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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呼和浩特市民革委员会一

行走进乌兰察布丰镇市隆盛庄镇药王

谷旅游区。只见莽莽林海翻波涌浪，中

间夹杂着深的、浅的、明的、暗的，各种

难以形容的绿，层次分明，如画笔天

成，大自然雄浑壮阔的美令人一时间

慨叹语言的苍白，不足以表达内心的

激动；而来到直径 66 米、高 33.8 米的

敖包和占地 100 亩的石筑迷宫，人们

又无不对这两项世界之最叹为观止。

敬畏自然，顺应自然、尊重自然、依靠

自然，这石头创造的智慧结晶，让人对

内蒙古同益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丰镇

隆盛庄药王谷总经理侯志民肃然起

敬。

“药王谷位于内蒙古四大国家历

史文化名镇之一的隆盛庄古镇西南

侧，丰东扶贫产业园区内，是政府招商

引资的重点扶贫项目。”侯志民向记者

介绍道，“这里世世代代靠天吃饭，以

种植马铃薯为主，村民辛辛苦苦种一

辈子地只能解决温饱，而且大片荒地

都是石头，适合发展产业的资源极度

匮乏。我在国家大力发展乡村旅游，振

兴乡村经济的大背景下，决定利用石

头大做‘文章’———打造丰镇市首家以

乡村旅游发展为提升、中草药种植为

基础、中蒙草药初加工为依托的三产

联合综合性旅游景区。充分依托隆盛

庄地区旅游资源的优势条件，科学、合

理、有序地建设药王谷景区，同时大力

开发建设药用植物资源，促进本地区

产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最终实现以

旅游业为牵引，加工为产业，种植为基

础的综合性三产联动产业经济模式，

带动当地村民增加收入，为当地财政

增收，丰富当地经济发展。”

记者了解到，药王谷共分为三期

进行建设，总投资估算为 38571.86 万

元。第一期建设期限为 2019 年 3 月

-2020 年 3月，建设以喜新岭餐饮休

闲娱乐区为中心的观光、休闲、旅游、

娱乐为一体的三产融合区，主要建设

内容为药王谷主入口景观区及道路两

侧项目区、二十三号特色养殖区、喜新

岭餐饮娱乐区、直径 66米高 33.8 米

石头砌筑敖包景观区、占地 100 亩石

头砌筑迷宫区、核心景观区等 6个功

能区内的项目，计划投资为 1.2 亿元。

二期建设为 2020 年 3 月—2021 年 3

月，建设以艾蒿洼乡村民宿区、初加工

体验区及自驾营地为主的休闲住宿旅

游区，即艾蒿洼乡村民宿区、红卜山下

星空、房车营地、中蒙草药初加工、采

摘晾晒体验区、民俗博物馆、展示厅

等、五台夭药膳康养温泉疗养度假区、

民俗小作坊展示体验区等 5个功能区

块的建设项目，同时将一期建设的内

容进一步完善和提升。三期建设期限

为 2021 年 3 月 -2022 年 3 月，建设

范围为五台夭药膳康养温泉度假区、

小作坊展示体验区、民俗博物馆、中蒙

草药研学科普展示馆、引进药企深加

工等产业及前两期建设项目的融合整

治，同时进一步完善景区周边环境保

护的建设，形成一个完整的生态综合

产业链。各功能区块建设完毕后，剩余

的土地全部种植中、蒙草药，中蒙草药

的种植、采收贯穿三期建设，在每一期

中都不断进行中蒙草药的种植采收与

销售。

结束采访时，侯志民一一给记者

看手机里存储的英格兰巨石阵、美国

七彩魔石阵、法国巴厘岛天堂之门等

图片，说未来将在药王谷打造中国的

巨石阵。侯志民创新思维，结合当地自

然、人文、经济、文化、历史等方面特

质，探索出一条符合当地自然规律、符

合村情地貌的发展之路，未来无可限

量，让我们拭目以待。 齐美萍

九月金秋，阳光温馨恬静，微风和

煦轻柔，蓝天白云飘逸，田野遍地金

黄，这是个美丽的季节，更是个收获的

季节。呼和浩特市绿华农业生产合作

社（大青山绿色农场）近日成功注册黄

合少商标，更使美丽的秋色格外绚丽

多姿。

“黄合少地理商标类似于天赋河

套品牌，黄合少镇比较好的农产品均

可打黄合少商标推广，可走电商平台

推广。瓜果、蔬菜等特色产业均可筛选

收纳进来，指引农民产业化种植，进行

品牌化推广，保护农民收益。”大青山

绿色农场总经理冯海龙告诉记者。

记者了解到，大青山绿色农场位

于呼和浩特市赛罕区黄合少镇东黄合

少村，2013 年成立，投资 1000万元。

农场以发展高科技景观农业为理念，

集种植养殖、绿色农产品销售、休闲度

假、旅游、生态农业观光为一体。农场

成立以来，注重农业可持续发展，坚持

发展有机农业，逐步将农场打造为一

个循环、有机、绿色低碳的现代都市农

业园区。农场以提高农民收入为宗旨，

积极推动“黄合少”特色农产品的品牌

推广，以发展绿色为主题，优化特色农

业，推广黄合少的特色农产品，让各界

人士了解黄合少的特产，为黄合少农

业发展做出了贡献。农场成功注册“黄

合少”地理商标，将更有助于积极推动

“一村一品”战略，努力推行乡村振兴

政策，带动黄合少农民致富。

农场依托“设施农业”这一概念，

积极推动产业脱贫政策，带动村农产

业发展，积极解决村民就业.增加农民

收入。以养殖动物的余肥混合玉米秸

秆通过发酵、消毒、高温杀虫制作种植

蘑菇的菌床，用以培育特色蘑菇；待蘑

菇采摘完毕后产生的菌料又可以作生

物菌肥用来培育瓜果蔬菜；待瓜果蔬

菜成熟后，再将其中一部分用以喂养

牲畜，形成一套小型生物链。养殖区的

绿色羊、溜达鸡、农村猪经纯天然饲料

饲喂各个膘肥体壮，毛色鲜亮，肉质鲜

美，成为广大消费者绿色、健康、无公

害的食材。占地 200亩的大青山绿色

农场大棚里西红柿、网纹瓜、李子、葡

萄、小吊瓜、草莓，枝繁叶茂，果实累

累，沙性土质使种植在这里的瓜果、蔬

菜口感好，营养丰富，赢得了市民的喜

好。

冯海龙说：“过去没有注册品牌

商标时，农民的农产品卖不上价，以网

纹瓜为例，种植大户按订单价收购每

斤只能卖到 2—3元，而且按统一标准

收购，不符合标准的还会拒绝收购。这

些网纹瓜到北京、上海等地每斤能卖

到 7—8 元，而到日本、韩国每斤能卖

到 200 元左右，价格上百倍翻番。现

在注册成功黄合少商标，以黄合少品

牌包装上市后，经济效益可观，产品都

能高于批发价 3—5元销售，为打造高

端、精品农产品，打下了基础，赢得了

消费者信任。”农场采取从农场直接配

送—社区—家、线上平台接受订单、发

展呼市市区会员等运营方式，大力推

广“黄合少”农产品品牌，黄合少所有

绿色农产品均可以此品牌受益。

农场的保留节目杀猪菜一直以

来备受欢迎：四五个人按住一头猪，宰

杀，接血，烧水褪猪毛，清洗，开膛，用

槽头肉烩酸菜，让人回归到小时候农

村冬天杀场的场景。在垂钓区静静地

沉下鱼饵等待鱼儿上钩，也为市民提

供了休闲垂钓的好去处。

齐美萍

初秋时节，天气渐冷，内蒙古自治

区呼伦贝尔草原虽有些泛黄，但草木

依然繁盛，不时见到牛羊悠闲地吃草，

也能看到野兔、野鸡等野生动物出没。

“前些年消失的很多动物，现在又

回来了！”承包 5000余亩草场的新巴

尔虎右旗克尔伦苏木牧民海泉说，“草

原生态保护补奖政策实施后，为达到

草畜平衡，牲畜少养了一些，但能拿补

奖资金，草场变好了，牛羊肉品质提高

了，挣的钱也比以前多了。”

2011 年起，国家启动草原生态保

护补助奖励政策（简称补奖政策），

2016 年又提高了补助标准。目前，这

项政策在内蒙古共计投入资金 455 亿

元。

记者从内蒙古农牧厅获悉，补奖

政策实施 10年来，全区 4.2 亿亩沙化

退化草原通过禁牧得以休养生息，

6.16 亿亩草原通过草畜平衡得以合理

利用。

监测数据显示，2019 年，自治区

草原植被平均盖度为 44%，比 2010

年提高 7个百分点。天然草原多年生

植物种类由每平方米 7 种增加到 12

种，优良牧草所占比重由 79.8%提高

到 81.1%，草原地上生物量每亩增加

13 公斤。同时，每年有 140 多万户、

490 多万名农牧民从补奖政策中受

益。

海泉对补奖政策带来的好处感触

颇深。他说，10 年前家里有 500 多只

羊，超过了生态承载能力，草场退化严

重，草料缺口大，每年还要大量购买，

辛辛苦苦劳动一年，除去高额的草料

成本，剩不下多少钱。

“2011 年，我家草场被划入草畜

平衡区，把羊减到 100多只，又养了一

些牛，草场生态越来越好，每年还能获

得 1万多元补奖资金。”海泉说。

补奖政策的实施不仅给海泉带来

可观的政策性收入，他的思想也随之

改变。海泉积极调整养殖结构，拿出一

半的补奖资金，完善牧业基础设施，引

进良种肉牛，在另一处租赁的草场上

发展肉牛产业。

据呼伦贝尔市政府介绍，补奖政

策实施以来，全市每年有近 6.3 亿元

补奖资金以“一卡通”形式直接发放到

农牧民手中，增加了农牧民政策性收

入。同时，每年有近 0.8 亿元绩效奖励

资金，用于种草、草原生态修复和草原

畜牧业发展等。

在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洪格尔高

勒镇哈夏图嘎查，依如勒图与妻子承

包 5100 亩草场，养了 60 多头基础母

牛，每年出栏三四十头牛犊，纯收入超

过 20万元。

“这么好的生活 10年前想都不敢

想。”依如勒图说，补奖政策实施前，他

家饲养的羊一度达到 900 多只，本想

多养羊、多赚钱，但超载过牧导致草场

明显沙化，牧草不够羊吃，购买草料支

出太大、入不敷出。

补奖政策实施后，依如勒图逐渐

把羊卖掉，在领取上万元补奖资金的

同时，尝试养牛。“一头牛的价格相当

于 10多只羊，牛卷着舌头吃草尖，羊

喜欢刨草根。挣同样多的钱，养牛比养

羊对草原的影响小得多。”依如勒图

说，他根据草畜平衡要求限定牛的数

量，草场压力减轻了，劳动强度也变小

了。

依如勒图还利用空闲时间发挥兽

医技能，给周边几个嘎查里生病的牲

畜诊疗，每年收入约 7万元。

目前，锡林郭勒盟草场平均亩产

干草量 60 公斤，较 20 年前提高 50%

左右，草原沙化退化呈现“总体遏制、

局部好转”，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从近 10年的工作实践看，国家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深入实施，有效

调动了广大农牧民保护草原生态的自

觉性、主动性，在促进草原资源科学利

用、畜牧业生产经营方式转变、农牧民

持续稳定增收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用。”锡林郭勒盟委书记罗虎在说。

来源：新华社

近日，记者走进阿拉善盟腾格里

经济技术开发区嘉尔嘎勒赛汉镇乌兰

恩格嘎查的圣杞源枸杞种植基地，放

眼望去，一片秋收景象：一排排低矮茂

密的枸杞树均匀分布在圣杞源生态枸

杞产业园内，成片的枸杞树长得郁郁

葱葱、枝繁叶茂，饱满圆润的小红果挂

满枝头，枸杞树旁工人们正忙着采摘

枸杞。

“今年，种植基地开发种植枸杞面

积 700 多亩，其中红果枸杞 600 亩、

种苗基地 100 亩，预计今年鲜果产量

达 1000斤到 1500 斤，干果 150 斤到

200 斤。枸杞经晾晒后，将销往广

东、上海等地。”正在现场带领工人

采摘枸杞的阿拉善盟圣杞源生态

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周占国

介绍道。

枸杞种植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

且枸杞成熟需要经历土肥水管理、整

形修剪、病虫害防治、果实采收和加工

等过程，每年田间管理、采摘需要投入

大量人力细心照料。这使得乌兰恩格

嘎查的剩余劳动力有了用武之地。“今

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使得出工率下

降，产业园用工受到一定影响，但随着

疫情防控形势向好，生产工作回归了

正轨。眼下正值枸杞成熟的季节，采摘

工作将持续到 9月，目前雇佣了采摘

工 50余人，这些采摘工人基本是嘎查

的农民，他们人均一天可以挣 200 多

元。”周占国说。

据了解，乌兰恩格嘎查是个纯农

业嘎查，有种植农田 1.6 万亩、农民

609 人，主要种植玉米、洋葱、葵花为

主。近几年来，该嘎查以农民增收致富

为目标，以促进农业提质增效为着力

点，积极调整农产品种植结构和培育

新型农牧业经营主体，大力发展经济

作物种植，促农民增收。2016年，该嘎

查引进宁夏企业圣杞源生态农业开发

有限公司发展枸杞产业，成立了阿拉

善盟圣杞源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建成了阿拉善盟圣杞源生态枸杞产业

园，为该嘎查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

新活力。

为充分发挥龙头企业引领带动作

用，持续发展和培育枸杞“红色产业

链”，让嘎查农户们尽快实现产业调整

中的致富梦。该嘎查以每亩 500元的

价格流转部分农户的土地租赁给圣杞

源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打造枸杞产

业。通过几年的发展，如今不仅形成了

产、供、销一体的红果枸杞绿色产业

园，带动嘎查发展枸杞产业，优化了嘎

查种植结构；同时也促进农业增效、农

民增收，实现了嘎查农民在家门口打

工就业的梦想。

“经过几年发展，阿拉善盟圣杞

源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带动了农户

发展枸杞的信心，现在我们依托枸杞

产业成立了合作社，推行‘龙头企业 +

合作社 + 农户’的生产模式，把过去

农民一家一户的‘小生产’引入到

枸杞产业园实施规模化的‘大生

产’，形成合力发展枸杞产业。如今

每户每年通过枸杞产业可增收两三万

元，其中嘎查里不少农户将自家土地

流转出去，还在产业园打工，每年能有

双份收入。”乌兰恩格嘎查党支部书记

翟青智说。

据《内蒙古日报》

初秋时节，经过几场雨水的

滋润，阿右旗曼德拉苏木牧民马

国福种植的几百亩梭梭林更显

绿意盎然。走进林内，登高远望，

茂密的梭梭林随风摇曳，盎然绿

色遮住了昔日肆虐蔓延的漫漫

荒沙。

“在沙漠里种梭梭林，可是

我们致富的钱匣子，既能治理沙

害，又能增加收入，一举两得，这

片梭梭林每年都会给我带来一

笔不错的收入！”正在梭梭林中

采挖肉苁蓉和锁阳的马国福擦

擦额头的汗乐呵呵地说。

“苁蓉、锁阳春秋两季均可

采挖，即将顶出沙土时采收质量

最好，采挖时要保证肉苁蓉的完

整，这样可以卖个好价钱！”马国

福说。

马国福是曼德拉苏木固日

班呼都格嘎查牧民，2006 年退

牧后，选择留在牧区生活。夫妻

两个人除享受公益林补贴外，只

养了几只肉羊，因为马国福身体

患病，不能干重活也没有其他挣

钱的门路，一时一家的生活过得

很是艰难。2015 年，嘎查、包联

单位和驻村工作队入户调查后，

马国福家被确定为建档立卡贫

困户。

当地政府通过多次上门了

解情况，发现马国福尽管身体不

好，但人很勤快，多年来，为了遮

挡风沙，他和妻子在家门口种植

了 4万多棵梭梭，但因为缺资金

少技术，这片梭梭林没有给他带

来经济效益。于是包联单位和驻

村工作队针对他有种树经验的

情况，鼓励他种梭梭林嫁接肉苁

蓉走生态产业致富之路。

在政府的帮扶和当地林业

专家的技术指导下，近年来，马

国福共栽了 400 多亩梭梭林，其

中嫁接肉苁蓉 180 亩左右。如

今，在马国福家门前，成片的梭

梭林，形成了一道绿色屏障，不

仅挡住了风沙，也为他带来可观

的收入。“这几年，我光卖肉苁

蓉、锁阳和苁蓉籽，每年都收入 2

万元到 3万元。”马国福说。

通过种植梭梭林，现在马国

福不仅脱贫“摘帽”，还成为远近

闻名的发展生态产业致富能手，

再加上老俩口的生态补偿金、农

牧区养老保险金和种植养殖收

入，全年收入 9万多元。

马国福夫妇成功脱贫，让周

边的农牧民贫困户看到了希望，

纷纷跟着他种植梭梭嫁接苁蓉，

马国福也热心为大家传授经验。

2017 年苏木将马国福确定为党

员中心示范户，通过引领示范，

带动当地一大批农牧民参与肉

苁蓉、锁阳等沙生植物种植。

“马国福从建档立卡贫困户

变成了绿色致富带头人，在他的

示范带领下，嘎查 2018 年引入

扶贫资金 95 万元，种植肉苁蓉

5000 亩，每户贫困户分得 100

亩，这样每个贫困户都有了自己

的致富产业。现在通过种梭梭发

展生态产业，嘎查的生态环境明

显好转。”曼德拉苏木固日班呼

都格嘎查驻村工作队队长、第一

书记侍战元说。

据 据《内蒙古日报》

在旅客列车上，经常有人在

夜间休息时不注意保管自己的

财物，给了不法分子可趁之机。

但没想到，光天化日之下，也有

人顶风作案、实施盗窃。

最近在 K599 次列车上，就

发生了一起盗窃手机的案件。当

天 14时 50 分左右，乘警长吕忠

容正在车厢进行日常巡查，此

时接到 11 车旅客黄先生报

警，称自己的手机被盗了。乘

警立即赶赴车厢查看周边情况，

并请同事第一时间调取了车厢

监控。

据黄先生回忆，自己是 13

点多开始午休，到将近 14 点半

醒来，就发现手机不见了。并且

当时还用临铺朋友的手机给自

己打过电话，周围的旅客大都听

到有铃声响了几下，随后就再打

不通了。

民警仔细查阅了这一时段

的监控视频，发现并没有可疑人

员进出过黄先生所在的卧铺格，

于是便对黄先生附近的几名旅

客进行了重点询问。在询问过程

中，黄先生上方铺位的男子李某

显得有些奇怪，他讲话支支吾

吾，眼神游移不定，于是民警将

工作重心转移到李某身上来。果

然，在对李某的随身物品进行检

查时，在其书包内发现了黄先生

的手机。

在人赃并获的情况下，李某

竟然一口咬定手机不是他拿的，

是有人栽赃嫁祸于他，这让民警

哭笑不得。经过长时间的劝说和

法制教育，民警告知李某，公安

机关完全可以根据其他人的旁

证和手机上的指纹确定嫌疑人，

李某最终才对自己盗窃手机的

行为供认不讳。

随后，乘警将嫌疑人李某移

交到岳阳车站派出所，案件正在

进一步办理中。

包头铁路公安处 袁磊

点“石”成金，丰镇市药王谷
打造两项世界之最

地理商标注册让绿色农产品品牌化增收入

枸杞红了 农民富了

补奖政策让中国北方草原底色更浓

马国福：种梭梭绿了沙漠鼓了腰包

盗人手机还抵赖
铁证如山贼遭擒

近日，中国薯网的工作人员

正在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榆林镇

马铃薯创新创业产业园苏木沁

种植基地里定点测产。该种植基

地使用马铃薯科技种植管理系

统，实现种植过程可管、可控、可

追溯，大幅提高马铃薯质量和产

量，今年预计亩产 9000斤，产量

为原来的三倍。据悉，该产业园

由榆林镇和中国薯网共同打造，

通过优化产业结构，提高科技含

量，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实现

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据《内蒙古日报》

科技加持“薯”量翻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