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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样的冬忙
一样的喜悦

“现在可方便了，不用时时盯着家里的
牛，手机上操作就行……”

“现在可以在手机上放牧了，既节约劳
动成本，又实现了饲养全程的可视、可记
录、可追溯……”

冬日，地处祖国北疆的锡林郭勒盟阿
巴嘎旗牧民们感慨着现代“互联网+”智慧
牧业的可喜变化。

在阿巴嘎旗，随着各类软硬件的开发，
畜牧业也越来越多地使用上了高科技产
品，“云上”放牧、光伏提水、畜牧业可视化
远程诊断、远程控制……智慧畜牧业为牧
民装上了“智慧大脑”。

走进位于该旗别力古台镇的内蒙古伊
克塞畜牧服务有限公司，在这里住院的有
消化不良的牛、腿脚不便的羊、受伤感染的
马……兽医正在给这些“病号”听诊、治
疗。在这里，诊断室、手术室、药房等一应
俱全，并配备了B超、X光等设备，还建立

了牧区动物远程诊疗系统，可开展疫病检测、
大小手术、采血化验、远程会诊等服务。牧民
们可将病畜送到这里住院治疗，兽医还可以
通过专业设备与牧民远程连线为牲畜诊疗，
指导牧民做一些应急处理，并判断是否需要
做进一步治疗。

由于服务到位和技术过硬，“动物医院”
为牧民们解决了不少烦心事儿，来自周边旗
县、北京市等地的病畜也都来这里治疗。此
外，“动物医院”每年还会深入牧户家中进行
免费义诊，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提高
了诊疗的及时性和针对性，节约了牧民的时
间和往返成本。草原上的这个“动物医院”受
到越来越多牧民的欢迎。

在此基础上，阿巴嘎旗还支持伊克塞畜
牧服务有限公司启动实施500万元草原牛羊
微量元素标准化研究项目和800万元伊克塞
牧业溯源防疫平台建设项目，建立自动化、智
能化、可追溯为一体的操作系统，研究制定牛

羊微量元素检测和地区行业标准，使科技
服务支撑能力进一步强化。

智慧放牧示范应用系统基于北斗卫星定
位、物联网和大数据等技术，可通过畜群身上
的北斗定位项圈监测畜群的活动位置、移动
轨迹等信息，为牧户提供精准的放牧管理与
建议，有效降低了牧民劳动强度。同时，结合
高分影像数据，对牧区的草畜变化进行分析
预测，运用分群养殖和划区轮牧的科学管理
机制，实现草场资源的最大化利用。

草原畜牧业是阿巴嘎旗的优势主导产
业。近年来，阿巴嘎旗牢固树立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理念，因地制宜推广“乌冉克羊”等优
良畜种，延伸马产业链条、肉牛养殖，严格执
行禁牧和草畜平衡政策，积极引导牧民“少养
精养优养”，推动传统畜牧业向现代畜牧业转
型升级，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共赢，走出
了一条现代化畜牧业高质量发展之路。

“我们家从2013年开始减羊增牛，通过

引进和冷配方式进行改良，如今，我家一头
西门塔尔牛犊的平均售价达到15000元，一
年能挣40万元！”阿巴嘎旗那仁宝拉格苏木
额尔登敖包嘎查牧民孟克巴雅尔开心地分
享着自己改良牛品种的“致富经”。

孟克巴雅尔通过畜种改良提质增收，是阿
巴嘎旗引进推广牲畜优良品种的一个缩影。

近几年，该旗主动融入“锡林郭勒羊”“锡林
郭勒奶酪”区域品牌建设，通过全方位品牌推
广、全产业链品质追溯、全流程质量监控，加快
提升“乌冉克羊”“阿巴嘎黑马”等优良畜种特
色品牌美誉度、竞争力和影响力。

阿巴嘎旗农牧和科技局副局长齐娇介绍
说，今后，该旗将进一步创新服务模式，丰富
服务内容，为牧民群众提供更加多元化、多层
次、多类型的社会化服务，把为民办实事的社
会化服务项目真正做到牧民群众的心坎儿
上，力争为全区、全盟推进牧区现代化建设提
供可示范、可复制、可推广、可借鉴的经验。

□本报记者 肖璐 摄影报道

“春种、夏管、秋收、冬闲”是传统农业生产的真实写
照，而在赤峰市的乡村里却看不到一丝“冬闲”的气息，设
施农业大棚里一派热火朝天的“冬忙”景象，处处热气升
腾，上演着冬闲人不闲的新乡村图景。

在巴林右旗达尔罕街道麻斯塔拉嘎查的盛卉花木种植
专业合作社大棚里，品种多样、形态各异的花卉竞相绽放，
花农在花丛里穿梭，忙着对植株进行打叉、浇水、施肥。

“这里有海棠、蝴蝶兰、菊花、月季、康乃馨、多肉等上
百个品种，2处暖棚和5处冷棚有1万多个盆栽、10万株
绿化苗。”合作社负责人郭艳君自豪地说：“合作社主要从
事花卉盆景种植、栽培及销售、园林绿化、庭院美化等，辐
射大板镇及周边旗县，去年净利润达到15万元以上。”

岁末年初是花卉销售旺季，合作社也迎来忙碌高
峰期，除雇佣长期花农5名外，还将雇佣20余名季节性
花农，带动更多农牧户走上“花样”致富路。

眼下，天气转冷，在林西县官地镇下官地村种植户
李刚家大棚里，一株株西红柿幼苗长势良好，李刚正忙
着梳理秧苗，查看长势情况。李刚说，对他而言早已经
没有冬闲的概念，“以前冬天闲着没事干，老百姓不挣
钱还花钱。自从种上设施农业大棚，冬闲变成冬忙了，
腰包更鼓了。”

话音刚落，李刚又来到芦笋大棚，他熟练地切断芦
笋，收割装筐，脸上堆满了笑容：“芦笋一斤10元钱，今天
割完晚上就能装车发货。一个冬天就能卖1万多元钱。”

从“闲”到“忙”，一字之差，变化万千。大棚里的绿
色蔬菜鲜翠欲滴，各色鲜花争奇斗艳……多彩的农事
活动让冬日变得“五彩斑斓”。

□本报记者 高敏娜

秋收冬藏，稻丰米香。时下，正值大米
加工旺季，走进兴安盟扎赉特旗魏佳米业有
限责任公司加工车间，空气中弥漫着稻米醇
香的味道。

厂房内机器轰鸣，自动化生产线马力全
开，金黄的稻谷经过脱壳、筛选、精米加工、
灌装、封袋等环节，变成了一颗颗莹白清香
的大米。工人们忙着分装、发货，一箱箱优
质的兴安盟大米从这里销往全国各地，端上
百姓餐桌。

这些加工打包的大米都是魏佳米业去
年初与周边村民订单种植的绿色水稻。“我
去年种了 60亩地订单绿色水稻，一亩地收
了1060斤稻米，魏佳米业以2.4元/斤回收，
比市场高出了不少。水稻卖上了好价格，冬
天地里没农活，我还能到加工车间来干活，

增加一部分收入。”扎赉特旗好力保镇联丰
村村民常存峰一边忙碌一边说。

“我们采用统一的绿色水稻种植标准
把好品质源头关，让绿色水稻借助扎赉特

‘味’稻的品牌效应‘身价倍增’，实现农
户与企业双赢。”扎赉特旗魏佳米业有限
责任公司总经理魏建明说，公司生产的
大米，目前已经销往北京、上海、温州等
地，甚至卖到了新疆。“我们通过绿色生态
种植保证了稻米的品质，要让种植者受益，
让消费者满意。”

为了让稻米的价值最大化，扎赉特旗
魏佳米业有限责任公司还成立生物质颗粒
燃料加工车间，将水稻壳原料经过挤压、制
粒、包装等工序“摇身一变”成为生物质颗
粒燃料。“想提升稻米价值，出路就在稻米
精深加工以及综合利用上。”魏建明表示，
将加工稻米产生的稻壳进行再次加工，变
成生物质颗粒燃料，进一步延伸了稻米产

业链，实现了水稻全产业链经济效益与生态
效益双丰收。

今年，被誉为“塞外粮仓”“金稻之乡”的
扎赉特旗，刷新内蒙古地区水稻单产纪录，喜
获丰收。丰收后的稻米不仅销路不愁，附加
值也在相继展现。订单种植的利益联结机制
让稻农们通过延长水稻产业链这把“金钥
匙”，不断开启增收的大门。

在扎赉特旗绰勒银珠米业有限公司的加
工车间，同样正在紧张有序地加工生产大
米。生产线运转流畅，经过精细的加工程序，
晶莹剔透的大米走下生产线。仓库内，成箱
成袋已包装好的产品摆放整齐，正等待装车
发往全国各地。

“今年水稻价格也非常好，一斤能上涨几
毛钱，现在我们公司加班加点生产、加工、包
装，产品陆续发往呼和浩特、包头、北京、广州
等地。”扎赉特旗绰勒银珠米业有限公司总经
理朴哲君说，今年公司通过“订单种植模式”，

引导农户在自家的农田种植优质水稻，从产
品种植、加工生产到销售，提供产前、产中、
产后的全方位服务，让水稻坐家不愁卖、质
优价更高。

近年来，扎赉特旗充分发挥合作社示范
带动作用，与农户发展绿色订单农业，这既
为大米企业提供了优质粮源，也保障了农户
种植水稻质优价高，让农户和企业实现了

“双向奔赴”。
如今，借助兴安盟大米品牌影响力，凭

借自身的高品质，扎赉特大米不断走上全国
各地市民的餐桌，稻米企业也在坚持做好延
长产业链文章，实现从“卖原粮”到“卖产
品”，再到“卖品牌”的转变，相继研发出“好
粒宝”米酒、米汁、米露等产品，持续打响“兴
安盟大米·扎赉特味稻”的金字招牌。通过
延伸稻米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打造供应链，
不断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实现粮食
安全和现代高效农业共同发展。

热气腾腾“漏粉”忙
□本报记者 鲍庆胜 奈曼旗融媒体中心记者 王阳

眼下，正是甘薯粉上市的季节，也到了制作甘薯粉的农
家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这几天，通辽市奈曼旗青龙山镇
互利村的传统手工甘薯粉开漏了。

气温日渐下降，正是漏粉条的好时节。有着30年漏粉
经验的李茂全，是村里有名的大师傅，一大早就忙乎了起来
……站在铁锅前，一手将铁漏瓢塞满甘薯淀粉糊，一手有节
奏地挑着锅里的粉条，淀粉糊从漏瓢底部的孔洞里流出，拉
出细细长长的“丝线”，跌落进铁锅滚烫的热水里。“丝线”在
锅里快速受热，成为半透明状的粉条。成型的粉条被人用
长筷子打捞到锅台边的冷水缸里，快速冷却，增加韧性，最
后被一根木棍撑起来，搭到架子上把水沥干，拿到院子里的
架子上晾晒入窖，制作才算完成。

“咱们这把粉条的韧性叫‘劲头’，用传统的手工制作就
是为了保持‘劲头’。”李茂全介绍说，每年大雪节气后，就约
上大伙一起用传统的瓢漏式工艺漏粉条，每天干上10个小
时，能做出2500多斤甘薯粉。

互利村有着上百年的甘薯栽植历史，传统手工漏粉流
传至今。相比于机器制作的粉条，传统手工能更好地保存
甘薯本身的碳水化合物、膳食纤维、蛋白质、烟酸等营养元
素和人体所需要的铁、钾、锌等微量元素，制作出的粉条因
筋道滑爽而远近闻名，一直都是市场上的紧俏货。

炊烟下的院落，一阵阵嬉笑声打破了寒冬里原本的
宁静……韩淑梅正和几个好姐妹忙着给粉条扎捆装箱，屋
里的大炕成了她们的“工作台”。

“年年种 10多亩地瓜，亩产一年有 3000斤，能出粉条
700斤左右，短短的两个半月时间，纯收入在4万块钱以上。”
韩淑梅说，包装都是镇里统一的包装箱，干净卫生，每年年底
除了留给亲戚朋友的，其余都提前预订完了，根本不愁卖。

青龙山镇有传统手工甘薯粉加工作坊 31 家。近年
来，青龙山镇在保持原有的传统手工制作甘薯粉条基础
上，持续在甘薯产品的精深发展上下功夫。通过线上线
下销售，远销到北京、呼和浩特、沈阳等城市。每到冬季
客商络绎不绝，年销往外地的粉条达到 100 多万斤，“青
龙山地瓜”“青龙山粉条”已成为区域性知名品牌，并取得
了国家地理标志认证。

重点项目建设忙
□本报记者 刘宏章 实习生 马璐

近日气温骤降，但是阿拉善高新区重点项目建设却依
然在如火如荼地推进。高新区抓住岁末年初关键期，变

“冬歇”为“冬忙”，战严寒、抢进度，抓质量、保安全，全力拉
满重点项目建设“进度条”。

在内蒙古灵圣作物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5万吨草铵膦
项目建设现场，工人正在进行设备安装作业，全力以赴抓
进度、赶工期。草铵膦是精细化工产业链的高端环节，可
以消纳园区上游原料产品，并为下游化工新材料等延链项
目提供原料，对构建优势互补、低碳环保的化工产业链、形
成新的支柱产业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各施工队加班加
点地干，基本上能按期完成目标任务，2023年增加产值2
亿元，2024年可增加产值40亿元左右。”内蒙古灵圣作物
科技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高贯文告诉记者。

在阿拉善盟沪蒙能源实业有限公司在建300万吨焦化和
40万吨甲醇、10万吨合成氨项目现场，一线建设者战严寒、抓
建设，以“满弓”状态全力冲刺，各项施工紧张有序推进，掀起项
目建设的“冬季攻势”。“目前300万吨焦化已经实现全面投产，
下游的综合利用项目40万吨甲醇和10万吨合成氨正在调试
阶段。”阿拉善盟沪蒙能源实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聪说。

阿拉善高新区坚持把项目建设牢牢抓在手上，持续加
强政策以及资金等全要素保障，强化项目谋划、争取、招
引、落地等全过程指导、全周期服务，以项目落地“加速度”
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阿拉善高新区经济发展局副
局长冯俊博说，将集中精力持续推进项目建设，全力抓紧
抓实经济运行，坚决完成争先进位的目标任务。

据了解，2023年，阿拉善高新区实施盟级重点项目35
个，总投资 565.1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116.9亿元，开复工
项目35个，开复工率达100%。

菌棒生产加工忙
本报巴彦淖尔1月1日电 （记者 薛来）冬季农闲

时节，广袤的河套大地渐归沉寂，但乌拉特后旗呼和温都
尔镇广林村的菌棒加工却进入关键时期，村民们利用农闲
时间开足马力加工菌棒，实现了农业增产与农民增收。

“冬天地里没农活儿，我们就到村里的菌棒生产车间
打工，不仅能多学些技能，还能提高家庭收入，一个月
5000元的工资让我很满足，忙忙碌碌的冬天也让我们的
生活更加充实了。”正在加工菌棒的村民张昆高兴地说。

“近年来，乌拉特后旗大力发展香菇种植特色产业，以‘党
支部+合作社+农户’的发展模式运营，打造产、供、加、销花菇
全产业链条，逐渐形成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一体化经营、
社会化服务的发展格局，让菌棒棒变身‘金棒棒’。”广林村党支
部书记杨旭介绍，“现在，村民们再也不走家串户唠闲嗑、打麻
将了，都来到菌棒加工厂打工挣钱，村集体经济和群众收入持
续增加，推动了全旗农业向更高质量的发展方向迈进。”

争先进位赶工忙
本报乌海1月1日电 （记者 郝飚）一场大雪过后，

气温骤降，但在海南区重点项目建设现场，依旧奔涌着建
设的热潮。位于海南产业园的国家能源集团煤焦化有限
责任公司西来峰公司360万吨/年煤基新材料及生物可降
解材料项目现场一派繁忙景象，塔吊耸立、车辆穿梭，施工
人员在各个点位上有序作业，各环节运转有条不紊。

这段时间以来，为确保一个个关乎产业转型、城市转
型的重点项目如期建成，海南区认真落实“一个项目、一位领
导、一个专班、一套方案、一抓到底”的“五个一”项目推进机制，
将53个重点项目包联到区级领导和有关区直部门领导干
部，同时实行“争先进位、赛马比拼”工作机制，以挂图贴牌、
排名比拼、督办考核等措施，切实提高项目投资建设进度。

2023年，海南区共实施重点项目53个(续建 30个，新
建23个)，总投资359.95亿元，年度计划完成投资62.99亿
元。截至目前，53个重点项目全部开工，完成形象投资
53.87亿元，完成上一年度投资计划的85.5%。

寒 寒冬时节保供忙
本报鄂尔多斯 1月 1日电 （记者 郝雪莲）寒冬时

节，用电需求持续攀升。在国家能源集团内蒙古国华准格
尔发电有限责任公司，3台33万千瓦级热电联产机组正在
稳定运行。截至目前，该套设备已连续稳定运行5490多
天，有效保障了蒙西网与华北网的电力安全。

“目前公司设备运行可靠，供热参数稳定，已完成供热
量380万吉焦，完成发电量75.5亿千瓦时，提前48天完成
2023年全年发电任务。”该公司发电运行部值长刘富春
说。此外，该公司还全力开发了新能源项目，目前已全容
量并网发电，实现了新能源发展“零”的突破。

“实施新能源项目，一年可以多发 270多万千瓦时的
电，可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0吨，节约标准煤880吨。”
该公司生产技术部经理柴鹏东介绍说，今后，该公司将聚
焦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大力增产保供，持续推进新能源项
目的建设，为鄂尔多斯市持续当好全国能源供应的“压舱
石”和“稳定器”贡献力量。

冰雪产业发展忙
本报呼伦贝尔 1月 1日电 （记者 李玉琢）近日，

“中国冷极”根河市气温降至零下 40℃以下，迎来了极寒
测试等冰雪产业发展黄金期。

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与“中国冷极”冷
资源技术创新中心和根河市气象局日前进行了三方网上会
商，就如何更好地推动东北高纬度多年冻土本底及冻融灾害
调查项目进行探讨。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的专家学者
就开展积雪、植被、冻土观测对本土工作人员进行了培训，并
将冷资源技术创新中心作为国家冰川冻土沙漠科学数据中
心的数据来源单位之一，为研究东北冻土提供数据支撑。

中国飞行试验研究院专家测试团队已于 2023年 12
月中旬抵达根河市，在这个冬季开展5种 6架飞机的极寒
测试。为满足试飞需求，根河市投资4000万元实施了敖
鲁古雅机场改扩建工程，新建机库 3座，大大提升了机场
的服务保障能力。据悉，中国船舶设计院近日在根河市开
展锚绞机极寒测试，通过测试的锚绞机将运用到中国新一
代极地破冰船上，对极地科考具有重要意义。

瑞雪纷飞，新年已至。在忙忙碌碌中，
我们又度过了收获满满的一年。

虽然大家的忙碌各不相同，但收获的喜
悦心情却是一样的。《旗县融媒》也在辛勤耕
耘中完成着自己的使命——传递好内蒙古
103个旗县（市、区）的声音，打造好内蒙古日
报社与各旗县融媒体中心交流联动的平台。

旗县新闻鲜活生动，风景无限。在《旗
县融媒》这一方小小的版面上，丰富多彩
的活动、新鲜有趣的故事“争奇斗艳”，各
地好的经验做法、先进模范典型在这里“比
武争先”。

今年，《旗县融媒》将延续精彩，在每周
三、五第七版刊出，拟设以下主要栏目：

《观察》：聚焦基层重大新闻事件、重要
举措和群众广泛关注的经济社会现象，生
动展现各领域发生的新变化；

《图见》：用图片讲故事，以图文报道的
形式展现多彩的旗县风景，反映当地经济
发展、百姓生活的新面貌；

《一线》：展现基层治理、服务民生、发
展经济的好经验、好做法；

《乡音》：展示在乡村振兴的进程中涌
现出来的成功经验和动人故事；

《集市》：集锦基层一线新鲜有趣的短
新闻报道。

此外，还将不定期设置《故事》栏目，展
现基层群众创业、拼搏、致富的故事。

冬闲人不闲，每个人都在为了更好的
明天奋斗着。致敬每一位基层一线的劳动
者，因为你们的付出，让内蒙古人民拼搏奋
斗的形象更加具象，让“蒙古马精神”熠熠
生辉。你们的质朴笑容是冬日里最绚烂的
风景！

新的一年，《旗县融媒》将继续与您携
手同行，共话收获。

【【致读者致读者】】

“云上”放牧 光伏提水 远程诊断

现代畜牧有“智慧”开足马力转型忙
□本报记者 巴依斯古楞

【观察】

【集市】

订单大米加工忙 振兴路上米飘香

阿巴嘎旗

准格尔旗

扎赉特旗

【一线】

乌拉特后旗

海南区

根河市

阿拉善高新区

奈曼旗

【乡音】

设施农业巧生金 冬忙带来新销路

【图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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