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村振兴

□本报记者 韩雪茹

阳光明媚的早晨，身着工作服的
乌日罕已经在奶制品车间开始了她一
天忙碌而充实的工作。干净整洁的车
间里，摆满了制作奶食品的器皿，奶豆
腐、黄油、嚼口、奶皮子、奶酪等17类奶
制品正在源源不断地被制作生产。

乌日罕是赤峰市巴林右旗浩道都
河畜产品经销有限责任公司的负责
人，多年来致力于生产和推广传统奶
制品。2023年在赤峰—通辽“双子座”
创业大赛暨赤峰市第七届创业大赛
中，乌日罕获得三等奖。“为保证奶制
品质量，公司充分利用巴林右旗得天
独厚的资源优势，以本地牧场散养奶
牛为原料来源，保证了奶源天然、绿
色、无污染，目前年加工鲜牛奶 380
吨。”乌日罕高兴地说。

目前，该公司已经成为一家集奶
制品生产、加工和销售于一体的自治
区级农牧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公
司所生产的奶制品采用传统工艺制
作，风味独特、口感醇正，具有丰富的
营养价值。

公司采取“公司+合作社+牧户”的
经营模式，以畜牧业合作社为依托，为
当地优质奶源提供稳定的销售渠道和
市场资源，进一步延伸了产业链条，促
进畜牧业产业化发展升级，带动当地
牧民致富增收。

2023 年，乌日罕把鲜奶豆腐、奶
条、千层鲜奶皮、嚼口糖、奶锅巴等 11
种奶制品带入“赤峰好物进北京”活
动，这些奶制品深受北京消费者青睐。

奶制品走俏北京市场，只是巴林
右旗传统奶制品走向大市场的一个缩
影。为了让奶业发展持续迸发新活
力，巴林右旗投入京蒙协作资金、乡村

振兴衔接资金、奶业振兴债券资金，实
施奶制品加工日处理鲜奶 30吨项目。
项目建成后，将推动当地传统奶制品
产业逐步向标准化、集约化生产模式
转变，有效衔接乳肉兼用牛养殖、乳制
品加工、市场营销等产业链各环节，打
造“统一标准、统一生产、统一检测、统
一包装、统一品牌、统一仓储、统一销
售”的产业平台。

同时，巴林右旗还择优选取 15家
奶制品生产加工经营主体入驻奶制品
加工园区，鼓励加工企业与奶农通过
互相持股、二次分红、溢价收购、利润
保障等方式建立紧密的利益联结机
制，实现利益共享，构建“奶农+合作
社+牧场+工厂”的新型利益共同体。
目前，巴林右旗共发展奶业合作社 5
家、家庭式小微企业50余家、中小奶畜
养殖场 50余家、奶食品生产加工企业
2家。

□本报记者 李国萍

隆冬时节，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
旗城川镇高效果蔬育苗基地内，工人
们正抢抓工期，在完成主架焊接、棚顶
覆膜后，开始内部完善、设备安装……
处处涌动着项目建设的热潮。

“果蔬育苗基地是在 2023 年秋季
玉米收割完成后，镇村企三方启动的
农业项目。工期紧、任务重，趁着春节
前天气不是特别冷，将抓紧完成整个
大棚建设的后续工程，确保在 2024年
立春后，大棚能为周边椒农育出第一
批辣椒苗。”高效果蔬育苗基地施工项
目现场负责人张博介绍。

乡村要振兴，产业必先行。近年
来，城川镇通过产业带动、项目驱动、
乡村联动、内外互动等模式，进一步优
化产业结构，从“一产独步”逐渐向“三

产融合”迈进。
辣椒作为城川镇重要的主导产业，

为持续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全镇上下全
面落实“一品两带三区”农牧业产业布
局。从优化椒农“靠天吃饭”的局面到
有效推动辣椒大棚开工建设，在切实保
障椒农种苗供应的基础上，陆续实现移
植、种植、采摘等全链条服务。

据悉，城川镇每年辣椒、西瓜等果
蔬育苗量高达 8140 万株，高效果蔬育
苗基地大棚完成建设后，即可解决当地
60%的育苗量，可以满足周边 1500 户
以上椒农的种苗需求。

发展农村经济，产业是基础，项目
是支撑。

走进城川镇集体经济产业园项目
建设现场，蔬菜清洗包装、蔬菜保鲜仓
储库均已封顶，相关设备的安装调试也
已陆续完成。二层办公楼内，工人们正
在完善装修设计。“这个项目从 2023年

5月开工，10月份完成主体建设任务，
计划 2024 年初投入使用。”城川镇集
体经济产业园相关负责人马世军说。

该产业园采用“企业+基地+农牧
户”的经营模式，投入使用后，一方面
将解决当地农畜产品销售难、储存难、
运输难的问题，另一方面能够帮助农
牧民实现剩余劳动力“家门口”就业。

当前，在全面完成 2023年既定目
标的同时，全镇积极总结年度项目经
验，立足一个“早”字，着眼一个“快”
字，同步开展 2024 年新项目的落实，
包括前期手续办理、准备项目招标等
相关事宜，全力推动各重点农业项目
早日投产达效。

从“单打独斗”到“组团发展”，从
“ 传 统 农 业 ”到“ 现 代 农 业 产 业 园
区”……城川镇通过政策扶持、优化环
境、示范带动，全方位推动当地特色农
业“靓”起来。

一方水土，一方风物。仅需1亩地，
就可以建一个朝天椒种植“小基地”，让
原本普通的农家院变成村民的“增收
园”。

2023年，赤峰市敖汉旗木头营子乡
立足本地空闲庭院和劳动力等实际情
况，探索在全乡订单式种植珠子椒，发
展庭院经济。珠子椒亩产量达到 4000
多斤，按每斤2元的订单保底收购价算，
每亩最少给村民带来8000元收入。

“这种珠子椒很好打理，我们年龄
大了，可种起来也没费多大力气，技术
人员经常来指导，还有客商统一收购。
就咱门前屋后这点地，没想到还收入不
少嘞！”木头营子乡东湾子村村民王秀
成喜上眉梢。

这只是内蒙古发展庭院经济的
一个缩影。位于祖国北疆的内蒙古，
具有发展庭院经济得天独厚的自然
条件——地域辽阔，农牧户庭院面积
普遍较大。在兴安盟，红薯、红鲜椒、
黑木耳，特色种植装点着村民的房前
屋后；在赤峰，养殖笨鸡、黑猪、肉羊，
特色养殖成为农户庭院的一大特色；
而在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农家庭
院则用来开农家乐、建民宿、办采摘
园……

“内蒙古是较早出台政策支持发展

庭院经济的省区之一。我们把扶持脱
贫户发展庭院经济项目纳入项目库，给
予资金扶持。鼓励金融机构为脱贫户
发展庭院经济提供小额信贷，引导保险
公司开发重点扶持小种植、小养殖产业
的保险产品。还对带动周边脱贫户抱
团经营发展的庭院经济联合体和庭院
经济合作组织，予以项目奖励和贷款贴
息。2023年，全区共投入 2.92 亿元资
金，累计扶持了 5200个特色种植养殖
项目。”自治区乡村振兴局开发指导处
副处长李殿龙说。

位于科尔沁沙地北端的兴安盟科
右中旗杜尔基镇赛罕乌拉嘎查，依托本
地资源优势和产业发展基础，整村推进
种植适宜在沙地生长的红薯，因地制宜
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体态饱满、
口感甜香的红薯能为村民带来每亩地
4000元钱左右的收入，是往年种植玉
米的近 4倍。“这些红薯抢手得很！每
天都要往北京发 1000多斤，吃过的顾
客都说好。”种植户姚七十三笑着说。

庭院经济规模小、投入少，适合资
金不多的农牧民选择适合自家的项目
发展。也可以结合当地的资源和特色，
打造一村一品，推动农村产业发展。

实践中，克什克腾旗通过打造肉牛
肉羊屠宰加工中心、畜牧产品加工区、

蔬菜深加工厂等特色产业园区，由村集
体带动，村民参与，推动庭院经济规模
化发展。

“我家院里种的是甘蓝，种之前就
和附近的脱水蔬菜加工厂签了订单。
往年秋天最犯愁的就是销路，现在不一
样了，菜还没摘就卖出去了！”克什克腾
旗宇宙地镇东升村村民田绪红乐呵呵
地说。

田绪红口中的蔬菜加工厂，每天能
脱水处理300多吨蔬菜，年可增加集体
收益 90万元，辐射带动了周边 1218户
农户种植蔬菜，户均增收5000元。

不止克什克腾旗，内蒙古各地都在
积极探索有效的利益联结机制，让农牧
民从“单打独斗”到“抱团发展”，助力庭
院小生产走向大市场，推动庭院经济可
持续发展。

“我们通过强化经营主体带动，形
成‘龙头企业＋合作社＋脱贫户’的庭
院经济发展新模式，实现产供销一体
化。同时，加强产销对接，组织农超、农
企、农校等多种形式的产销对接活动，
引导庭院经济经营户与超市、学校、酒
店等经营主体建立紧密合作关系。”自
治区乡村振兴局开发指导处风英说。

乡村庭院方寸地变身“聚宝盆”，成
为促进村民就地就近就业创业、拓展发

展乡村特色产业、农牧民增收的有效途
径。据自治区乡村振兴局统计，截至目
前，庭院经济的不断发展使内蒙古 7万
余脱贫户普遍增收1000至3000元。

庭院经济让村民房前屋后的方寸地
既有“赚头”，又有“看头”。冬日暖阳下，
通辽市科左中旗努日木镇前努日木嘎查
村民王永贵家门口“美丽庭院”的牌子格
外引人注目。“我家建了‘三个园’，分别
是果园、菜园和田园，不仅能种些瓜果蔬
菜，院子也更漂亮了。”王永贵说。

该旗把庭院经济和美丽乡村建设有
机结合，倡导文明健康生活、勤俭持家、
美丽庭院家家受益的理念。通过组织评
选“美丽庭院”对庭院建设好的村民给予
奖励，以调动农牧民的积极性。“现在村
民庭院里生活区、种植区、养殖区、杂物
区四区分离，实现了产业发展、庭院美
丽、乡风文明、收入增加的良性循环。”通
辽市科左中旗乡村振兴局副局长白塔娜
说。

以家庭为阵地，以庭院为载体，业态
繁多的庭院经济正在激活内蒙古乡村振
兴的“一池春水”。内蒙古将进一步细化
扶持庭院经济发展措施，完善扶持政策、
技术指导和管理服务，促进庭院经济产
业有序发展。同时，总结可复制可推广
的成功经验，不断扩大庭院经济规模。

投入2.92亿元资金发展庭院经济、扶持5200个特色项目

内蒙古7万余脱贫户增收1000至3000元
□见习记者 方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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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农业“靓”起来 致富路上奶香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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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者：张立军（锡林郭勒盟多伦县多伦诺尔镇中菜园村驻村
第一书记）

我叫张立军，是多伦诺尔镇中菜园村的驻村第一书记。
2021年来到这里报到时，我看到泥泞不堪的土路、简陋的办公
条件、入不敷出的村集体，让我倒吸一口凉气。

中菜园村是典型的城中村，主导产业是传统蔬菜种植。但
村里年轻人都不愿意种菜，纷纷到城里去打工。看着村里留不
住人、有地无人种的现状，我感觉像一根根针扎在心窝里一样
难受。

怎么才能改变这种情况？这成了我刚来村里每天都在想
的问题，因为我知道，如果一个村没有产业做支撑，群众增收就
没有门路，乡村振兴更无从谈起。改变现状要以提升村子自身

“造血”能力为突破口，因地制宜，为村里引进能带来长期收益
的产业项目。

明确思路后迅速行动，我四处奔走，主动联系企业，并和企
业多次商洽，最终与内蒙古华蒲科技有限公司达成合作——为
村里引进种植新品种蒲公英。

我选择种植蒲公英，是因为蒲公英比种蔬菜省时、省材、又
省力，效益也可观。蒲公英种植5年为一个周期，5年里可多茬
收割蒲公英青稞，每亩年收益近万元；第5年还能收割蒲公英
根茎一并出售。

引进项目后如何推行，又成了我面临的一个新问题。经
过多日的走访调研，我和村“两委”班子决定推行“党支部+合
作社+企业+农户”的种植模式，以党支部为引领助推产业发
展，让农户从单打独斗变为抱团取暖。农户种植、收割蒲公英
后，由合作社统一收购并出售给企业；种植过程中，合作社统
一管理种植基地，企业为农户提供技术指导。2022年，中菜
园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与74户农户签订了《蒲公英种植收购合
同》，全村蒲公英种植面积130余亩。

2023年，为了让农村得到更多的收益，我们扩大了蒲公英
种植规模，全年收割总量36万多斤，总收入72万元。其中，农
户收入达68万元。

如今，在我们村安家落户、生根发芽的蒲公英让村民尝足
了甜头，村民感受到“足不出村”就能增收致富。现在大家都叫
我“蒲公英书记”，听到大家这样叫我，我的心里暖暖的。

悟初心、守初心、践初心。两年来，我的心也像蒲公英一样
深深地扎根在中菜园村，村里基础设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老乡们的生活有了质的提升。我的脸晒黑了，头上的白发
多了，但看见群众幸福的笑容，我的心里暖暖的。这是我一生
难以忘怀的宝贵经历，也是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

“ 蒲 公 英 书 记 ”
带领村民抱团致富

□本报记者 张璐

本报1月15日讯 （见习记者 方圆）近日，农业农村部公布
了 2023 年度农业农村信息化示范基地认定名单，全国 94 家单
位榜上有名，内蒙古 3 家单位入选。其中，呼伦贝尔农垦集团
有限公司、内蒙古正大食品有限公司被认定为生产型示范单
位，内蒙古小草数字生态产业有限公司被认定为服务型示范
单位。

据了解，此次被认定的农业农村信息化示范基地，应用现代信
息技术有效提升了农业生产智能化、经营网络化、管理数字化、服
务在线化水平，并取得显著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形成了典型示
范、可复制推广的模式。接下来，自治区农牧厅将加强对示范基
地的服务指导和监督管理，切实发挥示范基地引领带动作用，持
续推进智慧农业、数字乡村创新应用，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
经验和做法，助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内蒙古 3 家单位被评为
农业农村信息化示范基地

本报1月15日讯 （记者 高慧）记者从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获
悉，近日，赤峰市巴林右旗西拉沐沦至李家园子段公路工程通过竣
（交）工验收，这是近年来自治区支持巴林右旗农村公路建设单线投
资额最多、改造力度最大的工程项目。公路全长 27公里，总投资
4470万元。

据了解，西拉沐沦至李家园子段公路工程，是自治区“十四
五”期间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地方资金“以奖代补”支持农村公
路提质改造升级建设项目。工程于 2023 年 8 月 4 日开工，起点
位于西拉沐沦苏木政府所在地胡日哈嘎查，终点位于宝日勿苏
镇李家园子村，沿线连接胡日哈、马鬃山、沟里、哈日巴召、李家
园子等多个自然村组。本项目的建成，结束了西拉沐沦苏木不
通三级公路的历史，同时为沿线村庄农牧民提供了便利的通行
条件，为农牧业物资、商品的交流转运提供了便捷通道，对推进

“四好农村路”扩面升级，促进乡村振兴，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都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巴 林 右 旗 西 拉 沐 沦 至
李家园子段公路工程竣工

本报1月 15日讯 （记者 李国萍）农村牧区食品安全历来
是监管的难点，2023 年，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围绕农村牧区食品
安全的重点环节、重点区域、重点产品加强整治，构建严密的监
管体系。

据了解，截至 2023年底，全区共检查农村牧区食品生产经营
主体 55227 户次，监督抽检食品及食用农产品 11616 批次。其
中，全区食品安全抽检中砖茶食品类别不合格率呈逐年下降趋
势，缓解了困扰多年的农村牧区茶饮型低氟病问题。在全面筑
牢农村牧区食品安全“防火墙”工作中，开展“放心食品超市”自
我承诺和“放心肉菜示范超市”创建活动，42673家食品经营者参
与“放心食品超市”自我承诺，创建“放心肉菜示范超市”22家；试
点开展“互联网+农村集体聚餐”监管，实现农村聚餐网上登记、
审批、承诺、告知等管理事项，有效保障农村集体聚餐食品安全；
规范“小餐饮”经营行为。

截至2023年底，全区已打造35个“互联网+农村集体聚餐”模
式，并在全区逐步推广；加强小作坊监管，落实小作坊摸底建档和动
态管理等制度。

多措并举筑牢农村牧区
食 品 安 全“ 防 火 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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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外寒风凛冽，屋内热火朝天。在乌兰察
布市卓资县易地搬迁集中安置点的福安小区帮
扶车间里，伴随着缝纫机嗒嗒的声音，一个个针
脚细密、做工精细的箱包在工人们手中逐渐成
形。

把车间建到小区里，将生产线搬到家门
口。易地搬迁集中安置点小区里的帮扶车间让
村民过上了“打工不进厂、就业不出区、增收不
离家”的日子。

据了解，为了让易地搬迁群众“搬得出、
稳得住、有事做”，卓资县累计投资 1350 万
元，在福源、福祥、福佳、福安、福康 5 个集中
安置区建立 5 个“巧手手帮扶车间”，总占地

（建筑）面积 7239 平方米。卓资县建立“集中
安置区+帮扶车间”就业帮扶机制，共可容纳
890 人同时就业。帮扶车间引进箱包加工、
酒囊缝制、吨袋轧制、毛绒玩具制作等项目，
搬迁群众经过短期培训即可上岗，月均收入
1000 多元。

为鼓励帮扶车间吸纳更多搬迁群众务工就
业，卓资县积极争取京蒙帮扶资金实施稳岗就
业项目，在帮扶车间稳定就业3个月以上的搬迁
群众，可领取一次性稳岗补贴，其中脱贫户、监
测户等补贴 1500 元，一般户补贴 1000元。申
请自治区衔接资金实施易地搬迁脱贫车间手工
编织补贴项目，按照计件工资的30%-50%予以
补贴。通过项目的实施，搬迁群众心里暖了、就
业稳了、腰包鼓了，有效实现了一人就业、全家
增收的目标。

本报 1月 15日讯 （记者 李国萍）2023 年，自治区市场监
管局为充分发挥广告监管职能，在全区组织开展“广告助农”共
富活动，积极引导广告企事业单位为我区优势特色产业产品开
展广告策划、制作、推广活动。一年来，通过制作广告创意作
品，开展直播带货等活动，带动全区农牧业特色产业增加收入
约 1.86 亿元。

据了解，2023年，我区各地市场监管部门从需求侧发力，打通
农户与物流、农超、电商、第三方营销机构，创新推广销售渠道。全
年共遴选104家广告企事业单位结对帮扶97个农牧业特色产业和
产品。通过组织主流媒体、抖音网红和探店达人参加农牧产品推
介、设置爱心助农专营店等多种形式的活动，千方百计提升我区农
畜产品品牌影响力和市场销售力。

“广告助农”活动带动
农牧民增收1.86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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