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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赞·新气象〗

本报8月30日讯 （记者 韩雪
茹）记者从自治区农牧业科学院获悉，
日前，赤峰市巴林右旗巴林右羊业科
技小院正式成立。科技小院将围绕巴
林右旗肉羊产业发展中的关键技术问
题开展生产全过程研究和服务，打通
科技成果转化、技术服务推广、乡土人
才培育的“最后一公里”。

据了解，自治区农牧业科学院与
巴林右旗“牵手”共建全国农业科技现
代化先行县以来，持续推进共建先行
县工作，有效整合科研机构、政府和市
场多方力量和资源，通过高校研究生
与科技人员驻地研究，攻关农牧业生
产瓶颈，构建科研到生产“直通车”，推
进科技成果落地转化。巴林右羊业科
技小院是共建全国农业科技现代化先
行县的又一个有力抓手。下一步，将
充分挖掘科技小院模式在人才培养、
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方面的潜力，把
科技小院打造成集科学研究、人才培
养和服务现代农牧业发展为一体，以

“零距离、零时差、零门槛、零费用”四
零服务为宗旨的应用型研究生培养平
台。

□本报记者 薛来 实习生 李震宇

在燕山山脉七老图山系深处，有一个小
山村，村内有一座山峰形似马鞍，这个小山村
因此取名马鞍山。马鞍山地处赤峰市喀喇沁
旗，这里是革命老区、贫困山区，也是多民族
聚居区和生态脆弱区。村里人均耕地少，地
力贫瘠，干旱缺水，“一把锄头二亩田，面朝黄
土背朝天”曾经是近400户村民贫困生活的
真实写照。

然而，在打赢脱贫攻坚战，走上乡村振兴
的路途上，马鞍山村却在葆有本真的基础上
嬗变成新模样。当记者再一次走进马鞍山村
时，一幅产业兴旺的蓬勃画卷跳入眼帘。

一场透雨过后，清新的空气沁人心脾。59
岁的刘瑞侠正在自家的山葡萄园劳作，她一边
除草一边剪枝。这位靠种山葡萄还清借款、摆
脱贫困、日子殷实的勤劳母亲，望着一树树晶
莹剔透、青翠欲滴的山葡萄，喜悦的心情溢于
言表。“再过半个月，山葡萄就能采摘了。这5
亩多地的山葡萄，往合作社一送，两万多元就
到手了。”刘瑞侠禁不住笑起来，“数着嘎嘎新
的人民币，心里别提有多畅快啦……”

大自然的孕育，赋予了马鞍山特殊的风
物。自从第一棵山葡萄树生根结果，这方土
地上的村民，生活便有了新的味道。而一棵
树、一个村和一个合作社的联结，不断演绎着
兴一项产业、富一方百姓的动人故事。

马鞍山村地处北纬41.5度，光热资源丰
富、昼夜温差大、无霜期长、病虫害少。2000
年，村党支部书记张国志通过外出考察时得
知，这种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特别适合山葡
萄生长，于是，他先后引进各种优质葡萄品种
进行试种，结果不仅色泽好、糖分足，而且营
养价值高，很快就带动本村、邻村的农户种植
起来。高峰时期，本村及周边种植面积过万
亩。种植户多了，种植面积扩大了，逐步实现
了统一购苗、统一浇水、统一技术指导，也为
降低生产成本和扩大市场规模创造了条件。

山葡萄主要是给相关企业作原料。怎么
卖出好价钱，让村民们犯了愁。2009年前后，
受市场变化影响，山葡萄大量滞销，很多村民
含着眼泪把葡萄树刨掉。面对这种情况，张
国志和村干部们反复合计，下决心筹资办起
了山葡萄专业合作社和葡萄榨汁厂，以每斤
高于市场0.5元的保护价收购本地种植的山
葡萄。如此一来，村民们不用再操心销售和

储存的问题，而是由合作社代表全村与酒厂
洽谈买卖，直接出售原酒。尝到了甜头的村
民们乘势而上，不久便通过引进社会资本、进
行企业改制，兴办了金马鞍葡萄酒业有限公
司，自己发展成品酒酿制。

有了自己的酿酒企业，村民的脑子更活
了。如今，村里山葡萄酿制出来的红酒共20
多个品种，高中低端都有。酿红酒剩下的葡
萄皮和葡萄籽再次发酵后又制成白兰地，酒
渣则做成饲料。在销售上，除传统渠道外，还
依托电商平台将销路扩大到全国，村里有四
五十人更是利用社交软件做起了微商，实现
了“人人种，人人卖”。不仅如此，村里还为客
户提供定制服务，并在山下建起红酒庄园，吸
引游客前来观光和体验。

而马鞍山村山葡萄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张
国志，为了村民的富裕，65岁的他依然带领村
民到地里劳作。“我只是做了一名共产党员该
做的事情，”张国志告诉记者，“靠着山葡萄，
我们不仅摘掉了贫困帽，还使村民的生活一
天比一天好，全村现有山葡萄种植户240多
户，种植山葡萄亩均收入可达3000元以上。
去年，全村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5900
元。”

65岁的村民李义，看到种山葡萄效益好，
便不断扩大规模。现在，他的山葡萄已经发
展到8亩多。“自己种植山葡萄，同时还在葡萄
酒厂上班，年收入超过5万元。”他自豪地说。
得益于山葡萄产业，李义盖起了5间宽敞明亮
的大瓦房，还买了轿车，日子过得蒸蒸日上。

现在，3500余亩的葡萄种植园与马鞍山
景区相叠加，森林覆盖率已经达到92%。葡
萄种植园就如梭织的绿色地毯，连绵铺展，与
迤逦叠翠、万物滋荣的马鞍山，构成一幅相依
相偎、和谐共生的美丽风景。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环境的持
续改善，为野生动植物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空
间。村民在葡萄园里劳作时，经常见到狍子、
野猪、狐狸、野鸡、山兔……每至夏秋，松林里
蘑菇遍地生长，榛子林里榛果满枝。勤劳的
村民们上山捡蘑菇、采榛子，将成品拿到马鞍
山脚下的山货市场售卖，深受游客的喜爱。
一个采摘期，拾捡山货的村民多达数百人，有
人年收入甚至可达两三万元。

漫步在绿意盎然的马鞍山脚下，品味着
葡萄美酒的芳香，大批游客举起相机，捕捉绿
树与红瓦的互衬，将葡萄藤蔓的延展定格，也
把一个村的繁荣故事传向祖国各地。

马 鞍 山 ：再 整 新 鞍 马 蹄 疾

□本报记者 薛来

今年，在一款直播平台上，一个叫做“草原农民”的账
号火了。在视频中，主人公包春杰将水稻耕作的各个环节
实时记录下来，充分展现出美好的田园生活。这波操作，
让他圈粉无数。

提起包春杰，当地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是兴安盟
扎赉特旗小有名气的企业家，从最早种植黑木耳带领群众
脱贫致富，到开发黑木耳面粉为扎赉特旗打造名片，再到
现在开创“蒙灵花”蒙古餐饮连锁店直接服务群众，他成为
扎赉特旗勤劳致富、开拓创新的典型人物。

当记者问他为何在工作如此繁忙的情况下，还要到农
村承包耕地种植水稻时。他真诚地说：“这么多年来，一直
从事黑木耳相关产业，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总感
觉心里还缺少点什么，在年初看到旗里出台政策鼓励市民
回村创业的文件后，我就萌生了为乡村振兴贡献绵力的想
法”。

在大量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包春杰决定依托扎赉特旗
优质水稻种植的基础，下乡承包水田种植水稻。说干就干
是他的一贯行事作风，在音德尔镇乌兰毛都嘎查当地农民
手里承包了60亩水田后，他从一名企业家变成了地地道
道的农民。从地块平整到品种选择再到水稻育秧插秧，包
春杰全程参与水稻耕作过程，并享受着其间的快乐。

“扎赉特旗的土地肥沃、水资源丰富且没有污染，生产
出的大米品质优良，但是因为宣传和运营力度不够，没有
卖出好价钱。”包春杰坦言，“我做直播，就是要让全国的网
友看到扎赉特旗水稻种植全过程，让所有人明白我们的大
米是绿色优质的。同时，希望通过我的示范，带动身边的
一些人能够抱团下乡发展这项产业，如果困难群众想参
与，我可以在资金上给予帮助。”

据了解，扎赉特旗鼓励市民下乡承包耕地的举措起到
良好的示范作用，很多农民将土地承包后，既能够获得可
观的承包费，又解放了劳动力，他们可以外出打工，也可以
继续留在土地上，以雇佣工形式从事农业劳动。

采访中，包春杰令记者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就是：“当年
许多村民为我培育黑木耳，没有这些种植户，就没有我的今
天。所以，我希望通过承包水田，带动更多村民致富。”在他
的心里，他对这些种植户始终都保持着一份责任和承诺。

经初步统计，在扎赉特旗“市民下乡”政策的支持下，
目前共有300多人下乡承包耕地变身农民，有效的实现了
市民下乡消费、促进产业发展的目标。

包春杰“变身记”

本报8月30日讯 （记者 韩雪茹）近
日，自治区向日葵种业“揭榜挂帅”项目——
向日葵种质资源创新及新品种选育项目正
式启动。

据了解，自治区农牧业科学院为项目首
席单位。在该项目推动下，国内首家向日葵
种业创新联合体成立。启动会上，各成员单
位讨论了向日葵种业创新联合体承担的向
日葵“揭榜挂帅”项目课题及任务目标，进一
步分解各成员单位及课题组的任务，深度协
商建立以联合体为主的产学研创新共建新
模式，并着力建立和形成种业创新长效机
制，实现向日葵种业高水平研发、高质量繁
育、高效益推广、高标准示范。同时，向日葵
种业创新联合体及“揭榜挂帅”项目牵头单
位三瑞农科与各成员单位签定了合作共建
协议及课题任务书，标志着向日葵种业创新
联合体正式运营和向日葵“揭榜挂帅”项目
正式启动。

“揭榜挂帅”项目及种业创新联合体建
设是贯彻落实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有关
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项目的启动实施及
向日葵种业创新联合体的运营，将为全国向
日葵种业创新及产业发展注入全新的活力，
助力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
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和服务平台以
及全国一流的向日葵商业化育种体系，引领
向日葵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国内首家向日葵种业
创 新 联 合 体 成 立

本报包头8月 30日电 （记者 李国
萍）近日，包头市市场监管局、农牧局、公安
局、商务局、供销社等5部门联合开展了农
村牧区假冒伪劣食品专项检查。

此次检查采取部门联合、四不两直、现
场抽查和市区（旗、县）两级联动 等方式，同
一时间对农村牧区的食品小作坊、小食杂店
和小餐馆等经营主体开展联合检查，重点查
处生产经营“三无食品、过期食品、方便食
品、肉及肉制品”和“黑工厂、黑窝点、黑作
坊”等违法行为，全力促进全市农村牧区食
品生产经营规范化管理和食品质量安全双
提升，专项检查中共出动执法人员 315人
次，检查各类经营主体982家，责令整改32
家，对9家涉嫌经营过期食品的违法行为进
行立案调查。

包头市市市场监管局还将充分发挥部
门牵头作用，与农牧、公安、商务和供销社等
部门形成监管合力，不断开展联合执法检
查，全面规范农村牧区食品生产经营秩序，
切实为农村牧区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
境。

包头市五部门联合检查
农村牧区假冒伪劣食品

又是一年金秋时，硕果累累收获忙。
近日，工作人员正在呼伦贝尔农垦苏沁农
牧场有限公司的晾晒场晒麦。

今年，该农牧场种植各类粮油作物

32.3万亩，通过良种良法配套、农机农艺
融合，实现资源高效利用，不断夯实粮食
安全生产基础。

据了解，呼伦贝尔农垦集团拥有耕地

规模位居全国农垦第三位，还拥有世界先
进的大中型机械设备5万多台件，田间综
合机械化水平达99%以上，农业科技贡献
率70%以上，处于全国领先水平。

秋来收获忙
□本报记者 韩雪茹 实习生 吴振华 摄影报道

本报乌兰察布 8 月 30 日电 （记者
李国萍）记者从乌兰察布市邮政管理局获
悉，当地政府近日印发《乌兰察布市“十四
五”推进农牧业农村牧区现代化发展规划》，
将加快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和建设农村牧区
物流体系纳入“规划”，并提出了具体举措。

“规划”提出，加快农村电子商务发展，
扩大电子商务进农村牧区覆盖面，加快培育
农村牧区电子商务主体，引导电商、物流、商
贸、金融、供销、邮政、快递等市场主体到乡
村布局；建设农村牧区物流体系，完善旗县、
苏木乡镇、嘎查村三级物流配送体系，补齐
物流发展需要的基地、分拨、配送、冷链、仓
储等基础设施短板；发展农村牧区物流网络
体系，建设集客货运、邮政快递、电商于一体
的乡镇综合运输服务站。

下一步，乌兰察布市邮政管理局将加强
分类指导，不断健全完善县、乡、村寄递服务
体系，补齐农村寄递物流基础设施短板，如
期建成开放惠民、集约共享、安全高效、双向
畅通的农村寄递物流体系。

乌兰察布市将农村寄递物流
纳 入“ 十 四 五 ”发 展 规 划

□本报记者 阿妮尔

“再有一个月，红辣椒又到收获季，对农
民来说，一颗小小的红辣椒，不仅是美味的调
料，更是发家致富的‘宝贝’。辣椒种植已经
成了我们村民增收致富的重要渠道！”通辽市
开鲁县东风镇东方红村党支部书记韩宝贵脸
上洋溢着喜悦。

村民的日子像辣椒一样“红火”。多年
来，开鲁县发展辣椒种植产业，形成了“一业
带动，万人增收”的喜人局面——从育苗、移

栽、田间管理到采收、挑拣、销售、加工、仓储、
物流等环节，带动该地区5万余人吃上了“产
业饭”，人年均增收约6000元。

目前，开鲁县年稳定种植面积达 60 万
亩。随着辣椒加工企业不断入驻，该县已逐
步形成了集种植、仓储、物流、加工、研发于一
体的产业化链条，打造了县域性特色农产品
基地。

今年以来，满洲里海关所属通辽海关立
足实际，积极服务“三农”工作，精准施策，采
取有力措施支持开鲁县辣椒出口企业保订
单、稳预期、拓市场、促畅通。

“受疫情影响，出口船期特别紧张。对
此，通辽海关当天就审核放行申报出口货物，
为我们抢占船期争取到先机，帮助我们节省
了冷冻红辣椒在口岸的冷藏费。”出口冷冻红
辣椒的开鲁县蒙椒都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外贸经理徐晶说。

通辽海关积极助企纾困，重点关注国外技
术性贸易措施，指导企业做好辣椒种植田间源
头管理，完善产品质量安全管理体系，确保出
口辣椒及其制品符合进口国安全卫生标准和
检验质量要求，提升出口产品国际竞争力。

前7个月，开鲁县红辣椒及其加工产品出

口稳中有升。其中，出口辣椒酱4525吨、货
值 2031.8 万 元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72.3% 、
128.3%；其他产品出口数量较为稳定，如冷冻
红辣椒 8444 吨、货值 4043 万元；辣椒粉
429.5吨、货值1462.8万元；干辣椒237.5吨、
货值534.4万元。

数据飘红，行稳致远。为支持开鲁县辣
椒稳定出口，通辽海关设立出口农食产品查
检“绿色通道”，建立关企专职联络员制度，实
行无假日预约、优先查验，零延时为企业签发
检验检疫证书、原产地证书，全方位为企业提
供通关便利服务。

开鲁辣椒出口一路飘红

□本报记者 韩雪茹

只需将大麦草的种子洗净浸泡好，均匀
铺在种植盘内，一键启动设备后关闭舱门，6
天后即可采收新鲜麦草。这样充满科技感的
种草方式，成为包头市固阳县解决肉羊饲草
紧缺问题的“金钥匙”。

“你看，我们的种植盘清洗、消毒后可重
复使用。按照麦草的生长速度，6台舱可以做
到日产鲜草近2吨。全年循环种植，即使冬天

肉羊也能吃上新鲜麦草。”在包头市草原百盈
农牧业发展有限公司的智慧植物生长舱项目
基地里，公司总经理李昕阳介绍说。

新鲜大麦草具有良好的色泽和天然风味及
丰富的营养价值，并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E、维生
素 C、超氧化物歧化酶和黄酮类物质，具有较好
的抗氧化活性。新鲜大麦草不但可以提高肉羊
生产性能，而且可有效改善羊肉品质。

据了解，固阳县通过招商引资的方式，尝
试推广智慧植物生长舱新型牧草种植模式。
该项目已在包头市草原百盈农牧业发展有限

公司落户，项目设备投资120万，车间及附属
投资30万，共投资150万。每个生长舱舱体
占地为 19.8㎡，舱体内可设置 6 层栽培架，
有效使用面积约为 63㎡，整舱配置 96 个播
种盘。一个种植舱年产量约相当于24亩土地
的大麦草产量。

固阳县地处农牧交错地带，气候条件适宜
肉羊生长发育，肉羊养殖业一直是固阳县的传
统产业。2008年以来，固阳县着力提高农区
畜牧业在大农业中的比重，大力发展肉羊养
殖，使肉羊养殖数量和质量有了较大的提高，

并且逐步向规模化、专业化养殖的方向发展。
2018年，固阳羊肉被认定为国家农产品地理
标志，进一步提升了固阳羊肉的知名度。

目前，该县肉羊存栏115.31万只。2021
年全年累计出栏肉羊104.56万只。优越的气
候条件使固阳县的肉羊四季均衡出栏，但是
新鲜牧草供应却有限，存在饲草不足的问题。

未来的发展中，用智慧植物生长舱发展
牧草种植对推动肉羊规模化健康舍饲养殖、
解决牧草紧缺及助力乡村振兴产业发展等方
面将起到示范引领作用。

固阳肉羊有了四季“绿色口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