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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条农村公路通到
群众家门口，一个个村庄焕
然一新，一批批特色农业
产业落地生根，一名名拥
有梦想和技术的人才涌
入乡村，为乡村振兴注
入新的活力……这些
生动的画面组成了兴
安盟乡村振兴的动人
画卷。

作为曾经的大兴
安岭南麓集中连片特
困地区之一，党的十八
大以来，兴安盟集中各方

力量啃下了一个个硬骨
头，攻下一个个深贫堡垒，全

盟6个贫困旗县市、602个贫
困嘎查村全部摘帽出列、10.5

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在脱贫攻
坚“大考”中交出了优异答卷后，兴安盟

又开始在乡村振兴的考卷上努力作答，以更
加昂扬的姿态、更加有力的举措、更加扎实的作

风，奋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兴安盟，这个曾经“贫中之
贫”的地方，已蝶变为“点绿成金”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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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安盟乡村振兴路上绘出动人画卷
□高敏娜 胡日查 武跟兄

进入冬季，兴安盟扎赉特旗魏佳米业有限责
任公司经理魏建明的“冬闲”成了名副其实的“冬
忙”。应接不暇的客商电话，进进出出的运输货车
……开年忙碌的场面让他找回了发展信心，“沾着

‘兴安盟大米’的好名声，我们的大米不愁卖，进入
春节消费旺季，在北京市和呼和浩特市的专卖店生
意也很火爆！”谈起自家的米业，魏建明笑得格外爽
朗：“许多‘头回客’已成为了‘回头客’。”

“目前，我们在北京市、呼和浩特市都开了直营
店，其他大城市的产品复购率也非常高。去年，除了
自己种植了8000多亩水稻，还和200多户农户签订
了25000亩的水稻订单，全年销售大米1.5万吨，带
动了周边780多户农户种植水稻，户均增收5000元
以上。”魏建明踌躇满志地说：“2023年，我们要继续
做精做优‘种植端’，引进优质水稻品种，扩大种植规
模，加强田间管理，实施保护性耕作，开展全程机械
化，让种植变得更轻松、更精细、更高端。”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要落实产业帮扶政策，做好“土特

产”文章，依托农业农村特色资源，向开发农业多
种功能、挖掘乡村多元价值要效益，向一二三产
业融合发展要效益，强龙头、补链条、兴业态、树
品牌，推动乡村产业全链条升级，增强市场竞争
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随着春节的到来，兴安盟各大超市货架上的
沙果干再次成为热销商品。近年来，兴安盟依托
生态优势，把“小沙果”做成“大产业”，实现了生
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丰收。

在科右前旗 30万亩的林果中沙果种植面积
占到20万亩，目前以俄体、大石寨为代表的林果
基地初具规模，培育了齐心村等一批林果专业
村，初步形成了“龙头企业+林果基地+果农”的林
果产业发展体系和利益联结机制。同时，加快拓
展“林果+生态+旅游”的产业发展模式，进一步提
升当地林果业、旅游业的知名度和竞争力。

1月 14日，自治区党委书记孙绍骋在参加自
治区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兴安盟代表团审议时
说，农牧业是兴安盟的优势产业、当家产业，要瞄

准量大、质优、价高方向做大做强现代农牧业。
近年来，兴安盟努力把“好资源”转化为“好

品质”，把“好品质”转化为“好品牌”，让以“兴安
盟大米”为代表的绿色优质农畜产品促进农牧民
增产增收，助推乡村振兴。

隆冬时节，科右前旗归流河镇满达胡嘎查的
科右前旗金刚农牧业专业合作社内一派忙碌，机
器轰鸣间工人们正在紧锣密鼓地加工生产。“合
作社有1000亩稻田，亩产在 600公斤以上，我们
要抓紧加工大米，争取卖个好价钱！”合作社负责
人包凤英高兴地介绍，如今乘着“兴安盟大米”品
牌的东风，她的大米不愁销路。

“肥沃的黑土地、适宜的气候条件、绿色纯净
的农田环境，成就了高品质的‘兴安盟大米’，也
得到了越来越多消费者的关注和认可。”兴安盟
袁隆平院士工作站站长王世刚介绍，作为内蒙古
自治区主要商品粮基地，“兴安盟大米”已成为兴
安盟的响亮名片，成为引领产业发展，带动群众
致富的“金米粒”。

“合发村真漂亮，垃圾分类分五
样。五分法要牢记，各个村民都参
与。可燃的要裂解，不可燃的要埋掉，
易腐烂的做肥料，可回收的变成宝，有
毒害的送村部……”在突泉县水泉镇
合发村，这首由“五分法”垃圾分类模
式改编的顺口溜可谓是家喻户晓。

“以前家里的厨余垃圾和可回收
垃圾放在一个袋子里随意丢弃，垃圾
分类处理后，我变成了见‘圾’行事的
垃圾分类志愿服务队队员，不仅把自
家的垃圾分类处理，也帮助别人一块
儿进步。”合发村村民陈秀芬说。

农村牧区干净整洁是小康社会
的基本要求，顺应农牧民对美好生活
的期待，是乡愁得以安放的基础。

近年来，兴安盟把农村牧区人居
环境整治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硬
任务，采取垃圾处理城乡环卫一体化、
给排水一体化、“牛羊出院”人畜分离等
举措，为乡村发展汇聚人气、增添活力。

2022 年，兴安盟按照“系统谋

划、局部示范、重点突破”原则，择优
打造盟级乡村振兴示范村 35个，累
计投入 6.44亿元，重点实施“三个一
体化”（给排水一体化改造、城乡垃圾
一体化处理、景村融合一体化建设）
工程项目 256个，完工项目 233个，
完工率 91%。加快推动“牛羊出院”
项目建设。把“牛羊出院”作为提升
人居环境整治成效和促进畜牧业转
型升级的重要抓手，实现庭院整洁度
和养殖规模化双提升。2022年，投
入 0.77亿元打造“牛羊出院”盟级示
范点 12个，实现肉牛扩群 9300头。
扎实推进厕所革命，加快户厕改造进
度，稳步提高农村牧区卫生厕所普及
率。截至2022年 11月末，全盟已完
成新建厕所 4284户（不包含试点），
并在每个旗县市选定 1个具有代表
性的嘎查村进行试点示范，择优选定
13家改厕厂家产品，完成试点改厕
158户，确保经过试验，筛选出符合
兴安盟实际的科学改厕产品。

让农村牧区更宜居

加快环境改造加快环境改造

走进乌兰浩特市义勒力特镇西白
音胡硕嘎查“两委”办公室，只见室内布
置整洁有序，资料摆放整齐，嘎查党支
部书记马金财正和“两委”成员研究
2023年的产业发展。如今是嘎查党支
部书记的他，之前是乌兰浩特市义勒力
特镇乡土人才孵化中心的一名学员。

回想起孵化中心的技能培训，马
金财直言收获颇丰。“加入孵化中心
后，通过外出学习和专业培训，增长了
不少见识。特别是产业发展这方面，
原来我们的农产品卖不上价，但是经
过品牌化运营，每斤3元的大米卖到
了5元。”马金财说。

在兴安盟像马金财这样的例子
不在少数。2019年起，兴安盟在57个
苏木乡镇设立了乡土人才孵化中心，把
嘎查村优秀青年农牧民集中起来统一
培养，重点选拔35周岁以下的高校毕
业生、返乡创业人士、退伍军人等优秀

青年，为乡村振兴输送青年人才。
组织兴，则乡村兴；组织强，则乡

村强。组织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
目标，也是根本保证。近年来，兴安
盟以提升基层党组织活力为目标，通
过筑牢组织堡垒、建强“头雁”队伍、
壮大集体经济，不断激发组织振兴活
力，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接续
推进乡村振兴提供坚强组织保障。

2022年，兴安盟加强乡土人才孵
化中心建设，将其与培养扶持盟、旗、乡

“晓景”式产业带头人相结合，助力集体
经济增收、提质，全盟850个嘎查村年
集体经济收入全部达到10万元以上。

蓝图绘就千般景，奋楫振兴此其
时。2023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
精神的开局之年，兴安盟上下将按照
党中央、自治区决策部署，锲而不舍
跑好“接力赛”，在新的赶考之路上交
出新的优异答卷。

干事创业更有效

提供组织保障提供组织保障

在科右前旗科尔沁镇柳树川村，自治区
书法家协会会员岂梦炜带领村民从一笔一
画学起，墨香悠悠，浸润小村；一听说内蒙古
音协副主席、著名青年歌唱家呼斯楞要来教
大家唱歌，科右中旗代钦塔拉苏木农牧民踊
跃报名；突泉县摄影家协会秘书长李馥利的
摄影作品深受群众喜爱，如今他要把这门技
艺教给突泉县宝石镇宝城村的百姓……这
些文艺领头人，如今有了一个共同的身份
——“文化村长”。

从传统的“文化下乡”转变为把文化“扎
根在乡”，2022年，兴安盟联合自治区文联统
筹区盟旗三级文化文艺资源，乌兰图雅、齐
峰、呼斯楞、李德戈景等知名文艺工作者走
进兴安盟，以“文化村长”的身份与嘎查村结
对子，示范带动104名讲政治、懂理论、爱基
层、能担当的文艺工作者、文化爱好者以及
各界知名人士担任“文化村长”。他们深入
嘎查村开展“村歌嘹亮”“为人民而舞”“微笑
的力量”“画画我们村的‘明星’”等群众性文
化服务活动，以文化人、以艺通心，把文艺志
愿服务真正变成群众愿意来、听得懂、信得
过、真点赞的基层阵地和战斗堡垒，推动乡
村文化文艺事业繁荣发展。

“95后”刘丽是科右中旗额木庭高勒苏
木巴彦敖包嘎查的“文化村长”，身为基层干
部的她爱好写作，是兴安盟作家协会会员。

“巴彦敖包嘎查是‘全国文明村镇’，更是拥
有悠久历史和秀丽风景的旅游度假村。”这
位年轻的“文化村长”上任后，走村入户为嘎
查撰写村赋，和村民一起创作快板、三句半
等文艺节目，还组织志愿者绘制文化墙，致
力于嘎查“气质”“颜值”双提升。

如今，在“文化村长”的带动下，兴安盟
嘎查村文化氛围日益浓厚，农牧民逐步从

“学文化”到“用文化”，从“当观众”变成“当
主角”。可喜的是，又有300余名文艺志愿者
主动申请成为“文化村长”，为乡村振兴持续
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配强文化村长配强文化村长

为 乡 村 振 兴
注入文化力量

提高产业竞争力，离不开过硬的
“三农”队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
引进一批人才，有序引导大学毕业生
到乡、能人回乡、农民工返乡、企业家
入乡，帮助他们解决后顾之忧，让其
留得下、能创业。

连日来，位于科右前旗科尔沁镇
平安村的展翼家庭农场内一派繁忙，
齐晓景组织村民采摘，将新一批包装
的订单蔬菜礼包运往各个采购点。“跟
着齐晓景干，咱们的销售渠道越来越
多，收入越来越好，日子一天一个样！”
蔬菜大棚内，务工的村民们笑声不止。

从大学生村官到科右前旗展翼
合作社创始人，再到如今的科尔沁镇
乡土人才孵化中心主任，返乡青年齐
晓景带动村民把平安村从零散经营、
收入不高的普通村建设成为规模化经
营、多产业齐头并进的示范村，自己不
仅成为了“最美基层高校毕业生”“全
国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全国三八红
旗手”，更成为了全盟乡村振兴致富带
头人的标杆。

2022 年，兴安盟巩固拓展党员
“创业带富”行动成果，实施培育农村
牧区产业发展带头人“晓景计划”，为
乡村产业振兴和人才振兴打牢基础，
逐步实现培育一批“晓景”式带头人，
带富一方百姓。

目前，兴安盟盟级“晓景计划”培
养对象 113人、旗县市级 283人、苏
木乡镇级892人，共计1288人，年经
营收入累计达8.64亿元，累计辐射带
动农牧户 4.18万户 8.64万人。兴安
盟从2022年起将利用3年时间实现

“晓景”式带头人在全盟 850个嘎查
村“全覆盖”，为全盟乡村振兴提供人
才保障，助力发展。

在扎赉特旗音德尔镇五家户村，
盟级“晓景”式乡村产业发展带头人、
扎赉特旗五家户为民创收农业专业
合作社理事长王春凤也带领村民赚

了个“钵满盆满”。“加入王春凤的合
作社后，水稻销售不用愁，收益有保
障。”提到王春凤，社员金连军十分敬
佩，加入合作社后，他家的水稻以每
斤高于市场价格 0.20 元被收购，年
销售收入达60万元以上。

“一个人富不算富，乡亲们都富
起来才有意义！这就是合作社名字
中‘为民创收’四个字的由来。”王春
凤说，目前她的合作社已有社员
1000 余人，经营着 3000 亩水稻，合
作社申请了“糙米一号”“春凤一号优
米”绿色品牌，辐射带动周边农民
9000余人。

为加快建设一支能够满足农业
农村发展需要的实用技能人才队伍，
激活人才引擎，2022年兴安盟开展了

“乡村工匠”培养工程。通过不断完善
培训、培育体系，加强技术指导，提升
农村农业实用技能人才创新、创业技
能，激发乡村工匠创新创造活力，为兴
安盟乡村发展提供了重要人才支撑。
截至目前，兴安盟已累计参加培训
7691人，认定“乡村工匠”400人。

同时，2022年，兴安盟还创新实
施能人返乡、市民下乡、干部到乡、企
业兴乡“四乡工程”，让八方人才竞相
涌入乡村这块发展热土。目前，兴安
盟已建立盟旗两级能人信息库，入库
能人1110人，签署项目26个，预计总
投资10.86亿元；市民下乡方面，已引
导 20名市民下乡创业投资 2307 万
元，发放“晓景农旅”惠民消费券5000
张，撬动消费50万元；企业兴乡方面，
盟内229家民营企业、金融机构等与
212个嘎查村完成结对，围绕产业发
展提供金融支持2.3亿元；干部到乡方
面，2.4万名干部与3.9万户常住农牧
户完成结对认亲，1741名驻村干部常
态化开展“四到村五到户”帮扶活动，
下派专家人才服务基层7564人次，覆
盖群众21万人。

做好“土特产”文章

引领产业发展引领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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