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科右中旗农机购置

补贴工作已全部完成，共使用补

贴资金 2068.309 万元。其中，中

央资金 1918.309 万元，省级资

金 150.00 万元，补贴各类农业

机械 1279 台套，受益户数 1094

户，带动农户投入资金约 6028

万元。

科右中旗农牧和科技局为

方便广大农牧民购机户，避免

农牧户因农忙无法办理补贴

手续情况发生。已开始提前受

理 2021 年度农牧户农机购置

补贴申请。截至目前，已受理

补贴机具 1170 台，涉及农户

1040户，涉及补贴资金 2145.759

万元。

来源：科右中旗农牧和科技局

11 月 17 日，自治区农牧厅、发展

改革委联合发布了首批自治区农村牧

区公共服务体系十大典型案例，林西

县大营子乡和平村成为赤峰市唯一的

入选案例。

据了解，今年，自治区党委农牧

办、自治区农牧厅在 12个盟市遴选了

1546 个嘎查村作为全区农村牧区公

共基础设施管护机制首批试点，在制

度设计、组织引领、激励构建、农牧民

参与、政策支持等 5个方面进行了制

度创新或机制探索。其中 10个典型案

例既有科学规划、梯次推进的统筹考

虑，又有因地制宜、建立长效机制的制

度保障，取得了较好实效，具有很好的

示范带动作用，为全区农村牧区公共

服务提供了样板和有益借鉴。

大营子乡和平村在人居环境整治

工作中先行先试，为加快补齐农村人

居环境和公共服务短板，化解农村公

共服务难点痛点，探索出独具特色的

“负面清单”、“六个一”工作法、“网格

化”管理与“积分制”推动相结合的规

范化、标准化村级事务管理制度，切实

解决了农村环境卫生治理“无人管、管

不全”的问题，走出了一条提高农村公

共服务能力和效率的新路子。

据《赤峰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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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

日前公布了 2020 年第二批全国名特

优新农产品名录，292 个产品符合收

集登录要求，正式纳入“全国名特优新

农产品”名录，并核发全国名特优新农

产品证书。其中，巴彦淖尔市的“磴口

肉苁蓉、磴口华莱士、杭锦后旗甜

瓜、三道桥西瓜、杭锦后旗早酥梨、

杭锦后旗小麦、杭锦后旗肉牛、临

河葵花籽、临河巴美肉羊、临河封缸

肉、临河黄河鲤鱼、明安谷米、黑柳子

白梨脆甜瓜、瓦窑滩西瓜、乌拉特前旗

小麦、乌梁素海鲫鱼、乌拉特后旗铁棍

山药、乌拉特后旗戈壁红驼肉、乌加河

甜瓜、石哈河小麦粉、乌拉特牛肉、五

原葵花籽、五原蜜瓜、五原羊肉”共计

24 个农产品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

品名录。

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是指在特

定区域内生产、具备一定生产规模和

商品量、具有显著地域特征和独特营

养品质特色、有稳定的供应量和消费

市场、公众认知度和美誉度高并经农

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登录公

告和核发证书的农产品。

据悉，为贯彻落实质量兴农、绿色

兴农和品牌强农战略，推进农产品质

量提升，培育地方特色农产品品牌，促

进区域优势农业产业发展，根据中编

办和农业农村部赋予的职责任务，农

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在原农

业部优质农产品开发服务中心“全国

名特优新农产品目录”的基础上，决定

从 2018 年开始探索开展全国名特优

新农产品名录收集登录工作，大力培

育农业农村品牌；依托优势企业、农民

合作社联合社和行业协会打造区域特

色品牌，改造提升传统名优品牌，把地

方土特产和小品种做成带动农民增收

的大产业。

到目前为止，巴彦淖尔市共有 33

个农产品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

录。

来源：内蒙古农牧厅

近日，赤峰市克什克腾旗芝瑞

镇兴华村投资 150万元的 7栋日光

温室大棚建成投入使用，种植了草

莓、油蟠桃和绿叶蔬菜，目前长势良

好。

技术人员根据区域气候条件，

设计出适宜当地生产的“日光温

室”，使设施作物能够在冬季正常生

长，产量高，效益好；同时，栽培技术

不断提高，相继推广了膜下暗灌、穴

盘育苗等配套技术，提高了生产能

力。

日光温室大棚采取“党支部 +

承包企业+集体经济组织”的经营

模式，将同入驻兴华村范围内的企

业、政府、学校食堂签订蔬菜供应合

同，成为订单化果蔬供应基地，实现

产品销售本地化。首批种植的草莓

预计明年 2月可以采摘，春节期间

大量上市，为小村庄增添浓浓的节

日色彩。

村集体以每个温室 2.5 万元的

价格进行出租，年可获得租金收入

17.5 万元，将每年总收入的 10%用

来扶持村 12 户 23 人贫困户生产生

活。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可以个人

或合伙儿租赁大棚，单栋高标准温

室大棚年产蔬菜 2万公斤，按平均

每公斤 3.5 元计算，年产值 7 万元。

去除成本、租金及生产经营性支出

年每栋大棚纯收入可达 1.5 万

元，7 栋大棚可使承包企业或经

营农户年纯收入 10.5 万元，收

益非常可观。

大棚管理者贺军脸上洋溢着幸

福的微笑：“我们老两口，管理着大

棚，除草、施肥、浇水，等等，活儿不

多，都有技术人员指导，村里每年给

我们 4万块钱，我们的生活也奔小

康了……”

日光温室大棚这样的设施农业

不但能够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

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而且激发

了贫困户脱贫致富的内生的动力，

增强了学习的积极性，增强了脱贫

致富的信心和决心。

来源：克什克腾旗芝瑞镇人民

政府 王岩

前不久，在北京国际饭店举行的

“2020第 105届美国巴拿马太平洋万

国（国际）博览会（中国区）颁奖盛典”

上，锡林郭勒盟白音锡勒粮油公司生

产的“白音锡勒牧场”牌有机小麦粉荣

获金奖。

白音锡勒牧场面粉加工业始于

1968 年，最初为畜力研磨，面粉生产

秉承绿色纯天然、有机无添加的工艺

标准和经营理念，在 2016 年建成石磨

低速低温精加工生产线，所产面粉保

留面粉纯正原味、浓郁麦香，各项质量

指标均达到国际标准，现已成为内蒙

古自治区范围内设备先进、工艺独特

的有机面粉生产企业。

近年来，白音锡勒牧场致力于打

造具有国营农牧场特色的农产品，在

土壤无污染、水源无污染、空气无污染

的环境下，充分利用 8万亩有机耕地，

采用地块轮歇、条田轮作的方式，经田

间绿色管道，有机科学种田，生产出优

质小麦原粮。

其后，再由牧场粮油有限责任公

司悉心精细加工，不添加任何添加

剂，加工生产出的“白音锡勒牧场”

牌有机小麦粉，已取得南京国环和

欧盟有机认证证书。该产品天然绿

色，健康营养，成为广大消费者信得过

的优质产品。

此次，“白音锡勒牧场”牌有机小

麦粉荣膺 2020 美国巴拿马太平洋万

国(国际)博览会金奖,不仅为自治区绿

色农畜产品开拓市场增添动力, 也为

民族地区品牌的国际化发展增添了一

抹亮色。白音锡勒牧场党委副书记、场

长田聪君说：“‘白音锡勒牧场’牌有机

小麦粉获此殊荣，是国内有机面粉首

次获得这个奖项。今后我们将进一步

加强规模化、品牌化、高质量发展，不

断打响绿色品牌，把优质特色农产品

推向高端市场，把品牌效益转化为经

济效益。”

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始于

1915 年，博览会奖项被称为世界三大

奖项之一(科技界诺贝尔奖、影视界奥

斯卡奖、工商界巴拿马奖)，百年来盛

誉不衰，得到了各国各界的普遍认可。

本届博览会和颁奖盛典，由美国巴拿

马万国博览会组委会主办，美国巴拿

马万国博览会组委会北京代表处承

办。

来源：锡盟农牧业信息中心

今年以来，四子王旗积极贯彻落

实中央、自治区、市农牧业工作部署，

锁定市、旗下达目标任务，坚持以农牧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进农牧

和科技发展改革，扎实开展农牧产业

脱贫，各项惠农政策落实到位。

1. 马铃薯脱毒种薯补贴落实方

面：为进一步优化我旗马铃薯品种结

构，提高脱毒种薯应用率和新品种覆

盖率，促进该旗马铃薯产业稳定发展

和农民持续增收，2020 年该旗继续实

施马铃薯脱毒种薯补贴政策，今年全

旗马铃薯脱毒种薯补贴面积共 24 万

亩，补贴资金共 4104.5017 万元。其中

原原种共 6151.9 万粒，面积 1.42 万

亩；原种共 38265.98 吨，面积 22.58

万亩。品种以冀张薯 12号为主，共购

入 17310 吨，占总购种量的 48.9%；参

与供种企业 32家。

2. 大豆玉米生产者补贴落实方

面：为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惠

农惠民政策部署，积极推进国家关于

在“镰刀湾”地区调整种植结构的相关

要求，建立玉米、大豆生产者补贴制

度，加快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改革，在

新形势下运用财政补贴手段保障农民

种粮合理收益，提高农业发展的质量

和效益。2020年全旗大豆种植面积落

实 2082亩，补贴资金共 38.81 万元；

玉米种植面积落实了 35.77 万亩，补

贴资金共 1705.88 万元。

3. 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落实方面：

为切实加强全旗农业生态资源保护，

自觉提升耕地地力，夯实粮食生产基

础，促进该旗现代农业绿色高质量发

展。2020年全旗耕地地力保护补贴面

积落实 196.87 万亩，补贴资金共

7132.26 万元。

4.生态奖补补贴落实方面：通过

政策引导和奖励补助，调动广大农牧

民保护与建设草原的积极性，从而推

进草原保护制度的落实，2020 年全旗

落实生态奖补资金共 15241.99 万元。

5. 土地流转政策落实方面：2020

年与四子王旗农兴土地流转交易有限

公司严格按照流转土地招投标的规

则，对全部流转土地进行了招标，共完

成供济堂镇、库伦图镇的 275047亩流

转土地的招标工作，涉及两个镇 21个

行政村。2020年全旗共落实土地流转

补贴资金 2780.85 万元。

来源：内蒙古农牧厅

今年以来，凉城县农牧和科

技局高度重视玉米、大豆、马铃

薯生产者补贴工作，年初制定了

《凉城县玉米、大豆、马铃薯生产

者补贴资金实施方案》，明确了

工作重点、保障措施等，召集

各乡镇分管领导、农业站长召

开会议，专门布置该项工作，

并抽组专人抽查核实三项作物

种植面积，确保了该项工作顺利

实施。

2020 年，全县玉米完成种

植面积 270093.54 亩，补贴标准

47.695 元 / 亩 ， 补 贴 金 额

1288.2142 万元；大豆完成种植

面积 141381.37 亩，补贴标准

186.4 元 / 亩 ， 补 贴 金 额

2635.3488 万元；马铃薯原原种

完成任务 11 亩，补贴标准 200

元 / 亩，补贴金额 2200 元，原种

完成任务 3452.85 亩 、297.37

吨，补贴标准为 1 元 / 公斤，补

贴金额 29.7348 万元（两项共计

29.9548 万元）；目前，各乡镇正

在上报清册，由农、财两家负责

审核，审核后以“一卡通”形式支

付种植户（生产者）。

来源：内蒙古农牧厅

迎着冬日的暖阳，沿着平坦

的水泥路，笔者驱车驶进十二吐

乡西山根村，只见一幢幢花园式

住宅整齐排列，一座座设施大棚

连串成片，一处处养殖小区规范

有序，一片片光伏电板熠熠生

辉……村部的大喇叭里不时传

出一首首优美动听的幸福之歌。

西山根村位于林西县城南

10 公里处，总面积 32平方公里，

下辖 7 个村民组，是典型的贫困

村。2016 年，西山根村针对无支

柱产业、群众增收难、集体经济

弱的实际，积极调整思路，通过

调结构、促增收，兴产业、促发

展，多方位开辟增收渠道，使村

民收入稳步增长、村级集体经济

成倍增长，走出了一条“产业牵

动型”集体经济发展新路。

“移民搬迁就是好，幸福生

活从此有，产业助我来发展，跟

着党走错不了。”这首打油诗是

村民孟显有搬进新居后即兴而

作。孟显有曾是西山根村贫困

户，这两年通过“易地搬迁 +”项

目和产业扶贫政策种植西红柿，

日子越过越红火，钱袋子越来越

鼓，生产生活条件有了极大改

善。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

2016 年，该村建成占地 60 亩的

幸福院一处，安置全乡各行政村

易地搬迁贫困户 50 户 106 人，

新建住房 25 栋、2200 平方米，

配套建设便民文体活动室、超

市、浴池等。幸福院采取集体供

暖，道路硬化 6520 平方米，绿化

10360 平方米。发展光伏、设施

农业、经济林等产业，推行“易地

搬迁 +”模式。投资 70 万元，安

装屋顶光伏 62.5 千瓦，全院年人

均收入 650元。投资 72万元，新

建日光温室 4栋 18 亩、经济林

25 亩，由村和幸福院共同管理经

营大棚，全院年人均收入 1550

元。每人每年在产业上收入

2200 元，部分有劳动能力的院

民还可就近在扶贫产业园区务

工以及通过保洁、绿化等公益岗

年收入 3000 元至 10000 元，从

而保证贫困户搬得进、稳得住、

能致富。

村民郭春林因患有股骨头

坏死和心脏病被认定为贫困户，

享受健康扶贫政策，治疗后身体

逐渐康复。村里考虑他行动不

便，为他安排了公益性岗位，使

他脱了贫。

“没有产业支撑的脱贫没有

基础，不激发贫困群众内生动力

的脱贫不牢固，因此在脱贫攻坚

中要更加注重志智双扶，只有产

业发展兴旺才能成为脱贫攻坚

的坚强保证。”西山根村党总支

书记、村委会主任刘占林说。

近年来，西山根村立足实

际，积极发展养殖业和种植业。

以五、六村民组为基地，养殖基

础母牛、肉牛，全村现有养殖户

71 户。2019年，全村基础母牛、

肉牛存栏近 4000 头，年出栏

7000 头，产值近 1 亿元。今年

初，该村投资 3200 万元建设一

处肉牛养殖小区，流转土地 440

亩，一次性收取 20 年土地流转

费 440 万元，现已全部发放到村

民手中。该项目已于 10 月中旬

建成并投入使用，将分散的 93

户养殖户全部集中进来，扩大了

养殖规模，预计年可出栏肉牛 1

万头，产值 1.2 亿元。

此外，西山根村还以达康脱

贫产业园为依托，以 一、二、三、

四村民小组为主发展种植业。该

村抓住林西县“5531”产业扶贫

工程的有利契机，2016 年至

2020 年，以每亩 400 元至 600

元的价格完成土地流转近 7000

亩。大力发展设施农业，开发建

设蔬菜大棚 1000 个，现已全部

投入使用，每个暖棚年收益 4万

余元。全村 70%的村民享受到土

地红利，其中 69 户贫困户流转

土地 400亩，每年收入 19 万元。

部分村民或买或租经营暖棚、冷

棚，当上了新型产业农民，其中 6

户贫困户发展成为富裕户，年收

入 15 至 50 万元，真正实现了

“一个棚脱贫、两个棚致富”的目

标。

走进产业园，种植户耿立伟

和家人在侍弄大棚。“我前几年

一直在外打工，每天辛苦工作，

一年到头也就剩几千块钱。自村

里建了暖棚，我就回来了，抱着

试试看的态度先种了两个棚，第

一年纯收入 7 万元，第二年我又

种了 6个棚，收入十分可观，日

子一年比一年强，现在年收入 50

万元左右。”返乡创业的耿立伟

说起自己的致富经，喜悦之情溢

于言表。

全村有近 400 人常年在产

业园里打工，每年劳务收入 600

多万元，年人均收入 1.5 万元以

上，40户贫困户通过在暖棚务工

脱了贫。“我每个月收入 3000多

块钱，不但挣着钱还学着技术，

今年我把技术学好，明年我就可

以自己种大棚了，收入会更高。”

在这打工的岳桂琴信心满满地

说。

为满足农民群众日益增长

的精神文化需求，西山根村还大

力发展文化事业。目前，已建立

文体活动中心、文化活动室、党

员教育基地、法治教育广场以及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各一处，每年

开展活动 100 余次，参与人数近

3000 人。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

活动，组建了一支文化体育志

愿服务队，经常性开展秧歌大

赛、广场舞表演等，极大地丰

富了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

活。通过各种健康向上、丰富

多彩的文体活动，进一步凝聚人

心、激发干劲，使西山根村成为

思想道德教育的阵地和精神文

明建设的窗口。

据《赤峰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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