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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山镇新丰村新貌。

粮以田为基，农以田为本。推进高标准农田建
设是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的具体行动，
也是巩固提高粮食生产能力、维护粮食安全的关键
举措。海勃湾区抢抓政策机遇，深入实施“藏粮于
地、藏粮于技”战略，全面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与提
升改造行动，努力将“粮田”变“良田”，助力农田增
量、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农事催人忙，不负好春光。近日，海勃湾区在
千里山镇举行了全区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启动仪
式。在启动仪式上，挖掘机、推土机等大型机械来
回穿梭，机器轰鸣声在广袤的田野间回响。

据了解，2024年海勃湾区将在千里山镇巴音
乌素村、新地村、王元地村、新丰村建设高标准农田
6543亩，建设内容包括田块整治工程、灌溉与排水
工程、田间道路工程、农田防护与生态环境保护工
程、农田输配电工程、农田地力提升工程等。

在巴音乌素村高标准农田建设现场，3条田间
管网引水渠道管沟开挖工作已经接近尾声，即将进

行主管道铺设施工。每条引水渠道还配套建设首
部设备（包括水泵、变频器、变压器、过滤器、自动化
控制系统等设备）。

据项目施工方相关负责人李欣介绍，高效节水
灌溉项目是高标准农田建设的重要内容。该项目
采用“水肥一体化技术”，构筑与水源配置相适应的
节水工程体系，采用滴灌的灌溉方式，精准滴灌农
作物根部，实现“大水漫灌”向“精准滴灌”的飞跃，
实现粗放农业向精细农业转型。与此同时，滴灌系
统首部设备将提前过滤灌溉用水，降低水的含沙
量，可有效延长毛细管道的使用寿命，便于回收。

“目前海勃湾区正在集中精力优先完成千里山
镇巴音乌素村 1644亩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预计
在五一前全部建设完成，设立的其他 3个片区，预
计将在11月份前全部完成。”海勃湾区农牧水务局
副局长吴长江说。

在千里山镇团结新村的蔬菜大棚，各类时令蔬
菜长势喜人，正陆续进入成熟期，即将上市。走进

种植户王春秀的蔬菜大棚，一片翠绿映入眼帘，各
类蔬菜长势正旺，王春秀正忙得不亦乐乎。“我这个
大棚占地面积是1亩，种植种类有香菜、小白菜、水
萝卜、油麦菜、茼蒿、苦苣，差不多50多天能收获1
次，产出2000斤左右。”王春秀说。

得益于标准化大棚的“保驾护航”，去年，海勃
湾区千里山镇蔬菜种植共 3850 亩，产量 3200 万
斤，总产值达 5850余万元，葡萄种植、金伯利网纹
蜜瓜种植以及小麦、玉米等粮食种植更是成效显
著，村民也逐步走上了增收致富路。千里山镇年初
以来已收获蔬菜400万斤左右，第一季度各类蔬菜
上市情况良好，为 2024年的农产品生产开了个好
头。

高标准农田建设一头连着粮食安全，一头连着
农民增收，是推进乡村振兴、助力现代农业产业发
展的重大举措，海勃湾区将始终把住粮食安全底
线，补齐基础设施短板，确保粮食安全，走出一条以
高标准农田建设引领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之路。

□郝飚 王悦微

乡 村 振 兴 和 美 画 卷
正在海勃湾区徐徐展开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新时代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任务。近年来，乌海市海勃湾区坚持把责任扛在肩上、抓在手上，按照
“生态、高效、特色、精品”都市型农业发展思路，大力发展特色、高效、精品农业，依托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和葡园绿道项目，
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以点带面推进美丽乡村示范片区建设，统筹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布局，持续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
体经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如今，一幅村貌崭新、产业发展、人民富足的乡村振兴画卷正在海勃湾区徐徐展开。

春季正值葡萄树萌芽展叶、枝蔓伸长的时节，加
强葡萄树春季管理，对提高葡萄当年产量和品质十分
重要。前些日子，乌海市云飞鲜食葡萄室外种植基地
的果农们已经刨土起蔓，让压埋一冬的葡萄藤破土露
面，上架、绑扎，每一项工作都井然有序。

为助力葡萄种植户丰产增收，海勃湾区发挥科技
特派员的技术优势，把技术送到田间地头。乌海市云
飞农业种养科技有限公司通过创建葡萄研究所，建立
葡萄产业创新团队和科研平台体系，不仅为葡萄种植
农户带去了新品种和科学施肥管理新方式，还引进了

“T型架”技术与“绿色病虫害防治技术”，持续优化葡
萄种植产业。

去年，乌海市云飞农业种养科技有限公司带动海
勃湾区千里山镇周边各村种植农户将葡萄亩产由
2000斤提升至4000斤，葡萄种植每亩增收4万元，
架下绿色家禽一年可增收14000元至18000元，使

葡萄产业真正成为乡村振兴、产业富民的重点产
业。

在云飞鲜食葡萄种植大棚内，一排排整齐划一的
葡萄架间已生出片片新绿，一串串刚成型的夏黑鲜食
小葡萄镶嵌在绿叶藤蔓间，煞是喜人，果农们在葡萄
架下来回穿梭，忙着除草、绑枝、掐须、抹芽、修枝，春
耕春管工作如火如荼。

云飞基地生产负责人李文彪说：“我们棚里面是
2月10日加的温，现在果穗开花了，打梢、修果也在同
时进行，这栋种植的品种是夏黑葡萄，别的（棚）全部
种植了阳光玫瑰葡萄。”

乌海市云飞农业种养科技有限公司不仅与千里
山镇周边各村葡萄种植农户签订了保底价收购协议，
同时还联合团结新村、新地村等村集体，通过“资产租
赁、入股分红”等方式建设各类项目，由村集体经济入
股，年底无论盈亏固定分红，村集体在入股后每年固

定分红达8.8万元，既壮大了集体经济，又防止了贫困
户返贫。

“公司采用‘互联网+农业’的模式种植葡萄，既有
经济效益又有生态效益，为乌海市葡萄产业高质量可
持续发展提供了新业态。”乌海市云飞农业种养科技
有限公司行政事务部经理魏通说。

作为“葡萄之乡”，海勃湾区立足“全国优质葡萄
生产基地”的实际，在发展葡萄种植、擦亮葡萄品牌的
同时大力推进葡园绿道、云飞现代葡萄产业园续建项
目，继续推进葡萄产品精深加工中心建设项目，使葡
萄产业链得到延伸，产品更加多元，促进三产融合发
展。经过多年的努力，汉森葡萄和葡萄酒通过欧盟有
机认证；云飞葡萄被认定为内蒙古自治区著名商标；

“乌珠葡萄”荣登“中国果品百强品牌”和“中国十大葡
萄品牌”。目前，海勃湾区葡萄种植面积增至1.3万
亩，已建成葡萄酒庄2个，葡萄酒年生产能力1万吨。

高标准农田夯实乡村振兴根基

小葡萄释放乡村振兴大能量

温室大棚内葡萄长势喜人。

海勃湾区大力
发展设施农业。

海勃湾区积极促进文化
体育与乡村旅游的紧密融合。

农文旅融合发展是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城
市消费升级的热点所在。近年来，海勃湾区聚焦农文旅融合发展
新格局，依托乡村生态环境与传统文化优势，以“农”为根基，以

“文”为神韵，以“旅”为表达，走出了一条具有地方特色的农文旅融
合高质量发展路子。

在海勃湾区，全长 16.8公里的葡园绿道宛若飘逸的绿丝带，
贯穿 9个农业产业园和 9500余亩苗圃。蒙根花水世界、云飞酒
庄、田野、新时针等休闲观光点分布沿线，新建的2个驿站、3个休
闲广场、10余处园林小品点缀其中，观光、农家乐、采摘、露营、研
学被串珠成链，成为人们节假日里游玩的好去处、聚集地。

去年夏天，海勃湾区聚焦近郊游、乡村游需求十分旺盛的实际，
充分挖掘开发乡村旅游资源，系统谋划一体推进葡园绿道建设，积
极培育“乡愁经济”新IP，把美丽乡村的好风景转化为致富新图景。

自运营以来，这里先后举办了城市定向赛、健步走、自行车赛
等多项火爆的体育赛事，带来的人气在不断刷新葡园绿道“访问
量”的同时，也促进了文化体育与乡村旅游的紧密融合，不仅成为
市民享受高品质生活的新空间，也成为海勃湾区推进农文旅融合
发展的新路径。

葡园绿道不仅是一条处处是景的生态景观道，也是一条带动农
区居民增收的致富路。它的出现让周边的种植户们感受到了“人气
流量”带来的经济效益，进而吃上了“文旅饭”、端上“金饭碗”。“有了
葡园绿道，我们采摘园的游人明显增加了，这更加坚定了我们发展
采摘农业的信心。”团结新村同富农业合作社负责人牛尚海说。

乡村美起来、产业强起来、农民富起来，随着海勃湾区农业产
业链条不断“补强固延”，这里正在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海勃湾区将依托规模化、机械化、科技化的现代农业生产体
系，因地制宜发展小麦、玉米等粮食作物，筑牢粮食安全根基，带动
农民增收致富，真正让“高标准农田”寓意丰满；将加快特色农业结
构调整步伐，大力发展高产、优质、高效的特色葡萄种植产业，有效
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将继续找准自身优势，明
确发展目标，坚持以农、文、旅、商跨界融合发展为路径，深度挖掘
乡村价值，探索跨界创新产业业态相融合，为实现乡村全面振兴注
入新的活力与动力，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和满足感。

（本版图片均由海勃湾区融媒体中心提供）

农文旅融合
绘就乡村振兴新画卷

葡园绿道促进农文旅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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