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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土·新力量〗

□本报记者 韩雪茹 实习生 马斌

寒冬时节，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的气温降
到了零下 20 多度。天刚蒙蒙亮，伍什家镇大北
窑村村民朱海英就穿上厚厚的棉衣，去内蒙古
优然牧业有限责任公司托克托县牧场奶牛养
殖基地上班了。

“我是牧场的挤奶工，每月工资 4000 块，
还有五险一金和年假。我们两口子都是这里
的职工，一年总收入有七八万，还不耽误照顾
老人和孩子。如今，我们在县城里买了房也买
了车，生活越来越好了⋯⋯”说起现在的日子，
朱海英滔滔不绝。

大北窑村多年来一直以传统种养业为主，
2012 年以前村民人均收入 3000 元左右，集体
经济几乎是空白，2014 年被识别为市级贫困

村。一方面是村里拥有耕地 18200 亩、荒地
8000 亩、林地 2500 亩，距呼和浩特市区只有
54 公里，交通便利；另一方面是村子种养业发
展缓慢，村民增收途径有限。大北窑村究竟何
去何从？

发展大牧场条件优越，成为村两委班子的
共识。2012 年 6 月，村两委 班 子 多 方 协 调 争
取，引进内蒙古优然牧业有限责任公司托克
托县牧场。牧场总占地 900 余亩，有沁乳牛
舍 2 栋、特 需 牛 舍 1 栋、后 备 牛 舍 3 栋 ，牛 舍
总 占 地 2.4894 万 平 方 米 ，目 前 饲 养 5000 头
奶牛，日产鲜奶 69 吨，年产牛奶 25185 吨。

优然牧场的引进，不仅使当地种养业链
条延长，还通过土地流转加快了农村土地集
约化经营、规模化发展进程。随着养殖规模
的 扩 大 ，牧 场 打 算 承 包 土 地 种 植 饲 草，实 现
部分饲料自给自足，以保障牛奶的品质。村

两 委 班 子 和 驻 村 工 作 队 得 知 这 一 消 息 后 主
动联系牧场，商议土地流转相关事宜。在做
好村民思想工作的同时，积极动员党员干部
先 试 先 行 ，率 先 实 施 土 地 集 中 流 转，引 领 村
民将 5800 亩农田以每亩 450 元均价流转给
优然牧场。为最大限度保障村民利益，村两
委班子和驻村工作队与牧场达成协议，提前
给村民支付两年的土地租金，并且雇佣本村
村民到流转地打工。

据村党支部书记苗海青介绍，全村已有
16000 亩土地流转给牧场，用于有机饲料种
植 。 土 地 流 转 使 像 朱 海 英 一 样 的 农 民 从 土
地中解脱出来，加快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全
村 目 前 有 96 名 45 岁 以 下 的 村 民 到 牧 场 打
工 ，全 村 人 均 年 收 入 达 到 13000 元 左 右 ，并
于 2016 年 12 月退出贫困村序列。

土 地 是 否 转 开 来 ，关 系 到 乡 村 能 否 兴

起 来 。 据 了 解 ，为 引 导 农 村 牧 区 土 地 经 营
权 有 序 流 转 ，发 展 适 度 规 模 经 营，我 区 下 发

《关 于 引 导 农 村 牧 区 土 地 草 原 经 营 权 有 序
流 转 发 展 农 牧 业 适 度 规 模 经 营 的 实 施 意
见》等文件，鼓励和支持农牧民在“依法、自
愿 、有 偿 ”的 基 础 上 ，有 序 开 展 农 村 牧 区 土
地 承 包 经 营 权 流 转 。 2020 年 ，全 区 土 地 流
转 面 积 达 3800 多 万 亩 ，占 家 庭 承 包 耕 地 面
积的 39%。

为 进 一 步 规 范 土 地 经 营 权 流 转 交 易 行
为，我区发布了土地草原经营权流转交易市
场运行规范，促进土地流转公平、公开、规范
进 行 ，保 障 流 转 各 方 的 合 法 权 益，引 导 土 地
流转向新型农牧业经营主体集聚。目前，全
区 建 立 了 县 乡 村 三 级 流 转 服 务 中 心 或 服 务
站 1604 个 ，为 农 牧 民 流 转 土 地 提 供 指 导 服
务。

□本报记者 赵弘 摄影报道

“刚开始尝试订单种植时还担心质量和销
售问题，但第一批小番茄出来后，这种顾虑没
有了。如今，新一批番茄已进入采摘期，预计
到 4 月份，这个棚收入能达到六七万元。”赤峰
市敖汉旗长胜镇榆树林子村村民隋殿丽说。

2019 年，55 岁的隋殿丽在村里协调下，承
包了一个 1.3 亩的大棚，但由于蔬菜品种、技
术、销售等原因，没有挣上钱。2020 年 9 月，她
贷款 3 万元，参加了中和农信的“+乡番茄”美

圣佳番茄订单农业项目，小番茄喜获丰收。“订单
种植就是好，统一提供优良的番茄种子，还给提
供技术支持，我的小番茄都卖到了省外。”正在育
苗的隋殿丽高兴地说。

榆树林子村共有日光温室大棚 210 亩，共计
160 多个棚，目前参与订单番茄项目的有 50 多
户，约 80 多个棚。“订单种植的番茄比普通番茄
价格高出 30%左右！目前已远销到北京、广东等
地。”榆树林子村党支部书记黄雨和说，“满意的
价格让村民的种植意愿进一步提升。下一步，我
们将大力发展‘一村一品’小番茄特色产业，不断
扩大种植规模，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订单种植，价格高出30%”

土地转开来 乡村兴起来
本报 1 月 12 日讯 （记者 张慧

玲）记者从自治区水利厅获悉，我区加
强水域岸线空间管控，提前完成全国
第一次水利普查河湖名录内 2860 条
河流河段和 359 个水域面积 1 平方公
里以上的湖泊划界工作，并对无人区
的 800 多条河流进行了核定。

加强水域岸线空间管控，就要对
河湖进行“四乱”清理。2018 年以来，
全区累计排查河湖“四乱”问题 6283
个 ，完 成 整 改 6045 个 ，销 号 率
96.21%；专项行动清理非法占用河道
585.5 公里，清理非法采砂点 58 个，拆
除违法建筑 132.4 万平方米，持续推
动解决黄河重要支流非法采砂等历史
遗留问题。在清“四乱”过程中，实行

“一问题两单制”，给相关河湖长下达
“任务单”，明确整治“四乱”问题的内
容、措施、时间等；“四乱”整改完成后，
还要由河湖长签署“销号单”，一个“四
乱”问题才算整改完毕。如今，我区河
流湖泊面貌明显改善。

我区
加强水域岸线
空间管控

本报1月12日讯 （记者 袁溪）
截至目前，包头市九原区农牧业产业
化龙头企业达 43 家，其中自治区级农
牧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4 家，市级
农牧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39 家；农
牧业产业化联合体 10 家，其中自治区
级 4 家、市级 6 家，龙头企业和联合体
数量居全市前列。

近年来，该区积极培育扶持农牧
业龙头企业，助力乡村产业振兴，不断
增 强 内 生 动 力、发 展 活 力 和 整 体 实
力。同时，进一步完善与农牧民的利
益联结机制，形成资源共享、风险共
担、合作协同、互惠共赢的联农带农机
制，大力引领发展农牧业产业化联合
体，增强对农牧民合作社、家庭农牧场
和 小 农 牧 户 发 展 的 引 领 带 动 功 能 。
2020 年，实现销售收入 10.2 亿元，带
动农牧户 1.2 万户。

九原区
农牧业产业化
龙头企业达43家

□韩雪茹

土地流转是推进土地集约化管理、有效促进
带动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和农业产业化经营、促进
土地资源向土地资本转变的重要途径。有序推进
农民土地经营权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既
是优化农村土地配置、保障粮食安全的要求，也是
推进新型城镇化、加快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近年来，我区把土地流转工作作为深化农
村改革的重要突破口，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
序流转，实现土地连片规模化流转、集约化经
营，以更大的力度激发农村土地资源要素活
力。如今，我区通过土地流转，促成了一个个农
业产业化项目，造就了一批批现代农业带头人，
为增加农民收入、实现乡村振兴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

土地“活”起来，农民富起来。我区一些地

区对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了多种形式
的探索，创造出形式多样的发展模式，为发
展规模经营提供了条件。在伍什家镇大北
窑村，内蒙古优然牧业有限责任公司托克
托县牧场的引进，不仅使当地种养业链条
延长，也通过土地流转加快了农村土地集
约化经营、规模化发展进程。地还是那些
地，管理方法一变，就释放出巨大的规模效
应。

□讲述者 吉仁泰

我 是 巴 彦 淖 尔 市 乌 拉 特 前
旗 白 彦 花 镇 乌 日 图 高 勒 嘎 查

（又 名 小 庙 沟 村）村 民 吉 仁 泰 ，
过 去 这 里 水 土 流 失 严 重 ，土 地
生 产 力 低 下 ，村 民 生 活 水 平 很
低 。 2018 年 ，小 庙 沟 清 洁 型 小
流 域 综 合 治 理 项 目 启 动 ，现 在
我 们 嘎 查 变 成 了“ 望 得 见 青
山 、看 得 见 绿 水 、记 得 住 乡 愁 ”
的美丽乡村。

项 目 实 施 ，水 务 部 门 很 辛
苦 ，他 们 在 嘎 查 筑 坝 围 堰 、新
建 蓄 水 池 及 配 套 节 水 灌 溉 设
施 ，在 流 域 内 配 套 了 大 理 石 台
阶 、长 廊 、凉 亭 、停 车 场 等 ，还
实 施 河 道 护 岸 、岸 坡 整 形 等 工
程 ，在 村 前 村 后 、上 山 油 路 两
侧 栽 植 了 山 桃 、山 杏 、苹 果 等
树木。

小 庙 沟 变 美 了 ，来 了 不 少
旅 游 的 人 。 村 民 借 助 水 保 工
程 ，依 托 附 近 的 小 庙 沟 瀑 布 及
维 信 高 尔 夫 度 假 村 、大 桦 背 等
旅 游 资 源 ，纷 纷 开 办 农 家 乐 、
民 宿 客 栈 、采 摘 园 ，发 展 绿 色
生 态 旅 游 ，腰 包 一 个 个 鼓 了 起
来 ，嘎 查 还 被 评 为 自 治 区 文 明
嘎查村。

我家也不错。屋后种了 10
亩 苹 果 树 ，一 到 夏 天 ，花 香 草
香 扑 面 而 来 ，山 上 山 下 满 眼 绿
色 。 我 的 果 园 紧 挨 着 山 泉 ，想
着 苹 果 树 挂 果 后 办 个 采 摘 园 ，
往后的日子不用愁啦。

听 说 下 一 步 嘎 查 要 建 集 旅
游 、观 光 于 一 体 的 生 态 教 育 基
地 ，我 们 都 希 望 这 一 天 早 点 到
来 ，那 时 ，我 们 的 环 境 会 更 美 、
生活更幸福。

小庙沟
变美了

□本报记者 张慧玲

咩咩咩⋯⋯刚走近合作社大门，就听到
了此起彼伏的羊叫声。

“ 现 在 存 栏 2000 多 只 羊、150 头 西 门 塔
尔 和 安 格 斯 牛 ，还 有 百 十 来 只 毛 驴 ⋯⋯”一
大早，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布尔陶亥苏木的
韩存柱一边介绍一边打开了大门。

这 是 位 于 该 苏 木 公 益 盖 村 的 准 格 尔 旗
欣兴种养专业合作社养殖区，小羊们正欢快
地 跳 跃 着 ，牛 舍 里 成 牛 悠 闲 地 踱 步，几 头 小
牛 站 在 原 地 眨 着 毛 呼 呼 的 大 眼 睛 看 着 我 们

这些外来人，另一边的黑毛驴们在相互咬着
耳朵，不时向我们打一个响鼻。

流转闲置土地搞种植，打造拥有 2 万平
方米棚圈的养殖场，畜禽粪便变身优质农家
肥，种养结合，循环利用。“这几年，布尔陶亥
苏木积极探索循环农牧业发展新模式，种养
一体的生态、经济和社会叠加效应显现出来
啦！2014 年，苏木成立了种养专业合作社，
现 有 成 员 5 户 ，种 了 5000 多 亩 庄 稼 ，有 玉
米、土豆、大豆和高粱。200 亩的养殖场里，
目 前 有 8000 平 方 米 棚 圈 ，将 来 要 达 到 2 万
平方米。”合作社负责人韩存柱说。

公 益 盖 村 面 积 50 平 方 公 里 ，有 耕 地

6000 亩。欣兴种养专业合作社流转了村里
80% 的 耕 地 ，期 限 10 年 。 村 民 可 以 根 据 土
地用途不同，享受相应的土地流转收益。“流
转的土地已经集中连片。”韩存柱说，“合作
社 还 租 了 村 里 20 栋 大 棚 ，一 年 可 种 两 季 蔬
菜 和 草 莓 ，每 年 从 2 月 到 12 月 平 均 日 用 工
20 人 ，村 民 来 打 工 的 很 多 ，每 天 女 工 100
元、男工 150 元。”

42 岁的贾建军是公益盖村新建社村民，
家里的 30 多亩耕地以每亩 280 元流转给合
作 社 。 平 时 他 在 合 作 社 打 工 ，驾 驶 大 型 农
机 ，月 工 资 4000 多 元 。“ 合 作 社 直 接 带 动 了
村 民 增 收 ，不 仅 打 工 有 不 错 的 收 入，土 地 流

转也有一份收入，比种庄稼好多了。”贾建军
说。

近几年，准格尔旗不断激发农村经济发
展活力，加快培育一批让农牧民长期稳定增
收 的 优 势 特 色 产 业 ，发 展 壮 大 村 集 体 经 济 ，
去 年 全 面 推 进 土 地 适 度 规 模 经 营 ，已 完 成
8.5 万 亩 ，涉 及 十 二 连 城 乡、大 路 镇、布 尔 陶
亥 苏 木 、薛 家 湾 镇 、沙 圪 堵 镇 5 个 苏 木 乡
镇 。 该 旗 还 确 定 了 生 态 林 果、绿 色 果 蔬、生
态 杂 粮、特 色 羯 羊 四 大 优 势 特 色 产 业，启 动
建设标准化生产示范区，“准格尔糜米”“准
格尔羯羊”“黄河碱米”等品牌建设有了突破
性进展。

“种养一体的叠加效应显现出来啦！”

本报1月12日讯 （记者 李晗）
记者从自治区扶贫办获悉，2020 年以
来，通辽市奈曼旗在全市率先开展健
康扶贫信息化平台建设，开发了奈曼
旗健康扶贫 APP 平台，上线了扶贫政
策、大病慢病、医生签约、慢病备案、送
医配药、住院诊断等 10 个模块。

据悉，该平台将全旗未脱贫 158
户 429 人、正常脱贫 10049 户 28427
人、脱贫监测 148 户 420 人、家庭医生
签约 9930 户 28164 人及在线大病患
者 849 人、慢病患者 10502 人的信息
全部录入在内。通过奈曼旗健康扶贫
APP 手机端，实现了贫困户健康信息
互联共享及辖区居民健康档案、电子
病历、医疗健康系统数据互联互通。
2021 年，该平台将开通更多模块、设
定更多功能，逐步实现系统数据与全
市、全区、全国健康信息平台管理系统
的对接，共享数据，切实打通健康扶贫

“最后一公里”。

奈曼旗
健康扶贫APP
打通“最后一公里”

一个“转”字
活全盘

本报 1 月 12 日讯 （记者 韩雪
茹）记者从自治区农牧厅获悉，近日，
锡林郭勒盟东乌旗冬季畜牧业普查工
作全面展开。

该旗制定印发《东乌旗 2020 年冬
季畜牧业普查方案》，明确普查目的、普
查范围和对象、普查内容、普查方法和
时间节点。组织全旗各苏木镇（场）统
计人员进行普查业务培训，对牲畜头数
报表内容和普查数据录入系统程序进
行详细讲解，并发放牲畜头数基层表
900余份，有效提高统计人员对各项指
标的掌握，确保普查数据的准确性。

各苏木镇（场）还结合各自实际，
陆续召开冬季畜牧业普查工作动员会
议，布置冬季畜牧业普查工作。并通
过微信公众平台、微信群等对普查的
目的、意义、内容和要求进行广泛宣
传，向牧户讲解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
励政策以及超载牧户的整改方式等。
据悉，该旗境内饲养家畜已经全部清
点到位，做到嘎查不漏户、户不漏群、
群不漏畜，为下一步信息录入工作做
好了准备。

东乌旗
冬季畜牧业普查
全面展开

技术指导。

黄雨和种植的小番茄黄雨和种植的小番茄。。

小番茄口感不错小番茄口感不错

。。

育苗育苗。。 （本报记者 张慧玲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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