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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高敏娜 赵曦 王智华

“你们听说了吗？今年兴安盟扎
赉特旗好力保镇水田村魏建明家，最
高亩产761.5公斤，又刷新内蒙古水稻
亩产最高纪录啦！”

一走进扎赉特旗，就听到人们谈
及这个丰收的好消息。

10月15日，记者一行走进这方黑
土地，探访当地水稻高产密码。

汽车行驶到兴安盟扎赉特旗好力
保镇水田村，只见遍野的稻田在阳光
下泛着金黄，饱满籽粒压弯腰的稻穗，
眉眼写满丰收喜悦。

田间地头，魏建明正开心地忙秋
收：几台收割机马力全开，在金色稻浪
中穿梭，伴随着阵阵轰鸣，收割、脱粒、
归仓，一气呵成；打草车并排前行，片
片稻草被捆成 500斤的囤儿，运上大
卡车，备为牛羊口粮；几台犁地车五犁
并行，掀起稻秸秆儿，翻身埋入黑土
地，为来年的丰年做好准备……

“今年我家种植的国家为我们选
育的中科发5号良种，亩产最高761.5
公斤，又创下了内蒙古地区水稻亩产
最高纪录。”魏建明撸一把金黄饱满的
稻穗，手心对搓，笑声朗朗地说。

“建明，你家的日子是芝麻开花节
节高啊！能不能给大伙儿透露一下，
你家水稻咋高产？”村民们在收割水稻
的间隙，笑着问。

“我家种稻有‘三宝’：黑土良田、
良种和良技啊！自产自销，打品牌、
闯市场、走高端、保健康。”魏建明一
句话生动说出了扎赉特大米产业高

质量发展的根源。
“建明啊！你还忘了一个重要的

法宝哩？品牌啊！”好力保镇包德福
村村民李彦君说。

是啊！回想往昔，曾经一手提着
大米、一手拎着煮饭锅找客户的魏建
明思潮澎湃。

北纬 46度，是兴安盟的坐标，也
是世界公认的寒地水稻黄金带，2017
年以来，兴安盟委、行署加快推动产
品优势向产业优势转化，强化龙头企
业带动作用，建立品牌标准体系认
证，拓展销售渠道，全力打造“兴安盟
大米”品牌。

如今扎赉特旗已形成由绰勒银珠
米业、魏佳米业、龙鼎农业、谷语现代农
业、雨森农牧业、蒙源农业等15家水稻
加工企业组成的产业集群。水稻种植

面积达到69万亩，占到兴安盟水稻面
积的70%，“兴安盟大米”打出了扎赉特
系列公共区域品牌，实现扎赉特大米迈
向中高端品质、占领中高端市场。

如今，扎赉特旗国家现代农业产
业园建成了，魏建明们也越来越“慧”
种地了：水稻种植全程机械化，摄像
头、传感器遍布田间；京蒙扶贫协作展
开，魏建明的店开到了北京,在新发地
的门店提供24小时配送服务。

魏建明的电话响起来，原来是新
疆的经销商在向他订购大米。

“种好中国粮食，端好中国饭碗，
我们的幸福路越走越宽。”兴安盟农牧
局乡村发展科负责人孙明洋说。

醉人的稻米香，饱含着自信和希望。
（扎赉特旗融媒体中心记者 周

艳雨 李玉林参与采访）

追 着 稻 香 幸 福 奔 跑
□本报记者 薛来 图古斯毕力格

薄金凤

“嘀嘀，嘀嘀……”手机发来缺水预
警提示，杨永刚掏出手机，打开“智慧农
业云平台”，根据预警提示找到缺水地
块，轻轻一点对应位置的放水开关，田
地里便传来了哗哗的流水声……近日，
记者在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城关镇蓿亥
村巴彦淖尔农高区智慧农场，亲眼看
见了何为“智慧农业”。

“智慧农场采取水肥一体化灌溉，
当监测系统显示土壤湿度不够时，我
就通过手机对预警区域进行定时定量
灌溉。”智慧农场技术员杨永刚说，“现
在一个人加上一部手机就可以轻松搞
定多亩地的灌溉。”

在基地的中控室里，试验田内的
情况实时显示在电脑屏幕上，一张张
动态曲线图记录着即时空气温湿度、
土壤墒情等信息。一旦有需要，就能
自动执行灌溉等操作。农田管理者也
可以通过网络或手机远程操作，实现
灌溉施肥自动化。数据显示，相较于
传统灌溉，亩均节水 40%、节肥 35%，
有效解决河套灌区农田灌溉精准性
差、用水效率低以及面源污染等突出
问题，为农业节水增效提供了重要技
术支撑。

“智慧农场仅仅是巴彦淖尔国家
农高区万亩高效节水智慧农业示范园
区的一部分。”临河区城关镇党委书记
孟良介绍，“园区以打造农业智慧灌溉
先行区、引黄滴灌示范区、面源污染防
治样板区，农业技术试验示范区为目

标，联合科研院所建设智慧农机、智慧
灌溉、智慧植保、智慧气象四大功能，
农业物联网技术的推广应用，让农民
种地越来越轻松。”

在智慧农机展示区，记者看到平
整、播种、施肥、管理、收获等各环节的
农机全部搭载北斗卫星导航。基于北
斗的精确导航技术，土地利用率、出苗
率平均提高5%-10%，施肥量减少5%
以上，亩均增产10%以上，经济效益实
现综合提升。

据孟良介绍，智慧植保结合现代
科学技术，利用卫星遥感、无人机监
控、物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
术，解决农作物病虫草害精准管理等
关键问题。“植保无人机不仅仅是打农
药，而且还有数据收集、监测等作用。
该系统通过地面遥控或 GPS飞控，实
现智慧农业喷洒药剂作业。”他说，“智
慧灌溉由中国农业大学联合镇政府及
企业共同合作建设，利用农田作物水

信息智能感知技术、作物水系统模拟
与仿真技术、灌溉智慧决策与控制技
术等多项高新技术组成。智慧气象通
过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大数
据和智能技术等的应用，使气象系统
成为一个具备自我感知、分析、判断和
行动能力的系统，提供智慧化的气象
服务。”

数字技术贯穿农作物耕、种、管、
收各个环节，推动了传统农业向智慧
农业转型升级，使农业生产更精准、更
高效，发展动力更强劲。“我们将持续
发展智慧农业，以科技赋能农业，不断
提升农业生产综合效益，辐射带动周
边农户节本增收。”孟良信心十足，“下
一步，智慧农场还将向无人农场过渡，
加强农机装备的智能化水平，为保障
国家粮食安全贡献临河力量。”

（巴彦淖尔日报 张杰 王瑾
瑜 临河区融媒体中心 巩蓓 杨永杨永
旺旺 刘欢参与采访）

农 田 里 的“ 智 慧 ”

■上接第1版
服务业恢复较快，重点行业稳步复

苏。前三季度，全区服务业增加值同比
增长 6.3%。其中，批发和零售业增加
值同比增长 4.3%，交通运输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 8.1%，住宿和餐饮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19.5%，金融业增加值同比增
长9.0%。1-8月，全区规模以上服务业
营业收入同比增长8.4%。

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高技术产
业和新能源产业投资势强劲足。前三
季度，全区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

比增长26.2%。分重点领域投资看，全
区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23.8%，制造
业投资同比增长55.6%，房地产开发投
资同比下降 2.4%。分三次产业投资
看 ，全 区 第 一 产 业 投 资 同 比 增 长
10.8%，第二产业投资同比增长47.5%，
第三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3.9%。其中，
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75.9%，高技
术产业中的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
长 1.4 倍，新能源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91.9%。

市场消费稳步恢复。前三季度，全

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781.1亿元，同
比增长5.1%。按经营单位所在地分，全
区城镇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5.0%，乡
村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 5.5%。按消
费类型分，全区餐饮收入同比增长
16.6%，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3.8%。

居民收入稳步增长。前三季度，全
区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8316元，
同比增长 6.1%。按常住地分，城镇常
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7443元，同比
增长 5.2%；农村牧区常住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13863元，同比增长7.6%。

前三季度内蒙古生产总值 16882 亿元

■上接第 1版 要加快构建现代能源
经济体系，研究设立区 域 煤 炭 交 易 中
心，完善适应新能源参与的电力市场
规则，开展内蒙古电力市场绿色电力
交 易 ；加 快 新 能 源 产 业 关 键 材 料 、装
备及零部件等全产业链发展，壮大风
光氢储产业集群，建设国家级新能源
装 备 制 造 基 地 ；开 展 大 规 模 风 光 制
氢 、新 型 储 能 技 术 攻 关 ；推 进 先进绿
色高载能产业向内蒙古低碳零碳园区
转移布局。

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
地，是内蒙古必须履行好的重大责任
和光荣使命。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增
强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保供
能力，还需加强稀土等战略资源开发利
用。要加强战略性矿产资源系统性勘
查评价、保护性开发、高质化利用、规范
化管理，提升战略性矿产资源保障能
力；加快发展高端稀土功能材料，扩大
稀土催化材料在钢铁、水泥、玻璃、汽
车、火电等行业应用；建设面向全国的

稀土产品交易中心，将包头建设成为全
国最大的稀土新材料基地和全球领先的
稀土应用基地。

深切关怀凝聚力量，使命担当催人
奋进。用好政策、抢抓机遇、发挥优势，
紧抓快干推动传统能源“老树发新芽”，快
马加鞭推进新能源全产业链发展，我们就
能把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建设
得势强劲足，为服务保障好国家发展大
局，为牢牢端好端稳能源饭碗体现更大担
当、展现更大作为。

全 力 构 建 新 型 能 源 体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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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2版 让自己逐渐从‘新生’
变成真正接地气的干部。”莎其拉谈到
自己与农牧民“亲戚”的相处点滴，脸
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莎其拉的陪伴和付出让我感动，
也让我觉得幸福，她就是我的干女
儿！”老党员巴图提起自己的“干女儿”
充满自豪。

“新”干部跃跃欲试，“老”干部得
心应手，在新老干部的共同努力下，困
扰农牧民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总是能
迎刃而解。今年，已经是“老”干部贺
俊梅在阿嘎如泰苏木工作的第26个年
头，她的经验丰富，处理起农牧民“亲
戚”的问题更是有一套自己的方法。

家住乌兰计五村的村民朱满贵于
2022年 6月与妻子结束外出打工的生
活，返回阔别多年的家乡，当得知夫妻
二人返乡后面临就业困难的问题时，贺
俊梅便想方设法帮助他们解决问题，积
极为他们争取创业资金。不仅如此，她
还主动借给夫妻俩自己多年的积蓄，帮
助他们补齐了创业资金的缺口。

如今，朱满贵夫妻二人的筋骨理
疗养生店开起来了，看到他们脸上洋
溢的笑容和为生活奋斗拼搏的样子，
贺俊梅由衷地开心：“大哥和嫂子的日
子一定会越过越红火！”朱满贵夫妻俩
也逢人就夸：“我们赶上了好时代，认
了‘好亲戚’，遇见了党的好干部！”

维修升级 241 盏路灯，增设嘎查
村邮政快递点，将网线铺到山区农牧民
的家里，解决59户农牧民的饮水问题和
2000亩农田的灌溉难题......阿嘎如泰苏
木的“干部牧民大结亲”活动真正起到了
纾民困、解民忧、惠民生、暖民心的作用，
在一次次纾难解困的过程当中，结亲干
部与农牧民群众越走越勤，越走越亲，真
正成了根连根、心连心的共同体。

“干部牧民大结亲”活动不仅可以
增进干群鱼水情，促进共建双方深入
交往、交流、交融，也是阿嘎如泰苏木
在乡村振兴道路上的有益探索。近年
来，阿嘎如泰苏木以推动旅游产业链
为主线，以梅力更景区、中马马业基
地、乌拉山营地等资源为依托，积极推

动休闲采摘、民宿露营、特色餐饮等旅
游产业链条化、品牌化。这一过程中，
干部牧民的结亲共建，为打造这一整
条特色旅游线路，发展乡村振兴产业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我现在有 160多匹马，我要继续
在‘马’上做文章，在做好马繁殖的基
础上，多做马奶酒、马肉制品等，提高
相关马产品的附加值。”在梅力更嘎查
土生土长的牧民吉雅图说道。

小到鼓励牧民发展圈养、扶持牧
民开设牧家乐，大到发展乡村现代产
业、规模化养殖，多渠道增收，现如今，
提到“干部牧民大结亲”活动，农牧民
就觉得生活充实惬意又满怀希望。

在“干部牧民大结亲”活动中，阿嘎
如泰苏木创新实践“1个苏木网格＋32
个嘎查村级网格＋83名干部结亲包户”
的“1＋32＋N”网格架构，83名干部主
动与606户农牧民群众结对子，每月至
少结亲入户两次，聊家常、议发展、讲政
策、干农活、办医保……党的好干部，成
为农牧民的贴心人和家里人。

■上接第 2版 将有效发挥人力资源
服务集聚发展的倍增效应和引领作用，
进一步加大政策扶持和业务指导工作

力度，着力把云谷数字人力资源服务产
业园打造成集产业、创新、人才、资源、
政策等要素为一体的创新人才集聚和

成果转化的重要平台，人力资源服务新
高地，助推自治区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取
得更好、更高质量的发展。

内蒙古人力资源产业创新创业展示推介会举行

□本报记者 肖璐

山河入深秋，人间正丰收。在赤
峰市林西县五十家子镇朝阳沟村的沙
棘林，远远望去，橙黄一片，晶莹剔透
的沙棘果挂满枝头，与暖阳交相呼应，
构成一幅醉人的秋日胜景。

林间，随处可见村民挥动剪刀采
收沙棘，虽然天气转凉，但阻挡不了村
民采摘的热情。“真是没想到，小时候
吃的‘小零嘴’都能卖钱了。”村民张凤
琴喜笑颜开。

在当地，沙棘被称为“刺溜”或“酸
溜”，是一种落叶性灌木，耐旱、抗风
沙，可以在盐碱化土地上生存，因此被
广泛用于水土保持。沙棘维生素C含
量极高，享有“维C之王”的美誉，医药
及日化工业开发价值极高，是实实在
在的“生态有机产品”。

近年来，林西县坚持以“生态优
先 绿色发展”为导向，因地制宜，在五
十家子镇人工栽种沙棘、松树和柠条
等优良植物，将科尔沁沙地边缘推出
五十家子镇域。

据五十家子镇朝阳沟村党支部书
记孙海英介绍，2014年，朝阳沟村积极
响应县里退耕还林项目，家家户户荒山
都栽种了沙棘，形成1500亩沙棘林。

今年是个丰收年，沙棘果挂满枝
头，赶上丰收农忙时，孙海英组织村干
部、群众代表召开座谈会，积极与客商

开展竞价合作，通过“客商+党支部+群
众”的销售方式，动员本村群众“靠山
吃山”，“绿水青山”秒变“金山银山”。

五十家子镇因昼夜温差较大，沙
棘果品质极好，深受各地客商青睐。
在朝阳沟村的村部院内，刚刚收集上
来的沙棘堆积如山，负责帮助客商记
账的老村主任隋信说：“大家一天能采
三四千斤，一块四一斤，现在乡亲们对
采摘沙棘这件事热情可高了。”

“一天我就挣了 900元，还不和收
秋‘争嘴’，沙棘树不就是摇钱树嘛。”
村民范久和把新采摘的沙棘送到客商
手中，脸上笑开了花。

小小沙棘树繁茂根系凝水固土，累
累果实向上而生，成为朝阳沟村乃至全
镇打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抓手与
突破口，也成为当之无愧的“富民树”。

“今年是采沙棘的第一年，未来我
们将加大开展招商引资力度，探索‘龙
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的模式，将沙棘
产业与乡村振兴紧密相连，力争实现
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三效
并举，为乡村振兴蓄势赋能。”五十家
子镇党委书记王金柱对于未来发展沙
棘产业信心满满。

（林西县融媒体中心记者 李清
源 赵晓彤参与采访）

这 儿 的 沙 棘 有 点 甜

本报呼伦贝尔10月23日电 今
年以来，鄂温克旗深化党建引领基层网
格化治理，形成以“党员中心户”为纽带
的管理服务工作格局，提升了基层党组
织服务群众能力。 （蔡正起）

本报通辽10月23日电 科左中
旗公安局服务企业办公室主动帮助企业
预防和消除各类风险隐患，今年截至目
前，为企业办实事 560余件。 (包磊磊)

本报呼伦贝尔 10月 23日电 今

年以来，扎兰屯输变电工区坚持作业
现场即“练兵场”的原则,做到“以干代
练,以练促学”,努力打造技能过硬、创
新高效的输电运检队伍。 （艾志成）

本报鄂尔多斯 10月 23日电 近
日，鄂尔多斯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
法支队准格尔旗第一大队组织开展了
诚信兴商宣传活动，全力营造信用交
通的良好氛围。 （王俊良）

本报乌兰察布 10月 23日电 察
右前旗公安局禁毒大队日前组成“宣
传小分队”走进旗职业中学开展禁毒
宣传活动，通过问答的形式提升了学
生对毒品危害的认识。 （王力超）

本报呼伦贝尔 10月 23日电 近
日，海拉尔公安分局禁毒大队深入社区开
展禁毒宣传，民警通过全方位讲解，倡导居
民抵御诱惑、抵制毒品。 （张波 宋势博）

本报乌兰察布 10 月 23 日电 随
着采暖季的到来，化德供电分公司工
作人员进村入户对电采暖用户电力线
路开展“拉网式”排查，确保用户冬季
安全用电。 （马国杰）

本报呼和浩特 10月 23日讯 为
确保重点企业和工厂安全用电，呼和
浩特供电公司变电管理二处日前对托
克托县工业园区内一处 220kV 主变压
器启动风冷改造。 （郭强 刘恒达）

□本报记者 苏永生 皇甫美鲜
海军

近日，位于乌兰察布市凉城县鸿
茅镇移民小区桃源山庄的内蒙古蒙靴
固邦鞋服脱贫车间里，缝纫机、压花机
等多台机器快速运转，整齐排列的 3
行工作台上，下料、裁剪、制鞋面、粘
胶、定型、上底……十几道工序，工人
们分工协作，环环相扣，在各自的岗位
上忙碌着。

内蒙古蒙靴固邦鞋服有限公司负
责人王国俊介绍，经过这些工序做成
的一双双民族特色靴，检验打包后，将
通过线上线下销往国内外，销售额达
到500余万元。

一个“藏”在移民小区的企业，制
作的普通靴子能够畅销国内外，有什
么奥秘呢？记者向王国俊寻求答案。

今年 46岁的王国俊是凉城县麦
胡图镇人，他介绍说：“我的祖上是皮
匠出身，皮制技艺到我这代已经传承
到第五代了。2016年，我和哥哥王建
俊一起创办了内蒙古蒙靴固邦鞋服有
限公司，我是民族工艺品制作技艺凉
城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我哥哥
是传统手工皮靴制作技艺乌兰察布市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该公司主要生产手工靴及冷粘童
蒙靴和儿童布靴，还生产一些地方特色
的手工缝制布鞋及手工缝制皮鞋。经

过几年的努力，该公司产品包括蒙古
靴、腰带、挂件3大类，童鞋、女鞋、男鞋
等200多种，全国有100多家销售点，
影响力日益扩大。公司在政府的引导
下2019年开始经营脱贫车间，担负起
带动贫困户脱贫致富的社会责任。

该公司员工王海荣说：“我在这里
工作已经4年了，主要负责下料工序，
工资每个月 3000元左右。在这个公
司上班，离家挺近，也不误接送小孩，
车间里姐妹们相处得挺好，挺顺心。”
目前，该公司 30多名工人中，大多数
是脱贫攻坚期间易地搬迁过来的移民
村村民，工人月薪2000元至5000元。

“在公司，我负责生产、销售，我哥
哥负责新产品研发和市场开拓。为了
满足更多消费者的需求，我们平时注
重了解和学习各民族靴子的特点，然
后不断地探索、研发新产品，拓宽销售
渠道。”王国俊用直白的言语道出产
品畅销国内外的奥秘。

说到未来的打算，王国俊信心十足，
他说：“下一步，我们将推出更多的新产
品，在时尚中融入各民族各地区特色，进
一步扩大生产规模，拓宽销售渠道，带动
更多的群众就业，为乡村振兴助力！”

（凉城县融媒体中心记者 张利
宁 李红宇 苏俊参与采访）

手 工 靴 子 畅 销 国 内 外 ！

工人在车间里缝制靴子工人在车间里缝制靴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