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机面粉每斤卖到 20元；有机白

菜每棵售价 46 元……今年，杭锦后旗

双庙镇尖子地村采取有机种植方式，麦

后复种大白菜身价倍增，村民们高高兴

兴收获着丰收的喜悦。

“今年收入不错，种植的有机小麦

是和乌拉河种植专业合作社签订的，每

亩收入 1700 元；麦后复种的有机大白

菜是跟内蒙古隆腾祥食品有限公司签

订的，每亩地 800 元，一亩地一年两茬

就能收入 2500 元，而且我们只负责按

要求种植和田间除草、浇水，还不用担

风险，收菜打零工又能增加一份收入。”

尖子地村七组村民陈生明喜滋滋地介

绍着流转给合作社的 30 亩有机田带来

的好收成。

2015年，乌拉河种植专业合作社通

过流转土地，在尖子地村七组建成了占

地 500亩的有机小麦基地，全程采取原

生态种植方式，顺利完成了土地的有机

转换，并连续 5 年通过了国家有机认

证。基地亩均产出有机石磨面粉 420

斤，零售价为每斤 20 元，仅小麦亩产值

就达 8000多元。

“我们以‘天赋河套’为引领，努力

打造绿色有机高端的农产品，在促农增

收上，引导农户开展麦后复种以增加亩

均产值。”乌拉河种植专业合作理事长

周贤智说：“一亩地一年种两茬，收入的

增加是看得见的，而且还能解决耕地倒

茬轮作的问题，真正实现了经济效益和

土地利用率的双提升。”

签订有机大白菜种植订单的内蒙

古隆腾祥农业科技实业有限公司采取

线上线下同步进行的模式，与全国各大

中城市的蔬菜批发商合作，建立畅通的

物流销售网点。基地产出的 1500 吨有

机白菜，一部分走高端精品路线，一棵

菜装一个礼盒，每盒“礼品菜”零售价 46

元，一部分走生鲜蔬菜批发，作为酱菜

企业，公司还将对其余的白菜进行深加

工，继续延长产业链。

隆腾祥农业科技实业有限公司负

责人李玉对带着“有机”身份的优质白

菜挺进高端市场信心满满：“借助便利

的 G6、G7 高速、四通八达的铁路网和

空运网，我们完全可以实现白菜在收割

后第一时间送达消费者的餐桌。仅‘双

11’一天，基地的 3 万斤有机白菜就通

过邮政快递，以每斤 8.8 元的价格发往

北京北菜生鲜集团公司了。”

龙头企业带领农民有机种植，土地

产出实现倍增效应。据测算，有机白菜

亩均收入约 1.8 万元，再加上有机面粉

亩产的 8000 元，亩均效益可达 2.6 万

元。 据《内蒙古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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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优秀乌兰牧骑展演
让“乌兰牧骑精神”在严寒中闪耀

（4版）商海经 SHANGHAIJING（2版）政经 ZHENGJING （3版）关注 GUANZHU

呼和浩特市政协委员调研
西贝工厂助力脱贫攻坚

本报讯（记者张鑫）11 月 18 日，内

蒙古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召开了自治区

贸促会 2019年深化对外经贸合作重点

活动成果新闻发布会。

今年以来，自治区贸促会坚持推动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

展，广泛搭建对外交流平台，做实“稳外

贸”“稳投资”工作，积极拓展与“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和北美、欧洲、日韩等主要

经济体以及东南亚等新兴经济体政府

机构和工商组织间的联系交流，建立双

边工商合作机制，加强与台港澳地区对

口机构的经贸往来和人文交流，国际经

贸合作触角不断延伸，海内外“朋友圈”

不断扩大，为推动全方位高水平对外开

放开拓了新渠道新空间。 （下转 2版）

无人机打农药，手机 App 指导稻田

精细化管理，真空包装大米入驻电商超

市，参加“双十一”购物节……内蒙古自

治区兴安盟科尔沁右翼中旗 (以下简称

“科右中旗”)，一场“数字农场”的探索实

践，正让草原农户摆脱“看天种地”的传

统耕种模式。

科右中旗地处大兴安岭南麓集中

连片特困区。当地自然环境优越，霍林

河蜿蜒流过，温差大、病虫害少，是兴安

盟大米的主产区。但多年来，当地沿用

传统、分散的小农种植方式，农户只够

解决温饱，贫困问题长期存在。

去年以来，科右中旗结合产业特

色，大力发展电商扶贫。阿里巴巴助农

团队在当地打造出全国首个“数字农

场”，并通过线上、线下全渠道销售，提

升农户的种粮效益，让致富大米在草原

上落地生根。

在兴安盟大米标准示范基地，记者

看到，万亩稻田一眼望不到边，每块水

田里都放置着高低不等的电子桩柱，无

人机在空中嗡嗡地飞旋。

这正是“数字农场”的奥妙。这些电

子传感设备会将农田里的风、光、水分

信息实时收集，农民在手机上装一个客

户端，就能接收到自家地块里的相关数

据。

农作物缺什么肥？有什么病虫害？

什么时候灌溉？有了“数字农场”，农民

种地不再只依靠传统经验，而是通过数

字技术实现高度精准化，让大米口感达

到最佳。“科学种植，能省时省工，关键

水稻品质好了，价格也卖得高了。”科右

中旗杜尔基镇双金嘎查的农民王梅花

笑着说。

村主任韩玉亭算了一笔账，双金嘎

查有稻田 1万余亩，亩产 1200 斤左右，

每斤大米多卖 0.2 元，全村老百姓能增

收 240 万元。

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推进

重要农产品全产业链大数据建设，加强

国家数字农业农村系统建设。科右中旗

“数字农场”正是推动“全链条数字化升

级”的一种探索，尝试从生产到销售实

现数字化全覆盖。

二龙屯有机农业有限责任公司是

当地一家龙头企业，“数字农场”的水稻

会送到这里进行加工包装。记者看到，

公司车间采用全自动化生产线，饱满的

稻谷在传送带上跳动着，经过碾米机、

色选机、抛光机等多道加工，最后倒入

包装，封口。

如今，“兴安盟大米”已相继入驻各

大电商平台，还通过网络直播销售。科

右中旗工信局副局长卜延春介绍，截至

目前，当地已累计线上销售大米近

2000 吨，销售额超 1000万元。

“数字农场带领农民实现科学种

植，互联网则将当地的绿色有机农产品

卖到全国各地，加快了全旗农业的现代

化进程。”卜延春认为，“数字农场”的探

索实践，开始让农民告别“凭感觉、靠经

验、拼运气”的传统农业，逐渐走上一条

标准化、规模化和品牌化的现代农业道

路。
据新华社

记者从第十四届全国冬季运动会筹委会获悉，“十四

冬”筹委会食品安全保障工作稳步推进，全力保障“十四

冬”顺利举办。

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印发了《关于全力做好第十四

届全国冬季运动会食品安全保障工作的通知》，督促各级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提高思想认识，加强组织领导，进一步

强化工作保障，落实目标责任，切实保障“十四冬”食品安

全；对“十四冬”接待酒店进行食品安全抽样检验 95 批次；

对乌兰察布市凉城县“十四冬”食品安全保障工作情况进

行督查指导，先后查看了滑雪场接待中心、喜喜大酒店、日

盛大酒店、海和酒店，对存在的问题提出整改意见，要求限

期整改。要求当地制定“十四冬”食品安全保障工作应急预

案、实施应急演练；指导锡林郭勒盟“十四冬”食品安全保

障及应急演练等相关工作；实地督查了呼伦贝尔学院、呼

伦贝尔职业技术学院和海拉尔二中“十四冬”服务保障人

员食宿地；组织呼伦贝尔市市场监管局召开市场监管指挥

系统调度会，要求树立整体意识，强化赛区指导，开展“十

四冬”信息宣传。“十四冬”食品安全保障工作稳步推进。
据《内蒙古日报》

日前，从自治区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获悉，内蒙古养

老保险待遇资格手机 App 自助认证系统上线，30 多万自

治区本级参保人员可以通过刷脸或语音，足不出户实现自

助认证。

为有效解决退休人员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办事慢、

多头跑、来回跑的问题，在全面取消集中认证后，我区推出

了“内蒙社保”手机App认证。自治区本级参保人员只需在

手机上安装“内蒙社保”App，按提示健全个人信息，就可以

进行人脸认证或语音认证。“认证前要先进行人脸建模或

语音建模，只需建模一次，以后每年就可以直接进行认证。

以前有固定认证时间，现在一年中任意时间都可以认证。”

自治区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待遇领取资格认证窗口工作

人员董斌介绍说。

目前，自治区本级 30 多万参保人员中，已经有 12 万

多人通过手机App方式实现自助认证。手机App采集认

证将成为今后远程自助认证的主要方式。 据新华网

记者从日前召开的《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加快

推进农牧业机械化和农机装备产业转型升级的实施意见》

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获悉，我区农业机械化和农机装备产业

保持较快发展态势，农机社会化服务焕发新活力。全区农

机合作社总数达到 2720 个，以农机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

体为主开展的农机社会化服务不断拓展领域，农机合作社

托管服务面积达到 526.5 万亩。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区农机装备再上新水平，机械化

水平实现新提高，先进适用技术应用再上新台阶。2018

年，全区农牧机总动力达到 3663.7 万千瓦，大型高端机械

保有量逐年增长，机群机构逐步优化。2018 年，全区农作

物机耕、机播、机收水平预计分别达到 92%、88%和 69%，

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 84%，超过全国平均机械化水

平 17个百分点。

《实施意见》紧紧结合自治区实际，牢牢把握我区东西

耕地条件差异大、特色产业农机装备有效供给不足、农机

农艺融合不够和畜牧业机械化水平有待提高、社会化服务

能力弱的特征，进一步明确，到 2020 年全区农机总动力超

过 4000万千瓦，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 85%，主

要农作物生产基本实现全程机械化；到 2025 年，全区农机

总动力稳定在 5000 万千瓦左右，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

化率达到 88%以上，经济特色作物生产基本实现全程机械

化。我区将出台有针对性的扶持政策，加快推进农业机械

化和农机装备产业转型升级，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有

力的装备和技术支撑。 据内蒙古新闻网

内蒙古深化对外经贸合作重点活动成果丰硕
海内外“朋友圈”不断扩大

内蒙古建数字农场 用数字化改变传统农业

“数字农场”的稻谷会送到当地一家企业进行加工包装，真空包装大米将送往全国各地。新华社记者安路蒙摄

杭锦后旗：有机种植地生金 订单麦菜身价增

“十四冬”食品安全
保障工作稳步推进

手机 App自助认证系统上线

足不出户即可完成
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

我区农机合作社达到 2720 个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指引下

双 11 快递高峰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