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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一年秋草黄。眼下，内蒙古自

治区锡林郭勒草原上的牧民正忙着秋

收。他们打草、捆草、拉草，为牲畜越冬

做储备。

记者走访发现，以往一些地方把

草场“打光剃净”的现象没有了，越来

越多的牧民注意割草留茬高度、保留

草籽繁育带，更加重视草原生态价值，

为来年春季牧草生长创造更好条件。

在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呼热

图淖尔苏木（乡）扎格斯太嘎查（村），

牧民们娴熟地操作着割草机、拢草机

和捆草机，经过收割、归拢和扎捆，形

成一个个重约 15公斤的方草捆。

见到 33 岁的扎格斯太嘎查牧民

新塔本时，他正在自家草场与打草队

商量打草范围、预留草籽繁育带等细

节。“去年打过草的地方，今年就不打

了。割草留茬高度要大于 6厘米。”新

塔本说，以前为给牲畜多储草，打草时

总想“吃干榨净”，却对草原不好，这几

年政府指导牧民合理打草，草场变好

了，牧草产量也增加了。

新塔本承包 5000 多亩草场，其

中有 1000 多亩是打草场，养了 100

多只羊。“今年草原长势好，估计能打

30多吨草，再准备些青贮和饲料，差

不多够家里的羊过冬度春。”他说。

近年来，锡林郭勒盟不断加强天

然打草场保护利用，科学确定牧草收

割时间，保障草籽成熟落地，并对割草

方式、留茬高度、耧耙要求做出详细规

定。科学合理打草观念日益深入人心。

为在打草期间更好地保护草原生

态，今年，锡林浩特市毛登牧场更新打

草设备，加宽设备作业面，以减少机械

设备对草原碾压次数。

“我们还引进垛草机，把打好的草

用垛草机垛到路边，大车在路边装草，

这样也减少了大车对草原碾压造成的

生态破坏。”毛登牧场场长杨海说。

加强天然打草场保护利用只是锡

林郭勒盟不断加大草原生态保护力度

的一个缩影。近年来，全盟划定 60%的

区域为生态保护红线，并对 22.1 万亩

退化草场实施围栏封育、牧草补播、喷

施有机肥等修复措施，加上今年夏季

降水丰富、气温适宜，牧草长势、产量

等指标好于往年。

锡林郭勒盟草原工作站副站长崔

志刚介绍，今年 8月草原生产力监测

结果显示，全盟牧草平均盖度达 50%，

同比增长 9.8%；牧草平均高度为 23.5

厘米，比去年提高 4.5 厘米；牧草亩产

量达 56.4 公斤，比去年增加 11.5 公

斤。

据新华社

白露刚过，正值稻田撤水晒

田时节，而乌兰浩特市稻花村恒

荣农牧业专业合作社的社员们

却正在忙着收获，原来，他们收

获的是稻田养殖的大鲤鱼。

乌兰浩特市恒荣农牧业专

业合作社的稻田毗邻神骏湾旅

游度假区，区域内的水鸟种类和

数量都很多，自从稻田内养殖鱼

苗后，这里就成了鸟类觅食的天

堂。无论是养殖鲤、鲫鱼苗，还是

养殖泥鳅鱼，总是损失殆尽。

2020 年，盟水产站根据合

作社的养殖意愿和稻花村的实

际情况，决定利用稻花村的 300

亩稻田开展大规格商品鱼的综

合养殖。6月 20日，在完善稻田

养殖工程后，盟水产站调运了

1500 斤大规格鲤鱼春片鱼种放

入稻田，经过 80 天的稻田养殖，

目前尾重平均已达 1 斤，增重倍

数超过 3倍，取得了稻渔综合种

养的大丰收。

来源：兴安盟水产工作站

金风送爽。漫步在敖汉旗萨

力巴乡的三十二连山、城子山、

老牛槽沟等地，放眼望去，一派

金黄，丰收在望，耳边随即响起

央视的广告词“敖汉小米熬出中

国味”，那个画面就拍摄于三十

二连山。听这名字，非山即沟，但

都是金山银沟，这里已经成为敖

汉小米的代表地。

萨力巴乡自 2013 年开始实

施“国家坡耕地水土流失综合治

理”即“坡改梯”项目以来，在敖

汉旗水利局、发改局等部门的大

力支持下，已经修建水平梯田

2.62 万亩。其中，城子山村 1 万

亩，受益大洼、西山、新立屯、哈

拉沟、狐狸山几个村民组；萨力

巴村 0.72 万亩，涉及黄花甸子五

个村民组；老牛槽沟村 0.9 万亩，

涉及齐道窝铺七组、赵成窑子

八、九组、老牛槽沟组。城子山、

萨力巴、老牛槽沟村已经达到

“梯田村”的标准。

城子山村原村党支部书记

姚子芳说，看这谷子长势预计亩

产量能打 350公斤。在今年这个

伏旱的气候下能有这样好的收

成，说明坡改梯控制水土流失、

蓄水保墒的作用非常好。这块坡

改梯是 2015 年 11 月建设的狐

狸沟工程，回忆当年工程建设情

景，五六台机车沿着设计标致线

往来作业，水保工程人员跟班作

业，一个个脸晒黑了，嘴裂开了

口子，他们每天早五点上山，中

午就在工地伙房吃一口，晚上天

黑了才下山。狐狸沟片区建设梯

田 3333 亩，修建 4 处水源工程，

旱坡地变成梯田水浇地。2015年

老牛槽沟村建设梯田 2300 亩，

建设水源工程 2 处，修建截流沟

1.9 公里，修田间作业路 8400

米，埋设地下输水管道 8000 米，

挖水保大方坑 5000 个。七道窝

铺组、赵成窑子组的 90 户、385

口人受益，人均高效节水梯田

5.5 亩，彻底告别了过去靠天吃

饭的历史。

今年，萨力巴乡贯彻落实旗

委旗政府“三大主导产业”战略，

紧紧抓住敖汉小米走向大市场

的机遇，发挥山区坡耕地光照

充足的优势，努力做大做强小

米产业，全乡实现谷子播种面

积 4.5 万亩，比上年增加 1 万

亩，可实现谷子产量 1125 万公

斤，为谷乡敖汉小米产业增添了

实力。

敖汉旗认真学习贯彻习近

平生态文明思想，为保障粮食生

产、促进农牧民增收，紧紧围绕

服务全旗发展大局提出“蓄住天

上水，用好地表水，治清河湖水，

节约地下水，改优人饮水”的“五

水”工程发展理念，坡改梯就是

“蓄住天上水”的最佳措施，自

2013 年实施该项目以来，一年开

展春播前、秋收后两次会战，已

经新修水平梯田 7.92 万亩。坡地

修成梯田粮食亩产实现翻番，有

效增加了农民收入。

来源：敖汉旗萨力巴乡政府

眼下正是瓜果飘香的季节，

巴彦淖尔市复兴镇的蜜瓜“甜

蜜”上市，采摘下来的蜜瓜在田

间堆积成山，放眼望去，满是收

获的味道。

这几天，复兴镇的蜜瓜地里

可谓车水马龙，村民们忙的不亦

乐乎。采摘、分拣、打包、装车，一

辆辆运瓜车频繁从乡间小道驶

出，一路飘香驶向全国各地。

“今年真是好收成，不仅产

量高，价钱也高。”农民们纷纷说

道。今年，复兴镇蜜瓜种植迎来

了大丰收，亩产约 6000 余斤，最

高价达到每斤 2.05 元，每亩毛收

入在 10000 元以上。

复兴镇种植蜜瓜已有近 30

年的历史，因地势平坦，光热资

源丰富，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

大等因素，种植的蜜瓜含糖量

高，而且外型美观、香味浓郁、口

感甜脆，远销到上海、福建、江西

等 20 多个省、市、自治区，出口

东南亚、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

近年来，复兴镇加快实施农

业产业结构调整战略，统筹谋

划、科学布局，全镇建成 13 个蜜

瓜交易市场。从自然资源优势出

发，采取“党支部 + 合作社 + 农

户”的经营模式创办了蜜瓜干加

工厂，注册开发了“黄河至北”

“复兴蜜”品牌蜜瓜干，大力推动

农产品深加工产业发展；建成复

兴镇联丰村千亩富硒蜜瓜核心

园暨“四控”示范园区，真正提高

蜜瓜质量和商品价值，切实拓宽

农民增收渠道，激发农业农村发

展活力。 来源：内蒙古农牧厅

中国北方草原牧民“秋收”算起“生态账”

CHANYE产业CHANYE产业

一项项农业产业规划振奋人

心，一个个涉农项目加速推进，一座

座美丽乡村焕发新颜……金秋九

月，瓜果飘香。放眼敕勒川大地，到

处激荡着现代农牧业发展的澎湃春

潮，连栋温室大棚内无公害蔬菜新

鲜娇嫩，标准化圈舍的肉羊即将出

栏供应北上广等高端市场，风景如

画、设施齐全的美丽乡村让人流连

忘返。

2020 年，以优化种养殖结构为

主驱动，着力提档次，规模化经营迈

上新台阶。土默特右旗农作物总播

面积达到 162 万亩。立足政策引

导、龙头带动、基地示范、大户引

领，建成毛谷米、黑小麦等千亩

示范基地 20 个，打造高粱、中药

材、甜菜等万亩基地 5个。入选全国

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示范县，成

功承办了全国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

植现场会。全旗牲畜存栏 221.6 万

头只，同比增长 9.66%。其中肉羊存

栏 203.3 万只，出栏肉羊 81 万只，

全年出栏肉羊稳定在 300 万只以

上。全面落实畜产品生产全过程标

准化要求，整合畜禽粪污资源化利

用、京津风沙源治理、粮改饲、奶业

振兴等重点农牧业项目，大力推进

标准化创建。已建成规模化养殖场

194 个，其中建成标准化规模养殖

场 28 个，畜牧业规模化养殖比重达

到 80%。

2020 年，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为总抓手，着力促和谐，美丽乡村建

设取得新提升。投入资金 2300 多

万元集中开展“三清一改”行动，引

导农民群众养成文明生活习惯，加

大农村农牧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生活垃圾、生活污水治理程度。投资

4100 万元建成 1 个旗级垃圾分选

压缩站和 6 个乡镇垃圾转运站，建

成将军尧镇王保公村磁化炉降解

垃圾处理项目 1 处，周边 30 个

村庄生活垃圾实现就地无害化

处理。以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整

县推进试点项目为支撑，全旗畜

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到 83.9%，

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

套率达到 96.8%，大型规模养殖场

粪污处理设施 装备配套率 达

100%。投资 4152 万元完成改建户

厕 5483 座，其中粪污管网一体化水

冲式 3329 户，室外三格式、生物降

解式 2154 户。

2020 年，以盐碱地改造和高标

准农田建设为发力点，着力增效益，

耕地质量提升取得新成效。按照保

障粮食供给、提高种植效益的总体

思路，不断加大项目和资金争取力

度，全面提高耕地质量。累计争取到

国家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25.85 万

亩，总投资 2.98 亿元，涉及 55 个项

目区，现已按进度全部开工顺利实

施。争取到自治区政府总投资 4000

万元，2 万亩的盐碱地改造重点项

目，按照“集中治理、连片推进”的总

体要求，因地制宜，差异化改良，轻

中度盐碱地在完成高标准农田建设

的基础上，以农艺措施为主，重度盐

碱地增加水盐调控、排水改盐降低

地下水位措施，实现田、土、水、路、

林、电、技、管综合八配套，全面落实

“控药、控肥、控水、控膜”四控技术，

着力打造一批盐碱地改良和高标准

农田建设的可复制可推广的示范样

板区。目前，项目完成总体工程量的

65%，年内完成工程量的 80%，2022

年将全部完工。

2020 年，以敕勒川农业产业园

建设为切入点，着力促发展，农村一

二三产业融合取得新突破。立足创

建国家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先

导区的目标，以重点园区建设为抓

手，全力推动产业融合发展。总投资

2.76 亿元的敕勒川农业产业园 3万

平米智能温室和 1.5 万平米的日光

温室、停车场、道路、供暖配套设施、

入口景观大门及雕塑、智能温室内

部接待区、检测中心区、热带水果采

摘观赏区及智能温室周边景观区现

已全部建成运营，累计接待周边地

区游客近 5000 余人次。园区建设

后，将通过积极引进示范种养新特

品种、应用推广现代农牧业新技术、

探索建立产学研新模式，培育形成

具有较强市场竞争力的新产业和园

区可持续自主发展的新模式，建成

大学生创业创新、科技成果产业化

应用、农业高新技术示范、都市观光

休闲、农民实用技术培训、现代农业

科技宣传等功能为一体，具有西部

地区特点和民族特色的数字化、智

慧化园区，努力打造国家农业高新

技术示范区。

近年来，土默特右旗以农牧业

高质量发展为引领，围绕打造“高精

强特”现代农牧业的总目标，加快推

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培育

壮大乳、肉、粮油、果蔬四大主导产

业，稳定形成了年产 75 万吨粮、27

万吨果蔬、13 万吨奶、7万吨肉的生

产能力，实现了优质农畜产品大幅

溢价、农民持续增收、农牧业加快转

型、生态建设成效显著，全旗绿色高

质量发展之路前景越来越好。

来源：包头市农牧业信息中心

“丰收敕勒川”展黄河流域农牧业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水草丰美的地方

精准施策
稻花村稻田鱼喜获丰收

敖汉旗萨力巴乡山川谷香飘

有一种甜蜜叫———“复兴蜜”

蒙语吐列毛杜的意思是水草丰美

的地方，兴安农垦集团旗下的吐列毛

杜农场就是一个水草丰美的好地方。

来到这样的地方，满眼都是绿色的草

地、低矮的灌木、遍地的牛羊，蓝天白

云底下，大片的玉米、大豆一片金黄，

秋高气爽、青山如黛，一下子让我的心

情豁然开朗，心中充满喜悦。难怪全国

著名房地产商许家印来到这一带后无

限感慨：新西兰也不过如此。

来到吐列毛杜农场场部让我有一

种宁静美的感觉。晨风吹拂、朝阳初

照，金秋时节早晚已有些寒意，让我微

微打颤，这次是旧地重游，仍然难掩内

心激动。

小公园里，草木繁盛，修剪一新，

花红柳绿、生机盎然，让我疑心身处江

南。不少晨练的老人悠闲自在地散步、

打太极拳，阳光照耀在他们的脸上，仿

佛镀上一层金色，柔和温暖，安详幸

福，享受着眼前宁静的美和清新的空

气，这不正是我们梦寐以求的晚年生

活？边走边想，眼前的一切让我的思绪

万千。公园里那几棵结满成熟果实的

沙果树，让我久久驻足。之前我没有见

过沙果树，更没有见过满树红得透亮

的沙果，阳光下熠熠生辉，那诱人的果

实让我垂涎三尺，忍不住伸手采摘，直

接就地吃了起来，甜美无比。这也是头

一次遇见的情形，打破了我一直坚持

不随意采摘公园果实，更不会直接食

用的原则。

离小公园不远的现代农业科技示

范园，也让我耳目一新。该园集农业科

技研究、科普教育、观光旅游于一体，

每年试验推广的农作物新品种辐射带

动周边几十万农户发展农业生产，引

来络绎不绝的游人，产生良好的经济

社会效益。

我去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那天，

正好遇上一群小学生前来接受科普教

育。科技园里的奇花异草极大吸引了

孩子们的兴趣，他们一边听着科技人

员的讲解，一边这里摸摸、那里看看，

欢天喜地，乐不思蜀。孩子们的天真烂

漫即刻勾引起了我的童年记忆。上世

纪 70年代我上学那会，几乎是每周劳

动 2天，没什么农业科普教育，就是直

接干体力活，从小培养了劳动习惯和

吃苦耐劳精神。如今科技发展了，智慧

农业是未来的发展方向，从小培养学

生的科技精神无疑是时代的进步，也

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眼前的孩子

们生活在强盛的祖国真是太幸福了，

让我无限羡慕！科技园中的各种形态

奇异的瓜果长廊、几百斤一个的大南

瓜、色彩斑斓的西红柿、散发阵阵香味

的各种北方中草药，引人入胜，让人流

连忘返。特别引起我注意的是试种了

不少南方植物，如芋头、紫苏、美人蕉

等，让我大开眼界。

自然界从来不缺少美，而是缺少

发现美的眼光。在吐列毛杜农场处处

都是美，山美草美人更美。华灯初上，

宽阔的广场响起了优美的音乐，大妈

们跳起优雅的广场舞，农场每年都会

组织的广场舞比赛更激发了广大妇女

的热情，轻快的身姿、流畅的舞步、欢

乐的表情，无不体现了大妈们对生活

的热爱。篮球场上灯火通明，热火朝

天，大展身手，则是男人们的活力体

现。假山喷泉，流光溢彩，让人目不暇

接；新建的职工居住小区统一外立面，

红白相间，分外妖娆，巍峨壮观。学校、

医院、商场一应俱全，条条水泥路四通

八达，沿路配套灯光绿化，俨然是一座

小城镇，演绎了农垦人安居乐业的多

年梦想。

徜徉在青山绿水、欢乐祥和、充满

朝气的吐列毛杜农场，我的内心久久

不能平息，建设现代化大农场、大基

地、小城镇的目标正在一步一步变为

现实，我真心为农垦人感到骄傲！

来源：内蒙古农牧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