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秋“丰”景美、玉米收获忙，阿拉善32.5万亩玉米
进入丰收季，田间地头满目金黄，一幅农业增效、农民增
收、产业振兴的壮美画卷在阿拉善大地徐徐展开。

连日来，在阿拉善左旗吉兰泰镇希尼呼都格嘎查的
田间，农机手们熟练驾驶着收割机来回穿梭，玉米棒顷
刻间就来到了运输车上，车辆的轰鸣声在田间地头奏响
了玉米丰收的交响曲，“丰收在望”变成“颗粒归仓”，处
处呈现出一派喜人的丰收景象。

随手撕开干皮的玉米，色泽金黄、颗粒饱满，散发着
玉米成熟的清香。“今年的收成不错，看这玉米棒个头
大、颗粒饱满，亩产得有1800斤，收获的玉米秸秆还能
打包成牛羊储备过冬的‘口粮’。”希尼呼都格嘎查农户
额尔登巴特尔今年一共种植了300亩玉米，看着收获的
玉米棒，他难掩心中的喜悦。

吉兰泰镇光照充足、土壤肥沃，适合玉米生长，今年
全镇玉米种植面积达3.7万余亩。如今，随着浅埋滴灌、
高密度栽培、全程机械化等生产技术的运用，该镇玉米亩
产稳中有升。“秋收时节，我们都会组织农技人员及时深
入田间地头，在推广优良品种的同时，开展科学管理技术
培训和指导，为农户提供耕种管收一条龙‘把脉问诊’服
务，确保秋粮颗粒归仓，保障粮食高产稳产和农民增收。”
吉兰泰镇综合保障和技术推广中心主任侍竞元介绍说。

深秋的阿拉善左旗温都尔勒图镇的6万亩玉米也迎
来了丰收季。走进温都尔勒图镇赛汉塔拉嘎查，农户们
正抢抓晴好天气，利用收割机械和运输车辆加紧收割玉
米。伴随着联合收割机的轰鸣声，连片的玉米瞬间倒下，
金黄的玉米棒从收割机喷涌而出，看到这般情景，赛汉塔

拉嘎查种植户张忠军心里乐开了花。“今年我种了200多
亩玉米，目前已经全部收割完成，亩产2400斤左右。除
去种子、水肥、人工等成本，亩均纯收入可达1500元以
上。不仅如此，收割后的玉米秸秆还能以每亩100元的
价格出售，明年我还要扩大种植规模。”如今“金灿灿”变
成了“钱鼓鼓”，张忠军的种植信心更加十足。

阿拉善可耕种的土地肥沃，适宜发展各类农作物产
业。据阿拉善盟农牧局农业科科长谢金庭介绍，今年，阿
拉善盟依托丰富的自然资源、优良的气候条件，立足产业
发展实际，高度重视玉米产业发展，把玉米产业作为推进
全盟乡村振兴的主导产业，为今年的粮食生产任务打下
坚实基础。同时，全盟农牧部门高度重视秋季安全生产
工作，积极采取措施保秋收、保安全，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近年来，阿拉善盟始终把保
障粮食安全放在突出位置，坚决扛起粮食安全的政治责
任，依托现有资源，持续深挖土地潜能，在“耕、种、管、
收、售”等环节持续发力，不断提高产品附加值，延伸产
业链条，拓宽增收渠道，为乡村振兴不断夯基赋能。在
春天播种希望，秋天收获惊喜，俯瞰阿拉善大地，满眼金
黄绘就乡村振兴好“丰”景。

乌兰布和示范区坚持以乡村振兴为目标，以农业供
给侧改革为导向，全面推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农业精
品品牌培育，产业质量效益显著提升，致富渠道不断拓
宽，农牧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乌兰布和示范区巴彦木仁苏
木举办农产品展销、惠民文艺表演、趣味运动比赛，庆祝
丰收成果。

“今年种植的经济作物有辣椒、番茄，收入都挺可
观，比往年种的玉米、葵花都要好，我今年种了1000亩
地，相比过去几年，收入都有所增长，日子越过越好了。”
乌兰布和示范区巴彦木仁苏木农民刘建兴说。

巴彦木仁苏木是乌兰布和示范区重要的现代农业
承载区，现已形成葡萄、蔬菜、玉米、辣椒、规模养殖、面
粉加工等产业发展集群，着力打造了“君蓉瓜子”“全麦
面粉”等特色知名农产品品牌。这些独具特色的农产品
不仅品质好，深受广大消费者青睐，还成为当地农民增
收致富的重要依托。

“把我们的农副产品进行深加工，这样就把价值体
现出来了，经济效益也好了。”乌兰布和示范区巴彦木仁
苏木上滩嘎查党支部书记主任吴军旗说。

在金秋葡萄成熟时节，走进内蒙古金沙苑生态集团
有限公司1万亩葡萄基地，一串串成熟饱满的葡萄挂满
枝头，工人们正忙着将葡萄采摘入筐，送入车间内进行除
梗破碎、发酵储存，经过发酵后可灌装入瓶上市销售。内
蒙古金沙苑生态集团作为农业产业化国家级重点龙头企
业，凭借产区优势和先进的工艺、高品质的原料和独特的
口感，在国内外葡萄酒质量大赛中屡获殊荣。

“种植的葡萄将近1万亩，主要的品种有赤霞珠、蛇
龙珠、品丽珠等。目前，可采收的葡萄能达到2000吨。”
内蒙古金沙苑生态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卿海说。

乌兰布和示范区充分发挥农业资源优势，突出现代
农业园区建设，推动农业与旅游、文化等产业深度融合，
高标准打造农产品品牌，不断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
农牧民增收致富的信心越来越足，日子越过越幸福。

产业兴旺拓宽增收路 乡村振兴跑出加速度

产业兴、乡村兴，产业旺、百姓富。近年来，阿拉善盟紧扣产业帮扶这一关键环节，不断加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投入力度，持续加快产业
振兴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进程，进一步推动乡村产业多点开花，增强可持续发展的后劲。阿拉善盟还立足独特的区位和气候优势，积极调整种养结构，以
产业为抓手，以市场为导向，优化产业发展布局，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农牧产业，逐步实现了“一村一品”，进一步提升了特色产业品牌知名度，有力地推动了
乡村全面振兴，绘就了一幅幅生态宜居、产业兴旺、和谐幸福的美丽乡村新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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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帮扶结硕果 乡村振兴动力足

阿拉善盟乌兰布和示范区巴彦木仁苏木举办农产品展销庆祝丰收。 蓬勃发展的旅游业带动农牧民致富。

沙漠旅游星空房、集装箱民宿配套齐全，吸引大量游客
前来住宿和品味美食；“鱼菜共生”大棚内鲟鱼肥硕、蔬菜长
势旺盛；特色养殖精准化定位、规范化管理、示范化推进
……走进阿拉善盟孪井滩生态移民示范区乡村陌野，一个
个产业兴旺的场景，彰显着乡村特色产业发展的强劲动能。

乡村要振兴，产业是基础。近年来，孪井滩生态移民示
范区坚持把发展壮大嘎查村集体经济作为提升农村牧区基
层党组织组织力和推进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运
用“党建+”发展模式，统筹谋划、全力推进，探索出“一村一
品”的差异化发展道路，走上了富民强村的致富之路。如
今，该示范区17个嘎查村集体经济收入全部超过10万元。

腾格里额里斯镇乌兰哈达嘎查曾经是被称为“沙里洼”
的贫困嘎查。如今，乌兰哈达嘎查依托境内通湖旅游景区，

把过去牧民一家一户的“小生产”引入景区的“大
市场”，建设了星空独栋、集装箱民宿、金字塔帐
篷、露台小木屋等配套齐全的设施，开启了网红打
卡点“沙里瓦”民宿，吸引大量网红前来打卡拍
照。通过旅游业发展，嘎查分红收入由最初的66
万元上升至300多万元，家家户户走上了致富路。

“我们通过以‘党支部+旅游合作社+农牧户’的
发展模式发展旅游产业，集体经济突飞猛进，嘎查也
由过去的贫困村变成了远近闻名的富裕村。今后，我
们将依托区位、资源等优势，积极打造‘一沙一湖一湿
地，一步一景一重天’的旅游胜地，进一步带动农牧民
增收致富。”乌兰哈达嘎查党支部书记李雄鹰说。

近年来，孪井滩生态移民示范区针对嘎查村集体经济发
展存在的项目规模小、产业化低、带动能力弱等问题，积极引
入龙头企业，探索建设嘎查村集体经济“党支部+企业+合作
社”发展模式，整合土地资源、集中有限资金、强化企业合作，
成立农牧民合作社98个，充分发挥强村优势产业的辐射功
能，为嘎查村集体经济壮大奠定了长远的发展基础。

如今，该示范区通过“党建＋”发展模式，嘎查村特色产
业遍地开花，不仅补齐了发展短板、拓宽了群众增收渠道，
还大力提升了基层党组织“造血”功能，实现了集体经济更
有活力、更可持续发展。“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以党建为引
领，以打造‘一村一品’为抓手，不断厚植嘎查村集体经济发
展基础，让农牧民的‘钱袋子’越来越鼓，乡村振兴‘新路子’
越走越宽。”示范区党工委委员、党群工作部部长刘战利说。

近年来，额济纳旗巴彦陶来苏木依托5A级景区胡杨林
景区的核心区优势，通过党建引领发展乡村旅游，以“党支
部+合作社+企业+农牧户”合作共赢模式，按照合理布局、
科学管理、规模经营的思路，帮助群众增收，助推乡村振兴。

每年入秋，额济纳旗便迎来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观赏
金色胡杨林，因临近额济纳旗胡杨林5A级景区，前来巴彦
陶来苏木和八道桥游玩“打卡”的游客络绎不绝，乌苏荣贵
嘎查的牧民嘎拉朝鲁和他的骆驼也变得格外忙碌。

据巴彦陶来苏木乌苏荣贵嘎查牧民嘎拉朝鲁介绍，今年
胡杨节期间，嘎查合作社的近120峰骆驼参与到八道桥旅游
项目中，到目前为止，每峰骆驼可创造3000元左右的收入。

走进巴彦陶来苏木昂格茨音陶来嘎查的田园蜜乡民
宿，干净整洁的小院里，卧室、客厅、卫生间等设施齐全。据
了解，昂格茨音陶来嘎查民宿已经开了5个年头。多年来，
在政府的引导下，王军林和村民联合嘎查股份经济合作社
统一将嘎查 416间院落利用起来发展民宿，将本地民俗特
色与现代艺术相融合，打造出别具风格的民宿，热情周到的
服务和规范严格的管理，受到众多游客的好评。

“我们的民宿从国庆节订到了10月 20日，游客大多数
都是来自上海、北京等城市，还有一部分是海外游客，每年
的收入大概在1.3万左右。”巴彦陶来苏木昂格茨音陶来嘎
查党支部书记王军林说。

该苏木坚持党建引领发展，充分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
用，织牢“民宿+旅游+种植业”产业链，着力打造农业产业集
中点，把培育专业合作社和家庭农牧场作为引领农牧民增收
的重要抓手，成立了家庭农牧场和专业合作社，带动380余户
农牧民参与旅游服务行业，累计接待游客12万人次，综合收
入达1600万元，极大地促进了全苏木农牧民致富增收。

“巴彦陶来苏木坚持党建引领，依托胡杨林打造特色课
堂‘胡杨树下理论宣讲’，以‘线下宣讲’结合‘线上学习’，为推
动高质量发展凝聚不竭动力。依托额济纳旗胡杨林5A级景
区区位和资源优势，打造了集田园蜜乡风情街、土尔扈特民
族文化园为一体的田园旅游综合体，同时，推动党支部领办
农牧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牧场，推进现代农牧业、红色文化
旅游、乡村旅游深度融合，拓宽了农牧民增收渠道，激活了乡
村振兴持久动力。”巴彦陶来苏木党委书记蔺江说。

党建引领聚合力
绘就乡村振兴致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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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头头肉牛肥壮结实、毛色光亮，一峰峰骆驼膘肥
体壮、驼峰高耸……行走在阿拉善大地上，帮扶产业之
花遍地盛开，硕果累累，处处涌动着奋进的力量。

2021年，自进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期以来，阿拉善紧扣产业帮扶这一关键环
节，不断加大衔接资金项目投入力度，持续加快产业振
兴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进程。

走进位于阿拉善左旗巴润别立镇铁木日乌德嘎查
的黄土沟牛场，一栋栋标准化的现代牛舍整齐排列，牛
舍里一头头肥壮结实的肉牛悠闲地嚼着草料。该养殖
场占地113亩，建有现代化牛棚11座、青储窖1处、储草
棚 1处，配备饲喂设备、粉碎机、叉车等各类机械，肉牛
年出栏量达2000头以上，经济效益十分可观。

“政府的资金支持，不仅解决了饲草料的存储问题，
也让我们的肉牛养殖规模从1000头增长到 2800头。”
阿拉善左旗耕王农牧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王占
祥告诉笔者，2022年，政府批复乡村振兴衔接资金280
万元，用于铁木日乌德嘎查的 3 座牛棚、草料库以及
6000平方米地面硬化等养殖配套项目建设。项目完工
后，公司与嘎查签订租赁合同，利用新建场地扩大养殖
规模，实现了嘎查增收和企业增效的双赢局面。

“通过衔接资金的支持，嘎查的产业得到了发展，集
体经济收入增长了20多万元。同时，嘎查还为70周岁
以上的70位老人代缴了合作医疗。随着好政策的不断
落地，大伙儿的日子也越过越红火。”铁木日乌德嘎查党
支部书记王学义介绍说。

乡村要振兴，产业得兴旺。阿拉善左旗作为自治区

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旗，按照“一产扩基地、二产抓服务、
三产扶龙头”的发展思路，加快优势特色产业发展，基本
形成了农牧业全产业链发展框架。其中，畜牧业高质量
发展取得明显成效，全旗已建成规模化养殖场63家，牲
畜存栏总头数达78.4万头只。仅巴润别立镇，就有10多
家企业借助当地饲草料充沛的优势，大力发展养殖产业。

近年来，阿拉善左旗不断延伸产业链条，提高农畜
产品附加值。过去，经济价值不高的牛骨头，现在也成
了好原料，企业对它进行了深加工，生产出富含科技成
果的保健产品占领高端市场，形成了肉牛养殖产业闭
环。内蒙古天隆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是生产牛骨肽
产品的加工企业，据该公司负责人杨磊介绍，牛骨肽是
在传承千年牛骨膏熬制技术的基础上，通过高新生物科
技改良，进一步做了提纯和深加工的一款产品。“我们的
生产原材料全部选用阿拉善本地牛骨，通过企业带动，
延伸扩宽阿拉善肉牛养殖的产业链条，为养殖户增收开
辟新渠道，让更多农牧民受益。”杨磊说。

借得政策春风来，帮扶成效百花开。阿拉善双峰驼
存栏量占全国三分之一，被誉为“中国驼乡”，其中阿拉
善右旗骆驼存栏数就有6.8万峰。2021年以来，阿拉善
右旗投入有效衔接资金3240万元，瞄准驼乳加工、科技
研发、市场营销等重点领域，实施产业帮扶项目16个，
持续推动驼产业走上高质量发展轨道。

走进阿拉善右旗巴丹吉林镇巴音博日格嘎查牧民
张明红的驼圈，百余峰骆驼个个膘肥体壮，张明红和家
人正在忙着给骆驼投喂饲料。张明红曾是嘎查的贫困
户，2019年在当地产业政策的扶持下，开始发展驼产

业，当年依靠销售驼奶收入 23万元，这些年不但脱了
贫，日子也越过越红火。“经过这几年的发展，我家驼群
养殖结构得到调整，骆驼数量达150峰，今年挤奶母驼
45峰，年纯收入有望超过90万元。”张明红高兴地说。

张明红的生活变化，只是阿拉善盟实施产业帮扶成
效的一个缩影。据了解，2021年以来，全盟共安排下达
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5.3亿元，重点围绕“三
大园区”和“菜篮子”工程建设、“肉乳绒果蔬健”等农畜
产品特色优势产业，统筹谋划实施了一批示范引领项
目。“进入衔接期以来，我盟有效衔接资金在产业方面的
投入有3.4亿元，共实施了209个产业发展项目。通过
不断完善产业项目利益联结机制，有效增强了联农带农
能力，推动脱贫人口人均纯收入从整体脱贫后（2021
年）的2.6万元，增长到2.9万元。今年，我盟在产业方面
投入的资金占比达63%，到2025年将超过70%。”阿拉
善盟乡村振兴局副局长郭光雄告诉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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