、生态恢复、水质恢复等六
大战役。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岱海水
生态保护规划。据悉，此规划共设置项
目24项，2019年已完成15项，剩余9项
正加速推进。经过治理，岱海流域农业
年节约地下水约2415万立方米；岱海电
厂年停取湖水959万立方米，节约地下水
160万立方米；入湖河道疏浚后，正常年
份可增加地表径流量300万立方米左右。

本报10月18日讯 （记者 袁溪）
记者从自治区农牧厅获悉，根据自治区
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要求，从5月下旬
开始，包头市非洲猪瘟防控实行日报和
周报，经过市、县、乡、村各级兽医共同努
力，截至近日，该市对204822个（次）养
殖场（户）的1326168头（次）生猪、6个屠
宰场的20620头待宰生猪进行非洲猪瘟
排查，未发现可疑病例；养殖场非洲猪瘟
自检 4764 头、屠宰场非洲猪瘟自检
16831头猪，未检测出阳性病例。

本报10月18日讯 （记者 袁溪）
记者从自治区农牧厅获悉，近日，内蒙古
基层农技人员知识更新培训在乌兰浩特
市开班，来自呼和浩特市、鄂尔多斯市、阿
拉善盟的121位基层农技人员参加了培
训。本次培训历时6天，培训采取理论学
习和现场教学相结合的方式，重点设置政
策解读类课程和技术指导性课程。通过
本次培训，进一步加强了我区东西部基层
农技人员交流，提升了我区基层农技人员
理论水平、业务素质和创新能力。

五原县
科技小院
为农业增产增效

本报10月 18日讯 （记
者 韩雪茹 实习生 常能
嘉）记者从自治区农牧厅获
悉，巴彦淖尔市五原县通过
建设科技小院，积极引进科
研院所、专家和项目，有效破
解农业增产增效，农民增收
难题。

据了解，科技小院以科技
人员驻地研究模式为主，引
导农牧民科学管理和精细化
生产，促进作物高产、资源高
效和农牧民增收，是建立在
农村牧区生产一线的集农牧
业科技创新、示范推广和人
才培养于一体的农牧业科技
服务平台。新公中镇科技小
院引进了测土配方施肥、土
壤酸性综合改良等技术并在
示范区进行了实质性运用，
原本盐碱化严重的土地得到
改良。

目前，五原县共建成科技
小院 4 个，进驻 20 多所科研
院校、100 余名专家学者、30
多家企业，政、产、学、研、推
多方发力，服务于全县的园
区经济，引导农民科学管理
和精细化生产，有力推进该
县农业全产业、全区域、全过
程绿色发展，助力作物高产、
资源高效、农牧民增收。

赤峰市
基本实现城市防洪
综合治理目标

本报10月 18日讯 （记
者 张慧玲）记者从自治区水
利厅了解到，赤峰市城市防洪
及环城水系建设综合治理目
标基本实现。

2016年，赤峰市启动实施
了中心城区防洪及环城水系治
理项目。按照智能城市、海绵
城市的建设要求，市水利局一
改过去防洪工程“三面光”的建
设模式，在40.8公里环城水系
中仅设计了 5.6 公里大型水
面，其余35.2公里河道均为节
水型溪流生态子槽，两边护坡
按照 10年、50 年和 100 年一
遇的洪水位设计为3级阶梯式
挡墙，挡墙上又分别布局了20
多种跌水和流水堰。

经过 3 年多的精心建设
管理，城市环城水系得到根本
治理，已经形成100公里高标
准堤坝、59公里滨河公园、50
公里城市“会客厅”、100公里
自行车道和居民健身步道，以
及42处总面积达1.18万平方
米的篮球场、羽毛球场、儿童
活动乐园等健身场地，新增水
面面积187万平方米，水体规
模达285万立方米，形成河道
生态区湿地面积约25万平方
米，栽种水生植物面积约 15
万平方米，滨河绿化面积410
万平方米。

收割收割。。

交流水稻种植经验交流水稻种植经验。。 水稻熟了水稻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