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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基础。随着乡村振兴战略持续推进，在内蒙古广袤的田野上，越来越多的“新农人”活跃在农业农村创业创新的大
舞台上，展现奋斗者风采。他们把智能化种植（养殖）当成“新农活”，让自动机械变为“新农具”，积极拥抱互联网，带动父老乡亲一同增收致
富。在政策和科技的助力下，我区农牧民的生产生活方式正逐渐发生变化。今天，让我们走近这些“新农人”，听听他们的故事。

今年 35 岁的赵丽杰，用 10 年时间创新开展合作
社+村集体+农户的新型经营模式，让周边近6000名农
民实现年增收1000元的目标。现在，赵丽杰托管了2个
乡镇的 13.8万亩土地，全程机械化，每亩土地不仅平均
增产200多斤，还降低人工成本100多元。她还带领合
作社成员建立了杂粮生产深加工车间，年销售额近千万
元。 李富 摄

常刘在利用农业无人
机给农作物喷洒营养液、农
药，通过科技手段助力田间
管理，促进农业生产提质增
效。由他用无人机照顾过
的农作物长势良好，生机勃
勃。他说在帮助乡亲提升
生产效率的同时，也看到了
更新的世界、更好的生活。
本报记者 孟和朝鲁 摄

2007 年,宫城峻(右）从东北来到
内蒙古大草原。16年里，他注册了专
业合作社和羊肉商标，建设了牛羊肉精
细分割车间。随着养羊规模越来越大，
合作社开始吸纳周边的牧民，截至目
前，已经吸纳带动57户，涉及山羊2万
余只。宫城峻还建设了智慧牧场，给头
羊安装上了卫星定位，可以每天跟踪羊
的运动轨迹，并安装了360度高倍变焦
监控器，方便远程实时监看草原上的羊
群。去年，宫城峻利用益生菌发酵方
法，把沙棘皮作为羊群的饲料，使羊肉
更加美味。今年，他打算种植沙棘林
300亩，通过沙棘饲料这一条产业，延
伸出更多的产业链条，助力乡村振兴，
推进绿色发展。

本报记者 王磊 摄

2021年，中国科学院启动“黑土粮仓”科技会战，借此契机，魏永刚（左）带领连
队职工利用先进大型农机开展代耕代种社会化服务，充分发挥现代高端农业机械
的作用。2022年，公司社会化服务面积达5600余亩，惠及职工和农民群众158户。

田林鑫 韩冷 摄

赵红松认为农旅融合是乡村振兴的
重要途径。他创办的“撒欢牧场”就是一
个农旅融合的典范。5年间，游客从最初
的15人增加到现在的5.3万多人。线下
的农旅融合让“撒欢牧场”的线上粉丝也
越来越多，从 2022 年的 52万增长到现
在的65万人。为了推介家乡好物，他还
开启了直播带货，让更多的人通过购买
牛羊肉、蓝莓果酱等特色农产品而产生
了到额尔古纳市旅游的向往。

刁宇来 于龙江 摄

5 影像力 执行主编：孙一帆 责任编辑：白雪

版式策划：纪安静 制图：安宁

2023年6月6日 星期二

2018年在突泉县林草局举办的一场培训会上，一斤售价几十甚至
上百元的樱桃，让王军看到其中商机。经过多次考察，敢想敢干的王军
率先将大连樱桃引进到突泉县种植。由于樱桃种植技术不成熟，在种植
第一年，整棚樱桃遭受虫害缩果，损失了近5万元。为此，他潜心钻研樱
桃种植关键技术，多方“取经”，5年时间内，先后为3栋樱桃大棚购置了
20余万元的“智慧农业”设施设备。通过尝试矮化密植种植法，实现了
樱桃种植3年结果、4年丰产，每棵果树结果达到1斤以上，既解决了传
统樱桃采摘困难的问题，又提高了果品品质和产量。 曾令刚 摄

鄂尔多斯市杭锦旗伊和乌素苏木
敖楞补拉格嘎查种植养殖的行家里手，
羊产业的领军人物。

宫城峻

李海瑞通过自媒体短视
频、网络直播，帮助村民推广
农产品、乡村采摘和农家乐，
助力当地农民增收致富。他
计划联合赛罕区其他村书记
成立“书记联盟”，在提高农
产品品质的基础上，对优质
农产品进行精品销售，同时
将网络优势利用起来，提升
产品知名度，进一步激发乡
村振兴活力。

本报记者 杨林枝 摄

赵丽杰

赤峰市林西县远近
闻名的农技能手、种植
大户，也是首届“全国乡
村振兴青年先锋”标兵。

王军

兴安盟突泉
县突泉镇新生村
的 大 棚 种 植 能
手。

赵红松
80 后 ，当 过 农 场 职

工，做过导游，现在是额
尔古纳市远近闻名的“新
农人”，还是有着 60 多万
粉丝的网红达人。

退伍军人，现在是呼伦
贝尔农垦大河湾农牧场公司
第五连（队）副队长，更是一
名农业技术专家。

魏永刚

97 年 出 生 ，巴 彦 淖
尔 市 人 。 2022 年 加 入

“新农人”大军，成为了
一名无人机飞手。

常刘在

李海瑞

呼和浩特市赛罕
区司法局选派驻格此
老村的第一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