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包头市
家庭农牧场
达到 456 家

本报 3 月 2 日讯 （记者 袁
溪）记 者 从 自 治 区 农 牧 厅 获 悉 ，
2020 年包头市农业部门认定的家
庭农牧场达到 456 家，比上年同期
增加 52 家，增长 12.9%。其中，从
事种植业 138 家、畜牧业 178 家、
渔业 11 家、种养结合 129 家，从事
种植业和种养结合的家庭农牧场
占全市家庭农牧场比重为 58.3%。

据 悉 ，包 头 市 已 将 相 关 信 息
填报到农业农村部家庭农场名录
系统，实现了国家、自治区、市、旗

（县、区）四 级 农 业 部 门 对 家 庭 农
牧 场 的 动 态 精 确 化 管 理 。 其 中 ，
有 63 家家庭农牧场进入农业农村
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息直报系
统进行了认证。有 35 家被评为自
治区级示范家庭农场、150 家被县
级以上农业部门认定为示范家庭
农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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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示〗

我从贫困户
变成了
小康户

□讲述者 于志菲

我叫于志菲，家住通辽市
奈曼旗新镇莽石沟村。2017
年和 2018 年是我家最艰难的
两 年 ，地 里 种 的 荞 麦 和 谷 子
几乎绝收，我又得了甲状腺，
不 能 继 续 下 地 干 活 了 ，我 爱
人 田 利 华 又 患 上 了 直 肠 出
血。我们两口子成了医院的
常客，因为高昂的医药费，一
家 人 背 上 了 十 几 万 元 的 债
务 。 我 感 觉 生 活 无 望 ，整 个
人 也 变 得 沉 默 寡 言 ，常 常 在
夜深人静时偷偷流泪。

2018 年底，我家被识别为
建 档 立 卡 贫 困 户 ，全 家 报 销
了 90% 以 上 的 住 院 治 疗 费
用 。 经 过 治 疗 ，我 俩 的 病 情
逐 渐 好 转 ，我 又 重 新 燃 起 了
生 活 的 希 望 。 此 外 ，政 府 还
给了我家 15000 元，用于购买
牲畜发展养殖业。

有了目标，我开始在网上
学 习 养 殖 知 识 ，查 询 家 畜 价
格 变 动 趋 势 。 2019 年 春 天 ，
我从网上得知生猪价格已创
下 历 史 新 低 ，我 觉 得 这 是 养
殖生猪的好时机，当年 10 月，
我仿照蔬菜大棚简单盖了猪
舍，以每只 300 元的超低价格
买来了 69 只猪仔。仅仅过了
一个月，猪价开始疯长，同样
的 猪 仔 每 只 涨 到 了 700 多
元 。 看 到 行 情 这 么 好 ，我 又
相 继 购 买 了 150 只 猪 仔 扩 大
养 殖 规 模 。 2020 年 ，这 些 猪
给 我 家 带 来 了 好 收 益 ，我 卖
了 两 茬 育 肥 猪 ，年 纯 收 入 达
到了 40 万元，我从曾经的贫
困户变成了小康户。

现在，我已经是我们村脱
贫 致 富 的 典 型 了 ，在 我 的 带
动下又有 40 多户村民开始养
猪，他们都管我叫“猪专家”，
我听了心里美滋滋的。

（本报记者 李晗 整理）

□本报记者 赵弘

“这不是离城里近嘛，加上我家菜质量一直
挺好，超市跟我家合作得也挺好。过年这几天
紧着忙活，把这几棚都种上了。”钟淑霞正在大
棚里收割成熟的小白菜，准备送往城里的超
市。年初至今，钟淑霞已经种了两棚豆角、两棚
西红柿和两棚香瓜，为今年自己的大棚产业开
了一个好头。

家住乌兰浩特市葛根庙镇哈达那拉嘎查的
村民宋玉合、钟淑霞夫妇，多年前因为宋玉合遭
遇车祸落下后遗症，治病欠了不少债，宋玉合一
度对生活失去了信心。由于家庭没有经济来
源，钟淑霞只得外出务工还债，他家成了村里有
名的“落套户”。

2016年，在嘎查两委、驻村干部和帮扶责任
人的帮助和引导下，宋玉合夫妇纳入易地搬迁项
目范畴，分到了一栋450平方米的温室大棚和50
平方米的管理房。当年，钟淑霞回到村里，跟宋

玉合一起搞起了大棚产业，2016年底一举摘掉了
贫困户“帽子”，大棚从一栋发展到了现在的9栋，
他俩的干劲儿越来越足。由于宋玉合大棚种得
好，十里八村没有不认识他的，他们的脱贫故事
被当地媒体报道，还上了中央电视台。

从 2017 年开始，夫妻俩就积极参加政府组
织的各种培训，努力提升种植大棚的技术水平，
两次到寿光学习种植技术，眼界和思维更加开
阔。宋玉合自己动手改良农机具，把传统的农
用旋耕机改造成起垄机，以往一栋大棚旋耕起

垄得花上一天，如今几小时就能完成。宋玉合
家的收入从之前每年不足 6000 元，增长到了如
今的 8 万元。

一人致富不算富。宋玉合夫妇经常上门传
授蔬菜种植技术，帮助和带动村里其他贫困户走
上脱贫致富的路子，成为“一户一人进棚种菜”的
典型户、“扶志长志气”的示范户。“我准备再整个
育苗棚，用自己的经验和技术给种植户们育苗，
统一品种。别的不敢说，产业这块儿我肯定带着
种植户们想办法振兴起来。”钟淑霞信心满满。

“落套户”逆袭记

□本报记者 张慧玲

3 间米白色的房子，窗明几净，哈塔庙嘎
查几个红色的大字特别醒目。这里是以种植
黄花闻名的兴安盟科右中旗巴彦淖尔苏木哈
塔庙嘎查村部。

哈塔庙曾是有名的贫困嘎查，一直靠种
玉米和葵花等农作物维持生计。“2017 年，村
里年人均收入不到 1200 元。”自治区水利水
电勘测设计院派驻嘎查帮扶工作队队长杨明
利说。

如何帮扶，从哪儿入手呢？
这一年，帮扶工作队赴甘肃省庆阳市和

宁县湘乐镇黄花种植基地学习考察，详细了

解黄花的市场营销等情况。大家认为，把黄
花种植技术引到哈塔庙嘎查，无论是种植技
术、水 土 条 件 ，还 是 农 牧 民 种 植 习 惯 和 能 力
等，均符合哈塔庙嘎查的实际。经测算，亩均
收入至少是种植玉米的 3 倍。

说 干 就 干 。 2018 年 ，嘎 查 开 始 试 种 黄
花。黄花属多年生草本植物，根系发达，具有
耐寒、耐旱、耐贫瘠三大特性。黄花产业属典
型的短平快项目，一次种植，多年受益，管理
方便，省工省力。

为鼓励村民引种黄花，帮扶工作队经与嘎
查协商，选择了 5 户有一定经济实力和种植能
力的村民自愿加入引种示范户行列，自己承担
引种各项费用，自治区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给
予一定补贴。“后来，通过入户走访和宣传动

员，14 户贫困户每户都种植了 5 亩黄花。我们
采取嘎查党支部党员结对帮扶贫困户的方式，
带动贫困户发展这项产业。“杨明利说。

连 续 3 年 ，每 到 春 夏 季 节 ，远 望 碧 绿 连
天、生机盎然，近看苗壮叶肥、茎秆挺拔，一幅

“黄花在村里，村在黄花中”的美景。“2020 年
是种下黄花的第三年，终于可以采摘了。”受
益 的 村 民 九 月 说 ，“ 家 里 种 了 不 到 一 亩 的 黄
花，8 月采摘后卖给加工基地。”

“嘎查建了加工基地，村民种的黄花统一
销售。后续还会做黄花深加工系列产品，有
瓶装、罐装、塑封的，做成咸菜、酱菜等。黄花
种植产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杨明利说。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哈塔庙建起了集种
植、养殖、加工、销售于一体的专业合作社，大

力培育特色主导产业，提高嘎查集约化、规模
化生产经营能力，通过合作社带动发展壮大
集体经济，带领村民增收致富。嘎查还定期
组织村民参加农牧业实用技术培训，提高村
民 科 学 种 养 的 技 能 和 水 平 。“ 如 今 在 我 们 嘎
查，人人都是生产能手。种黄花、养羊、种果
园，去年人均年收入达到了 1.5 万元。”九月心
满意足地说。

从 2012 年自治区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精
准帮扶哈塔庙嘎查到 2018 年，哈塔庙 199 户
756 口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几年来，自治区水
利厅共争取资金 1500 多万元，全嘎查共发展
节 水 灌 溉 面 积 1.2 万 亩 ，购 置 发 放 基 础 母 羊
2977 只，配套建设 80 平方米标准棚圈 56 处，
引种黄花示范田 200 亩，建设果园 135 亩。

“在我们嘎查，人人都是生产能手”

乡村振兴，关键是产业振兴。农村牧区实现可持续发
展，不能是“一锤子买卖”，必须要发展产业。只有夯实了产
业这个根基，农村牧区才具备了“造血”的功能，才能激发出
农牧民自身的内在动力和蓬勃活力，最终实现乡村振兴。

有了思路，就能找到出路。自治区水利水电勘测设计
院派驻哈塔庙嘎查帮扶工作队通过走访调研，提出在嘎查

发展黄花种植的思路。经过几年实践，如今每到春夏，嘎
查都呈现一幅“黄花在村里，村在黄花中”的美景。嘎查建
了加工基地，村民种的黄花统一销售，后续还会做黄花深
加工系列产品。曾经远近闻名的贫困嘎查，看到了出路，
有了很大的发展空间。

向科技要发展、向科技要效益，好产业“加持”的哈塔

庙，振兴的图景越来越清晰。种黄花、养羊、种果园，在专
业合作社的带动下，哈塔庙培育起特色主导产业，嘎查集
约化、规模化生产经营能力得到提升，集体经济不断壮
大。嘎查定期组织村民参加农牧业实用技术培训，提高他
们的科学种养水平，人人都成了生产能手，村民年人均收
入从不到 1200 元增加到了 1.5 万元。

我区
形成基本健全的
粮食储备体系

本报 3 月 2 日讯 （记者 钱
其鲁）记者从自治区粮食和物资储
备局了解到，“十三五”期间，我区不
断夯实粮食地方储备，形成了基本
健全的粮食储备体系。

据悉，过去 5 年，为不断夯实我
区粮食地方储备，自治区相关部门
及时调研，摸清了地方储备中存在
的问题，以指导性计划和正式文件
的形式明确了地方各级储备的规
模、数量、品种结构，进一步规范储
备管理行为，取得了积极成效。5
年来，共下达轮换、调整计划 19 批
次，涉及承储企业 175 户，涉及粮油
总量 64 万吨。目前，全区储备粮规
模逐步做实，形成了基本健全的粮
食储备体系，为保供稳价、应急救
灾、保障粮食安全奠定了基础。

□本报记者 钱其鲁
实习生 王雅丽 姚鑫 摄影报道

巴彦淖尔市磴口县巴彦高勒镇城关村的温室大
棚里，村民张永平种植的西红柿即将迎来采摘期。

早上九点，阳光洒满地头，温室大棚内春意盎
然。放眼望去，只见 2 米多高的架子上，绿油油的
藤蔓已经挂有红彤彤的西红柿。

张永平介绍说，种大棚前，就是打工，挣不了
多少钱。50 来岁了，再出去打工没有什么优势了，
种大棚很适合他的情况。2017 年他开始种大棚，
第一年不怎么会种，就是种点儿小菜。第二年开
始种西红柿，到今年就是第四年了。起初挣得少
一点儿，去年挣了 3 万元，效益越来越好。

致富靠政策，更要靠自己的努力。张永平把
全部精力投入到大棚，平时也通过手机、书籍不断
学习新的种植技术。他家一亩半的大棚里，种有
红色西红柿、黄色西红柿，还有黄瓜，虽然每天很
辛苦，但是张永平的心里却很甜。

张永平说：“我这棚西红柿是去年 9 月开始种
的，马上就要采摘了，一直能采摘到 6月中旬。采摘
的价格是 1斤 5块钱，批发是 3块钱。想到以后的日
子，我觉得越来越有奔头了。”

乌拉特中旗
5 年发放公益林
管护补助资金
95 万多元

本报 3 月 2 日讯 （记者 张
慧玲）记者从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
获悉，巴彦淖尔市乌拉特中旗林草
局积极争取政策支持，组建公益林
管护队伍，由符合条件的农牧民以
及建档立卡贫困户担任护林员。

近年来，该旗公益林管理站多
次举办公益林护林员培训班，讲解
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政策、公益林区
划界定办法、森林病虫害防治等内
容。贫困户成为公益林护林员，使
得困难群众多了稳定增收的渠道。
5 年来，该旗先后在全旗建档立卡
贫困户中选聘公益林管护员 328
人，发放专项补助资金 95.12 万元，
实现了“巡山”与“防火”并重、“护
林”与“脱贫”同步。

种出幸福生活种出幸福生活
果实累累。

张永平打理西红柿

。

坐果。

陆续成熟。

赤峰市
去年人工种草
172 万亩

本报 3 月 2 日讯 （记者 钱
其鲁）记者从自治区林草局获悉，去
年，赤峰市不断加大林草生态建设
修复力度，人工种草达 172 万亩，草
原建设达到新高度。

该市草原建设坚持大面积保护
与小面积建设相结合的原则，一方
面坚持“封育禁牧、舍饲圈养”，实现
由传统放牧向舍饲半舍饲转变，有
效地减轻了草场压力；另一方面开
展以人工种草、飞播牧草、草地围栏
为主要内容的基础建设，使全市草
原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草地生产能
力得到恢复。2020 年，全市以京津
风沙源治理工程、退耕还草工程及
自治区高产苜蓿项目为依托，棚圈
建设完成 36.64 万平方米，青贮窖
完 成 8.63 万 立 方 米 ，贮 草 棚 完 成
4.73 万平方米。

〖沃土·新力量〗

〖一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