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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不惑，春秋正隆。改革开放

最早始于农村，而农村改革是从土地

经营体制的变革开始的。1978 年和

1979年的冬春之交，呼和浩特市托克

托县中滩公社给社员每人分了二亩

半“口粮田”，在内蒙古率先实行了

“口粮田 + 商品粮田”责任制。1980

年，在总结“两田”分离经验的基础

上，中滩公社又大胆实行了“大包

干”。从 1981 年开始，中滩公社决定

除水利设施和大型农机具集体统一

经营外，耕畜和农具等中小型生产资

料全部折价归个人所有。中滩公社的

一系列尝试，为全区普遍推行家庭联

产承包责任制探索了一条成功之路，

后来被称为“塞外小岗”。

变革———“大包干”
迈过填饱肚皮这道坎

屋外寒风瑟瑟，屋内温暖如春。

在托克托县河口管理委员会下滩村

王兵厚家，几位老人围坐在炕头边，

回忆起 40年前的那场变革。

“夏天人吃野菜，猪也吃野菜，冬

天人和猪抢糠吃。一年到头只有过年

舍得吃一顿饺子，平时能吃上一顿白

面就是稀罕事了。”提起当年的情形，

时任中滩公社下滩大队会计的王兵

厚滔滔不绝：“没想到改革第一年，每

人 2亩半‘口粮田’不仅填饱了肚皮，

还结束了吃返销粮的历史。”

当年的托克托县中滩公社，后来

成为中滩乡，之后又划入双河镇，如

今则划归河口管理委员会管辖。托克

托县境内的黄河，一半以上流经中滩

公社，同时这里还是黑河注入黄河的

入河口。地势平坦、土地肥沃的冲积

扇内，粮食产量却十分低下，群众一

度填不饱肚子。

1976 年到 1978 年 3 年间，中滩

公社的粮食产量一直徘徊在 400 至

600 万斤之间，亩产粮食不到 110

斤，不仅连续 3 年没有上缴国家粮

食，反而年年吃返销粮。当时，农民一

年劳作下来，人均年收入只有 30 元。

其中，河上营大队的几个生产队，不

仅分不到钱，还出现了倒挂现象：谁

挣的工分多，谁就欠的钱多。中滩公

社在当时是出了名的吃粮靠返销、生

活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社”，

有些生产队多年来一直地缺种子、人

缺口粮、牲畜缺饲料，因此又被称为

“三缺社”。

“大集体时代吃的是‘大锅饭’，

社员出工不出力，导致‘人哄地皮，地

哄肚皮’。要是再不变个调调，恐怕是

不行了。”王兵厚说，1978 年至 1979

年冬春之交的那次研究春播事宜的

“三干会”，成了“变调调”的开始。

1978 年冬天，为了解决温饱问

题，中滩公社开始酝酿一场伟大的变

革———分田到户，自主经营。在时任

中滩公社党委书记马从发和党委副

书记、革委会主任菅光耀的带领下，

1979 年 3 月中滩公社给每位农民分

了二亩半“口粮田”，在全区范围内率

先试行“口粮田 + 商品粮田”的“两

田”分离责任制。改革当年，中滩公社

的粮食生产就打了一个大大的翻身

仗，不仅结束了吃国家返销粮的历

史，摘掉了全县倒数第一的帽子，还

上交了 16万斤公粮。

1980年，在总结“两田”分离经验

的基础上，实行了“大包干”，极大地

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当年，中

滩公社大旱之年仍大获丰收，除留足

社员口粮和集体储备外，还向国家交

了 73 万斤公粮。

春风一拂千山绿。从此，中滩公

社和全区乃至全国一道，乘着改革的

东风大踏步向前走去。

发展———合作社
推动农业经营产业化

12 月的土默川平原静谧而安详。

在托克托县美源农牧渔业专业合作

社的千亩水稻种植基地里，留存在田

间的灌溉水已经结冰，远远望去就像

一面面镜子泛着点点亮光。

在河口管理委员会树尔营村村

西头，一座刚刚落成的厂房矗立在蓝

天白云下。伴随着厂房里“轰隆隆”的

机器轰鸣声，空气中传出阵阵稻香。

经过除杂、去壳、色选等 13 道工序，

一粒粒晶莹剔透、颗粒饱满的大米

“新鲜出炉”。当年率先分田到户，如

今树尔营村又率先把全村的土地集

中流转到托克托县美源农牧渔业专

业合作社。“过去一家一户种地，生产

成本高，抵御风险的能力弱，农民收

益不高。耕地连成片、上规模后，可以

运用机械化、科学化手段进行经营，

不仅降低了成本，也能高效利用土地

增收。”合作社负责人李广珍说。

2013 年 8月，李广珍带头成立了

托克托县美源农牧渔业专业合作社，

承包了树尔营村整村土地 10600 亩，

其中水面 5000 多亩，耕地 4000 多

亩，其他荒地 1000 多亩。合作社以

“公司 + 合作社 + 农户 + 贫困户”的

模式运营至今，培育起了多个经济增

长点，带动农户 442 户，既保证当地

农民失地不失业，同时也增加了农民

的收入。

今年 79 岁的张根新把家里 4 口

人的土地全部流转给合作社，每年获

得 1.6 万元的流转费。同时，他还能在

合作社打工，一天的工资是 120 元，

零零碎碎的打工时间算下来，一年又

有近 1.5 万元的收入。

走农业产业化发展和土地集约

化经营之路，不仅可以让农民增收，

同时也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环节。过去

种玉米、小麦、杂粮的沿黄盐碱地，被

改造成一平如镜的稻田，还养上了螃

蟹和鱼。以前沿黄小水泊只是用来灌

溉，如今合作社也将其全部流转过

来，打造成了鱼禽水上水下立体化养

殖区。目前，合作社已经建成温室育

苗池 13320 平方米，形成集稻田养

蟹、养鱼为一体的种养区 1200 亩，具

备了年产有机稻米 60 万斤、年产无

公害蟹 6万斤、亩创产值 5000 元的

能力。

跨越———多元化
农民有了靠水吃水新吃法

改革开放走过了 40 年，原中滩

公社所辖的生产队都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如今，不只是土地经营模

式不断进行改革创新，村民的发展思

路也更加多元。

在河口管理委员会郝家窑村，33

户农民开起农家乐，全村 120 名村民

参与进来，2017年全村人均收入达到

了 2.65 万元，傍着黄河的农民有了靠

水吃水的新吃法。

“冬暖夏凉的窑洞、原汁原味的

农家饭、淳朴自然的乡村景观吸引了

大批游客。另外，夏秋季节可以在葡

萄园里采摘，冬季还有冬捕垂钓，乐

趣无穷。”村党支部书记郝争平说。

郝家窑村坐落在黄河边上，还紧

邻库布其沙漠旅游区，有着优越的地

理位置。看到村前游客络绎不绝，但

游客常常找不到卫生间和饭店，郝争

平敏锐地嗅到了商机。2005年，他最

先在黄河边上尝试开起了农家

乐———神泉山庄。“2005 年到 2008

年的 3 年间，农家乐的生意十分火

爆。旅游旺季，每天的接待量在 700

人左右，营业额多的时候能达到 7 万

多元。”郝争平满脸欣喜地说。

2010 年，紧邻郝家窑村的国家

4A级旅游景区神泉生态旅游景区正

式开园，郝家窑村迎来了发展的大好

时机。随着农家乐数量的增加和接待

质量的提高，该村形成了集餐饮、住

宿、游玩于一体的产业化经营模式。

2017 年还成立了旅游餐饮协会，有计

划地对农家乐创办者进行培训，组织

行业部门进行规范管理。目前，葡萄

采摘园、民俗博物馆、食育基地、文化

广场、拓展训练基地等配套设施都已

经投入使用。全村有 5星级乡村旅游

接待户 1 家、4 星级乡村旅游接待户

4 家、3 星级乡村旅游接待户 10 家，

配套设施不断完善，接待能力大大提

高。

“郝家窑村是托克托县重要的葡

萄产区，由于有了农家乐的带动，葡

萄价格从 2010 年的每斤 1.5 元涨到

了现在的每斤5、6元。旅游的相关产

业还提供了不少就业岗位，让本村人

在家门口就能就业。”郝争平说，目前

全村全年接待游客 30 万人左右，村

民人均年纯收入达 2.6 万元，成为有

名的富裕村。

作为改革开放实实在在的受益

者，郝家窑村目标明确，下一步要以

“农家乐”旅游接待户为活动主体，打

造托克托县四季旅游的亮丽品牌，成

为特色乡村旅游新亮点，带动当地

“民宿经济”的发展。

【记者手记】

农历十一月，北方大地寒气逼

人。40年前，同样是在这样一个寒冬，

中滩公社的破冰之旅点燃了自治区

农村改革的星星之火。1979 年，改革

第一年，中滩公社粮食总产量就达到

了 695 万斤，比 1978 年纯增 290 万

斤，短短一年时间就换来满川金黄和

农家院里朗朗的笑声，社员们过上了

和往年不一样的光景。

记者走进当年的中滩公社下滩

大队，也就是现在的下滩村，见到了

当年改革的几位亲历者。提起第一年

大获丰收的情景，几位老人仍然激动

不已：以前年年吃返销粮，不仅吃不

饱，大家脸上也“羞得挂不住”。那年

秋天，大队粮食生产打了一个大大的

翻身仗，社员们上交国家公粮的积极性

空前高涨。有的用人力推车，好点儿的

用毛驴拉车，满载着一袋袋粮食的交

公粮车成为当时一道特殊的风景。

地还是那块地，人还是这些人，

粮食产量大大提高的原因是农村生

产关系发生的重大调整。在那个年

代，让农民自主经营符合当时生产力

发展的要求。改革没有完成时，只有

进行时。当年，中滩公社的土地由

“整”到“零”，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

必然要求；40 年后，这里的土地纷纷

流转集中起来，由“零”到“整”，亦是

现代农业发展的内在需求。从当初的

“大包干”填饱肚皮，到如今农民既能

享受到土地流转收入，又能当工人拿

工资……中滩公社的历史与现实，正

是内蒙古依靠人民推动改革、改革成

果惠及人民的生动写照。

梦想与改革，始终相伴而行。站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塞外小岗”正接

力探索、接续奋进，踏上实现伟大梦

想的新征程。 据《内蒙古日报》

“塞外小岗”再出发

走进位于阿拉善右旗巴音塔拉嘎

查的驼乡涌泉骆驼专业合作社，在近

3000平方米的驼圈中，200多峰骆驼

个个膘肥体健。“以前，牧民大多是粗

放式养驼，养了三四年的 1峰骆驼也

就能卖到六七千元，现在挤驼奶卖就

不一样了，1 峰骆驼 1 年光卖驼奶就

能收入 1 万元。你看我家这 3 峰骆

驼，每年卖驼奶就能有 3万元的收入，

这样发展下去，我的目标不只是脱贫，

而是要致富。”

指着驼圈中自家的几峰骆驼，已

脱贫的巴音塔拉嘎查建档立卡贫困户

那仁满都拉兴奋地说。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2016 年政

府出台了产业扶贫新政策，免费为嘎

查建档立卡贫困户提供 3 峰基础母

驼，托养到驼乡涌泉骆驼合作社统一

经营管理，3 年后返还母驼和当年驼

羔。目前嘎查贫困户的 30 多峰骆驼

都托养在合作社里。”该合作社负责人

穆春燕介绍。

聚焦“富起来”
筑牢乡村振兴基础

阿拉善素有“中国骆驼之乡”的美

誉，而阿右旗的双峰驼数量占到全盟

总数的 45%，堪称“驼乡中的驼乡”。

近年来，该旗把驼产业作为农牧民脱

贫致富奔小康的支柱产业来抓，通过

“科技 + 企业 + 合作社”模式，扶持成

立骆驼养殖专业合作社 17 家、驼奶

疗养所 2家，大力发展驼产业。目前，

全国首家骆驼研究院落户阿拉善右

旗，全区首家骆驼产业科技园一期工

程投产运营；挤奶驼养殖户发展至

207 户，相继开发驼奶粉、驼奶片、益

生菌等 4 类 20 余种产品投放市场，

一大批农牧民通过发展驼产业脱贫致

富。

在发展驼产业的同时，该旗依托

丰富的旅游、沙草等优势，把旅游业、

沙产业等特色产业作为农牧区增产、

农牧民增收、农牧业兴旺的具体抓手，

构建形成了“一苏木一特色、多嘎查多

品牌”产业格局和“一品”突破、“多品”

开花的良好态势，为农牧区注入了新

的发展活力。如今，全旗培育沙产业合

作社 49 家；建成了以“大漠人家”为

代表的旅游驿站、游客服务中心、田园

旅游综合体等项目，培育形成“大漠人

家”旅游驿站 110 个，直接带动从业

农牧民 210户 560余人增收致富。通

过特色产业发展，该旗贫困发生率从

2014 年的 10.81%下降至 2017 年的

0.32%，稳定控制在 3%以内；全旗

443 户 1064 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分

年度按任务全部退出，年人均可支配

收入超过国家贫困线标准 3200 元，

“两不愁、三保障”目标稳定实现。今年

7月，该旗顺利退出自治区贫困旗县

序列。

聚焦“活起来”
优化乡村振兴支撑

驱车驶入阿拉善右旗阿拉腾敖包

镇，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组手捧蓝色

哈达、端着银碗的喜迎八方宾客的雕

塑，沿平坦笔直的油路一路而下，一幢

幢装饰统一、整齐排列的新瓦房掩映

在柳树中。街心社区文化广场上，居民

三五成群，或闲坐或聊天，或在文化广

场上跳舞健身，呈现出一派安宁和谐

的美好景象。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我们

镇美化环境、兴建基础设施，嘎查村变

美了、变整洁了，处处有风景、处处有

靓点。”说起家乡近年来的变化，该镇

牧民郭建业总有聊不完的话。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该镇围

绕发展路边服务业、沙漠旅游业，按照

生态宜居、乡风文明的要求，将查干努

如、巴音套海、则勒博日格、巴音塔拉、

贡达来等 5个嘎查以“五村联建”模式

共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先后新建了

图拉嘎文化广场、大众休闲广场、和谐

广场、新世纪家园广场，并全部配备了

健身器材；以突出小镇特色为目的，完

成镇区蒙元文化特色装饰改造工程，

并在镇区建成骆驼文化雕塑 7 处，完

成绿化面积 24.62 亩，进一步提升了

小镇的品位。

“在提升城镇绿化、美化水平的同

时，从治理‘脏、乱、差’现象入手，大力

开展村镇环境卫生整治活动，对村镇

主街道两旁及居民区垃圾死角集中进

行清理，并引导农牧民树立文明、健康

生活理念，让全镇农牧民切实享受到

乡村振兴的硕果。”阿拉腾敖包镇党委

书记李华龙说。

“原来店门前没有硬化，坑坑洼

洼，一刮风，尘土飞扬；一下雨，泥泞难

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后，门前道路不

但硬化还画上了停车位，‘横七竖八’

乱停车的现象看不到了。环境美了、街

道整洁了，小镇的人气也更旺了。”在

这里开了 10 年饭馆的巴音套海嘎查

牧民徐风兰说。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阿拉善

右旗按照打造“有实力”“有颜值”“有

底蕴”“有秩序”“有福祉”乡村的部署，

着力补齐发展短板，增强发展后劲，累

计投资 7.3 亿元建设了一批农牧民群

众急需的水电路讯等基础配套设施，

补齐农牧区短板，让农牧民享受与城

镇居民同等的社会公共服务。该旗先

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广

场、公园 15 个，文化信息资源共享中

心 1个、草原书屋 35 个；全旗 7 个苏

木镇 40 个嘎查全部建起高标准综合

文化站、文化室。与此同时，组织开展

“五好文明家庭”“身边好人”“移风易

俗大家赞”等评比活动，完善村规民

约，创新出台嘎查村公共设施后期管

护机制，组建嘎查公共设施管护队，保

证农牧区基础设施“建得好、管得住、

可持续”，使该旗农牧区文明创建水平

不断提高。该旗先后荣获“第六次全国

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第四批全国

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示范单位”等

称号。

聚焦“绿起来”
绘好乡村振兴底色

走进巴丹吉林镇沙漠植物园，各

种植被和各具特色的雕塑以及迎着朝

阳锻炼的居民，给冬日的公园带来勃

勃生机。

“这里原来是一片盐碱地，寸草不

生，特别荒凉。现在这里建得这么漂

亮，是我们居民休闲娱乐和锻炼身体

最爱来的地方。特别是夏天，这里碧水

蓝天、花香四溢、绿意盎然，特别美！”

正在公园锻炼身体的段民军老人说。

通过大力实施生态环境保护和环

境整治，巴丹吉林镇建成区园林绿化

总面积近 367 万平方米，绿化覆盖率

达 38%，绿地率达 35%，道路绿地率

达 85%，林荫停车场推广率达 57.1%，

城镇防护绿地实施率达 100%。该镇

先后荣获“全国特色景观旅游名镇”

“全国美丽宜居小镇”等称号。

该旗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发展理念，通过大力实施退

牧还草、公益林生态效益补偿、草原补

奖等政策措施，全旗 7000 多万亩草

牧场得以休养生息，植被覆盖度提高

到 22%至 24%，生态环境恶化趋势总

体得到遏制，局部地区明显好转。

按照“舒朗大气、宜居宜业宜游”

中心城镇的定位，该旗先后建成和实

施了沙漠植物园、巴丹吉林广场、城市

绿道、巴丹吉林镇生态修复等一批公

园和开放式大型公共绿化工程，城区

绿化覆盖率、绿地率和人均公共绿地

面积稳步提高；同时，着力推动农牧区

环境公共服务，投入 4 亿元相继建成

巴丹吉林镇城镇生活垃圾填埋厂、生

活污水处理厂等环保基础设施工程。

如今，巴丹吉林镇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达到 98%，污水处理率达到 85%。

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

引领下，阿拉善右旗各乡镇和嘎查村

生态变好了，环境变美了，几乎村村都

成了旅游点。2017 年，该旗被命名为

自治区级“卫生县城”和“园林县城”。

据内蒙古新闻网

◎1979 年

开始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1981 年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全面推

开，走在了全国前列。

◎1984 年

将农村牧区的土地承包期由原

来的不定期明确为土地承包期 15

年，建立和完善了以家庭联产承包

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

体制。

◎1996 年

开始土地二轮承包，1998 年全

面完成，稳定完善了农村牧区的基

本经营制度。

◎2004 年

内蒙古比全国提前 3 年全面取

消牧业税。

◎2005 年

内蒙古比全国提前 1 年全面取

消农业税。

◎2017 年

基本完成草原确权承包工作。

◎2018 年

基本完成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

登记颁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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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赢脱贫攻坚战———奋斗在一线D “驼乡”农牧民的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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