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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YE产业

12 月 2 日，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毫

沁营镇塔利园区内，工作人员正在查看

蝴蝶兰长势。内蒙古丽翚苗木种植有限

公司以培育生产蝴蝶兰种苗、成品为

主，现有高标准日光温室 20 栋，是我

区规模最大的蝴蝶兰种植基地，品种包

括草原红、光芒四射、满天红、绿如意

等，年生产蝴蝶兰成品花 30 万株，产

品远销北京、上海、广州等市场。目前，

种植基地吸纳周边塔利村、讨思浩村等

百余村民就业，通过花卉产业带领村民

增收致富。 据人民网

记者从内蒙古自治区农牧厅获

悉，按照国家东北黑土地保护性耕

作行动计划要求，内蒙古自治区在

呼伦贝尔市、兴安盟、通辽市、赤峰

市实施保护性耕作，力争到 2025

年，保护性耕作实施面积达到 2950

万亩，占内蒙古东部四盟市适宜区

域耕地总面积的 70％左右。

据了解，保护性耕作是一项能

够实现作物稳产高产与生态环境保

护双赢的可持续发展农业技术，其

核心要求是在不翻耕土壤、地表有

秸秆覆盖情况下进行免（少）耕播

种，具有防治农田扬尘和水土流失、

蓄水保墒、培肥地力、节本增效、减

少秸秆焚烧和温室气体排放等作

用。内蒙古主推“秸秆全量覆盖＋免

（少）耕”和“秸秆部分覆盖＋免（少）

耕”两种技术模式。

为把黑土地保护性耕作行动作

为稳定粮食生产的重点工作，内蒙

古制定了《内蒙古自治区黑土地保

护性耕作行动方案（2020-2025

年）》和《内蒙古自治区 2020年黑土

地保护性耕作推进行动实施方案》，

明确实施保护性耕作的任务目标、

技术模式、作业质量、补助标准等。

在各项政策措施的推动下，今年，全

区 1207 个农机服务组织参与了保

护性耕作作业，投入免耕播种机

3355 台（套），服务农户达到 3.2 万

户，完成免（少）耕播种作业 758.93

万亩，超额完成农业农村部下达的

700万亩年度任务。

内蒙古自治区农牧厅相关负责

人表示，从监测情况看，保护性耕作

农田出苗率普遍在 95％以上，高于

传统农田，且苗齐苗壮，亩可节约成

本 40元 -60元。

据《农民日报》

近日，第十八届中国国际农产品

交易会(以下简称“中国农交会”)暨第

二十届中国西部(重庆)国际农产品交

易会重庆国际博览中心隆重开幕。“兴

安盟大米”“兴安盟牛肉”“兴安盟羊

肉”等优质绿色农畜产品亮相山城重

庆。

在市场化展区，兴安盟大米吸引

了众多客商闻名而来，争相够买，本次

兴安盟优选 11 家兴安盟大米企业参

展，让兴安盟大米香飘山城，集中展示

兴安盟农牧业品牌建设新成就。

在扶贫展区，兴安盟展位人头攒

动。“兴安盟牛肉”格外香！阵阵的煎牛

肉香味吸引着众多重庆市民闻香而

来，争相品尝兴安盟牛肉。兴安盟集合

了 4大类 13家企业 78种产品参展扶

贫展区，突出展示兴安盟产业扶贫新

举措，决胜脱贫攻坚新成就。

本次展会，兴安盟将围绕本届农

交会主题，突出兴安盟农牧业品牌建

设、扶贫政策措施、农村牧区人居环境

治理成果、地理标志农产品建设新成

就。

本次展会还同时举办脱贫地区特

色产业可持续发展论坛、3 场全国农

业企业品牌推介专场活动、数字乡村

发展论坛、农业投资风险与社会资本

支持“三农”发展论坛、全国农产品地

理标志品牌推介会等系列重点活动。

兴安盟认真学习全国各地好经验、好

做法，为兴安盟“三农三牧”工作再创

新佳绩。

来源：兴安盟农牧业信息中心

近日，记者从赤峰市农牧局获

悉，农业农村部日前发布了第十批全

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公示榜单，宁

城县大城子镇瓦南村和克什克腾旗宇

宙地镇名列其中。

据了解，按照农业农村部发布的

相关通知要求，申报全国“一村一品”

的示范村镇需要具备主导产业突出、

融合趋势明显、品牌知名度高等条件。

经过严格的审核把关，全国共计评选

出 423 个村镇向社会进行公示。

宁城县大城子镇瓦南村耕地面积

7600 余亩，其中番茄温室大棚 5200

亩，人均大棚面积 1.41 亩。番茄种植

是瓦南村的主导产业，番茄产业收入

占农业经济总收入的七成以上。该村

从事番茄产业的农户有 380 户，人均

纯收入 1.88 万元。瓦南村的番茄通过

合作社和全国各地的客商，产品远销

京津冀、长三角等地区，现已成为北京

大洋路、上海江桥等市场的免检蔬菜

供应基地。

仿野生中草药材是宇宙地镇特色

主导产业。全镇中草药材种植规模已

达到 3 万亩，种植品种包括黄芪、防

风、甘草、赤芍、苍术等。“克旗黄芪”被

国家农业农村部认定为国家地理标识

认证产品，基地所产黄芪获全国中药

材基地共建共享联盟“三无一全”（无

硫加工、无黄曲霉素污染、无公害、全

程可追溯）优质认证。去年，全镇销售

中蒙药材 8000 吨，产值 2.8 亿元。利

用燕山山脉、黄岗梁山脉独特的自然

资源优势，宇宙地镇正在打造我国北

方“仿野生药材之乡”。

另悉，在前九批全国“一村一品”

示范村镇评选中，赤峰市喀喇沁旗王

爷府镇、林西县新城子镇七合堂村、巴

林左旗十三敖包镇房身村等 10 个村

镇成功入选。 据《赤峰日报》

近日，由农业农村部、重庆市人民政

府共同举办的第十八届中国国际农产品

交易会在重庆市开幕。

赤峰市农牧局组织全市 20 家企业

在品牌展区、地理标志展区、扶贫展区参

展，展品涉及杂粮、肉类、特色产品等三

大类共 30多个品种，“赤峰小米”、“牛家

营子桔梗”、草原兴发等绿色农畜产品在

交易会上精彩亮相。

本届交易会赤峰展区实现现场意向

金额 2350万元。作为自治区区域公用品

牌之一的“赤峰小米”，在重庆首次亮相

便闪耀山城，受到大中型采购商、经销商

的青睐，以独具特色的产品品质荣获本

次交易会最受欢迎农产品称号。

林西县恒丰粮油加工有限责任公

司与威海家家悦、青岛利客来、湖北

好邻居等 10 多家全国大型超市成功

对接，并与来自全国各地的 26 家区

域批发商、社区门店、食品加工厂达成合

作意向。

据《赤峰日报》

准格尔旗高原露林果产业化联合

体成立于 2018 年 7 月 13 日，由内蒙

古高原杏仁露有限公司牵头发起，联

合准格尔旗境内的林果类加工和销售

企业、合作社、家庭农牧场等 20 家独

立经营单位组建而成。联合体以市场

为导向，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以科

技进步为支撑，优化组合生产要素配

置，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实行区域化布

局、专业化生产、一体化经营、社会化

服务、企业化管理。形成以龙头带基

地、基地连农户，集种植、加工为基础，

产、供、销、为一体的经济管理体制和

运行机制，积极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

深度融合发展。核心龙头企业年销售

收入可达到 9600 余万元，带动农户

980 余户, 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 15

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其它企业年销

售收入可达 1700 余万元，带动农户

400 余户；家庭农牧场年销售收入可

达 60余万元，带动农户 30余户。

联合体内经营主体销售收入可达

1 亿余元，农产品销售收入占比

100%，农民平均收入 3658 元，每户超

1050元，个别达到 21000元以上。带

动建档贫困户 12 户，每户收入 6800

元。建立品种采摘示范园 5个，推动了

准格尔旗农牧业产业化的发展。

2020 年依托专业种植大户、家庭

农场、合作社和村集体经济建设 5个

杏品种改良示范抚育基地、5 家集烘

干、仓储为一体的农产品初加工基地，

为两家加工企业提供充足、优质的生

产原料。再用 5年时间对龙头企业的

四条生产线进行升级改造，使其产能

达到 50000 吨，产值 3.5 亿元，消化吸

收联合体内各成员及基地原料。年定

单收购联合体内各成员单位初加工产

品将达到 2000 吨，带动农户增加

5000元。 来源：内蒙古农牧厅

随着乡村振兴工作不断深入

开展，敖汉旗兴隆洼镇立足资源

和政策优势，不断调整、优化农

业产业结构，积极探索中药材种

植产业，把发展中药材种植作为

推进乡村振兴的主要产业来抓，

打造“一村一品”新名片，拓宽农

民增收致富渠道，带动农村经济

稳步发展。

近年来，兴隆洼镇在明晰中

药材产业发展思路的同时，做到

政策到位、资金保障到位。为激

励更多的农户积极主动的参与

进来，设立专项中草药种植业补

贴，通过孙树臣等中草药种植合

作社的规模化种植加大了中药

材的试验示范和推广力度。

因地制宜种植了桔梗、牛

膝、防风、北沙参等中药材品种，

通过土地流转按照 700 元 / 亩

提前预支给农户，并优先为周边

农民提供用工岗位，在增加农民

收入的同时也实现了中草药的

集中连片种植。采取“合作社 +

基地”的模式，引导中药材种植

成为村级合作社的主导产业，集

中力量抓点进行，做到发展一

片、成功一片、见效一片、带动一

片。

截至目前，全镇共种植中草

药 1200亩，覆盖农户 140 户，其

中建档立卡贫困户 30 余户。下

一步兴隆洼镇将积极探索，总结

经验，加大周边辐射效应，逐步

推广中药材种植规模化、标准

化，打破传统农作物种植产业格

局，最大程度让群众受益。

来源：内蒙古农牧厅

包头市固阳县怀朔镇二约地

村集体流转土地 3200 亩，分别

种植向日葵、荞麦、菜籽，农作物

主要生产环节均由农机合作社

承担，实行全程机械化作业。通

过采用统一品种、统一种植模

式、统一田间管理、统一收获的

方式，开展标准化经营，规模化

生产。

流转土地集中使用农机农

艺新技术、新机具，促进了科技

成果的推广应用，在良种、良法、

良田、良机集成应用的过程中，

带动了“一控两减”（控制用水

量、减少化肥使用量、减少农药

使用量）的实施，推动了现代农

业可持续发展。

农机合作社通过开展专业

化、社会化、全程化的服务，实现

了资源、技术等生产要素的合理

配置，充分提高了土地规模化经

营效益，开展农机社会化服务是

探索小农经济下的农业现代化

发展的有效路径。

来源：内蒙古农牧厅

提到虫草，很多人会想到冬

虫夏草，却不知道北虫草。北虫

草在上世纪 80 年代被发现，饲

养难度很大、存活率低，可食用，

具有药用价值。但一些人工培植

的药用北虫草菌味过重，让很多

人望而止步。不过，位于赤峰市

元宝山区南庙村的内蒙古嘉致

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培植的北虫

草，就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

并带动了当地村民致富的步伐。

透过嘉致农业培植间的观

察玻璃一眼望去，屋内满是排列

整齐的置物架，每层置物架上都

装有蓝色的照明灯带，一个个放

置在架子上的透明塑料盒子底

部都有一些淡黄色的东西，这就

是正在培植生长的北虫草。

2019 年 4 月，嘉致农业与

中国社会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签订了技术服务合作协议，同年

9月进入北虫草试生产阶段。目

前，嘉致农业已经掌握北虫草优

质菌种母种活化、液体菌种制备

技术及北虫草工厂化生产技术。

“我们的北虫草是以燕麦、

新西兰进口奶粉为主要基质培

植的，加奶粉的目的就是降低北

虫草过重的菌味，更符合大众的

口味。”嘉致农业负责人刘桂峰

介绍说。

现在，嘉致农业与浙江深加

工企业达成意向产品供销协议

并已定期供货。在嘉致农业北虫

草试生产前夕，元宝山区南庙村

投入扶贫资金 50 万元，帮助嘉

致农业采购北虫草工厂化种植

设备洗筐机、灭菌柜、蒸汽发生

器、热风循环烘箱、装料机各一

台。这些固定资产归南庙村集体

所有，嘉致农业按照产业项目资

产收益金不低于财政专项扶贫

资金投入 8％的标准，扶持南庙

村建档立卡贫困户。今年 4 月，

嘉致农业投入 4 万元资产收益

金帮助南庙村村民高淑华、孟庆

海、潘雷等 6户 24 人发展庭院

养殖。据了解，下一步，嘉致农业

将采用“公司 +基地 +农户”的

生产方式，利用生产标准化示范

基地，带动周边农户共同致富。

据《赤峰日报》

寒冬飞出致富“蝶”

内蒙古计划实施保护性耕作近 3000 万亩

赤峰市两地入选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公示榜

“兴安盟大米”“兴安盟牛肉”等优质绿色农畜产品
亮相第十八届中国国际农交会

生态建设绿色发展———高原露林果产业联合体典型案例

“赤峰小米”
荣获最受欢迎农产品称号

农机社会化服务
促进村集体经济发展

敖汉旗兴隆洼镇

千亩中药材种植助力乡村振兴

带动致富的北虫草

为切实提升大数据实战应

用能力，深化公安大数据整体运

用水平，提高大数据在实战中的

效能，赤峰市宁城县公安局警支

大队于近日成立培训组，以“面对

面”上门培训的方式对实战单位

应用公安大数据进行作战单元

独立培训，并对各单位开通大数

据平台应用情况进行实地督导。

通过“一对一”上门培训，有效提升

了实战单位对公安大数据平台的熟

悉度和应用度，解决了办案单位

在大数据平台实战应用中遇到

的各类问题。 李青松 杨鹏宇

为切实提升全局信息化基

础建设、智能化应用水平，提高

公安工作效能，赤峰市宁城县公

安局警支大队保持战略定力，持

续发力推动大数据智能化建设

纵深发展。自警务机构改革开

始，宁城县公安局规划建设了集

数据侦查、情报研判、视频侦查、

电子物证勘验、互联网监控等功

能于一体的大数据研判中心，以

“北疆云·智慧公安”建设为契

机，将大数据平台和具体业务紧

密衔接，使数据侦查为警务实战

发挥重要作用。 李青松 杨鹏宇

赤峰市宁城县公安局警支大队
组织开展公安大数据应用培训工作

强力推进公安大数据应用建设
提升公安工作核心战斗力

赤峰市宁城县公安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