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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曼旗

扎赉特旗

清晨，当丝丝缕缕的阳光洒向大地，位于
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的郝家窑村早已是炊烟
袅袅。

呼和浩特市级非遗传承人、农家乐经营
者任秀清正在葡萄架下为中午将要到来的游
客备菜。只见她手捧黄河鲤鱼，刮磷、去鳃、
开膛，动作行云流水。

“这道托县炖鱼传承了妈妈的味道，也让
体验过的游客流连忘返。”任秀清笑着说。

凭借新鲜的黄河鱼和独特的炖鱼手法，
她在全县开河鱼厨艺比赛中连续四届夺得

“第一名”。
近年来，郝家窑村搭乘着托克托县发展

旅游产业的“顺风车”，抓住机遇修道路、建
鱼池、发展农家乐餐饮，这个黄河边的小村庄
逐渐变了模样。

现在，郝家窑村依托旅游产业把葡萄采
摘、农家乐接待、农业观光、休闲娱乐等项目
融合起来，每年可实现经济收入 5000 万元。
被农业农村部评为“中国美丽休闲乡村”，被

文化和旅游部评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
被自治区农牧厅评为全区“一村一品”示范
村。

“我们的历史文化和特色食材、农家乐、

旅游景区等几方面互相作用，成为推动农业
与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的关键。”郝家窑村党支
部书记秦建对记者说。

一直以来，托克托县以“农业是根、文化
是魂、旅游是路”理念为抓手，结合实际打造
县域特色融合发展之路，努力实现经济、自然
与人文环境的平衡发展。

2018 年以来，托克托县坚持生态保护优
先，兼顾农民发展意愿，以生态保护、修复和

建设为重点，综合推进各类生态工程，累计完
成营造林任务 8.8万亩，为筑牢北疆生态安全
屏障、保护母亲河做出了贡献。

同时，以特色农业为基础，充分发挥地域

优势，大力发展特色旅游产业，在设施农业方
面打造了集特色蔬菜采摘、果蔬花卉观光等
于一体的休闲采摘旅游景区。

2021 年，为推动休闲乡村旅游产业持续
提档升级，又先后投资建设瑞沃葡萄酒庄园、
观景平台水滑道、黄河郝家窑段步道等建设
项目，不断丰富黄河沿线的旅游景点，全县每
年接待游客总量近百万人次。

托克托县现有自治区级非遗项目 6 项、

市级非遗项目 20 项、县级非遗项目 3 项，建
成非遗传习场所 4 处，传习基地 3 处。每年
定期举办吹歌邀请赛、民族服饰展、农贸物资
交流、金秋黄河龙舟赛、户外徒步行、摩托车
越野表演、民俗物品展等于一体的黄河文化
旅游节、开河鱼节、葡萄节等农庆活动，同时
挖掘当地黄河民俗文化和非物质文化等资
源，让游客充分感受黄河文化的独特魅力，不
断丰富游客文化生活，提升了旅游品牌的知
名度。

目前，托克托县依托 13 座古城址、2 家
4A 级旅游景区、1 家 3A 旅游景区及丰富的
黄河生态旅游资源，以数字经济赋能文化旅
游产业，为游客提供“一部手机游云中”APP
软件和智慧旅游定制服务。

该县推出的集休闲度假、户外拓展、农耕
体验、餐饮娱乐等项目为一体的生态休闲游、
历史文化游、非遗研学游等 7 条精品旅游线
路，通过农旅融合、文旅融合，全面提升了旅
游业“绿色含量、文化内涵、服务品质”。

农文旅产业融合带动乡村游农文旅产业融合带动乡村游
托克托县

7依托依托““草原云草原云””平台平台 覆盖全区旗县覆盖全区旗县（（市区市区））
整合线上线下资源整合线上线下资源 打造本土新闻品牌打造本土新闻品牌

【观察】

【图说一线】

集宁区

【乡音】

□本报记者 郑学良 通讯员 乌力更

【集市】

本报赤峰 8月 15日电 （记者 李
雪瑶）日前，敖汉旗被中华诗词学会认定
为“中华诗词之旗”。敖汉旗丰收乡、敖润
苏莫苏木被认定为“中华诗词之乡”；敖汉
旗古鲁板蒿初级中学被认定为“中华诗教
示范学校”；敖汉旗惠州街道办事处秀水
社区被认定为“中华诗教示范单位”。

多年来，敖汉旗高度重视“中华诗词
之旗”建设工作，始终以“举旗帜、聚民心、
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为宗旨，依托厚
重的历史底蕴、延续的人文传承和良好的

群众基础，不断强化组织领导，让建设工
作更有保障。2015年，敖汉旗筹建成立
敖汉诗词学会，目前已发展会员 200 多
名。敖汉诗词学会先后出版了《银河增刊
之“创诗”专刊》《诗词写作入门》《诗词悦
读微评》等系列丛书、《短笛吟风》《平仄》
《月亮之上》等个人诗集、“华夏第一村诗
书画影”网络微刊 223期。此外，敖汉旗
还推动诗词进社区、进机关、进农村、进景
区、进校园、进企业，不断提高敖汉旗诗词
的知名度。

获得“中华诗词之旗”认定敖汉旗

本报呼和浩特 8 月 15 日讯 近年
来，玉泉区清泉街社区坚持党建引领基层
治理，依托全国首家社区法务室，充分发
挥社区当家人武荷香作用，不断践行新时
代“枫桥经验”，做到小事不出网格、大事
不出社区、矛盾不上交。

组织建设走在工作前。社区在每个
网格内成立一个党小组，把社区物业、28
家大党委成员单位以及城管、司法等力量
充实进网格党小组，120余名在册在职党
员认领楼栋长、单元长，定期入户走访。
工作人员做到 24小时不关机,社区居民
有困难有问题第一时间就可以找到党组
织，实现党组织对微端治理的全程引领。

预测预防走在调解前。社区党委书

记武荷香带领着骨干党员、热心居民组建
“荷香唠嗑室”“好邻居议事厅”，和居民
“唠嗑”“拉家常”，听群众真心话。5 年
来，把居民群众的困难事、烦心事、揪心事
办得有速度、有力度、有温度。

调解工作走在激化前。社区将街道
综治办、派出所、司法所以及由老干部、老
战士、老教师、老专家和老模范等资源聚
合起来，成立“三调联动”矛盾化解党建
联合体，健全分级协商办理，形成一般诉
求社区网格员就地办，综合诉求由社区党
委专人盯紧办，疑难诉求由街道领导包抓
办，解决了邻里纠纷、家庭矛盾和房屋、劳
务关系等方面矛盾纠纷3000多件。

（张贵荣）

玉泉区 “三前”工作法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

固阳县

本报包头 8月 15日电 (记者 蔡
冬梅)近日，内蒙古长城文化旅游节暨固阳
第二十届秦长城文化旅游节在固阳县举
行，其中，一场“千人搓莜面，万人来品鉴”
的大型美食互动活动成为全场焦点，成功
申请了大世界基尼斯纪录并获得认证。

世界黄金纬度，中国固阳好物。固阳
县地处北纬41度黄金纬度带，气候冷凉，
四季分明，全县共有60余种“三品一标”认

证的农畜产品，其中包括正北黄芪、莜面在
内的8款农产品被农业农村部批准实施农
产品地理标志保护，并因其有营养保健、美
味可口的特点被当地人誉为“固阳八宝”。

千人搓莜面大赛是秦长城美食文化
节的最大亮点。这场大赛由当地餐饮企业
和社会团体参加，1001名来自不同行业的
选手加入其中，现场搓制莜面提供给参观
者品尝，展示出了固阳莜面的独特魅力。

千人搓莜面 万人来品鉴

东乌珠穆沁旗

本报锡林郭勒 8月 15日电 （记者
巴依斯古楞）为充分发挥珠恩嘎达布其的
区位优势，促进中蒙双边经贸合作，日前，
东乌珠穆沁旗举办主题为“和谐发展 开
放共赢”的 2023珠恩嘎达布其国际商品
交易会。该交易会自开展以来，日均成交
额达35万元左右。

交易会期间，来自我国及蒙古国、巴
基斯坦、泰国等国家的152个参展商参与

展销，参展商品包括原产地食品、皮具制
品、羊绒制品、首饰、化妆品、手工艺品、民
族服饰等。

本届国际商品交易会充分发挥了珠
恩嘎达布其口岸区位优势，全方位推动东
乌珠穆沁旗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建设步
伐，促进了中蒙双边经贸合作。同时，汇
集了更多国内外客商走进东乌珠穆沁旗，
推动当地多领域合作交流。

珠恩嘎达布其国际商品交易会成功举办

□本报记者 高敏娜
扎赉特旗融媒体中心记者 白玉亮

一场雨过后，兴安盟扎赉特旗胡尔勒镇沙
巴尔图嘎查更加绿意盎然，在牧民白玉领家的
圈棚里，一头头小牛犊在他的精心照料下日渐
壮硕。

“前些年，我盖了标准化棚圈，降低了天气
等自然因素对牲畜的影响，牛犊长得又快又
壮。”白玉领高兴地说，去年，他又新建了 120
平方米的圈舍，今年种植了70多亩青贮玉米，
为牲畜安全越冬度春做好了充分准备。

地处北纬46度大兴安岭南麓生态圈的扎
赉特旗是内蒙古、黑龙江、吉林三省通衢之地，
是典型的农牧结合示范区，也是世界公认的

“最佳养牛带”“玉米黄金种植带”。
作为全国 15 个草原畜牧业转型升级试

点之一，近年来，扎赉特旗推进草原畜牧业
转型升级，采取建设饲草料示范基地、现代
草原生态牧场、标准化规模养殖场、良种
繁育体系等措施，促进草原畜牧业高质量
发展。

让草原更丰美

在巴达尔胡镇乌都岱嘎查肉牛集中繁育
育肥基地，“代养托养”模式下的舍饲养殖，实
现了保护草原、增加养殖量双赢。

“自己养牛不仅需要考虑放牧、喂养的人
工成本，还要承担意外伤亡的风险。”乌都岱嘎
查牧民丁艳强家有53头西门塔尔牛，2020年，
他放弃了自己牧养的养殖模式，把肉牛全部送
往育肥基地。如今，他每年每头牛可获得分红
2000元，还通过务工年增收近5万元。“通过集
中科学养殖既降低了风险，也能更好地保护我
们周边的草原生态环境。”丁艳强说。

“我们基地是集肉牛养殖、饲草储运、有机
肥场为一体的综合性项目，通过代养分红、群
众联户养殖、村企互利3种模式，实现草畜平衡
区内牧民舍饲、半舍饲养殖化，确保草原不过
载，牧民养殖量还有增加，不断推进草畜平
衡。”乌都岱嘎查肉牛集中繁育育肥基地负责
人王刚介绍道。

近年来，扎赉特旗加强草原生态保护与修
复，种植高产稳产羊草 4万亩，种植青贮玉米
50万亩、苜蓿牧草种子扩繁基地5000亩，完成

草原生态修复治理 3.8万亩、草原鼠虫害防治
41万亩，实施毒害草治理1.6万亩。如今，全旗
以草定畜、草畜平衡比例明显提高，草原生态
持续向好。

让产业融合发展

眼下，在胡尔勒镇浩斯台嘎查，国家草原
畜牧业转型升级核心示范区2万头优质肉牛生
态项目正在施工中。

该项目占地1500亩，总投资1.5亿元，涵盖
了饲草种植、牛羊繁育养殖、品种改良、屠宰与
精深加工等多个领域。依托内蒙古天牧臻肉业
有限公司，将形成“种养循环互促、三产深度融
合、生态优质智慧、健康安全绿色和兴牧连农富
民”复合型现代肉牛产业。同时，该项目每年可
消化周围3万亩农作物青贮及秸秆，可带动周边
群众就业100人以上，间接带动上千户农牧民
受益，让50万亩草场得到休养生息。

“我们全力推进标准化规模养殖，建设以
草畜平衡为前提的现代草原生态牧场4个、千
头牧场8个、集中繁育育肥基地2个、肉牛标准
化育肥场30个、肉牛养殖专业村小规模养殖场
7个、多羔羊标准化养殖场 45个，肉牛舍饲化

率达到 70%以上。”扎赉特旗农牧和科技局局
长陈健介绍说，通过这个项目的实施，全旗草
原畜牧业发展总体布局更趋合理，一批生态牧
场、千头牧场、养殖专业村将应运而生。

让农牧民更富裕

“这几年牛的市场交易价不错，卖牛的效
益很可观。”走进扎赉特旗种畜繁育中心西胡
日台嘎查犇犇养牛场，一头头膘肥体壮、黄白
相间的西门塔尔肉牛正在悠闲地吃着草料。

科技出力，让牲畜涨了“身价”。近年来，扎
赉特旗健全良种繁育体系，持续推进引进品种本
土化，建立健全旗乡村三级良种繁育体系，加强
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加大改良技术人员培训力
度，成立牛羊产业服务中心，由专业技术人员对
农牧民进行培训，提升良种化水平，提高养殖效
益，带动产业发展。目前，全旗农牧业产业化重
点龙头企业46家，其中畜牧业龙头企业17家。

未来，扎赉特旗将重点围绕草原承载力、
饲草料保障、养殖经营模式和利益联结机制、
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能力等方面持续发力，不
断提高草原畜牧业规模化、标准化、产业化程
度，进一步提升绿色畜产品生产能力。

一次从一次从““靠天养畜靠天养畜””向向““生态牧养生态牧养””的跨越的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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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了专家的讲解，了解了苔藓生长
规律，我们放鹿时可以选更多的牧点，就
能少走弯路，多养驯鹿。”这几天，呼伦贝尔
市根河市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猎民刘
刚从中科院青年专家那里学到不少知识。

鄂温克民族乡位于根河市西郊北4
公里处，这里生活着中国唯一的使鹿部
落，他们放养着中国唯一的驯鹿种群。
驯鹿主要食物是苔藓，猎民们为给驯鹿
找苔藓，经常要更换牧点，为了让驯鹿吃
饱吃好，有时要赶着鹿群一连走上几天。

日前，根河市委组织部邀请中科院
青年专家团队到根河市敖鲁古雅鄂温克
民族乡考察调研。30名青年专家走进
大山里的猎民放牧点，考察大兴安岭冻
土冻融过程，深入了解猎民养鹿放鹿的
习俗和转场范围，并和猎民们面对面进
行交流，为猎民讲解大兴安岭冻土冻融
过程对苔藓生长的影响，分析苔藓的分
布规律，为猎民选点放鹿提出转场建议。

近年来，根河市始终坚持党管人才
不动摇，按照“搭平台、聚人才、谋项目、
育产业”的工作思路，依托冷资源人才中
心，先后与中国飞行试验研究院、河海大
学、长江设计集团、长城汽车等科研院所
和相关企业联合建设“中国冷极”冷资源
技术创新中心，主动吸引冷资源相关领
域专家人才集聚，促进冷资源新兴产业
集约集聚发展。

□本报记者 鲍庆胜 通讯员 贾爽

“剪下来的枝条、枯桩、病叶要及时清
理，集中烧毁或深埋，减少病虫基数。”在
通辽市奈曼旗五十家子村塞外红人才实
训基地内，正在进行鸡心果果园管理知识
讲解的周春玉是奈曼旗“乡土人才讲师
团”的一员。她一边示范一边讲解，现场
20多名果农看得聚精会神。像这样的培
训已经组织十几次，周边乡村的果农每逢
听到有这样的培训都会积极前来。

“近几年的技术培训学习让我受益匪
浅，原来我认为果树枝子厚，产量就能上去
了，后来通过学习，我懂得了剪枝拉枝的学
问。现在大家遇到什么问题，都来问我。
如果我也不懂，再给老师打电话请教。”拥
有100余亩塞外红苹果园的致富带头人张
富坤就是培育起来的乡土人才之一，如今
已成为当地百姓信得过的果树专家。

近年来，奈曼旗依托“人才强旗”战略，
着力打造3个人才实训基地，实施“乡土人
才培育工程”，在强化基地建设、拓宽培训
渠道、提升培训效能上下功夫、出实效。

建立乡土人才库。像周春玉这样的讲
师，在奈曼旗共有30名，他们是大棚种植、
林果种植、牲畜养殖等领域的专家。奈曼
旗创新打造“乡土人才讲师团”，通过成立
基层实用人才讲师数据库，面对面、手把手
地帮助村民解决农作过程中的疑惑、困
难。奈曼旗通过层层推荐选拔，精心挑选，
将各苏木乡镇种养殖能手、返乡创业者、致
富带头人等登记造册，建立乡土人才库，一
人一档、动态管理。目前，全旗乡土人才库
共储备乡土人才1100余人。

搭建技能提升平台。依托实训基地，
统筹整合林业、科技、农牧等部门资源，引
进中国科学院、辽宁省林业研究所等专
家，成立专业讲师团，采取上门教学、组织
帮带、基地培训的培养模式，对乡土人才
进行培训；同时结合其自身优势定制个性
化培训，根据实际需要选派优秀人才到先
进地区观摩学习。

建立“1+N”长效帮扶机制。通过办
班“训”、头雁“带”、定期“评”，让“土专家”

“田秀才”们充分发挥作用，成为各行各业
的行家里手，辐射带动周边群众发展致富
产业。目前这些人才活跃在奈曼旗 363
个嘎查村，为群众解决各类种养殖难题
570余个，为全旗产业振兴提供了坚强的
人才支撑和智力保障。

千名乡土人才“破土飘香”

□本报记者 郭奇男
集宁区融媒体中心记者 张家欣

为促进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保障粮
食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今年，乌兰察布
市集宁区按照“高产、优质、经济、环保”的
施肥理念，积极开展化肥减量增效新技术、
新产品、新机具“三新”技术的研究与推广，
让“三新”技术走进田间地头，为稳粮保供、
绿色发展、乡村振兴提供有力支撑。

近日，记者走进白海子镇种植大户张
利鹏的玉米地里，放眼望去一片翠绿，玉
米长势良好，而旁边农田里的玉米却整整
矮了半截，这样肉眼可见的差别正是在于

“三新”技术的运用。
张利鹏告诉记者，“从目前情况来看，

玉米的长势还是不错的，正处于‘大喇叭
口’期，等无人机喷施完叶面肥后，就可以
坐等丰收了。”

早在春播前，集宁区农牧水利局就组
织科技特派员奔走在田间地头，面对面传
授新技术、新产品、新机具的合理配置，以
及水肥一体化的应用，科学指导种植大户
加快玉米机播进度，保障玉米一播全苗。

杨哲就是长期奔波在农村一线，宣
传、传授、推动农村实施化肥减量增效的
科技特派人员之一。“这几年，我主要从事
土肥工作，参与化肥减量增效的田间试验
示范，提高肥料利用率，提升土地产出率，
让农民的付出与收获成正比。”杨哲告诉
记者。

正是抱着“要让农民增产增收”的初
衷，杨哲不怕日晒雨淋，通过讲解、传授农
技知识，助力乡村振兴、农民增收。

种植大户赵建忠的玉米地今年也采
用了水肥一体化技术，玉米长势喜人，不
仅引来周边农户羡慕的眼神，还成为集宁
区“三新”技术推广示范区。

据集宁区农牧水利局科技特派员王
越文介绍，水肥一体化技术通过合理配置
水肥资源，起到以水促肥、以肥调水，发挥
水肥联合调控的整体增产作用。与传统
灌溉施肥方式相比，水肥一体化技术可节
省肥料 30%-50%，节省用水 50%，劳动
力的节省更是达到90%以上，非常适合规
模化、现代化的农业生产方式。目前，水
肥一体化技术在集宁区粮食生产的应用
面积达8万亩以上。

水肥一体化 增产又增收

专家组人员与放鹿点猎民交流苔藓生长分布情况专家组人员与放鹿点猎民交流苔藓生长分布情况。。

夏季放鹿点夏季放鹿点。。

鹿鹿

喂食苔藓喂食苔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