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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0 日，由呼和浩特市人民

政府和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厅共同主

办的 2019首届内蒙古·呼和浩特国际

生态农牧业博览会在呼和浩特国际农

业博览园拉开帷幕，展区总面积 5.5

万平方米。本次博览会设置了乳业展

区、国际生态农牧业展示区、国内优质

农产品展示区等 8大展区，共有国内

外近 1000 家企业参展，千余种人气

产品受欢迎。

上午 10时，展区内人潮涌动，前

来参观、选购的市民络绎不绝，不少市

民提着大包小包，一边选货，一边试

吃，尽情享受着这场色香味俱全的“国

际农业大集”。沙漠果蔬、有机杂粮、猪

牛羊肉、绿壳鸡蛋、亚麻籽香油、卓资

山熏鸡……市民可以在农博会上采购

到各种新奇特农产品。

记者随着参观人群走进 C 馆，这

里展出的特色农产品来自 12 个盟市。

在包头市展区，东河区沙尔沁镇海岱

村村主任尚全明大声吆喝道：“快来尝

一尝，用黑蒜酿造的酱油、醋，尝过之

后绝对回味无穷！”“来来来，吃一瓣黑

蒜，它的口感甜、软、糯，还没有生大蒜

的重口味。”一阵阵吆喝声吸引了不少

参观者，人们纷纷驻足接黑蒜吃了起

来，还有人尝了尝黑蒜酿造的醋。尚全

明说：“海岱大蒜种植有着百余年的历

史，为了提高大蒜的附加值，发展绿色

农业、推动科技兴农，2017 年村里引

进了发酵黑蒜项目。这次参展的目的

就是推广黑蒜系列产品。”

鄂尔多斯市的沙漠红参薯、甘草

猪肉，通辽科尔沁草原的玉如意南瓜，

巴彦淖尔乌拉草原的驴奶粉，赤峰小

米酿造的酱香型小米酒，蒸熟的兴安

盟雨森有机鱼稻散发着诱人的香味，

锡林郭勒盟的奶食牛肉干，呼伦贝尔

市的蜂蜜香皂……每个盟市都推出自

家的人气农产品，让游客眼前一亮。

在乌海市展区，68 岁的农民郭金

奎认真整理展台上的瓜果蔬菜，他拿

起一个黄澄澄的甜瓜说：“这个甜瓜味

道纯正、香甜爽口，好吃不上火。展台

上的 20几种瓜果蔬菜，都是村民自己

种的，全部是绿色食品。”2015 年，种

了一辈子地的郭金奎转型搞起了温室

大棚，主要种植吊瓜、甜瓜，几年里，凭

借这两个农作物他挣了 800万，有了

充足的资金，郭金奎成立了农业公司，

引进了沙漠樱桃、油桃、西甜瓜、毛桃

等 20余个新品种。郭金奎说：“参加农

博会，除了展示推销经济效益好的农

产品外，还有就是传授我的成功经验，

帮助带动更多的农民富起来。”

在呼和浩特主题展区，托克托县

的黄河鱼、土左旗原生态的蔬菜、武川

的土豆、飘香的鲜花、超大南瓜等等各

式各样的农产品吸引了市民的关注，

展区还有树莓等各式各样的新品种。

“这是什么水果？”在内蒙古俊翔树莓

农业有限公司的展区前，一盒盒包装

好的树莓吸引了不少游客的注意，很

多游客都从未见过这种水果。原来，该

公司去年 6 月才将树莓引进青城，并

在玉泉区试点种植，他们将树莓这一

新品种带上展会，就是要将树莓介绍

给更多的消费者。

“哎，好多大家伙！”在农博会上的

室外展区，还展出了许许多多的农机

设备，这些大家伙各式各样，耕整地

机、联合收割机、打捆机等等农用现代

化机械吸引了人们的目光，而智能除

草机器人、果树采摘机器人等各类智

能农牧业设备更让人们大开眼界。

当日上午，伊利集团与全球领先

的设备公司利拉伐（天津）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种子公司德农种业股份公

司、全球农业领导者科迪华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达成了升级奶源建设的共

识，就智慧牧场建设、良种玉米青贮选

育签署了合作协议，共同提升奶源核

心竞争力，助力奶业振兴。

“本次‘农博会’作为首届内蒙古·

呼和浩特生态农牧业博览会，将于 10

月 12 日落下帷幕，但是作为‘农博

会’，它将永不落幕，我们的农博园将

长久保留，作为今后继续举办农博

会，发展会展经济的基础设施保

障。”呼和浩特市委常委、副市长黄

继刚说，“永不落幕的农博会”将集

中展示国家现代农牧业农村牧区

发展的新技术、新产品、新成果，力争

打造成北部边疆重要农牧业展示交易

平台，助推农牧业高质量发展和乡村

振兴战略的实施。

刘晓君 刘惠

近日，丰镇市委、市政府隆重

举行庆祝 2019 年“丰收节”暨“脱

贫之星”和“先进联村企业”表彰大

会。大会隆重表彰在脱贫攻坚中通

过精准帮扶和自身努力实现脱贫致

富的先进典型以及履行社会责任、

积极帮扶贫困村脱贫致富的“先进

联村企业”，大力弘扬自力更生、艰

苦奋斗、勤劳致富的精神和扶贫济

困、人人向善的传统美德，进一步激

发贫困群众内生动力，巩固提升脱

贫攻坚成果，为实现第一个百年奋

斗目标贡献力量。

丰镇市委副书记、政府市长王

志勇在大会上致辞，丰镇市委副书

记曹彦林主持会议，政府副市长张

军宣读市委、政府《关于表彰 2019

年度“脱贫之星”和“先进联村企业”

的决定》。

据了解，2019 年，在推进脱贫

攻坚工作中，各乡镇、南城区办事处

涌现出一大批依靠自己双手勤劳致

富、光荣脱贫的先进典型。全市帮扶

企业在不断发展壮大自身的同时，

也在积极承担社会义务，履行社会

责任，投身脱贫攻坚事业。为表彰先

进、树立标杆、鼓舞士气、凝聚力量，

进一步激发全市广大干部群众、社

会各界积极投身脱贫攻坚主战场，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市委、政府决

定对各乡镇、南城区办事处公开评

选的 800 户“脱贫之星”和各乡镇、

南城区办事处推荐的 18家“先进联

村企业”予以隆重表彰。

王志勇指出，近年来，丰镇市始

终把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作为全市最

大的政治任务和第一民生工程，举

全市之力，用足“绣花”的功夫，精心

谋划，量体裁衣，因户施策，变“输

血”为“造血”，由“个别脱贫”转向

“整体脱贫”，助推贫困户搭上“脱贫

快车”。截至目前，丰镇市建档立卡

贫困户 6286 户、13142 人，累计脱

贫 5733 户、11937 人，贫困发生率

下降至 0.53%，稳定实现了吃穿“两

不愁”，基本达到了义务教育、基本

医疗、住房安全“三保障”，贫困群众

在精准脱贫中获得感进一步增强。

几年来，丰镇市委、政府用实实在在

的扶贫工作，以实实在在的脱贫成

效，赢得了自治区、乌兰察布市以及

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并于去年实

现脱贫摘帽，退出了贫困县行列。

政府副市长张军表示，丰镇市

脱贫摘帽后，市委、政府认真检视脱

贫攻坚的薄弱环节，及时调整主攻

方向和工作重点，瞄准“两不愁三保

障”薄弱环节，聚焦产业扶贫和易地

搬迁后续产业短板，抓住实施“智志

双扶、激发贫困群众内生动力”这个

关键，凝聚合力、精准发力、持续用

力，切实推进“六清零四达标”，建设

丰东、丰西两个扶贫产业园区，对所

有有生产能力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分

类分期进行技能技术培训，评选表

彰靠自己勤劳双手在政府扶持下光

荣脱贫的“脱贫之星”，形成强大正

向激励力量。通过这些举措，巩固提

升了脱贫摘帽成效，有效防止已脱

户返贫和边缘户致贫，把脱贫攻坚

工作做实做细做精，努力让上级党

委政府放心，让人民群众满意。赵炜

近日，2019世界沙漠葡萄酒

大赛在乌海市汉森酒庄举行，世

界沙漠葡萄酒大赛是世界沙漠葡

萄酒文化旅游节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检验沙漠葡萄酒质量水平

的比较平台，已举办了三届，对世

界沙漠葡萄酒产业发展起到了积

极的推动作用。自本次沙漠葡萄

酒旅游文化节之后，将每两年举

办一次。

本次世界沙漠葡萄酒大赛由

来自国际、国内的 10位评委，分

两组对 100余款沙漠产区葡萄酒

和 300余款进口酒、国内其他产

区葡萄酒进行了盲品打分，共评

选出银奖 27 个，金奖 35 个，大金

奖 4个。乌海市阳光田宇、吉奥

尼、汉森、云飞等葡萄酒生产企业

的 9 款产品分别斩获 2 个大金

奖、4个金奖、3个银奖。

在乌海兴泰蓝海酒店举行了

隆重的颁奖典礼，大赛主席李华、

执行主席王华、副主席张军翔宣

布获奖名单，内蒙古自治区党委

常委、宣传部长白玉刚为大金奖

获得者颁奖。来源：内蒙古农牧厅

近日，赤峰市农牧科学研究

院高粱研究所科技人员分别到高

粱主产区敖汉旗、松山区进行调

查及田间测产。在敖汉旗古鲁板

蒿乡古鲁板蒿村、萨力巴乡萨力

巴村，松山区太平地镇酱坊地村

等地区安排了“适于机械化生产

酿造高粱栽培试验示范”“籽粒饲

料高粱栽培试验示范”“高粱高效

施肥技术”和“高粱新品种展示”

等试验示范内容。

今年赤峰市的霜冻较早，前

不久的一场霜冻使得敖汉旗的高

粱全部被霜害，但是大部分高粱

已经成熟，只有少量生育期长的

高粱品种受到了影响。松山区的

霜冻危害较轻，高粱长势较好，穗

大籽粒饱满，已经成熟。赤峰市农

牧科学研究院高粱研究所安排的

适于机械化高粱品种吉杂 127 和

籽粒饲用高粱品种赤杂 101 等基

本成熟。在高粱新品种展示田，科

技人员对展示的 7个高粱新品种

分别进行了调查，随后对全部试

验内容进行了取样测产。

今年敖汉旗高粱连片种植超

过 1000 亩的地块有许多。在管

理上，从播种到施肥、喷药、收割

等一系列生产全部机械化作业，

因此，农民迫切需要高产、优质、

适合机械化作业的高粱新品种。

市农科院示范推广的机械化高粱

品种对现代高粱规模化种植、集

约化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

用。

来源：内蒙古农牧厅

为切实做好东乌旗秋季动物

疫病防疫工作，确保不发生重大

动物疫情和重大畜产品质量安全

事件，近日，东乌旗全面开展了秋

季动物疫病防疫工作。

截至目前，东乌旗共开展牲

畜口蹄疫双价疫苗免疫 41.57 万

头只（其中牛 2.47 万头、羊 39.1

万只）、羊痘免疫 39.1 万只，布病

免疫 41.57 万头只（其中牛 2.47

万头、羊 39.1 万只）。

来源：锡盟农牧业信息中心

与青山相拥，同蜂蝶为伴。呼

伦贝尔农垦集团大兴安岭垦区扎

兰河农场鲁树全的养蜂场就坐落

在绿水青山之间，一排排蜂箱整

齐地排放着，他头戴网帽，正在仔

细地察看着每一个蜂箱。他目前

养殖 600 箱蜜蜂，规模在农场周

边居首位。“俗话说得好，靠山吃

山、靠水吃水。我们这养蜂历史很

久了，不过以前都是个人靠土方

法养，效益不是太稳定。现在，农

垦集团和农场带着大家一起干，

经常给我们请专家来现场进行指

导，解决技术问题，还帮我们找销

路，收益比以前好很多，这给养蜂

酿蜜的职工群众吃了一颗定心

丸，生活就像蜜一样甜到了大家

的心头。”

扎兰河农场群山环绕，水源

充沛，盛产胡枝子、山野豌豆、黄

芪、贝母、党参、刺五加等百余种

中草药，是天然的中草药蜜源产

地。大兴安岭垦区紧紧抓牢这些

得天独厚的生态条件，积极采取

措施促进蜜蜂养殖产业发展，助

推脱贫攻坚工作。不仅根据养殖

户实际制定了科学合理的蜜蜂养

殖方案，而且立足实际，充分利用

自然资源优势，紧盯优质蜂蜜在

市场上的巨大需求和利润空间，

把蜜蜂养殖产业作为加快垦区脱

贫攻坚、促进贫困户稳定增收的

重点产业，着力做大、做强、做实，

并利用合作社等多种互帮互助形

式，充分加大帮扶带贫力度，确保

职工群众稳定增收，稳步脱贫。

在发展生态养殖蜜蜂产业

上，传帮带作用发挥效果显著。扎

兰河农场六队养蜂户刘秀玲依靠

庭院经济养殖蜜蜂，不仅实现了

自己增收致富，而且指导身边职

工群众一起发展。她对记者说：

“今年我又带了个徒弟，还免费送

给他 4箱最好的蜜蜂，养得好的

话秋天能发展到 10 箱。”刘秀玲

退休后发展庭院养蜂，今年养殖

46 箱，规模虽不大，但她始终以

质量为本，购买蜂蜜产品大多需

要提前预定，每年产出蜂蜜基本

在一天内销售一空。“养蜂是一项

劳动强度较低、生态性能好、投资

小、见效快、收益高，社会和经济

效益巨大的绿色产业，具有一次

投入、持续收益的特点，对我们来

说是立竿见影的致富好项目。”刘

秀玲对徒弟讲：“你要跟我学养蜂

有一个条件，必须讲诚信，不能见

利忘义。”截至 2018 年底，扎兰河

农场共有养殖户 45户，蜂箱超过

2000 箱，年产出成熟蜜超过 40

吨。

目前，大兴安岭垦区已初步

形成集蜜蜂种业、蜜蜂养殖、蜂产

品深加工、蜜蜂授粉、蜜蜂旅游等

为一体的产业链。生态蜂业这一

项唯一无需占用自然资源，却能

够为人类提供食物，同时增益自

然界的产业，真正地将“绿水青

山”变成了“金山银山”的生态产

业，使当地百姓品尝到了蜂业发

展带来的丰收“甜蜜”。

来源：内蒙古自治区农牧厅

呼和浩特：

千余种人气产品
亮相“国际农业大集”

丰镇市庆祝 2019 年度“丰收节”
暨“脱贫之星”“先进联村企业”表彰大会隆重召开

2019 世界沙漠葡萄酒大赛结果出炉

赤峰市农牧科学研究院高粱所
到高粱主产区进行调查及田间测产

锡林郭勒盟东乌旗
秋季动物防疫工作全面开始

生态蜂业成就甜蜜事业

ANGYEKANDIAN

行业看点H

随着“寒露”节气到来，全国秋

冬种生产已由北向南全面展开。秋

冬种是次年粮油生产的第一仗，是

来年粮食丰收的基础。据农业农村

部最新消息，今年秋冬种生产将力

争冬小麦面积稳定在 3.3 亿亩以

上，优质专用麦比例比上年提高 2

个百分点，冬油菜面积稳定在 1亿

亩以上。

克服不利因素挑战
抓紧抓实秋冬种

今年以来，我国农业农村发展

保持稳中有进良好势头，夏粮、早稻

丰收到手，秋粮收获已过半，增产趋

势明显，粮食生产有望实现“十六连

丰”。抓好秋冬农业生产，夯实明年

夏季粮油丰收基础，对于应对各种

风险挑战具有重要意义。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桃林表

示，今年秋冬种生产有多重有利条

件。国家继续实行小麦最低收购价

政策，促进油料生产增加供给的意

见即将出台，一些主产省出台了支

持优质麦和油菜生产的政策。黄淮

海麦区土壤表墒和底墒比较充足。

种子、化肥等农资供应量足价优。

生产调绿结构调优
稳产能、提质量、优结构、转方

式成为今年秋冬种突出特点。农业

农村部明确，秋冬种要深入推进农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稳产能，面积是基础。冬小麦、

冬油菜作为秋冬种最大的两种作

物，能充分利用秋冬春光温资源，基

本上不与其他作物产生争地矛盾，

特别是南方地区有上千万亩的冬闲

田，开发种植冬油菜，既可增加油源

和蛋白饲料，还能养地。

提质量，重点是提高耕播质量

和技术到位率。各地要充分发挥农

机主力军作用，大力推行秸秆还田、

深松整地、精量播种、播后镇压等技

术模式。

生产调绿、布局调优在秋冬种

中更加突出。农业农村部要求，大力

推广水肥一体、喷灌滴灌、精准施

肥、绿色防控、宽幅精播、立体匀播

等节本增效技术模式。

冬闲变冬忙增产促增收
抓好秋粮收获。北方正大面积

收获，南方稻区也即将开镰。各地要

合理安排收获进度，搞好适宜机具

调配，组织好跨区机收，做到适期收

获、颗粒归仓。同时，做好秋整地、秋

覆膜等工作。东北、西北地区冬前农

时紧，要提早谋划，落实好秸秆还

田、机械深松、机械覆膜等措施，为

明年春播打好基础。 据新华社

全国加快部署秋冬种，播种下一年丰收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