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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赢脱贫攻坚战———奋斗在一线D

2018 年 6月 23 日，巴彦淖尔市

蜜蜂产业协会筹备大会暨全体会员代

表大会在巴彦淖尔市召开。本次会议

共有来自全市 7 个旗县会员代表 150

多人参加，会员代表中有的从事蜂蜜

的加工、有的从事蜂蜜的收购、有的从

事蜂产品的销售、有的从事蜜蜂的养

殖，其中 90%会员代表从事蜜蜂的养

殖工作。会员代表们选举通过了协会

的章程、会员管理制度、财务管理制

度，并选举产生了协会的理事、会长、

副会长、秘书长等协会执行机构成员。

巴彦淖尔市养蜂总量目前已达到

40000多箱，现有杭锦后旗敕勒川蜂

业农民专业合作社、杭锦后旗陕坝镇

敕勒川蜂产品店、内蒙古蒙臻蜂业有

限责任公司、乌拉特前旗欧蜜源蜜蜂

养殖专业合作社、乌拉特中旗致彦农

民专业合作社以及临河区蜜语蜂蜜店

等养蜂合作社、蜂产品加工营销公司

10家，蜂蜜年产量 1400 多吨，产值

1500 多万元，并形成了敕勒川葵花

蜜、敕勒川苦豆蜜、蒙臻洋槐蜜、蒙臻

枣花蜜、蒙臻枸杞蜜等一批具有鲜明

地方特色的蜂蜜产品。

据介绍，在巴彦淖尔市发展养蜂

业也是促进农业增产、改善生态环境

的重要举措。据统计，在人类所利用的

1330种作物中，有 1100 多种需要蜜

蜂授粉（约占 82.7%）。实践证明，蜜蜂

授粉可使棉花、油菜、荞麦、苹果、柑

橘、向日葵等农产品增产，并显著改善

品质、提高效益，对于保护作物的多样

性和改善生态环境有着不可替代的作

用。养蜂业是农村的主要副业，养蜂业

是一项不占耕地、不产生污染的家庭

养殖业，发展养蜂不与种植业争地、争

肥、争水，也不与养殖业争饲料，具有

投资小、见效快、用工省、无污染、回报

率高的特点，是一项很适合于农牧业

地区和山区脱贫致富的养殖业。养蜂

生产的要求条件不高，农民只需购买

少量蜂群就可进行生产，农民在从事

农业生产的同时可以进行养蜂管理。

与畜牧业、水产业等其他行业相比，养

蜂业的生产成本较低，蜂产品市场需

求近年来成供不应求趋势。养蜂生产

带给农民的收益除销售蜂产品而获得

的直接经济效益外，还可以通过租赁

蜂群进行授粉获得收益，因而养蜂产

业不仅是发达地区农村增收的产业，

更是西北部地区和山区农民增收的重

要手段，甚至在部分城市中，阳台养蜂

等也有所增加。有专家测算，蜜蜂授粉

为农业创造的价值是蜜蜂自身蜂产品

价值的数十倍至上百倍。近几年，人们

的生态环境意识逐渐增强，巴彦淖尔

市蜜蜂授粉技术已在蔬菜、水果、油料

和保护地栽培作物等方面大力推广与

普及。

近年来，巴彦淖尔市在发展蜜蜂

产业取得了一定成绩，但面对新形势

新任务，尤其是农牧业转型升级，打造

河套全域绿色有机高端农畜产品生产

加工输出基地的总体要求，还有很大

差距，还存在许多问题和困难，突出表

现在“两低两重”。

“两低”。一是社会重视程度低。长

期以来，人们只把养蜂业作为副业，既

没有充分认识到蜂产品对人类健康的

作用，更没有认识到蜜蜂授粉对农业

增产的重要性。相关扶持政策较少、扶

持力度较小，蜂业发展缺乏规划引导

和资金支持，养蜂业基本处于自发状

态，组织管理、技术推广、生产服务、产

销衔接等相对滞后。二是资源应用层

次低。全市蜂业发展规模偏小，蜂群数

量太少，群势不强，资源利用率不到

1/2，除去外地蜂场仅本地蜂群资源利

用连 1/3 都不到，可利用蜜源浪费极

为严重。特别是养蜂生产的机械化、标

准化、良种化和规模化水平低，蜂农生

产出的蜂产品以原料出售，经济效益

低，现代蜂业主体培育与合作化组织

及蜂产业链发展滞后，严重阻碍我市

蜂业的可持续发展。

“两重”：一是养蜂从业人员老龄

化严重。养蜂行业人员一直生活在社

会底层，大部分从业人员是中老年人。

目前，巴彦淖尔市从事养蜂专业人员

仅为 181 户,蜂箱 40000 余箱。且养

蜂人老龄化严重，养蜂人中 60岁以上

的老人占 80%以上，70 年以后出生的

从业人员很少，基本上都是子承父业，

年轻人已没有人愿意学，整个养蜂业

面临断代现象。二是蜜蜂部分生存环

境污染较重。蜜蜂养殖是生态优劣的

重要体现，蜜蜂在长期生存竞争中形

成了异常敏锐的嗅觉，对周围环境极

为敏感。目前仍存在有些农民不科学

过量使用化学农药、除草剂和化肥现

象，严重污染了农作物花粉，破坏蜜蜂

的免疫系统使其容易生病，并造成蜜

蜂辨别方向和飞行能力的下降，蜜蜂

的部分区域生存条件堪忧。

“巴彦淖尔市蜜蜂产业协会”成立

之后，协会将会制定行业行规行约，规

范行业行为，促进公平竞争，维护行业

整体利益；协会将充分发挥企业与政

府间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协助政府开

展行业调查，配合政府做好蜜蜂产业

市场的监管，代表行业向政府有关部

门反映会员单位要求，维护会员合法

权益，团结全区蜜蜂产业企业、蜜蜂产

业合作社与养蜂户，使之成为该市经

济发展的重要补充力量。协会还可以

组织会员参加省内、省外有关蜜蜂产

业的行业活动，促进技术交流与合作；

协会将积极为会员企业牵线搭桥，为

会员企业的经营与发展争取政策、争

取资源，满足会员企业的要求，最终实

现企业互动、资源互补、政策支持、共

同发展的目标。

“巴彦淖尔市蜜蜂产业协会”筹备

负责人表示：协会将以“科学发展观”

和“构建和谐社会”为指导，坚持以“团

结、合作、发展、共赢”为发展目标，搭

建“三个桥梁”———政府与企业、企业

与企业、企业与养蜂户；构建“三个平

台”———交流平台、合作平台、服务平

台；发展“三个环境”———市场环境、政

策环境和法规环境；实现“三个共享”

———信息共享、资源共享、利益共享，

在促进企业持续发展方面发挥积极作

用，为全市蜜蜂产业和地方经济的发

展作出贡献。

以协会为引领，计划在巴彦淖尔

市申请筹建以蜜蜂养殖、蜂产品加工、

蜂文化为主的生态旅游和参观体验营

销为一体的巴彦淖尔市蜜蜂产业园

区。同时，为发挥巴彦淖尔市蜜蜂产业

协会的影响力，带动蜂产品企业快速

发展，促进蜂产品的销售，协会将实施

品牌发展战略，致力于知名品牌的打

造，大力推广本地优质蜂产品外销，真

正让企业受益，让蜂农获利。 靳真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

十二连城乡兴胜店村地处黄河沿

岸，土壤条件好，水资源丰富，但由

于人多地少，前些年分散经营效率

低下，村民收入普遍较低。

近年来，兴胜店村党支部牵头

成立合作社，在自愿、平等的基础

上将村民承包的土地进行整合，变

“小田”为“大田”。原先 61户、158

人的 1488 亩土地，如今只需 5 个

人就能耕种。村民们以土地入股，

仅年底分红一项，就超过先前自耕

自种的收入。土地规模化经营让更

多劳动力解放出来，村民们建起了

温室大棚，开办农家乐，日子越过

越红火。如今，兴胜店村这种“大田

+大棚”的模式得到广泛认可，当

地乡政府正在其他村庄积极推广，

争取让更多村民受益。

据新华网

“脱贫攻坚本来就是一场硬

仗，而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是这

场硬仗中的硬仗。”

2017 年 6 月 23 日，习近平总

书记在山西太原主持召开深度贫

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并发表重

要讲话指出，务必深刻认识深度贫

困地区如期完成脱贫攻坚任务的

艰巨性、重要性、紧迫性，采取更加

集中的支持、更加有效的举措、更

加有力的工作，扎实推进深度贫困

地区脱贫攻坚。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

脱贫攻坚战向深度贫困进军发出

总动员令。一年来，中央有关部门

强化支撑体系、加大政策倾斜，深

度贫困地区聚焦精准发力、攻克坚

中之坚，确保深度贫困地区和贫困

群众同全国人民一道进入全面小

康社会。

“如今水来了、路通了、农家乐

开了。”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东

乡族自治县布楞沟村贫困户马麦

热在说，近两年用扶贫贷款养了

100 多只羊，前年儿子娶了媳妇，

去年她当上奶奶，今年开了农家

乐，一年一个新变化，摘掉了祖祖

辈辈的“穷帽子”。

临夏州是国家确定的“三区三

州”深度贫困地区之一。这里全年

干旱少雨，山高沟深，曾被联合国

认定为不适宜人类居住。如今，一

场彻底改变当地贫困面貌的决战

正在展开。

依托产业扶贫，临夏州的贫困

人口从 2012 年底的 73.3 万人减

少到 2017 年底的 26.05 万人，年

均减贫近 10万人；贫困发生率从

42.2%下降到 14.82%，年均下降近

6个百分点。

西藏、四省藏区、南疆四地州

和四川凉山州、云南怒江州、甘肃

临夏州这“三区三州”以及贫困发

生率超过 18%的贫困县和贫困发

生率超过 20%的贫困村自然条件

差、经济基础弱、贫困程度深，是脱

贫攻坚中的硬骨头。

硬骨头怎么啃？实践证明，只

要高度重视，思路对头，措施得力，

工作扎实，深度贫困完全能战胜。

甘肃省渭源县元古堆村位于

“苦瘠甲天下”的定西市中西部。

2013 年 2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

里对乡亲们说：“咱们一块儿努力，

把日子越过越红火。”这句话让贫

困户闫霞亮一直铭记在心。

“听了总书记这番话，我心里

憋着一股劲，拼死命也要断了穷

根。”闫霞亮在政府引导和帮扶责

任人支持下加入苗木合作社，运用

扶贫资金入股，又学习技术外出打

工，2017 年全家人均收入 5315

元，比 2014 年增加了一半多。

“村里面貌焕然一新，这是我

们村变化最大的几年。”元古堆村

党支部书记黄满强说，村里正在筹

建百合产业园，产业带动给村里大

大增添了致富活力。 据新华网

蜜蜂产业发力升级
巴彦淖尔市开启“甜蜜”新时代

兴胜店村：“大田+大棚”模式让村民奔小康

打好脱贫攻坚“硬仗中的硬仗”
———写在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召开一周年之际

6 月 24 日召开的内蒙古自治

区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旗县（市、

区）委书记述职交流视频会上，内

蒙古 7 个旗县市委书记就脱贫攻

坚办法举措展开交流。

乌兰浩特市采取“菜单式”扶

贫方式，共制定产业发展、住房安

全保障、适用技术培训等 3 大项、

55小项菜单，供贫困户自愿选择；

科左后旗因地制宜，推进以养牛为

重点的产业扶贫全覆盖，扶持贫困

户养牛 6.18 万头，使贫困户们“赶

着黄牛奔小康”；喀喇沁旗采取“靶

向摸排”方式，对全部贫困户和

12000 名边缘户逐户细致摸排，按

村销号；商都县因村施策壮大集体

经济，依托自身优势，打“绿色牌”，

走“特色路”，带动贫困人口实现稳

定增收、稳定脱贫。

乌拉特前旗作了约谈后开展

问题整改发言，库伦旗、兴和县作

了组织调整后表态发言。

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

主任李纪恒表示，7 个旗县市的脱

贫攻坚工作有特色、有亮点，但也

有短板、有差距，做得好的要巩固

提升、扩大战果，工作有差距的要

奋起直追、迎头赶上。

李纪恒强调，各级各部门和广

大扶贫干部要齐心协力抓扶贫、促

攻坚，特别是贫困旗县党政主要负

责同志要把主要精力放在脱贫攻

坚上，亲力亲为、全力以赴抓好工

作。 据新华网

内蒙古 7个旗县市委书记
交流脱贫攻坚工作

6 月 24 日，内蒙古自治区传

统工艺工作站、深圳非遗生活文化

产业有限公司和科右中旗祥瑞刺

绣扶贫服务有限公司签订了协议，

协议将科右中旗设为内蒙古自治

区传统工艺工作站科右中旗分站。

此外，深圳非遗生活文化产业有限

公司与科右中旗大学生创业就业

扶贫服务协会签订了采购销售额

达 2200万元的协议。

据了解，项目自 6月起启动实

施，将以王府刺绣工艺为基础，开

发 100 种以上的时尚消费品，合作

各方将对王府刺绣工艺进行全面

研究和创新提升，通过打造高端产

品、展开国际推广。近期，深圳非遗

生活文化产业有限公司将精选部

分王府刺绣产品，参与意大利米兰

国际时装周、法国巴黎秋季国际服

装采购展览会和 2018迪拜秋季国

际贸易博览会。协议的签订，将扩

大王府刺绣产业规模，增加产业收

入，提升王府刺绣工艺整体产业价

值，并有利于探索集非遗研究、非

遗保护、非遗创新研发、非遗工艺

培训、非遗产业化培育等于一体的

工作机制的形成。

图什业图王府刺绣起源清代，

是图什业图地区传承的风格独特

的蒙古族传统美术技艺。科右中旗

图什业图王府刺绣，依托于科右

中旗大学生创业就业扶贫服务

协会及祥瑞刺绣扶贫服务有限

责任公司，以产业扶贫为基础，推

动农村牧区贫困妇女增收脱贫致

富。目前，科右中旗共有约 2万名

妇女参与王府刺绣，其中建档立卡

贫困户 2895 人，产品研发团队 45

人。

据《内蒙古日报》

2200 万元订单
助推王府刺绣走向国际

记者从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

厅获悉，内蒙古新型农牧业经营主

体快速发展，目前，全区已认定的

家庭农牧场达到 10325 家，注册登

记的合作社为 8.21 万家，农牧业生

产托管服务面积 1200 多万亩。

近年来，随着城乡一体化和现

代农牧业的发展，在家庭承包经营

基础上，我区各类从事农牧业生产

和服务的新型农牧业经营主体快

速发展。不同的经营主体，发展也

各具特色，其中家庭农牧场主要发

挥基础示范作用；农牧民专业合作

社强调发挥带动作用和规范化发

展；龙头企业总量规模不断扩大，

与农牧民建立利益联结机制的农

畜产品加工企业比例也不断增加；

社会化服务组织特别是农牧业生

产托管服务组织逐步兴起。

当前，我区现代农牧业发展到

了新阶段，积极培育新型农牧业经

营主体成为推进农牧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的重要任务。为增强新型

农牧业经营主体的经济实力、发展

活力和带动能力，加快形成以农户

家庭经营为基础、合作与联合为纽

带、社会化服务为支撑的现代农牧

业经营体系，推动我区农牧业高质

量发展，今年我区将农牧业生产经

营主体能力提升列入农牧业高质

量发展 10 大三年行动计划。到

2020 年，全区在农牧业部门认定

的家庭农牧场达到 3 万个以上，评

定农牧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每年

增长 10%以上，自治区级农牧业产

业化重点龙头企业稳定在 600 个

以上，全区农牧业产业化联合体达

到 600个以上，农业生产托管服务

组织达到 8000个以上，开展农业

生产托管服务面积达到 1800 万亩

以上。

据《内蒙古日报》

内蒙古家庭农牧场
达到 10325 家

6 月 22 日在兴胜店村拍摄的大型喷灌设施 新华社记者 邹予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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