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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丰收节 GUANZHU窑FENGSHOUJIE

本报讯（记者 赵永光 张鑫

通讯员 王惠捷 李建华 崔峻峰）

9 月 20 日，主题为“民族团结庆丰

收，乡村振兴展新颜”的呼和浩特

市玉泉区 2020 年农民丰收节在玉

泉区小黑河镇田家营村启幕。

记者了解到，丰收节现场设置

展销展台，多家企业带来乡村名特

优农产品、自家特色蔬菜、果

品：农村自磨白面、莜面、胡麻

油、各种杂粮应有尽有；自家散

养土鸡、鲜鸡蛋；现代农业示范

园里的西红柿、南台什的有机

菜、寇家营的稻田河蟹。在农机具

推广展示区，展示有最新农机具，

工作人员为广大农民朋友答疑

解惑，科普作物种植技巧；在非

遗展示区里，开展面塑、糖画，

剪纸、蒙古族皮画、非遗美食等非

遗项目传承展示活动，非遗传承人

现场讲解演示，指导观展群众体验

传统技艺的魅力和传统文化的悠

远内涵。

剪纸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董存

娥说:“我今天带来的剪纸作品就

是要表现咱们丰收喜庆，展现的是

农村用来表达吉祥的剪纸手艺。身

后这个作品是钟南山院士，我的原

创作品。很多人都来看我的作品。

剪纸不再局限于逢年过节的窗花，

而是精美的艺术品，平时就可以观

赏。今天的丰收节办得很好，农民

们把各自的农副产品集合起来庆

丰收，大家还能聚一聚，拉一拉家

常。”

据活动相关负责人介绍，丰收

节期间还将举行多种形式的活动：

农牧民文艺汇演、义务放电影活

动、民俗摄影展览展、书画笔会展

览展、趣味运动会等。

本次农民丰收节以“庆祝丰

收、弘扬文化、振兴乡村”为宗旨，

按照“务实、开放、共享、简约”的要

求，以推动农业生产、农产品销售、

农民就业发展为方向，丰富群众精

神文化生活，多元市场主体参与，

帮助广大农民增产增收，进一步促

进玉泉区繁荣振兴。

呼和浩特市玉泉区
2020年农民丰收节启幕

“民族团结庆丰收，乡村振兴展新颜”

本报讯（记者 赵永光）为了

更好地展示清水河县农业成果，

打造有特色、接地气的农民丰收

节，9月 15日，清水河县首届五谷

文化旅游季活动新闻发布会在呼

和浩特举行。

清水河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

首府呼和浩特市最南端，东南以

长城为界，与山西省平鲁区、偏关

县接壤；西濒黄河，与鄂尔多斯市

准格尔旗隔河相望；北依古力半

几河，与和林格尔县、托克托县相

毗邻。特殊的地理位置造就了特

殊的资源优势，特殊的资源优

势带来特殊的发展生机与商

机。

此次开展五谷文化旅游季

活动，既顺应了家乡农民的期

待，丰富广大农民的物质文化

生活，提升农民的荣誉感和幸福

感，满足农民追求美好生活的需

要；也是清水河县决战脱贫攻坚，

决胜全面小康以及践行“五大发

展理念”的重要举措，有助于宣传

展示新时代新农民的精神风貌、

清水河县文化的悠久厚重，从而

推动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有机融

合。

据悉，清水河县首届五谷文

化旅游季活动定于 2020 年 9 月

15 日至 10 月 15 日期间举办，为

期一个月。活动主要以农业成果

展示、农产品促销为主，配套举办

产业论坛、产品展销、项目签约、

民俗表演、传统文化展示、观光旅

游等系列活动，以丰富的内容展

现多样的文化，在全面展示农业

成果的同时，更多的提供产业服

务和文化产品，活动内容共八项。

一是“庆丰收 迎小康———清

水河县首届五谷文化旅游季”活

动开幕式将于 9月 28 日上午 10:

00在宏河镇高茂泉窑村小广场举

行“徒步黄河”授旗仪式；二是五

谷文化科普知识竞赛，本次赛事

设初赛和决赛环节，初赛在网上

进行（9月 15 日—9 月 23 日），决

赛在呼市电视台演播大厅现场进

行（9 月 26 日）；三是农民丰收成

果展示及特产展销，活动时间是 9

月 28 日至 10 月 15 日，活动地点

为清水河县宏河镇高茂泉窑村蒙

清乡土文化中心，活动主要以售

卖清水河小香米、杂粮、米醋、农

村笨鸡、农村猪肉、农村鸡蛋、清

水河豆腐等土特产品为主；四是

五谷杂粮特色美味品尝活动，时

间为 9月 28 日至 10 月 15 日，活

动地址设在清水河县宏河镇高茂

泉窑村乡土文化中心小广场；五

是现场参观及丰收场地体验活

动，时间为 2020 年 9 月 28 日，活

动地址是清水河宏河镇高茂泉窑

村蒙清农业基地；六是网红直播

带货活动，时间是 9 月 28 日，地

点在清水河县宏河镇高茂泉窑村

5G 示范基地；七是清水河县乡村

振兴论坛（西北干旱地区乡村振

兴模式研讨会）暨《崛起的小米之

城》新书发布会，时间为 9月 28

日下午 2:30，地点在清水河县宏

河镇高茂泉窑村蒙清乡土文化中

心；八是清水河县观光游活动，时

间为 9月 28 日至 10 月 15 日，活

动主要参观老牛湾景区，游览老

牛湾广场、栈道、五星级冰棠庄

园；参观老牛坡党性教育基地；参

观陶艺研学基地、宏河镇手工豆

腐作坊，现场观看、体验陶艺及手

工豆腐制作。

此次清水河县首届五谷文化

旅游季活以五谷文化为媒介，以

塑造推广“窑上田”“蒙清”等品牌

为目标，将农业成果展示与文化

艺术有机结合，进而推动农业、文

化、旅游融合发展。

为期一个月！清水河县首届
五谷文化旅游季活动 9月 15 日启幕

包头市九原区：唱农民丰收赞歌 瞰农业奋进图景

秋季是食品安全事故易发

期，为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

全”，入秋以来，内蒙古敖汉旗木

头营子乡市场监管所多措并举，

加强秋季食品安全监管。一是重

点场所检查到位。以企事业单位

食堂等为重点检查对象开展专项

检查。二是无证无照整治到位。对

无照经营行为进行查处取缔。对

符合办证办照条件的，及时帮助

其办理证照。三是食品安全宣传

到位。充分利用媒体平台，普及食

品安全相关法律法规和食品安全

知识。 李洪民

木头营子乡市场监管所
加强秋季食品安全监管

金秋九月，又到了瓜果飘香的丰收

时节。在包头市九原区，3000 亩水稻

稻浪滚滚，丰收在望；各类蔬果缀

满枝头，笑迎八方来客；一颗颗火

红的订单番茄被履带传送上大卡车，

如约运往外地；一棒棒顶着浓密穗子

的鲜食玉米被拉到加工厂，然后销往

周边城市……不论是黄河岸边，还是

青山脚下，九原区到处都是一派迎接

丰收的忙碌景象。

这景象的背后，是九原区不断深

化的农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逐步

增强的农牧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近

年来，九原区在“菜、乳、肉、渔”四大战

略的驱动下，沿黄农牧业发展迅速、订

单农牧业势头强劲、科技农牧业和绿

色农牧业朝气蓬勃，展现出优质、高

效、绿色、生态、安全的现代农牧业产

业发展风貌。

沿黄农牧业生机勃勃
“4月育苗、5 月插秧、再过半个多

月，咱这稻子就能收割了。因为生长周

期长，我们大米的口感要比南方的三

季稻子好得多嘞！”看着眼前又长高一

茬的水稻，哈林格尔镇土黑麻淖村党

支部书记曹根亮眉飞色舞地说。

土黑麻淖村共有 1 万多亩土地，

但有一半都不同程度盐碱化了，荒了

好多年。为了让土地“活”起来，村两委

班子几经周折和考察，决定利用村子

紧挨黄河、水利条件便利的优势种植

水稻。通过土地承包企业的努力，最终

利用浇水、退水和加盐碱改良剂的办

法将土壤改良到适合水稻种植的环

境，并聘请了黑龙江省的水稻种植技

术专家，从育苗到插秧再到收割，全程

指导，一一把关。经过努力，2019 年试

种的 200 亩水稻大获成功！共产稻 8

万斤，收入 30多万元。今年，企业又将

水稻种植面积扩大到 3000亩。种植了

“稻花香 2 号”“黑珍珠”“松粳 16 号”

等黑白两色 8个品种的水稻。

不仅如此，村里还在稻田里放养

了螃蟹，用这一方法代替化肥农药，来

抵御病虫害，进一步保证稻米的品质

和安全。水稻种植企业负责人成江云

告诉记者：“今年，我们在稻田里放养

了 168000 只螃蟹苗，等长到中秋节上

市，每只螃蟹平均能达到二两重，按市

场价每两 5.5 元计算，一年至少收入

120多万元。”曹根亮也算了一笔账：种

玉米的话，亩产最多 1000 斤，去掉成

本，利润还不到 400 元。种水稻，平均

亩产 800 斤，一亩就能收入 2500 多

元，去掉成本还能挣个 1000多。

等到 10 月份，稻子熟了，螃蟹也

肥了。种一季稻，挣两份钱，一举两得。

滔滔黄河水灌溉千里沃野，也为

九原区的农牧业发展孕育了无限生

机。不少沿河村子还顺势搞起了水产

养殖产业。大大小小的鱼塘和渔家乐

成了周边市民经常打卡的“网红地”。

鲤鱼、鲶鱼、鸭嘴鱼、鲌鱼、胭脂鱼等新

品种不断抢占市场高地。一条绿色、生

态、高效的沿黄农业经济带正在铺就。

订单农牧业商机无限
如何让农民种出来的东西全部卖

走？近年来，九原区的很多农产品都走

上了订单农业的道路。“公司 +农户”

的模式，“先找市场再抓生产”的流程，

让农产品在地里就有了销路，村民种

地没有后顾之忧。

这段时间，每天傍晚，哈林格尔镇

哈林格尔村七八个蔬菜代办点都异常

繁忙。村民将通过订单种植好的蔬菜

运送到这里，拉运蔬菜的车连夜拉走，

销往全国各地。

村民王建国过去自己出去卖菜，

不仅耽误工夫，一时卖不出去菜就坏

了。现在，村中的蔬菜代办点解决了王

建国的后顾之忧，小订单经济提前预

估，按照市场需求来种菜，收割时也是

根据市场需要进行的。“农村的经纪人

过来看好了，他就提前预订，数量和价

格说好了，到了时间你给人家送到收

菜点，算账也不用操心，农民把地种好

就行了。”王建国摘着菜向记者介绍

着。

相比王建国这种家庭式的小订

单，还有不少村民加入了大订单市场，

采用“公司 +农户”的模式进行种植与

销售。

哈业胡同镇新胜村的番茄正值丰

收季。村民王惠英每年都会种番茄，用

她的话说，种番茄有保障。“这个是订

单的，只要你种上了，都能给你收走，

一个都落不下。”王慧英一边熟练地分

拣番茄，一边笑着说。与往年一样，今

年，王慧英所在的广恒农民专业合作

社同乌拉特前旗境内的一家番茄加工

企业签订了 8500 吨的番茄种植订单，

共带动 160户农户实现增收。

在萨如拉街道第二居委会万兴公

村，鲜食玉米也进入丰收期。每天，一

车车玉米都会从地里拉到万兴田园食

品有限公司，清洗、消毒、蒸熟后储存

到冷库，在之后的几个月里被卖到陕

西、山西、宁夏等地。“每年春天，我们

和九原各个乡镇村的农户签下订单，

给他们发种子、指导种植，成熟以后全

部收回来进行加工储存。因为有保障，

而且收入比种饲料玉米要多一倍，所

以种鲜食玉米的农民越来越多。今年

我们和近 300 户玉米种植农户签订了

协议，收了 150 万穗玉米。”公司负责

人马玉龙说。

订单经济把千家万户的小生产和

大市场连接起来，实现规模化、标准化

生产。专业的技术指导让村民种地更

放心，销售渠道的畅通也让农户没有

了后顾之忧，大大调动了农民种植的

积极性。收入有了保障，农民们的心踏

实了，好日子更有了奔头。

科技农牧业智慧高效
在九原区草原立新绿色养殖园

内，一间猪舍里待着两头从美国引进

的麦克斯韦尔冠军原种猪，悠闲地吹

着空调听着音乐。企业负责人孙权民

介绍，养殖场采用智能化环控系统，可

保证恒温恒湿，在这样优质的环境下

成长的猪，免疫力强，更不需要打抗生

素。“我们用益生菌和中药保健代替抗

生素，使用国际一流智能化养殖设备、

智能化通风系统、智能化报警系统保

证猪肉的绿色健康。”孙权民说。

为了生产出“无瘦肉精、无防腐

剂、无抗生素、无激素”的无抗猪肉，草

原立新食品有限公司引进了具有国际

一流水准的冷鲜肉分割自动化流水

线，实现屠宰、分割无缝对接，全程冷

链物流安全健康。企业还与中国农大

养猪专家教授等顾问团队形成密切合

作，形成集饲养、科研繁育、环保等多

功能、一体化的绿色养殖园。目前，“二

子无抗猪肉”已经通过国家绿色食品

认证，填补了自治区的无抗冷鲜肉的

空白。从 2020 年初截至到目前，企业

产值已超过 1亿元。

有了科技这一“硬核”生产力，九

原区越来越多的农牧业企业开始摆脱

传统、粗放的发展模式，走上“科技种

养殖”的高质量现代农牧业新路

子，帮助农牧业实现迭代升级。

依托“数字化奶牛管理模式”，

圣高旺牧业每头奶牛脖子上的“计

步器”都会将它们生长、发情、生

病、起卧、产奶等情况随时传到工

作人员电脑上。工作人员可以对奶

牛进行更加科学精准的照料，保证

奶牛高标准养殖、高品质产奶。

此外，在进行了蔬果新品种的

引进试验、示范、推广后，火龙果、

油桃、樱桃、无花果等特色蔬果逐

步出现在规模化的种植园内；农技

人员将农技指导服务送到田间地

头，让 2.3 万亩农田用上了水肥一

体化技术；今年，依托“农牧业专家

+ 技术指导员 + 科技示范户主体

+辐射带动户”的推广服务机制，

九原区遴选 5名农牧业专家和 95

名农技指导员，指导服务全区 7个

科技示范基地和 285 个科技示范

主体，实现大型农牧业企业（合作

社）、种养殖大户全覆盖。

九原区农牧局对种植示范户

进行跟踪效益调查的统计显示，通

过主推品种、主推技术的应用，示

范户种植的果蔬平均亩产 4290 公

斤，增产 6%，每亩增加产值 288

元，科技兴农的效应逐步显现。

绿色农牧业健康安全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如

今，绿色农业成为农业发展中的新

力量。九原区坚信，只有始终坚持

绿色兴农兴牧，现代农牧业才能走

得更远，行更得稳。而开展禽畜粪

污资源化利用和种植业污染防控

就是实现绿色农业发展的两大法

宝。

经过一年的建设，由国家投资

1200 万元九原区投资 1175 万元实施

的国家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整区推进

项目一期工程已经建成。项目分别以

圣高旺牧业、万兴牧业和久元牧业为

中心，建成了北部、南部、久元牧业三

个畜禽粪污处理中心，辐射到阿嘎如

泰苏木、哈业胡同镇、哈林格尔镇和麻

池镇四个农牧区。“畜禽粪污经过处

理，都会变成有机肥，或牛床垫料，或

者栽培基质，实现粪污二次利用。”九

原区农牧局畜牧股股长董耀飞说。

此外，面对秸秆、农药、化肥、地膜

等种植业污染，九原区全面开展“四

控”行动。建成并投运东兴源奶牛养殖

有限公司和聚福鑫秸秆加工储备有限

公司两个秸秆收集转运站，具备年处

理秸秆 1万吨的生产能力。通过秸秆

收集转运站，九原区秸秆综合利用率

达到 85%。

通过“平衡施肥技术”的推广，农

户逐步学会了科学合理施肥。如今，有

机肥、生物肥、专用肥等新型高效肥料

使用量逐年攀升，化肥使用量逐步减

少。科学种田、科学施肥、科学用药在

九原区农村地区蔚然成风。

九原区农牧局相关数据显示，

2020 年九原区农药使用量同比减少

1.7%，化肥使用量同比减少 1.8%，“绿

色农业”正为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撑

起“保护伞”。

丰硕的农业成果，让我们看到了

九原区在推进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取得

的巨大成绩。“知之愈明，则行之愈

笃”，面对“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

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

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这一高质

量发展时代课题，九原区正矢志不渝、

砥砺前行！ 辛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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