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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薛来 实习生 郭贺

九月，漫步在赤峰市林西县十二吐乡达康
产业园，青绿的秧苗迎风摇曳，火红的西红柿长
势喜人。村民刘伟和妻子正忙着采摘西红柿，
连汗都顾不上擦一下。“原来我们两口子最多种
两个棚，自从用上政府给争取的智能水肥一体
化、自动化卷帘设备和放风机，我们种3个大棚
都特轻松。”刘伟笑呵呵地说。

近年来，十二吐乡探索“基地联动联建、生产
联种联营、服务联接联办、市场联创联销”为主的

“一园四联”党组织引领产业园区建设模式，凝心
聚力助跑产业发展，为乡村振兴“充电赋能”。

十二吐乡围绕设施农业产业优势，建成占
地1万亩、1700栋大棚的达康产业园，在产业
链上设立党委、支部，把参与达康产业园区建
设、经营、服务的15个党组织整合在一起，以党
组织深度融合带动产业融合发展。

“达康产业园区的创建，实现了‘人人增收
致富腰包鼓、乡村宜居宜业家家富’的目标，显
示出党建引领产业发展的强大力量。”十二吐乡
党委书记王建莹介绍。

“一链条一特色、一支部一品牌”。达康联合
党委为加强产业规划，破解蔬菜产业链上下游衔
接问题，积极延续联席会议等工作制度，逐级签订
目标责任书，构建起协同推动的组织体系。联合
党委建立了“党建+市场+经纪人+龙头企业+农
户”的产业化经营模式，形成统一的可追溯、高效
率线下销售新模式。截至目前，园区内的大棚亩
均收入1万元以上，产值预计达1.2亿元。

十二吐乡西山根村，一个贫困发生率为
46%的贫困村，如今变成了远近闻名的富裕
村。“2017年，党总支领办了农民专业合作社，
对种植品种、定值时间、化肥使用都有了统一的
标准，果品品相和质量上来了，价格自然也差不
了，标准化服务让村民收入和村集体经济实现
了双提升。”说起西山根村的致富经，村党总支
书记刘占林侃侃而谈，“现在不仅我们村的人走
上了致富路，其他7个行政村均形成了‘一村一

品’的致富格局。”
十二吐乡通过支部领办合作社，为广大村

民提供标准化、机械化、科技化、品牌化的生产
服务，让村民通过岗位就业、兜底保障、土地流
转和产业分红等方式参与到全产业链中，尝到
实实在在的红利。

“我前几年一直在外打工，辛苦一年也挣不
了多少钱。村里建了暖棚后，我就试种了2个
棚，第一年纯收入 7万元。现在我种的 18个
棚，年收入上百万元。”西山根村村民耿立伟笑
得合不拢嘴。

为提升产业发展水平和产品知名度，该乡
积极申请“林西·红柿”地标品牌，中科院的‘科
技小院’也正式落户到达康产业园区。通过生
产联种联营模式，十二吐乡人均年增收2万元
以上，行政村集体经济年均收入17.3万元，产业
分红年均收入14.8万元。

前一段时间，由于疫情影响，十二吐乡的西
红柿外销受阻，秧苗也进不来。经过达康联合党
委的多次协调，不仅为产品销售打开了锡盟、通
辽等市场，还为运输秧苗车辆办理了通行证，全
面保障了园区农户下一茬西红柿种植。

“为解决产业难上规模、产品难卖好价的难
题，乡党委联合中化集团党组织、县农牧局党组
织，组成服务专班，深入园区‘把脉问诊’，协调链
上农户与西安、北京等地客商签订长期合作协
议，龙头企业与合作社、农户签订保底收购协议，
让农户种植效益最大化。”王建莹告诉记者。

同时，十二吐乡与林西县多个政府职能部门
签署共建协议19份，建立“需求清单”“责任清单”

“落实清单”87份，为园区提供规划设计、落实资
金、技术指导、农残检测、防灾救灾等服务103
项。不仅如此，党建联合体下的5家金融机构也
为园区注入“金融活水”，累计为园区协调贷款
560万元，发挥出服务联接联办的巨大效应。

在蔬菜交易市场里，停放着几十辆电动三
轮车，上面堆满了个头均衡、色泽鲜亮的西红
柿。外地客商正围着西红柿品头论足。“交易市
场里设置了休息区、办公区、交易区，到这里收
柿子非常省心。”山东客商刘超笑着说。“原来是

自己拉着柿子出去卖，成本高。现在都不用出
村了，经纪人直接到大棚里拉货。”西山根村村
民兰国利附和道。

为了保证农户利益最大化，十二吐乡整合涉
农资金800余万元，建成现代化蔬菜交易市场，
为外来客商提供住宿场所，向客商出租分拣室、
保鲜库，提供免费水电等服务。交易市场还与全
国蔬菜交易大数据平台连接，实时滚动播报
全国各地西红柿交易价格等供求信息，重点
公开周边地区西红柿交易价格，定期发
布茬口信息，确保信息及时通畅，保
护种植户利益。

“市场联创联销的运行模
式，让种植户再也没有后顾之
忧！”王建莹说。

党建引领风帆劲，乘
“柿”而上谱新篇。十二
吐乡以高质量党建推
动高质量发展，奋力
谱写出“业兴、村
美、民富、人和”的
崭新画卷。

□本报记者 韩雪茹

金秋时节，沃野处处丰收忙。
在巴彦淖尔市临河区狼山农场三分场的

“河套灌区玉米一穴双株间作大豆高效栽培技
术”示范种植基地，进入收获期的玉米、大豆迎
来了测产。

“河套灌区玉米一穴双株间作大豆高效栽
培技术”是自治区农牧业科学院经2019-2021
年 3年试验和示范研发的一项新技术。今年，
经过项目团队播种、除草、施肥、病虫害防治等
全程技术指导，种植基地呈现一片丰收景象。

“现场测产结果显示，玉米平均亩产2078
斤，大豆平均亩产120斤。实现了玉米不减产、
多收一茬豆，而且减膜、节肥、提升地力的生态
效果也很好。”自治区农牧业科学院党久占研究
员说。

探索一穴双株模式，党久占已经在杭锦后
旗“耕耘”多年。据介绍，玉米传统种植模式是
单株种植，即每穴一株，这种模式在高密度情
况下，通风透光差。一穴双株在总株数相差不
大的情况下，株距行距可以加宽，提高了田间

的通风性、透光性，更加有利于光合作用以及
干物质的积累，提高了水肥利用率，为高产提
供了有利的条件。除此之外，由于行距比较
大，适合机器进行管理，促进机械化推广。

玉米间作大豆技术，即把玉米和大豆在同
一块田地上分带间隔种植，通过科学优化的带
型配置、合理密植、科学调控水肥和全程机械
化作业，可保证玉米产量与净作相当，还额外
收获大豆。玉米间作大豆是在耕地资源有限条
件下，扩种大豆油料的重要技术。

今年，团队又在农机农艺结合上下功夫，经
过实地试验、改进，研制出大豆播种机、除草机、
打药机等一系列机械设备，为今年的玉米间作
大豆技术提供了技术支撑。

站在地头的团结镇立新村五社村民赵建荣
看着黄澄澄的玉米棒子乐开了花：“‘你看，按专
家的技术要求种植，到秋一看确实不错，眼瞅着
要多打粮。”

据了解，2022年，该项目依托自治区农牧
业成果转移转化资金项目支持，在杭锦后旗头
道桥镇民建村、团结镇立新村和临河区狼山农
场建设核心示范区种植4000亩，辐射推广4万
多亩。

本报 9月 28 日讯 （记者 李国
萍）记者从自治区市场监管局获悉，目
前，我区第二批“蒙”字标认证申报已经
结束，第一批获证的9家企业均申报了
再认证，全区新申报企业达到109家。
通过“高标准+严认证+强监管+优服
务”的方式，真正让大草原上的好产品
卖上了好价钱。

自治区市场监管局经过近3年的不
懈努力，“蒙”字标认证工作取得喜人的
进展。据自治区市场监管局“蒙”字标
专班介绍，目前已经建立了“蒙”字标认
证标准、制度、产业、质量管控、综合服
务“五大体系”。尤其是标准体系，专家

组研究建立了“蒙”字标认证区域品牌
1+N标准模式，即通用地方标准+认证
产品团体标准，已制订了60项地方标
准、10项认证产品团体标准，正在加快
研制32项“蒙”字标认证产品团体标准，
形成“蒙”字标产品标准体系。此外，建
立的质量管控体系，可以对产品的原材
料、生产加工、包装、物流运输以及终端
销售等各个环节进行全过程监管，消费
者通过扫码就可以进行全程追溯，实现
品质看得见，监管无死角。

本报9月28日讯 （记者 韩雪茹）记者从自治区农牧厅获悉，巴彦淖尔市3家水产养殖企业被评为自治区水产养
殖新品种、新技术示范基地，自治区农牧业技术推广中心水产技术处专家组对3家企业进行挂牌。

据了解，经盟市推荐、自治区农牧业技术推广中心组织专家评审，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沣达水产综合养殖专业合作
社、乌拉特前旗新安福源海农贸养殖专业合作社、磴口县纳林湖黄河鲤鱼种质资源场被评为自治区水产养殖新品种、新
技术示范基地。三家示范基地的建设将进一步推进巴彦淖尔市渔业绿色高质量发展，加大新品种新技术的示范推广范
围，提高巴彦淖尔市渔民收入。

草原迎草原迎丰收丰收 牧民打草忙牧民打草忙

□本报记者 韩雪茹 实习生 王敏

油菜收割时节，呼伦贝尔农垦谢尔塔拉农牧场公司的田野
大型机械来回穿梭。在一块油菜田里，数十台收割机马力全开，
轰轰作响，成熟的油菜秆卷入收割机，收割、脱粒、分离等工序一
气呵成，运输车严阵以待，满载粮食运往麦场，从收割到输送再
到晾晒、烘干，实现全程机械化生产。

从“人扛牛拉”到“机器耕种”，从“靠经验”到“靠数
据”，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在农业生产中广泛应用，
科技正在沃野不断迸发新活力。

据介绍，从2017年开始，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与自
治区农牧业科学院油菜创新团队合作开展油菜
丸粒化包衣研究。经过5年的反复试验，已经探
索建立了油菜丸粒包衣技术体系，通过同田对比
发现，丸化包衣加精量点播，实现播深一致，成熟

一致，可节种50%，节药50%，亩增产26斤，油菜
含油率可提高1%-2%，亩增效约百元，还可有
效提高病虫害防治效果，减少农药使用量，提升
生态效益。

在有限的土地上，生产出更多更好的农产品，只有
走科技创新的道路，呼伦贝尔农垦集团通过重点推广
油菜包衣免耕精量播种、水肥药一体化节水节肥、病虫
草害绿色统防统治、全产业链示范等新技术和管理模式，建立油
菜绿色优质高效技术模式攻关田，推广种植“双低”（低芥酸、低
硫甙）油菜品种，不断探索适宜本地区的油菜模式化栽培技术。

装有卫星导航系统的机械穿梭在田间，助力抢种抢收；无人
机在天空中纵横，助力“虫口夺粮”。每一个生产环节，都有科学
技术做支撑。

“多年来，我们在加强农机与农艺有机融合上下功夫，充分
发挥农机的生产效率，调动农艺的科技潜力，实现农牧业增产增
效。”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农机科技部副部长张中原说。

“一园四联”成就火红“柿”业

□文/图 巴日苏

眼下，草原迎来了丰收季。东乌珠穆沁旗的牧民们
开始紧锣密鼓地打草，为牛羊过冬储备草料。

为保障今冬明春牲畜饲草料供给，该旗进一步加大

牲畜出栏力度，减轻饲草储备压力。同时，组织相关部门
扎实开展今冬明春牲畜安全越冬及2023年春季牧草返
青期休牧所需饲草料储备工作，确保牲畜安全过冬渡春，
为牧民生产生活顺利开展“保驾护航”。

据了解，2021年度内蒙古饲草产量达到5302.15万
吨，其中天然牧草产量1256万吨干草。

“蒙”字标让内蒙古绿色
农畜产品卖上了好价钱

玉米+大豆 共奏增收曲

农机+农艺 合力增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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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运输。。

草原上的打捆牧草草原上的打捆牧草。。

查看打草机查看打草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