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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鑫）近日，内

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委派资

质认定扩项评审专家组对自治区食

品检验检测中心开展了资质认定现

场评审。自治区食品检验检测中心

申报的 8 个类别 72 个参数共 105

种检测方法全部通过专家组评审。

现场评审中，专家组成员通过

观察、提问、现场试验、查阅文献及

记录等方式对自治区食品检验检测

中心管理体系进行符合性评审，同

时专家组也指出评审过程中发现的

4项不足并提出整改建议。

通过此次扩项评审，进一步提

升了自治区食品检验检测中心检验

能力，下一步，自治区食品检验检测

中心将针对评审组专家提出的意见

和建议，限期整改，不断提升人员素

质，完善管理体系，更好地为全区食

品安全监管工作提供技术保障。

内蒙古食品检验检测中心顺利通过扩项现场评审

本报讯近日，农业农村部公布了

2018 年国家农民合作社示范社名单，

太仆寺旗田园种植专业合作社被评为

“国家农民合作社示范社”。

太仆寺旗田园种植专业合作社成

立于 2010 年，位于太仆寺旗幸福乡

踊跃村。合作社现拥有 5300 亩耕地，

指针喷灌机 8 套，机井 43 眼，先进马

铃薯种植机械、拖拉机 18台(套)。建有

5000 吨马铃薯储窖、3400 平米机械

库房各一处。主要经营青玉米、马铃薯

谷类种植、销售，农业机械服务。2016

年太仆寺旗田园种植专业合作社曾被

自治区供销社评为“农牧民合作社示

范社”。

合作社通过土地流转 +贫困户 +

优先雇佣利益联结方式，流转土地

5500 亩，种植马铃薯同时倒茬轮作小

麦，实现年销售收入 1200 万元，带动

本村及附近村民 348 户，合作社每年

向村民发放土地承包费 159 万元，合

作社用工工资 120余万元，村民人均

年增收 5000 元。合作社通过多年的

摸索发展，成功形成了“合作社＋基

地＋农户”的产业格局，采取“订单式

马铃薯”产销模式与雪川农业建立了

良好的合作关系，有效规避盲目种植、

市场销售等风险，使合作社和农户实

现共赢，已带动 17 户贫困户实现增

收。

沃野

锡盟一种植合作社获评“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

本报讯“我儿子去世后我为他

选择了树葬，只花了 2000 多元，经

济压力不大，一棵柏树天堂园给管

理 10 年，10 年后就成了一棵大树

了，不仅不占地对环境还有好处，

我儿子泉下有知也会很欣慰的，也

算是真正做到了入土为安，天堂园

公墓和包头市民政局真是为老百

姓办了一件大好事！”清明节将至，

4月 4日上午，记者到包头市东河

区天堂园公墓采访，刚刚祭奠过儿

子的东河区市民李忠艳提到生态

节地安葬时这样对记者说。

在包头市首个花园式人文生

态陵园———九龙生态人文纪念园，

记者看到的是宽敞明亮的接待大

厅、潺潺的流水、开始泛绿的草地、

错落有致的景观，真正是逝者依山

傍水，生者心旷神怡，让人有进入

一个公园的感觉，总经理赵宁告诉

记者：“我们就是要打造花园式陵

园，实现从公墓到公园的根本性的

转变！同时作为一个企业我们也要

认真承担社会责任，让墓碑瘦身，

让纪念扩容，全力推进生态节地

葬。去年 8月 18日我们安排 17户

生态葬进行了公祭，今年 4 月 5

日，我们将继续安排生态葬公祭，

把绿色环保、生态节地、公益惠民

的观念和措施落到实处！”

包头市民政局殡葬管理处处

长郭先亮告诉记者，近年来生态安

葬在包头市逐步深入人心，成效明

显。包头市从 2008 年开始，选择基

础设施条件较好的公墓试点推行

绿色生态葬式，截至目前，所有经

营性公墓均开展了生态安葬，共建

成 15000 余穴树葬、花坛葬、草坪

葬、壁葬等生态墓穴，已使用 2000

余穴，使用率逐年提升，可满足 5

至 10 年生态绿色安葬需求。包头

市每年规划建设 2000 穴生态墓

穴，要求各经营性公墓生态墓穴逐

步占比到 30%-50%。此外，通过

“以奖代补”方式，鼓励公墓建设生

态墓穴。近几年，投入近 400万元，

对公墓生态安葬给予补贴。解决了

“葬不起”的问题。 宋阿男

本报讯“每年秋收完最头疼的

问题就是这秸秆咋整，拉回家用不

了，放在地里影响耕种，去年三阳牧

业挨家挨户收秸秆，不仅帮我解决

了大难题，还让这废秸秆给家里增

加了收入！”突泉县永安镇哈拉沁村

种植户张玉军说。

突泉县是典型的农业大县，全

县现有耕地面积 266 万亩，年产农

作物秸秆 100 多万吨。近年来，突

泉县引导企业加大科技创新和投

入，形成了以秸秆转化畜牧养殖饲

料为主，以转化高效热能为辅，以转

化生产绿色有机肥为补充的秸秆综

合利用新格局，走出了一条秸秆综

合利用、变废为宝的新路子，全县

90%以上农作物秸秆得到综合利

用。

在内蒙古三阳牧业有限公司厂

区记者看到，被粉碎后的秸秆堆积

如山。“去年冬天我们接到了两家外

地公司的 5万吨订单，县内农户以

秸秆兑换肥料的订单也达 1 万多

吨，目前我们正在大量回收秸秆进

行订单备料储备！”该公司总经理常

志民介绍到，秸秆收到厂区内首先

要粉碎发酵，待到发酵成熟后还要

按照一定比例添加牲畜粪便，生成

绿色有机肥料。

在突泉县，像这样用秸秆生产

绿色有机肥料的企业还有 6 家，每

年可消耗秸秆 30 万吨，生产有机

肥料 10 万吨。三阳牧业还推出了

农户可用秸秆兑换有机肥料的销售

模式，按照 1 亩地的有机肥料 2 亩

地的秸秆标准兑换，农户每亩地可

省下化肥钱 80 余元，这有效降低

了农业生产成本和化学肥料使用

率，促进农民增收和绿色有机农业快

速发展。“自打‘扶贫扶产业·牧业再造

突泉’工程实施以来，我们村养殖黄

牛的人越来越多，这饲料需求量也

就大了，养殖户们现在都拿秸秆来

厂子里粉碎，用作牲畜的主要饲料，

这秸秆现在可是抢手货了！”杜尔基

镇杜祥村党支部书记董友林说。

为提高秸秆饲料化和肥料化利

用率，突泉县利用青贮、氨化和微生

物发酵等措施，最大限度地将秸秆

资源转化为饲料资源，为养殖户提

供饲料保障，促进畜牧业快速发展。

目前，突泉县秸秆饲料化利用 110

万亩的秸秆，可转化成青贮、黄贮、

干贮等家畜粗饲料 55万吨左右。

“自打用上这个燃料，填满炉子

后可持续烧半天，产生的灰也特别

少，取暖效果一点都不差。”太平乡

白庙子村建档立卡贫困户王玉成站

在他的新锅炉前兴奋地介绍。

近年来，突泉县利用龙头企业

突泉县瑞尔生物质能源开发有限公

司及内蒙古鑫泰集团突泉县鑫光热

力有限责任公司，结合新农村建设

和村屯环境整治，大力发展农村沼

气、生物质锅炉等先进技术，强化秸

秆燃料生产，鼓励和引导群众利用

秸秆燃料化资源取热，降低农民生

产生活成本，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目

前秸秆能源化综合利用 30万亩，其

中，加工生物质颗粒 10 万亩，农民

自用秸秆作燃料 20万亩。

胡日查 高敏娜

突泉县 90%以上秸秆得到综合利用

包头市生态安葬深入人心

JINGXUN警讯

本报讯 (记者 迪威娜) 4 月 8

日，记者从内蒙古自治区农牧厅获悉，

2019 年一季度，我区农牧业农村牧区

各项工作稳步开展，农牧业经济形势

开局稳中向好。

春播面积达到 107 万亩

全区春播自西向东全面展开。截

至 3 月底，全区粮食作物（小麦）播种

面积达到 107 万亩，全区粮播进度与

往年同期基本相当。农资供应充足，农

民种粮积极性比较高，种子、化肥、农

膜等生产资料价格总体平稳，储备充

足，流通渠道畅通，能够按时满足供

应。

畜牧业稳定发展

接羔保育进展顺利，行业统计，截

至 2月底,全区大小畜产仔 1752.4 万

头只，其中以肉牛为主的大畜产仔

68.4 万头，羊产仔 1684 万只，仔畜成

活率继续保持在 98%以上。

肉类产量平稳价格上涨，全区肉

类产量 41.4 万吨，牛肉、羊肉、猪肉产

量分别达到 7.9 万吨、13.3 万吨和

16.1 万吨；牛奶产量 56.2 万吨。

牛肉和羊肉平均价格分别同比上

涨 7.83%和 11.25%，处于历史较好时

期，市场需求较旺，养殖户生产积极性

较高。

农牧业产业化经营平稳运行

一季度,全区销售收入 500 万元

以上农畜产品加工企业预计实现销售

收入 500亿元，同比增长 4.1%。推动

落实京蒙扶贫协作协议，1 月 22 日，

北京市消费产业扶贫双创中心内蒙古

馆正式开业运营，展示展销我区 31 个

国贫县 600 余种优质农畜产品单品。

京东“中国特产”频道 22 家贫困地区

“特产馆”建立并运营。

8175 人助力产业精准扶贫

认真落实中央专项巡视反馈意

见 3项牵头 6项配合整改任务，制定

实施农牧业产业精准扶贫行动计划，

在全区建立了 8175 人的产业精准扶

贫指导员队伍，并组建产业精准扶贫

技术服务专家组 95个，选配自治区、

盟市、旗县三级专家 1112 人，为产业

精准扶贫提供技术支撑。选择厅属单

位组成 20 个包联组对 20 个待摘帽

贫困旗县进行产业科技扶贫包联服

务。召开了全区政金企产业精准扶贫

对接会，17 个项目现场签超 300 亿

元。与扶贫办、教育厅联合组织了“农

校对接”校企对接会，全区 14 所高校

和 97 家农牧业产业化企业和合作社

参会，是产业精准扶贫农畜产品产销

对接的一种新模式。

合力推进农村牧区人居环境整治

启动“十县百乡千村”示范行动，

选择了 13 个旗县、101 个苏木乡镇、

1047 个嘎查村，将打造可复制、可推

广内蒙古样板，示范引领；制定印发

《自治区农村牧区人居环境整治村庄

清洁行动方案》，开展了“村村户户

搞清洁、干干净净迎春节”村庄清

洁行动；召开了自治区深入学习浙

江“千万工程”经验全面扎实推进

农村牧区人居环境整治会议，以及

人居环境整治村庄清洁行动专题

部署视频会议；各地利用春节重要时

点，重点组织开展了人居环境整治卫

生清洁行动。一季度，全区 87个旗县，

8958 个嘎查村开展“三清一改”村庄

清洁行动。

农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合格率高

第一季度农畜产品检验检测工作

全面展开，共监测了 12 个盟市，46 个

旗县区，168 个生产经营单位的 42 个

品种 661 批次农畜产品，总体合格率

为 98.49%。兴安盟农畜产品质量安全

检验检测中心等 3 个机构通过了

“双认证”。按照全国农村假冒伪劣

食品治理专项工作组办公室要求，

同市场监管局组成 2 个调查工作

组，第一时间赴巴彦淖尔市、通辽

市对“山寨牛奶”问题进行了调查处

理。开展排查整治违法屠宰保障畜产

品质量安全专项行动和屠宰行业安全

生产大检查。全区春季集中免疫工作

有序开展。

新型职业农牧民茁壮成长

2018 年度我区开展新型职业农

牧民培育项目，截至 3 月底，全区培育

学员遴选入库 3.07 万人，11个盟市和

自治区农广校已开始第一阶段集中理

论培训，共开班 309 期，培训 2.15 万

人，完成评价 1.99 万人。制定印发

《2019 年中央财政新型职业农牧民培

育项目实施方案》，争取中央补助资金

7810 万元，计划培育新型职业农牧民

2.5 万人，现代青年农场主 950 人，农

牧业职业经理人 50人。

农村牧区改革任务落实落地

加快推进集体资产清产核资工

作，目前，全区已有 10397 个嘎查村完

成清产核资工作，占应开展总数的

93%；基本完成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

登记颁证工作，全区 84 个旗县、3 个

开发区的数据库成果顺利通过农业农

村部质检；积极开展土地权属纠纷调

处工作，建立农垦土地纠纷台账，加大

纠纷调处力度；逐步完善国有农场办

社会职能改革，推动解决遗留的机构

人员、资产债务等问题，确保改革落实

落地。

一季度我区“三农”工作开局稳中向好

都说“远亲不如近邻”“邻里一

家亲”，乌海市乌达区的李某与王

某俩邻居竟因琐事动起了拳脚，经

过乌海市公安局乌达区公安分局

三道坎派出所的悉心调解，邻里关

系得到修复。

李某与王某不光是邻居而且

还是近老乡，但是因为生活废水排

放问题，两人经常闹矛盾。今年 3

月下旬，两人再次发生争吵，相互

扭打着闹到了派出所。

王、李两家邻居所住的房屋，

原本归同一户人家所有，经过拆分

后，分别卖给了王、李两家。李家的

排水沟流经王家的院子，两家时常

因废水排放问题闹矛盾，公说公有

理婆说婆有理，都认为是对方的过

错，直至闹到了派出所。由于对立

双方情绪比较激动，民警对双方采

用“背靠背”调解，分开做双方的思

想工作，耐心倾听了双方的不满和

委屈后，站在情理角度，苦口婆心

进行劝解，讲到邻里之间的相处，

免不了磕磕绊绊，“让一让，三尺

巷”，邻里之间应互谅互让，和睦相

处。在双方情绪平稳后，对双方进

行了批评教育，并实地查看，组织

两家一起想办法。经过调解，两家

提出等到天气转暖，一起出钱，另

修一条排水管道。

邻里纠纷往往都是一些看似

鸡毛蒜皮的小事，积年累月也容易

引发矛盾激化。民警立足实际情

况，悉心调解，从根本上化解了矛

盾，促进了邻里和睦。

李进

为增强广大企业职工对扫黑

除恶和防范诈骗知识的了解，提升

大家对黑恶势力和诈骗陷阱的防

范意识，提高大家的防范能力，4月

1日上午，乌海市公安局乌达公安

分局三道坎派出所民警在辖区企

业开展了扫黑除恶和预防电信诈

骗知识讲座。

讲座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和生

动鲜活的案例讲解了扫黑除恶和

防诈骗基础知识，以案说法、以案

说骗，系统讲解了黑恶势力鉴别、

举报方法，并以宣传片的形式向职

工呈现常见诈骗手法和有效防范

措施。讲座现场，民警解答了在场

企业职工提出的各种疑问，进一步

增强了企业职工的自身安全防范

意识。 赵雪

抓住根本问题 化解邻里纠纷

扫黑除恶和预防电信诈骗
知识讲座进企业

CHANYE产业

本报讯 日前，呼伦贝尔市政

府印发了经市政府 2019 年第二次

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的《呼伦贝尔市

奶源基地建设扶持政策》，主要包

括：奶牛冻精及生产性能测定补

贴、购买奶牛补贴、粪污处理及资

源化利用投入补贴、养殖加工销售

一体化经营补贴及建设融资贴息

等，共十二条。扶持政策的出台，标

志着该市在推进奶业振兴方面又

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2018 年 9 月 27 日，全国奶业

振兴推进会在呼伦贝尔市召开。自

治区政府按照会议精神，全面安排

部署全区的奶业振兴工作。呼伦贝

尔市作为全区奶业重点地区，担负

起了在全区率先实现奶业振兴的

重任。

呼伦贝尔市委政府高度重视

奶业振兴工作，聘请专家编制了

《呼伦贝尔市奶 业振兴规 划

（2019—2023 年）》，并经过多方调

研，反复征求意见，围绕奶源基地

建设这个重点领域，出台了《呼伦

贝尔市奶源基地建设扶持政策》。

该政策的出台，对于稳定养殖户从

事奶牛养殖的信心、吸引调动更多

的社会资本投资奶业以及全市奶

业发展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贝尔

呼伦贝尔市政府
出台奶源基地建设扶持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