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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3 日，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榆

林镇苏木沁村马铃薯种植基地薯花绚

丽，彩旗飘扬，榆林镇马铃薯创新创业

产业园互联网+马铃薯科技种植现场

观摩会隆重召开。中国薯网工作人员

走进田间地头，选取 5个点对马铃薯

进行取样测产，预计亩产 6000—

8000斤。

据中国薯网常务副总裁郑健介

绍，马铃薯创新创业产业园互联网 +

马铃薯科技种植基地是榆林镇打造的

特色有机项目。基地在管理方面严格

执行风控式管理模式，所采用的每一

项农药、化肥都严格管控。比如农药全

部采用生物制剂，不用化学制剂，品质

优于市场上其它产品。他们在种植前

对土地的调研很严格，土地不能有任

何残留，包括在使用生物制剂秋天收

获以后都要对土壤进行检测，确保土

壤健康、安全。种植基地在切种、播种、

收获、后续分选各个环节都就地使用

村里的劳动力，带动村民收入。

近年来，榆林镇政府榆林镇政府

想发展榆林镇特色村品产业及生态观

光旅游为一体的绿色产业之路，中国

薯网以此为契机，从去年开始在榆林

镇做科技示范，今年开始做中示，期间

镇政府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和帮助。这

次他们采取的方式就是做特色高效农

业产业园，带动发展村集体经济。具体

做法是村委会投入土地和一部分资

金，其余不足部分全部由中国薯网补

足，产生的效益共同分享。这样不但能

够解决贫困户在他们基地就业获得劳

动收入，同时带动村集体创收。基地建

设全部由中国薯网全程负责，包括前

端的准备，农资的准备，后期的管理，

以至到末端销售。种植基地由种植、加

工、交易三个环节构成，这三个环节形

成一个大的闭环，通过这种的闭环的

方式来解决销售问题。

榆林镇地处首府二级水源保护

地，在产业发展上存在着相当的制约

因素，大量农民放弃祖祖辈辈赖以生

存的土地外出打工，传统的农业生产

方式已越来越跟不上新时代发展的要

求。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为农村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

力。榆林镇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指示精神，结

合实际情况，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上

确立了“以绿色产业立镇、文化产业兴

镇、三产融合强镇、宜居环境亮镇、社

会和谐稳镇，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农

业农村现代化”的发展方针，在总体产

业发展上让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榆林

镇确定并开始实施的 5 个重点项目

中，建设现代农田种植基地首当其冲，

并按照“一整合（整合土地资源，建设

高标准农田）二优化（优化产业结构，

优化种植结构）三提高（提高科技含

量，提高现代化水平，提高整体效益）”

的目标，分步实施，整体推进。目前，二

道河、陶卜齐两个村 9000 亩高标准

农田建设已开始实施。在优化农业产

业结构上，改变单一种植结构，融入加

工、观光、采摘等从多方位提高农产品

附加值。在优化种植结构上，扩大经济

作物种植，年内引进了香草种植，在三

应窑村已试种 640亩，并推广中草药

种植 1000 亩；依托中国薯网打造的

“红吉薯”品牌马铃薯种植面积已扩大

到 3000 亩；潮岱村稻田养蟹年内也

扩大到 130亩；河南村大蒜种植也喜

获丰收；榆林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已

呈现出稳中求进高质量发展的格局。

此次独树一帜，实施现代农业 +互联

网，真正是栽下“梧桐树”，引来“金凤

凰”，对未来打造榆林镇马铃薯产业

集群将产生意义深远的影响。

观摩会后，榆林镇党委组织召开

现代农业 +互联网乡村振兴座谈会。

自治区农牧厅产业处处长赵宇东，赛

罕区发改委主任樊东升分别发言，肯

定了榆林镇实施产业园振兴乡村经济

取得的成果，希望榆林镇今后探索乡

村振兴、发展集体经济的路子越走越

宽。 齐美萍

8 月 11 日，秋高气爽，艳阳高照，

花海似锦，人声鼎沸。四方宾朋来到赛

罕区黄合少镇石人湾村，一片欢声笑

语。在乌兰牧骑舞蹈队激越的歌舞

中，“石人湾第四届李子文化节”隆重

开幕。

党的十八大以来，昌盛泰集团公

司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认真落

实全国工商联及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常

委会“万企帮万村”“万名人大代表助

力精准扶贫”的工作部署，在赛罕区政

府和人大常委的积极帮助下，与石人

湾村结成帮扶对象，并成立了石人湾

农牧业公司、石人湾农牧业有限公司

联合党支部，在黄合少镇党委和政府

的正确领导下，带领村民脱贫致富奔

小康。解决村集体债务、流转困难村民

土地和荒山、荒坡 300 多亩。在基础

建设、养殖、农家乐餐饮等方面用工都

是用本村村民，5 年来累计支付工资

90 多万元，让村民在家门口挣钱致

富。企业党员干部带头开展了“一对

一”“一对二”结对帮扶;积极认购贫困

户李子、小米、豆腐、农家鸡蛋、高粱等

农产品，想方设法增加困难村民的收

入。多年来石人湾农牧业公司在精准

扶贫精准脱贫工作中累计投入 1100

多万元，不断推进石人湾村生产发展、

生活富裕、乡风文明、生态宜居建设。

2017 年，石人湾村实现整体脱贫。

2020 年 7 月,石人湾又被国家文化和

旅游部评选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

石人湾村支部副书记闫虎威在发言中

真诚致谢。他说：“昌盛泰集团公司来

到石人湾进行精准扶贫，与石人湾村

结成帮扶对象，成立石人湾农牧业公

司，解决村集体债务，带领全村村民致

富奔小康，我们看在眼里，感激在心

里。今年是昌盛泰集团来到石人湾村

的第五个年头，五年来昌盛泰集团为

脱贫攻坚，建设美丽乡村做出了很大

的贡献，让广大村民在乡村振兴中获

得了更多的幸福，这一切都离不开昌

盛泰集团的帮扶。第四届石人湾李子

文化节不仅丰富了村民的文化生活，

解决了村民销售李子的困难，更促进

了石人湾的发展。”

本次活动由石人湾村党支部、村

委会，内蒙古昌盛泰集团公司党总支，

石人湾农牧业有限公司联合党支部共

同举办。

齐美萍 8 月 10日，“与爱同行感谢

有你致敬最美逆行者音乐品鉴

会”新闻发布会在呼和浩特市天

和国际大酒店隆重召开。内蒙古

品牌促进会会长刘彦辰、内蒙古

仔龙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

赵仔龙、乌兰察布市药王谷旅游

景区总经理侯志民、内蒙古荣胜

德新能源研发有限公司总经理

焦治国、天和国际大酒店总经理

范忠吏等出席了会议。会议宣布

8 月 28 号晚在天和国际大酒店

三楼一号厅举办“与爱同行感谢

有你致敬最美逆行者音乐品鉴

会”，旨在感召全社会以实际行

动共同致敬最美逆行者，助力企

业疫情后复工复产，为爱心企业

们赋能；同时由众多知名网红和

明星共同为企业免费带货，助力

企业销售产品。

届时，著名原创歌手赵仔龙

将携乌兰察布市药王谷旅游景

区、内蒙古荣胜德新能源研发有

限公司等 36 家内蒙品牌企业以

及书画界泰斗和文艺界明星们

共同致敬在疫情期间为社会做

出杰出贡献的最美逆行者。据

悉，活动期间中国好人，共和国

人民艺术家，当代书画巨匠，中

国国画院副院长谢晓钢老师等

将作为重量级嘉宾出席；《歌在

飞》演唱者苏勒亚其其格，星光

大道冠军雪山朗玛组合，食全十

美组合，中国猫王胡晓鸿，国家

一级演员、中国扶贫形象大师安

宇，著名国际魔术师李学义，甜

歌公主贺娜，蒙古族著名歌手萨

日娜等众多演艺圈好友参加演

出；重量级神秘嘉宾将到场助

力。演艺阵容强大，影响力深远。

发布会上，乌兰察布市药王

谷旅游景区、内蒙古荣胜德新能

源研发有限公司、陕西富县蒙驴

生态科技有限公司现场签约，助

力举办“与爱同行感谢有你致敬

最美逆行者音乐品鉴会”。侯志

民在发言中介绍道：“药王谷位

于乌兰察布市丰镇市隆盛庄古

镇，是内蒙古重点招商引资项

目，已列入丰镇市重点扶持、建

设的农牧业产业化龙头项目。那

里地理位置得天独厚，项目区内

历史文化底蕴深厚。项目分三期

分步实施：初期捡拾荒山石头砌

筑成直径 66米、高 33.8 米的敖

包和占地 100 亩的石筑迷宫，二

者都属于世界上最大的，正在申

报吉尼斯世界纪录。接着还要建

设世界上最大的蒙古包、七彩魔

石阵、巨石阵和天堂之门等几项

世界之最。公司结合当地自然、

人文、经济、文化、历史等方面特

质，创新思维发展方式，探索符

合当地自然规律、符合当地村情

地貌的生态建设之路。坚持顺应

自然、尊重自然、依靠自然，高水

平进行规划设计，进而实现以点

带面，促进文旅与康养产业融合

发展。最终打造出旅游特色小

镇、民宿康养基地、健康食品研

发生产基地、房车露营基地、民

俗民宿康养居住区、冰雪运动村

等全新业态。通过大力开展招商

引资、村民优先入股、引智活动

等方式，进一步深化各种社会资

本参与项目产业发展，实现合作

共赢。”焦治国在发言中介绍道：

“荣胜德新能源公司坐落于乌兰

察布市卓资县旗下营工业园区，

集新能源产品研发、生产、销售、

售后服务于一体，产品主要应用

于锅炉和汽车两大领域。公司以

‘智尽发挥、利尽获取、技无止

境、研无终端、遵纪守规、荣德守

信’为宗旨，致力于还社会青山、

绿水、蓝天。采用国际最先进生

产流程目，无废料产生、废气排

放，对周边环境不会造成污染，

隐患少。储存安全系数大，安全

隐患少。”

本次晚会由内蒙古品牌促

进会主办，内蒙古品牌促进会文

化艺术团与内蒙古仔龙文化传

媒有限公司承办。各大主流媒体

参与报道，内蒙古缘龙科技有限

公司网络全程直播，中华风采人

物全媒体全程直播转播。

齐美萍

今年,敖汉旗四道湾子镇种

植的 3000 亩大棚金丝蜜瓜获得

丰收,平均亩产 3000公斤以上，

每公斤订单回收价 5 元，扣除各

项开支，每亩纯收入可达 8000

元，与以往种植玉米相比，每亩

增收 7000 元，金丝蜜瓜种植为

四道湾子镇农民增收 2100 万

元。

自 2018 年以来，四道湾子

镇实行协调用地、资金扶持、发

动农民租棚等优惠措施，引入内

蒙古美美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投

资建设万亩金丝蜜瓜扶贫产业

园。为切实消除群众的顾虑，镇

政府采取“公司＋基地＋合作

社＋农户”的农业产业化形式，

引导农民通过合作社与公司签

订购销合同，给种植农户吃下了

“定心丸”。通过努力到今年全镇

金丝蜜瓜种植面积达到 3000

亩。入春以来，该镇和公司的农

业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开展

技术承包，从大棚建设、育苗、土

壤处理、移植、病虫害防治、施肥

等环节严格监管，加强产前、产

中技术培训和指导，充分挖掘增

产增收潜力，提高了金丝蜜瓜种

植的科技含量。种瓜农民在技术

人员的指导下，适时育苗、移栽、

灌水，通过精耕细作和科学管

护，金丝蜜瓜长势良好，及时进

入采摘期。目前，公司每天 24小

时收购金丝蜜瓜，保证当天收

购、当天付款，收购价格参照其

它地区同类价格随行就市，确保

农民利益不受损。

为促进脱贫攻坚，该镇整合

各种扶贫专项资金共计 766 万

元，投入到金丝蜜瓜扶贫产业

园，通过入股分红，增加收入 70

万元，帮助建档立卡贫困户实现

稳定脱贫。与此同时,该镇还把

壮大集体经济资金 180 万元，投

入到金丝蜜瓜扶贫产业园建设，

为 4 个重点贫困村每村增加村

级集体经济收入 5 万元，为贫困

村出列打下坚实基础。金丝蜜瓜

种植经济效益远远高于普通农

作物，成为四道湾子镇农民脱贫

增收的主导产业。

来源：敖汉旗四道湾子镇政府

召开马铃薯产业园互联网 +科技种植现场观摩会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榆林镇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黄合少镇石人湾村
举办“石人湾第四届李子文化节”

一场雨过后，空气中还弥漫着些

许的凉意。在扎赉特旗巴彦乌兰苏木

敖宝吐嘎查一户农家院内，包永生正

忙着给自家的羊喂食。“这些羊都是通

过上级给我帮扶了一部分买的，每年

都能出栏 30多只！”包永生一边给羊

喂食，一边介绍这些羊的特殊“身份”。

单看外貌，现年 38岁朴实又憨厚

的包永生与旁人无异，但走起路来，他

却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艰辛。“以前我

家也没啥赚钱道，日子过得是拆东墙

补西墙，2014 年被纳入建档立卡贫困

户，各级领导多次到我家鼓励我，为我

家落实很多好政策，我和妻子没文化

但出力的活都能干，一年时间生活就

有了好转，2015 年 7 月我这条腿受伤

后，出力活我都干不上了，妻子还要照

顾我和两个孩子，眼瞅着好日子过不

上了，心都凉了。”当时的困境包永生

如今说出来还夹杂着些许的酸楚。本

应日子越来越好的包永生却突遭变

故，驻村工作队、帮扶责任人、嘎查干

部在得知情况后多次到户走访，鼓励

包永生重拾脱贫致富的信心。

2016 年通过“菜单式”产业扶贫

让包永生与羊结缘，撬开了属于他的

脱贫致富“门”。包永生又自筹了一部

分资金共购置 60 只羊，“帮扶责任人

陈恩和告诉我‘产业是发家致富的原

动力，会给我的生产生活带来的巨大

的变化’，虽然我腿脚不好但是党和政

府这么帮我，这么多人关心我，我一定

要把日子过好。”2016 年底包永生就

靠着并不健全的腿脚退出了“贫困户”

的行列。现在，每年能售卖 30余只羊，

为全家带来近 2万元收入，棚圈里的

数十只羊不仅给包永生生产生活带来

了变化，也让已脱贫的他扬起致富梦。

“有梦想有动力有干劲是现在包

永生最好的写照，他虽然患有肢体残

疾可是如今包永生在产业发展、家庭

生活和精神面貌在我们嘎查都是比较

拔尖地。”嘎查书记白巴乙拉欣慰地说

道。

走路对于包永生虽然十分艰难，

但是在脱贫致富的道路上包永生却能

跑出“加速度”，这与党和政府的政策

扶持打下基础分不开的，更与自身积

极向上的发展动力驱动前行分不开

的。随着一只只肉羊的出栏，如今的包

永生“羊”起了致富梦，正昂首阔步走

上产业发展致富路。 田华

包永生：“羊”起致富梦

近日，走进杭锦后旗三道桥镇

和平张氏家庭农牧场露地大架西红

柿种植园区，一行行绿秧秧间点缀

着一颗颗果实，鲜红圆润，长势喜

人。尤其是千禧小柿子（圣女果）一

串一串的，特别喜人。包装场地更是

一派繁忙的景象，几十号西红柿分

级包装工正在忙碌的进行精心包

装。

2020 年，依托三道桥镇和平张

氏家庭农牧场在和平村建成了 600

多亩的露地大架西红柿园区，其中

千禧小柿子（圣女果）种植面积 180

亩。全部是订单种植。园区全部实现

七统一技术措施：即 1.统一种植品

种 2.统一种植模式 3.统一育苗移栽

4.统一水肥管理 5.统一田间管理 6.

统一病虫害防治 7.统一销售。产品

主要销往天津、济南市场，产品符合

无公害，销售产品全部使用追溯说

明，产地证明，确保消费者舌尖上的

安全。

据张氏农牧场负责人张永林介

绍，西红柿亩产近 20000 斤左右，

订单保护价最低每斤 0.40 元，目前

收购价 0.5 元 / 斤，亩效益可达

10000 元左右；千禧小柿子（圣女

果）亩产 10000 斤左右，订单保护

价最低每斤 2元，目前收购价 2 元

/斤，亩效益可达 20000 元左右。

园区涉及周边农户近 300 户，采

摘收购期能解决当地就业人数

50多人。

杭锦后旗大架西红柿产业的发

展，切实拓宽了农民的致富路。

来源：内蒙古农牧厅

杭锦后旗大架西红柿拓宽农民致富路

敖汉旗四道湾子镇
金丝蜜瓜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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