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李国萍 通讯员 王亚楠

“现在从网上买东西真是太方便了，包裹直
接就送到了村里。”家住额尔古纳市黑山头镇梁
西村的苏日娜高兴地说。近年来，网络直播、社
区团购等新平台的出现，加速了人们网购的消
费热情。2021 年上半年，我区邮政行业共揽
收、投递包裹 7.33 亿件，其中旗县及旗县以下业
务近 2.5 亿件，农村业务增势迅猛。

面临不断增长的快递业务量，自治区邮政
管理局不断夯实快递服务网络能力，服务“乡村
振兴”效果明显增强。在深圳工作的张良说：

“之前给和林格尔县村子里的父母从网上买东
西，父母还要到镇上去取，十分不便。现在快递
不仅能进村，还能将家乡的特产随时寄给我。”

发展农村电商，助推乡村振兴，必须畅通农
村物流“最后一公里”。目前，全区已建成盟市
级快递园区 19 处、旗县级快递集散中心 80 个，
全区 776 个苏木乡镇实现快递服务全覆盖，
11094 个建制村中，快递服务已覆盖的数量达
到 6147 个。随着邮政快递业服务网络基础设
施的不断完善，“工业品下乡，农产品进城”双向
循环渠道将更加通畅。

呼和浩特市武川县二份子乡双玉城的快递
网点在该村的一个超市当中，所有快递包裹整

齐有序地摆放在一个专门的货架上。据了解，
这是“快递+电商”模式中最普遍的“快递+超
市”模式。单纯靠收发快递，利润的确不算很
高，但是快递可以给服务点带来人流量，这些都
是“附加收益”。该网点负责人表示，村民现在
网购的商品越来越多，小到生活用品，大到生产
农具。相比于其他超市，村民自然更乐意到该
服务点来。购物与收发快递一站解决，超市的
收入明显提高。通过这种模式，村级快递服务
点走出了一条扎根乡村的生存之道。

乌兰察布市察右后旗邮政公司承接地方电
子商务示范县三级物流体系建设项目，与当地
14 家民营快递开展了“邮快合作”。邮政企业通

过全旗 58 家电子商务服务站，基本覆盖了察右
后旗 8 个乡镇、苏木及 87 个嘎查村，实现了全旗
建制村村民足不出户就可享受便捷的快递服务。

为加快推进快递进村工作，完善县乡村三
级快递物流体系，补齐农村寄递渠道短板，自治
区邮政管理局提出了“3N36”（三级物流体系、N
种模式、3 条到村线路、6 项举措）快递进村解决
方案，同时于 7 月至 9 月开展为期 3 个月的“百
日攻坚”。以旗县为单位，开展以“邮快合作”等
模式为主的攻坚行动。通过 3 个月的时间，真
正落实品牌快递企业行政村快递服务通达率，
推动快递企业加快快递进村步伐，全面提升各
快递企业“按址投递”的服务标准。

快递进村 服务上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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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示〗

□本报记者 薛来

“吴总，快来看看这批花菇咋样？”“啊呀，这
个花菇品相太好了。不过，采摘的时间得把握
好，一旦‘开了伞’，就卖不上价钱了。”在赤峰市
林西县五十家子镇轿顶山村食用菌产业园区
内，菇农郝永霞正与园区负责人吴春和查看食
用菌长势。

说起食用菌，郝永霞喜笑颜开：“这可是我
们全村发家致富的‘杀手锏’，去年我的纯利润
是 10 万块，今年行情好的话，可不止 10 万啦！”

“租赁大棚要花很多钱吧？”就在记者疑虑
重重时，郝永霞解释道：“大棚免费使用，成本只
在买菇棒和雇佣人工上。1 支菇棒 4 块钱，1 个
棚培育 1 万支菇棒，成本就是 4 万。”“那您这 10
个棚的前期投资很大啊！”郝永霞爽朗大笑：“那
可不！可咱农民哪有这么多钱啊，这些钱都是
政府和园区共同担保的贷款，园区负责偿还利
息，我们只负责种菇。园区还负责技术指导和

回收食用菌，价格有保障，种多少收多少，我还
有啥好担心的，干就是啦！”

“轿顶山村常住人口 216 户 467 人，由于土
地贫瘠，年轻人都在外打工，村里老弱劳动力、
留守妇女很多，老龄化现象严重，50 岁以上的就
有 262 人，而且村集体产业匮乏，极易造成大面
积返贫。”轿顶山村支部书记宝革梅介绍。

为了稳定增加村民收入，防止返贫，发展可
持续的产业，2020 年 5 月，轿顶山食用菌产业园
区开始施工，村民们看着陌生的建设团队忙忙
碌碌，态度由最初的怀疑，慢慢变为了理解、支
持，并参与其中，园区建设成了村里的头等大
事，村里人气也越来越旺。

建成后的食用菌产业园占地 1067 亩，每亩
土地流转费是 300 元，许多村民将贫瘠的土坡
地流转后到园区干活。如今，轿顶山村 170 多
个村民都在园区打工，每个人半年能挣两三万
元。

“1 天 150 块的工钱，我做梦也不敢想能在
家门口挣钱，从开始施工到结束，我一共挣了 2

万多块。现在我老伴正在大棚里给菌棒剥袋、
倒菌棒，一天也是 150 块钱，还不耽误种地。我
们村能干活的男女老少都来挣工资了，大家伙
可高兴了。”提起自己的务工经历，村民李亚军
喜上眉梢。

“我每天到园区剪剪菇根，1 个月能挣 1500
块。我都这岁数了，还能找到这么轻松的工作，
真是感谢这个好时代啊⋯⋯”88 岁的王海玉一
番感慨。

食用菌产业园区建成后，许多人开始返乡
创业。44 岁的朱国义常年在外打工，听说村里
建了食用菌产业园，他毅然返乡并承包了 10 个
大棚，去年他的纯收入达到 10 万元。“在外打工
20 多年，没少吃苦受累，除去吃住费用，每年也
就挣个几万块，家里老人根本无暇顾及。自从
培育食用菌，我的腰包鼓了，也能照顾年迈的父
母。从今往后，我就伺弄食用菌，再也不出去打
工了。”朱国义信心满怀。

“林西县气候冷凉，非常适合发展食用菌产
业。截至目前，轿顶山村食用菌产业园区一期

建成的 630 个大棚已全部投入使用，其中 80 个
菌棚承包给本地的菇农，通过‘龙头企业+基地’

‘龙头企业+培育大户+农户’等方式发展食用
菌产业，将更多村民吸附到园区打造的食用菌
生产、粗加工、销售于一体的产业链上。”吴春和
介绍，“食用菌生产周期虽仅有 6 个月，但摘鲜
菇、分拣、剪菇根等工序需要好几百个人工，他
们全都来自轿顶山村和周边村庄。”

食用菌富了轿顶山村人，也吸引了周边乡
镇村民的目光。继轿顶山村食用菌产业园区之
后，太平庄村、小河南村，新林镇八一村、五星村
等几个行政村的食用菌产业园区也已经投入生
产，规划建设的东敖包村、毡铺村食用菌产业园
区也进入了施工阶段。

小小食用菌，带来无限希望。如何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如何进
一步发展产业、拓展群众致富渠道，食用菌产业
给林西县提供了一个新的优质选项。如今的食
用菌产业，正按照规划在五十家子镇、新林镇等
地逐步铺开，成为增加农户收入的主导产业。

小花菇幸福了小山村

只要村民信任我
我就一直干下去

〖一线〗

〖沃土·新力量〗

□讲述者：李永富

我叫李永富，2015 年底开始担任巴
彦淖尔市五原县联星村党支部书记，长期
以来，我一直努力带领村民致富奔小康。

2012 年时，我还是同联村党支部书
记，当时的同联村人居环境比较差，一下
雨，路上全是泥，出进特别不方便。做饭、
取暖全用柴火，家里到处是烟尘。紧挨着
同联村的五星村也是一样的情况。看着
平坦的土地，我当时就想：这么好的地理
环境，怎么才能彻底改变这里的面貌，让
村民干干净净地生活呢？

当时有个企业的董事长是五星村人，
为了回馈家乡，2013 年，他和县里达成合
作协议，要在五星村发展光伏产业。县里
就想到了紧挨着的同联村，并征求了我们
的意见，村民们一致赞同。可是问题来了，
要发展光伏产业，就要集中连片整治土地，
这个难度可想而知。为了乡亲们的幸福生
活，我硬着头皮接下高标准农田整治项目。

2014 年，高标准农田整治项目开始
实施，土地按每亩 600 元流转给企业，最
终流转 7.2 万亩土地，建成 457 套高标准
光伏住宅，并配套设施完善的生活社区。
新村都是柏油路，房子连烟囱都没有，天
然气做饭，统一供暖。2016 年被评为“中
国最美村镇”。

新村是按照“政府引导、企业主体、农
民自愿”原则建设的现代农业样板村，光伏
年发电 5400 万度，按照房屋面积连续 20
年为农民发放补贴。其中，88 平方米以上
补贴 8100 元，88 平方米以下补贴 4050
元。新村由 2个行政村、4个村民小组整体
复垦搬迁新建组合而成，除去新村建设用
地 320亩外，旧村原有 2300亩占地全部复
垦，净增加耕地 1570 亩，实现了土地集约
化利用，探索了乡村振兴的新模式。

下一步，我们将打造 10万只奶山羊规
模化养殖基地，利用“龙头企业+合作社+
农户+基地”的形式，大力发展奶山羊产
业，进一步增加村集体经济和农民收入。
只要村民们信任我，我就会一直干下去。

（本报记者 薛来 整理）

本报 8 月 10 日讯 （记者 阿
妮尔）近日，自治区自然资源厅组织
有关部门对我区 67 个旗（县、区）制
定的农用地基准地价成果进行了验
收。

经专家论证，这项成果现势性
强，完善了耕地市场化配置基础，填
补了自治区城乡价格体系中农用地
价格体系的空白。这为加快建立我
区自然资源公示价格体系，促进农
用地资源资产市场化配置，推进城
乡基准地价制定，保障自然资源保
护与合理开发利用奠定基础。

农用地基准地价制定是国家实
现自然资源资产评估公示价格体系
建设的一个重要环节。据悉，自治
区自然资源厅按照自然资源部的工
作部署组织开展了全区农用地基准
地价工作，历时 1 年多，目前已完成
67 个旗（县、区）的制定工作。

全区
67个旗（县、区）
制定农用地基准地价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基石。做好
发展特色产业、特色经济这篇大文章，
就能催生新动力、实现新跨越，通过产
业发展带动乡村振兴，让农牧民吃上

“产业饭”，走上小康路。
乡村振兴，生活富裕是根本。“小康

不小康，关键看老乡。”乡村振兴，摆脱
贫困是前提。脱贫后还要防止返贫加
强帮扶，确保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

轿顶山村土地贫瘠，年轻人只能外
出打工，留在村里的大多是妇女和老

人，乡村振兴任务极其艰巨。当地政府
积极引进龙头企业，因地制宜发展食用
菌产业，让这个留不住乡愁的轿顶山村
渐渐变成了“致富村”，只有外出打工
才能维持生计的村民也被吸引回来创
业，就连 88 岁的老人都能被雇佣。

轿顶山村的成功是可复制的——
周 边 的 行 政 村 纷 纷 建 起 了 食 用 菌 产
业 园 区 。 如 今 的 五 十 家 子 镇 食 用 菌
产业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它将成为
林 西 县 全 面 实 施 乡 村 振 兴 战 略 的 动
力引擎。

本报 8 月 10 日讯 （记者 李
永桃 实习生 梁琛）据内蒙古价
格监测和认定中心能源价格监测
数据显示，7 月份全区小麦、玉米收
购价格出现下降，大豆收购价格稳
定 ，主 要 成 品 粮 零 售 价 格 总 体 稳
定。与去年同期相比，原粮收购价
格 上 涨 ，成 品 粮 零 售 价 格 有 升 有
降。

7 月份全区粮食主产地小麦、
玉米、大豆 3 种粮食混合平均收购
价格为 177.62 元/50 公斤，环比下
降 0.05%，同比上涨 13.21%；全区
小 麦 每 50 公 斤 平 均 收 购 价 格 为
128.96 元，比上月价格略降 0.13%，
比去年同期价格上涨 2.83%；全区
玉 米 标 准 品 平 均 收 购 价 格 为
128.91 元/50 公斤，比上月价格略
降 0.06% ，比 去 年 同 期 价 格 上 涨
35.28%。

全区
7 月份粮食价格
稳中略降

本报 8 月 10 日讯 （记者 薛
来）近日，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助
力乡村振兴，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设计研发全国首创
防止返贫保险产品“防贫保”，通辽
市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在全市 7 个
旗县区积极开展“防贫保”工作。

通辽市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组中，
探索出更适合当地实际情况、举措
更为完善的运行模式，为 72723 人
提供了防贫保障 155.99 亿元，全市
覆盖率为 87.5%，有效防止了 66 户
家庭致贫返贫。如今，“防贫保”已
成为通辽市各旗县市区巩固脱贫
攻坚成果的“新武器”。

通辽市
“防贫保”
巩固成果促振兴

本报 8 月 10 日讯 （记者 薛
来）8 月 10 日，记者从自治区农牧
厅获悉，四子王旗按照我区人居环
境整治“十县百乡千村”示范行动
要求，在全旗 7 个乡镇建设既科学
又实用的户厕共 4985 座，实现卫生
厕所普及率 40%，项目区域农村厕
所粪污治理率达 85%。

截至目前，四子王旗“厕所革
命”完成自验 4585 户，群众满意度
达 98%。同时，对 2013 年以来各
级财政支持改造的农村户厕进行
拉网式排查，重点聚焦目前不能使
用或不能全年使用的厕所和改厕
工作中可能存在的目标任务不合
理、推动方式简单化、技术模式不
科学、质量把控不严格、管护机制
不 健 全 等 情 况 ，做 到 摸 排 不 留 死
角，没有遗漏。同时，对摸排出来
的问题，及时归纳整理，建立整改
台账，明确责任部门、整改重点、技
术路线、经费保障、时限要求等，确
保 9 月 10 日前完成整改。

四子王旗
农村牧区
人居环境整治实打实

〖新景〗

□本报记者 刘宏章 摄影报道

阿拉善盟是全国双峰驼的主产地，也是骆驼文化的摇
篮，被誉为“骆驼之乡”。近年来，该盟依托资源禀赋，将发
展驼产业作为产业扶贫的重要抓手，通过划定骆驼保护
区，出台各种政策补贴、确定养驼大户，引导农牧民实行专
业化集中饲养、成立一批专业合作社，引进驼产品精深加
工项目，扶持农牧民向专业化、规模化、产业化发展，探索
走出了一条以骆驼产业发展引领农牧民致富的新路子。

据了解，目前，阿拉善双峰驼种群数量稳控在 13 万峰
以上，累计发展农牧民养驼专业合作社 30 余个，培育养殖
50 峰以上骆驼养殖场（户）近 500 户。每年驯化挤奶母驼
1.5 万峰，生产加工鲜驼奶 3000 吨，加工驼毛绒 450 吨，出
栏成年骆驼 1.2 万峰，实现产值 4 亿元，形成了一条企业增
效、农牧民增收、农牧业协调发展的新路子。

大漠绿色骆驼产业富了农牧民

驼乳系列产品。

养驼牧民给骆驼添加草料。

养驼牧民正在挤驼奶。

驼奶企业员工在生产车间包
装纯驼奶。

农牧民参加阿拉善骆驼那达慕文化节农牧民参加阿拉善骆驼那达慕文化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