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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绿意满目、生机盎然的时节

里，扎赉特旗巴彦乌兰苏木吉日嘎岱

嘎查村部热闹非凡，来自全村 38名贫

困群众围在助农志愿者周围，有条不

紊的领取玉米饲料，现场称重发放，签

字领取，欢笑声、感谢声此起彼伏。

巴彦乌兰苏木地处扎赉特旗西北

端，主导产业以畜牧业为主，草畜平衡

发展是畜牧业产业健康发展的前置条

件，今年受疫情影响和生态保护力度

的不断增加，贫困户到户产业牲畜养

殖数量增长导致饲草料供应不足，巴

彦乌兰苏木助农志愿服务队为切实保

障贫困户的牲畜养殖产业的健康发

展，为贫困户免费发放玉米饲料，解决

其牲畜饲养的燃眉之急。

在饲料发放现场，吉日嘎岱嘎查

村民罗迎春从志愿者手中接过一大袋

玉米饲料，展露出喜悦的笑容，他高兴

地说:“从现在到入秋青贮下来，家中

10头牛的口粮有保障了，再也不用发

愁了。”对于罗迎春来说，家中的牛可

是他心里的“宝贝疙瘩”，最近几个月

他特别忧心，每天喂牛都开始“精打细

算”起来，生怕到青贮没有下来的时

候，牛就没有口粮，自打助农服务队开

始统计所需饲料开始，罗迎春心里的

石头落了地，心中有了底。

巴彦乌兰苏木助农志愿服务队队

长罗宝宽介绍:“按照贫困户的需求，

助农志愿服务队已深入各嘎查将 33

吨，545 袋玉米饲料全部发放到贫困

户的手中，保障贫困户牲畜产业健康

发展。”巴彦乌兰苏木助农志愿服务队

免费发放玉米饲料对于贫困户来说无

疑是“雪中送炭”，让牲畜养殖无后顾

之忧，将“免费饲料”变成贫困户的“解

忧供给”。 齐美萍 田华

近日，呼和浩特市园艺科技试验

中心蔬菜室的三名技术干部到中心示

范园区试验温室内进行业务技能实

践，对生物菌肥试验甜瓜植株进行第

一次掐尖打叉、剪蔓整枝具体实操作

业。

在这次剪蔓整枝过程中，专业技

术干部严格按照甜瓜主要栽培技

术及管理措施，认真细致地剪除主

枝侧蔓上的子蔓，每株甜瓜植株上

挑选两条生长旺盛的子蔓（生长旺

盛的子蔓一般是指有 6 片叶以上

的枝条）开始留瓜，从第 6 片叶至

10 片叶，叶间长出的子蔓上留瓜，

采取一个侧蔓留一个瓜的管理办

法。在幼瓜后面留一片叶，将其他

叶片和子蔓生长点一起剪掉，根据

甜瓜植株长势强弱，确定留瓜的位

置，留 2 个健壮的子蔓，6 片叶子

之内，把匍匐茎摘除，枝杈打掉，6 片

叶子以上留瓜，分别吊秧上架。把长势

弱的甜瓜植株枝条剪掉，待植株子蔓

长到 5-6叶留孙蔓。

呼和浩特市园艺科技试验中心蔬

菜室的技术干部通过这次对试验田甜

瓜生长期株苗进行掐顶打叉整枝，起

到了促进瓜苗前期生长发育，加快雌

花出现，从而有利于甜瓜早坐果，早膨

瓜。技术人员通过亲自劳作不仅提高

业务技能，同时也锻炼了吃苦耐劳的

工作作风。

来源：内蒙古农牧厅

连日来，呼伦贝尔农垦集团

上库力农场随处可见繁忙有序

的春播生产场景，全场 1300 余

名干部职工全力以赴，确保春播

生产平稳有序进行。

今年，该场继续优化调整种

植结构，增加莜麦、甜菜种植面

积，促进粮、油、草等多元产业协

调发展；继续做好油菜、甜菜等

作物绿色认证工作，加快绿色农

业发展步伐；依托现代农业信息

中心“耕云”平台，在作业机车上

安装智能终端，实时智能获取作

业数据，稳步推进智慧农业；加

快水利设备检修和蓄水池蓄水

工作，已完成节水灌溉面积 17.7

万亩，约达到全场总播种面积的

三分之一，为夺取全年粮食丰产

丰收奠定基础。

来源：内蒙古农牧厅

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积极引

导黄河沿线村民调整当地农业种植

结构，发展玫瑰花种植产业，促进村

民增收致富。近日，在乌拉特前旗乌

拉山镇蓿亥村农贸合作社玫瑰花种

植基地里，二十多位农民正在忙着

种植玫瑰花苗，大家分工协作，有的

挖坑、有的放苗，现场一片繁忙的景

象。

蓿亥村农贸合作社员工李旭高

兴地说：“种植玫瑰可以改善当地的

土壤结构，在合作社的示范引领之

下，周边的村民种植每年增加收入

4000—5000 元，另外，工厂建在蓿

亥村之后，还可以为当地村民增加

一部分就业岗位。我们从 4月 22号

开始种植，到现在已经种了 100 多

亩。”乌拉山镇蓿亥村紧靠黄河，土

地盐碱化严重，种植结构单一，人均

年收入不足一万元。为了提高当地

村民收入，今年，蓿亥村农贸合作社

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以调整产业结

构、发展新经济为方向，通过“公司

+基地 + 共享农庄 +农民专业合作

社 +农户”的发展新模式，在蓿亥村

种植 500多亩玫瑰，计划三年内打

造一个集聚产业功能与产品加工为

一体的特色旅游基地，形成生态农

业休闲观光产业链，探索一条村、

企、民合作共赢的新路子。

据了解，此前，乌拉特前旗蓿亥

滩国营林场就充分利用黄河滩地资

源发展花产业，流转 2000 亩土地

种植玫瑰，建设盐碱地玫瑰产业示

范基地，打造黄河沿岸经济林长廊。

玫瑰花除了具有观赏价值以外，还

具有疏肝开郁、理气活血以及美容

养颜的功效。种植后，玫瑰花三年可

达盛产期，每亩收益预计可达 4000

元左右。“通过这个基地我们还将引

进后续建设，引导我们的职工和种

植大户转产增效。”乌拉特前旗蓿亥

滩国营林场场长张海亮如是说。

来源：内蒙古农牧厅

5 月 18 日，包头市农业技术推广

中心主任吴玉峰带领技术人员参加了

巴彦淖尔市乌拉特中旗举办的“万

亩绿色辣椒产业标准化全程托管

服务现场会”。现场主要展示了辣

椒机械化种植、半机械化种植以及

人工种植 3 种种植模式。同时，还示范

了 2种无人植保机械群防群治的防治

模式。

现场待种辣椒全部为加工品种，

选用的品种为东方红 1号、5号。全机

械栽培每天可栽种 20亩左右，株距控

制在 28 厘米左右，大行距控制在 1

米。与人工栽种以及半机械化栽种相

比，不论是人工使用量、还是栽种速度

方面都远远优于其他两种方式。

与会期间，吴玉峰主任一行就辣

椒机械化种植机械使用模式、适应性、

种肥品种、用量等进行了详细了解，并

与技术人员进行了沟通、交流。会后，

吴玉峰主任与农科院、局设施科、种植

业科相关领导分别就机械规模化、标

准化种植辣椒意义进行了讨论和分

析。

通过此次考察，参会人员充分感

受到机械化、规模化种植给蔬菜生产

带来的巨大红利。同时也了解到施肥、

埋管、定植一体成型技术的优势，不但

可以减少人工投入，还可以大幅度降

低肥料和水的用量，真正实现减量增

效。辣椒产业标准化全程托管服务的

经营模式对于包头市蔬菜生产、经营

模式创新有较多借鉴之处，我中心将

以此次现场会为契机，推广该模式在

市蔬菜种植领域的应用。

来源：包头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近日，内蒙古星连星牧业（集团）

有限公司迁址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暨

上市启动仪式举行。

据了解，星连星牧业公司成立于

2015 年，依托先进的管理经验和资

本，企业规模不断扩大，现拥有呼和浩

特、巴彦淖尔等地区十五家现代化、成

规模的牧场和 2.6 万头奶牛。迁址后，

企业将以杭锦后旗为主战场，计划在

该市增加 3 万—5 万头奶牛养殖规

模。

2019 年下半年，巴彦淖尔市启动

并开展了“资本招商”系列活动，目前

已取得初步成效。星连星牧业迁址杭

锦后旗，是继北京天衡医疗迁址乌拉

特前旗后，巴彦淖尔市精准对接优质

龙头拟上市企业的又一成功典范。从

4 月 18 日市与企业接触，到正式迁址

历时不到一个月，跑出了“深圳速度”

和“深圳质量”。据悉，企业将力争在今

年年底前完成上市申报，明年成功敲

响上市的钟声，通过资本市场，进一步

做大做强。

来源：河套微传媒

日前，乌兰察布市·伊利集

团草原生态乳业一体化高质量

发展项目暨凉城县 10 万头奶牛

生态养殖示范园区开工仪式在

凉城县举行。

北疆初夏，风暖昼长，正是

奋进好时节。看岱海湖畔，绿柳

新桃的映衬下，一台台轰鸣的机

器在回暖的大地上穿梭，正为

“奶产业”这篇“大文章”添上浓

墨重彩的笔画。

乌兰察布市·伊利集团草原

生态乳业一体化高质量发展项

目暨凉城县 10万头奶牛生态养

殖示范园区开工，吹响了乌兰察

布奶业振兴的“冲锋号”，开启了

我市奶业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

征程。

近年来，乌兰察布市深入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奶业振兴

的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积极探索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子，

按照中央和自治区部署，优化奶

业生产布局，创新奶业发展方

式，制定了支持奶业发展的优惠

政策，促进全产业链融合发展，

不断提高奶业发展质量效益和

竞争力，取得了一定成效。特别

是凉城县全力推进奶业强县战

略，经过多年的发展，奶业从零

起步，从无到有，实现了超常规、

跨越式发展，逐步建成全市最大

的奶源基地和规模强大的乳品

加工厂，初步形成了大基地、大

龙头、大市场和大品牌的产业体

系，使乳业成为凉城县发展产业

经济的新亮点。

来源：乌兰察布新闻网

近日，呼和浩特市经济作物工作

站与蔬菜技术推广站、赛罕区蔬菜渔

业工作中心科技人员在金河镇舍必崖

广荣合作社温室番茄示范区查看熊蜂

授粉的坐果率，并就轨道车安装要求

地面的平整问题提出了建议，最后悬

挂了示范区标牌。

今年，呼和浩特市经济作物工作

站联合自治区经济作物工作站、赛罕

区蔬菜渔业工作中心，在赛罕区金

河镇舍必崖广荣合作社基地创建

的温室番茄轻简化栽培管理与病

虫害全程绿色防控技术示范区已

初见成效，熊蜂授粉坐果率高；安

装的手智一体模拟放风器使放风

管理智能化、轻简化；轨道遥控运

输车使 180 米长的温室产品运输

方便快捷；番茄植株病虫害发生率

降低 80%以上；温室后墙铺设的防

草布不仅防止了杂草丛生，且美化

了环境。为扩大示范宣传效果，呼

和浩特市经济作物工作站及时悬

挂 8 块大型的示范区宣传牌，集中

展示了示范区集成的先进技术，以

辐射带动周边乃至全市推广应用先进

技术，助推呼和浩特市设施蔬菜高质

量发展。

来源：内蒙古农牧厅

五月，春暖花开，大地披绿。

走进乌兰敖都嘎查，一栋栋新房

拔地而起，一条条四通八达的道

路旁牛羊成群，俨然一幅业兴、

家富、人和的幸福美丽新画卷。

2018 年，乌兰敖都嘎查正式退出

贫困村序列。开展脱贫攻坚工作

前，整个嘎查房屋破旧、道路不

通、土地沙漠化严重、缺少水源、

人口大量外出，是远近闻名的贫

困嘎查。

乌兰敖都嘎查位于翁牛特

旗阿什罕苏木北端，是一个以畜

牧养殖为主的牧业嘎查。嘎查总

面积 35 万亩，其中草牧场 27.8

万亩、耕地 0.73 万亩，家畜年存

栏 2.84 万头只。现有牧户 644

户 1656 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

户 198 户 484 人，目前未脱贫 4

户。

“以前下雨下雪，出门的时

候都要穿水靴。整条出嘎查的路

坑坑洼洼、泥泞不堪，经常要走

一两个小时。”回想起当初的情

景，60多岁的其其格记忆犹新。

2016 年，为了改善乌兰敖都

嘎查落后的基础设施条件，驻村

工作队和嘎查班子多方争取资

金，对路面进行了硬化。目前全

嘎查硬化路超过 23 公里，全面

实现了组组通水泥路。如今出嘎

查只需十多分钟，全嘎查交通条

件得到极大改善。

住房、棚圈建设一直是乌兰

敖都嘎查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没有棚圈，牧区的群众发展养殖

业就受到了限制。自脱贫攻坚工

作开展以来，嘎查利用扶贫资金

帮助贫困户建起了大量新房和棚

圈，为群众发展产业提供了保障。

近年来，除修建道路和房屋

设施外，嘎查还争取项目资金，

完成文化室、卫生室、农家书屋

建设，牧民足不出嘎查就能享受

到优质的文化、卫生服务。

为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在嘎查党支部书记的带领

下，2017 年，投入资金 260 多万

元，建设了宝门银沙海生态旅游

景区。景区集沙漠、湖泊、餐饮、

民族民俗文化为一体，年接待游

客 5000 人次以上，嘎查集体经

济年收入 10 万元以上。通过景

区带动，宝门独贵龙 17 户建档

立卡贫困户 33 人实现稳定脱

贫。

2018年 7 月，乌兰敖都产业

带联合党委正式成立。联合党委

下设属地链、产业链、服务链 3

个党总支链条，融合 16 个有特

色的党支部，通过“相加式”组织

链接，形成以联合党委为核心，

属地链、产业链、服务链 3 个党

总支链条为基础，其他党组织为

结点的网络化体系，构建全方位

引领的大党建格局。2018 年，嘎

查党支部书记苏和巴特尔被评

为“自治区优秀党支部书记”；同

年，嘎查被旗委、政府评为产业

发展“红旗村”；2019 年，嘎查被

推荐为国家级“民族团结进步模

范嘎查”。

物质生活有了改变，嘎查里

还在牧民的精神生活上下足了

功夫。通过开展“最美家庭”示范

户、“美丽乡村”等评选活动，弘

扬文明新风。渐渐地，全体牧民

逐渐养成了好习惯，极大提升了

乡风文明水平。

现在，当你漫步在乌兰敖都

嘎查，纯朴的文明乡风扑面而

来，街巷两侧和房前屋后绿树成

荫，院落整洁，一幅幅描绘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牧区特色

的水墨画跃然墙上，展现了牧民

安稳幸福的生活现状，呈现出干

净整洁的牧区新气象。

来源：《赤峰日报》

呼和浩特市园艺科技试验中心
甜瓜生物菌肥试验进行苗期剪蔓整枝作业

乌拉特前旗：打好产业结构调整牌，种植玫瑰花助农增收

呼伦贝尔农垦集团
上库力农场春播生产掠影

刚刚，又一企业在巴彦淖尔启动上市 跑出“深圳速度”！

呼和浩特市经济作物工作站

强化示范区辐射带动作用助推设施蔬菜高质量发展

把“奶产业”做成“大文章”

小村落的大变化

包头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人员
赴巴彦淖尔市参加万亩辣椒托管现场会

助农服务让“免费饲料”成为“解忧供给”

文明实践在行动WENMINGSHIJIANZAIXINGDO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