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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从自治区农牧业厅

获悉，今年兴安盟扎赉特旗好力保镇

五道河子村大豆大垄密植浅埋滴灌标

准化栽培技术示范田亩产达 291.1 公

斤，刷新了内蒙古 2005 年创造的大

豆亩产 251.0 公斤的高产纪录。

近日，由国家大豆产业技术体系

育种岗位科学家等组成的专家组，对

自治区农业技术推广站在扎赉特旗好

力保镇五道河子村开展的大豆大垄密

植浅埋滴灌标准化栽培技术示范田进

行了现场测产验收。专家组一致认为，

大豆大垄密植浅埋滴灌标准化栽培技

术示范田高产种植模式，是我区大豆

种植模式的一项创新。该技术比较先

进成熟，在类似生态区能够获得较高

的大豆籽粒产量，示范效果明显，可操

作性强，推广前景广阔。

据悉，大豆大垄密植浅埋滴灌标

准化栽培技术，采用我区自主研发的

大豆浅埋滴灌精量播种机进行播种，

播种质量良好，苗全、苗匀，比常规灌

溉种植亩节水 60 吨，节肥 5公斤，能

大大降农户的种植成本。该技术符合

国家和自治区绿色兴农、质量兴农的

要求，实现了大豆绿色高效标准化生

产，为农药、化肥负增长打下了良好的

基础。 李文明

秋高气爽，晴空万里。近日，随着

一架动力三角翼飞机从跑道上滑翔而

起，中国航协航空磴口县飞行营地建

成并投入运行。

据了解，该航空飞行项目集低空

飞行训练、体验、飞行营地、房车营地、

低空飞行旅游观光于一体，总占地面

积 38.4 公顷，总投资 1.48 亿元，建成

东西、南北各两条跑道，分为接待区、

热气球体验区、水上飞机体验区、房车

营地、高端客户接待区等，可以开展动

力三角翼飞行体验、固定翼飞机体验、

水上飞机飞行体验、直升机乘坐体验、

热气球乘坐体验、跳伞等低空观光游

览以及空中摄影、空中喷洒等多种项

目，填补了自治区西部低空飞行营地

建设的空白。

这座飞行营地由内蒙古可汗铁骑

航空俱乐部有限公司运营，目前已经

投放了罗宾逊 R44 直升机、罗特威

162-F 直升机、法国 COSMOS 动力

三角翼和 3 个级别的热气球等航空

器。飞行营地将与黄河风情特色小镇

内其他区域一起形成陆、水、空通达、

功能协调互补的综合文化旅游景区，

辐射带动周边地区 1 万余人创业就

业，促进三盛公水利枢纽 5A级水利

文化景区创建，打造具有河套地域特

色的田园综合体，提升磴口对外知名

度，带动地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内蒙古日报社融媒体记者 韩继

旺 通讯员 邢皓）

本报讯 近日，呼和浩特市财政局

下达 2018 年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贷

款贴息项目财政资金 1070 万元，补

贴项目企业 2017 年贷款产生的利息，

撬动金融资本 83500 万元。

按照呼和浩特市委、市政府关于

农业产业化整体布局和优先扶持优势

特色产业相关要求，经过筛选，市财政

局扶持和林县、土左旗、托县等 8家龙

头企业，集中支持肉羊奶牛养殖、温室

建设、粮食肉类加工储藏等产业。这些

龙头企业规模大、带动能力强，同时，

这笔专项资金也发挥了财政资金引导

“撬动”金融资本的作用，使其成为造

福一方百姓、带动一方经济的好项目。

宋向华

本报讯 千年胡杨展风姿，十

月边城聚宾朋。10 月 3日晚 8 点，

被誉为中国最美秋天的胡杨景区

额济纳迎来了一场文化盛宴，

2018 中国·额济纳第十九届国际

金秋胡杨生态旅游节盛大开幕。

来自国内外的各方宾客汇聚额济

纳，共同感受金秋胡杨的魅力。

本届国际金秋胡杨生态旅游

节将具有民族地域风情的传统节

庆活动改版升级，在十一旅游黄

金期融入了更加多元化的民族文

化元素。先后举办了萨吾尔登舞

蹈大赛、民歌大赛、书画展等民间

艺术大赛和展览，上映《阿拉腾陶

来》实景音乐剧、民族风情歌舞剧

《土尔扈特婚礼》《西风烈》等极具

历史内涵主题的话剧。同时顺应

“体育 +”的热潮，举办了“国际环

胡杨林自行车邀请赛”“穿越胡杨

林半程马拉松赛”“汽车越野拉力

赛”等赛事。

据悉，近年来，额济纳旗依托

优势资源禀赋，不断推动文化旅游

相融合、推动“音乐 + 旅行”的新

体验、推动智慧旅游的“新玩法”，

把旅游业作为全旗支柱产业，着力

推进 5A级景区创建，打造国际旅

游目的地和全域旅游示范区，逐渐

形成连点成线、集线成面、统筹协

调的全域旅游新格局。

历时 19 年，中国·额济纳国

际金秋胡杨生态旅游节已成为额

济纳一张最亮丽的旅游名片和金

秋十月西部最具人气的旅游盛事，

以及内蒙古自治区的三大节庆活

动之一。

刘宏章

本报讯 内蒙古海拉尔区哈克镇

为了满足群众对健康生活的需求，积

极探索新兴产业发展模式，在全镇范

围内创建了“哈克镇绿色健康产业项

目基地”，对无公害绿色果蔬进行栽

培，走健康产业发展道路。

今年哈克镇共组织 12 户计划生

育健康家庭经过培训、调研、实习、聘

请专家等过程，种植无农药化肥的绿

色果疏得到当地群众的认可，为当地

群众的身心健康带来了很大益处。

目前哈克镇共有健康项目产业

基地 3 处———谢尔塔拉牛人开心农

场采摘园、扎罗木得村草莓栽培基

地、十六号村特色瓜果种植基地。到

了秋季，成熟的草莓、西瓜、香瓜、西

红柿、提子等进入盛果期，园内一片

丰收景象，来到这里可以让群众、大

饱眼福与养生口福，绿色无公害果蔬

可供当地和外地客户采收。

据统计，目前哈克镇绿色健康产

业基地共有大棚 28 个，种植面积 70

亩，种植品种 17 种，年收益达到 120

万元，大大增加了计划生育健康家庭

的收入，提升了群众的幸福指数。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

的提高，追求健康美好的生活是人们

的共同愿望，开辟绿色通道，建设绿

色健康食品市场，倡导绿色消费，将

是哈克镇健康项目产业今后发展的

方向。

道日娜

本报讯 为了规范燃气器具市场，

国庆节期间，呼和浩特市公用事业管

理局对首府燃气器具市场进行了安全

检查。据呼和浩特市公用事业管理局

燃气科副科长王勇介绍，在检查中发

现，位于中山西路国美电器和南二环

闻都建材城 8号的部分燃气器具品牌

店并不能对其销售的产品提供气源适

配性检测报告，因此是不允许销售的。

据介绍，所谓气源适配性检验，是

指检验燃气器具的内部结构是否适合

当地供应的燃气种类和气源标准。因

为我国各个地区的燃气种类和气源标

准并不相同，所以生产厂家销往各地

的燃气器具内部结构也有所差异，如

果混用极易发生爆燃和一氧化碳中毒

等危险，并影响燃气器具的使用寿命。

“接下来，我们会继续督促这些未

进行气源适配性检测的商家，尽快对

其销售的产品进行检测，如果对方拒

不执行，我们会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进

行相应处罚。”王勇说，作为一名消费

者，在购买燃气器具时，一定要让商家

出具气源适配性检测报告，如果对方

不能出具，建议谨慎选择。

“全国各地近几年对于燃气使用

的管理越来越严格，原因是由于燃气

事故的死亡率仅次于交通事故的死亡

率。燃气事故主要发生在使用环节，而

使用环节造成的事故中，很大一部分

原因是使用了不合格燃气器具造成

的。”据呼和浩特市公用事业管理局副

局长王平介绍，国家早在 2002 年就

颁布了相关管理规定，要求各地加强

对燃气器具的气源适配性检测。

呼和浩特市在 2016 年新颁布实

施的《呼和浩特市燃气管理条例》明确

规定，未经天然气气源适配性检测合

格的灶具，不允许销售、安装和使用。

郑慧英

又到一年丰收季，又是五谷

飘香时。这几天，赤峰市右旗翁根

山下的现代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园

区客人不断，一拨拨参观者从四

面八方涌来，观赏这里的金秋美

景。

走进园区，品种名称等标志

牌整齐划一；葱绿挺拔的青贮玉

米格外抢眼，红透似火的大穗高

粱惹人喜爱；金色的旱稻、沉甸甸

的谷子、饱满的大豆让园区显得

生机勃勃，一派丰收景象。“真是

没白来，这些高粱新品种真不错，

很有看头。”来园区参观的农民任

长清说。

右旗畜牧业现代化办公室积

极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

现代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园区建设

之初，将打造成全旗农业科技推

广、农牧民和农村干部培训、示范

带动、科普教育、生态观光于一体

的实训基地作为发展目标。园区

总规划面积 1000 亩，分两期完

成，其中一期完成建设 700 亩、二

期完成建设 300 亩。已完成投资

210 余万元，一期建设试验区 300

亩，划分 12 个小区，试验示范农

作物共 23种、品种 263个。“辛苦

自不用说，工作量大、人又少，男

女干部职工都上手，都有责任田，

早上 6点进地，晚上 8点收工，大

干了 40 天。”旗畜牧业现代化办

公室主任赵志强说。

右旗畜牧业现代化办公室牢

记农技推广使命，坚持质量兴农、

绿色兴农和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为主线。现代农业科技试验示

范园区围绕“一控两减”的目标进

行标准化种植，“一控”是发展节水

农业，控制用水量，主要措施包括

土壤机械深松、秸秆还田、大垄双

行等；“两减”即减少化肥、农药的

使用量，通过秸秆还田、复种绿肥、

增施有机肥、测土配方施肥、水肥

一体化技术应用和轮作、病虫草害

农业防治、物理防治及生物防治相

结合的防治方法，实现农药、化肥

用量负增长。同时，进行降解膜试

验、厚膜试验、商品有机肥试验、不

同肥料用量及种植密度梯度试验，

结合控水、控肥等内容，进行新技

术新材料试验 10 余项。

“园区一共试种了 25 个青贮

品种，经测产，最高亩产达 12 吨，

亩产 10 吨左右的有 10 余个品

种。一亩地青贮玉米能养 2头牛，

我再也不用为草料发愁了。”幸福

之路苏木他拉宝力格嘎查牧民斯

钦巴特尔高兴地说。

一串串数字、一张张笑脸，一

处处秋收场景、一段段奋斗故事。

右旗畜牧业现代化办公室用实际

行动参加全旗打赢“人脱贫、旗摘

帽”的脱贫攻坚战，“丰收的田野”

成为草原上此时最“火”的风景。

邢树国

内蒙古大豆创亩产291.1 公斤纪录

自治区西部首家航空飞行营地在巴彦淖尔建成投运

首府下达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
贷款贴息项目财政资金 1070 万

哈克镇：创建绿色健康产业项目基地

呼和浩特：禁止销售无气源适配性检测报告的燃气器具

一亩青贮玉米能养 2头牛

翁根山下 700 亩试验示范田“火了”

2018 中国额济纳国际金秋
胡杨生态旅游节开幕

本报讯 内蒙古自治区安监局

近日公布关于打击假冒特种作业

操作证专项治理行动阶段性工作

进展情况的报告，据不完全统计，

截至 9月 27 日，内蒙古共督促指

导 10698 家生产经营单位开展自

查，发现假冒证书 58 个，上报处理

43人。

内蒙古累计检查生产经营单

位 5400家次、安全培训机构 53 家

次、考试机构考试点 43 个，共发现

问题 836 条，责令整改 135 家，停

产整顿 1 家，行政罚款 33.5 万元。

对发现的隐患问题，要求企业立即

整改，并加强自查力度，确保特种

作业人员全部依法持证上岗。对用

人单位不查验或默许无证或假证

的行为进行了重点整治，累计责令

整改企业 11 家、实施行政处罚 15

万元，上报处理 3 人。查处涂改转

借冒用特种作业操作证书 6 起，依

法撤销证书 5个，依法查处持证人

员 1人。

内蒙古自治区安监局要求，各

地区、各部门要从严打击伪造、变

造、买卖特种作业操作证等不法

行为。在日常执法检查中，要加

大对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检

查力度，不断巩固专项治理行动工

作成果，逐步建立并形成打击假冒

特种作业操作证的长效机制。另

外，为调动社会力量参与监督，市

民发现生产经营单位从业人员无

证上岗，可拨打 12350 举报投诉热

线进行投诉。

张巧珍

本报讯这几天，“薯都”乌兰察布

察右中旗铁沙盖镇东滩村东梁林场马

铃薯种植大户王树平忙得不可开交，

虽忙可脸上始终洋溢着笑脸，他说：

“我再也不怕价格下跌了，如果价格低

了，保险公司就得赔我！”

原来，王树平今年初在中华保险

为 900 亩马铃薯投保了价格目标指数

保险，保险费共 11.34 万元，他自己支

付保费 3.78 万元，其余的 7.56 万元由

市、县两级财政给予补贴；按照协议，

如在 11 月 30 日保险期限结束后，马

铃薯市场价格低于 1.2 元 / 公斤，中华

保险将向王树平支付保险理赔款

14.175 万元。和他一样投保的还有 59

户薯农。

为稳定马铃薯种植户收入，分散

马铃薯市场价格波动风险，中华保险

乌兰察布中心支公司在 3 个试点旗县

全部中标，承揽了全市马铃薯价格目

标指数保险。经过前期的宣传工作，目

前这项工作已在中华保险全面开展。

按《方案》要求，3 个试点地区已全部签

单经束，全市共承保马铃薯 3.25万亩，

涉及 200亩以上种植户 59 户，承保主

要品种为夏波蒂、大西洋、费乌瑞它、

青薯 9号、兴佳 2号、中薯 5 号等专用

薯品种，每亩马铃薯保险费 126 元，目

标价格为 1.2 元 /公斤。

为减轻投保人负担，此次马铃薯

价格目标指数保险保费由投保人承担

1/3，市、县两级政府各承担 1/3。目前，

马铃薯价格目标指数保险的价格采集

工作已开始，中华保险按《方案》要求，

每 5天对投保人种植地 3 两（含）以上

的马铃薯销售市场价格进行一次采

集，最终将根据采集结果确定保险期

间内的销售价格，如低于 1.2 元 / 公斤

将全部进行保险赔付。

皇甫美鲜

内蒙古万家单位自查：
发现假冒特种作业操作证 58 个

乌兰察布薯农再也不惧市场波动风险

本报讯近日，巴彦淖尔市乌拉特

前旗大佘太镇举办玉米科技节，通过

玉米“选美”，喜庆丰收。

据了解，以玉米为载体办节，在河

套地区尚属首次。在赛场上，红明村村

民王东对自家玉米充满信心。“每个参

赛农户经过现场登记确认后，将自己

精选的 5 棒玉米挂在指定区域展示。

评审组按照玉米的长度、容重、水分等

测量标准，评选出最终的‘最美’玉

米。”据工作人员刘玉介绍，比赛现场

有 400 多名农户、100 余个品种的玉

米参加了此次比赛。另外，此次玉米

“选美”还吸引了周边旗县、乡镇的农

技人员、合作社负责人、种植大户、农

牧民近 2000 人参加。大佘太镇种植

玉米历史悠久，是全国著名的产销基

地，目前玉米种植 41 万亩，玉米产供

销企业近百家。近年来，该镇结合精准

扶贫、乡村振兴等政策积极打造优质

玉米种植基地，推动玉米产业链发展。

白忠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