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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YE产业

12 月 26 日，天寒地冻，原野静

谧，而清水河县五良太乡厂汉沟村创

兴农场院内却人头攒动，气氛热烈。伴

着一阵阵鞭炮的脆响，以“庆五谷丰

登、传中华文明”为主题的清水河浑河

滩粮农联谊活动拉开帷幕。来自清水

河县农牧和科技局、内蒙古旅游行业

工会联合会、呼和浩特市长城科普学

会、清水河县作家协会等单位 30多人

济济一堂，共享丰收的喜悦。

清水河县农牧和科技局局长乔占

文首先发言，对前来参加活动的嘉宾

表示热烈欢迎。他说：“清水河县独特

的资源禀赋赋予了当地农粮优质绿色

纯天然无污染的特点，感谢大家关注

清水河县农粮经济的发展，尤其是走

出去请进来，经常来种植养殖大户牛

三娃这里走走看看，让更多人知道并

品尝这里独具特色的优质农粮。”

呼和浩特春华水务开发集团有限

公司派驻清水河县北堡乡挂职副书

记、四道坪村第一书记杨永刚说：“在

前不久召开的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和

中央经济会议释放出两个明显的信

号：一是粮食安全，饭碗必须端在自己

手里，一是数量，二是质量；一是藏粮

于地，藏粮于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

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

展格局，从生产、销售角度为农业发展

提供了非常好的平台与机遇，所以今

天的采风活动恰逢其时。牛三娃作为

振兴乡村经济、带领村民全面奔小康

的领路人，以实际行动诠释了一名共

产党员对土地的深情，对家乡的热爱，

对百姓的希望，真正做到了如何把饭

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

呼和浩特市长城科普学会会长高

晓梅说：“牛三娃同志创业之举情真意

切，感人至深，令人敬佩。从他的身上，

我们深切感受到他积极向上、苦干实

干的拼搏韧劲，崇德向善、朴实无华的

优秀品格，热爱家乡、回报桑梓的赤子

之情。向在小康路上作出贡献、我会会

员同志的事业成就表示深深的祝贺！”

清水河县五良太乡创兴农场总经

理牛三娃于 2014年返乡创业，连续几

年承包流转土地，最多曾承包过 700

亩土地，连年喜获丰收。如今他集种植

养殖、加工、销售为一体，生产的小杂

粮享誉清水河县，为带动当地村民乡

村振兴建设，发展农粮经济作出了很

大贡献。2020年春在抗击新冠病毒防

控疫情期间，向清水河县红十字会捐

赠做豆腐原料两吨，受到大家的好

评。今年他种植的小杂粮又喜获丰

收，尤其以黑黍黄米磨制的糕面更

加喜人。“看看我们今天的新农村，

以前根本不敢想象，我们能有今天

的好日子，是党的政策好啊，脱贫攻坚

的好政策给我们带来了新希望，使我

在大旱之年承包的 300亩土地获得了

大丰收，我要好好庆贺庆贺！”牛三娃

高兴地说。

最后，内蒙古旅游行业工会联合

会书记齐来叶，呼市长城科普学会会

长高晓梅共同为“浑河滩农粮”品牌揭

牌。

齐美萍

近日，内蒙古包头市九原区

入选第二批全国农村公共服务

典型案例，典型案例征集评选活

动由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

委联合开展，全国共 23 个地方

典型案例入选，这些案例涵盖农

村医疗、养老、教育、饮水安全、

危房改造、人居环境、政务服务、

留守儿童关爱、公共文化体育服

务等多个领域，各具特色，反映

了全国各地推进优质公共服务

资源下沉、加强农村公共服务建

设实践的新探索。

九原区坚持区、镇、村三级

共同发力，紧扣农村牧区厕所革

命、生活垃圾和污水治理、粪污

利用等关键环节，整合各类专项

资金 6000万元，科学编制“区域

+ 村庄”两级规划，充分发挥基

层党组织引领作用，引进市场化

运营，引导农牧民积极参与，改

进激励制度，制定村规民约，构

建起“建、管、用”一体的人居环

境综合治理服务体系，成效显

著, 对内蒙古各地推进乡村建

设、加快补上农村公共服务短板

实践具有很好的参考借鉴作用。

目前，九原区污水集中处理和循

环利用实现全覆盖,农村牧区户

用卫生厕所普及率达到 85%，建

成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中心和

秸秆收集转运站 2处，适地适树

绿化累计栽植各类苗木 89.2 万

株(丛)……环境美了,村民的生

活理念和生活方式也在潜移默

化中发生着改变，一幅美丽乡村

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今年，自治区 16 部门联合

出台了《关于加强农村牧区公共

基础设施管护的通知》，全区

84.9%的嘎查村建立了有制度、

有标准、有队伍、有经费、有督查

的村庄人居环境管护机制，初步

形成管护责任明确、配套制度完

善、组织保障有力的公共服务体

系新格局。 来源：内蒙古农牧厅

农牧民合作社是实现小农牧户

和现代农牧业发展有机衔接的中坚力

量。今年 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吉林省

考察时强调，“鼓励各地因地制宜探索

不同的专业合作社模式，把合作社办

得更加红火。”农牧厅深入贯彻总书记

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

政府有关工作部署，通过政策支撑、项

目带动、试点示范等多项措施，推动合

作社高质量发展。目前，全区依法登记

合作社 8.1 万余家，实现了乡村全覆

盖。2019 年全区合作社实现营收 50

多亿元，比上年增长 9.5%，盈余 14.3

亿元，比上年增长 2.5%。

规范化水平不断提升。今年，自治

区党委、政府印发《关于加快推动农牧

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专门就合作社

高质量发展提出工作要求。自治区农

牧厅制定《关于规范提升农牧民合作

社的实施办法》，出台 20项具体举措。

6月，在科右中旗召开现场推进会，推

介先进典型，促进经验交流。截至目

前，已在全区 37个旗县开展合作社质

量提升整县推进试点，其中国家级试

点旗县 5个；争取国家财政资金 2亿

余元，扶持合作社 700 余家；开展国

家、自治区、盟市、旗县示范社“四级联

创”，创建各类示范社近 3000家。

带动能力不断增强。目前，全区合

作社带动普通农牧户 65.9 万个；组建

区域性、行业性联合社 150余家，增强

了市场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参与组

建产业化联合体 380多家，密切了农

企利益联结；贫困旗县成立合作社 4.5

万家，创建示范社 2024 家，带动 7882

个建档立卡贫困户稳定脱贫。在疫情

防控的特殊形势下，广大合作社积极

投身防疫一线，捐款捐物、出人出力，

带领农牧民群众战疫情、抢农时、促生

产、抓脱贫，为夺取疫情防控和农牧业

生产“双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产业类型逐步拓展。合作社积极

顺应市场需求，不断拓展经营范围，由

传统种养殖向产品初加工、仓储物流、

电子商务等服务领域延伸。比如，有的

合作社开展粮食烘干、制粉、分级、包

装，果蔬清洗、保鲜、储运加工等，增加

了产品附加值；有的合作社在服务好

内部成员的同时，积极开展生产托管

服务，参与美丽乡村建设，拓宽了增收

渠道；有的合作社利用网络平台、网红

直播等方式，销售本地特色优势农畜

产品，让更多人品尝到内蒙古味道；有

的合作社发挥本地生态资源优势，进

军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把绿水青山

变成了金山银山。

“十四五”时期，自治区农牧厅将

牢牢把握合作社“姓农属农为农”属

性，持续深入开展合作社规范提升行

动，切实抓好合作社质量提升整县推

进试点，大力推进示范社“四级联创”

和联合社建设。引导和推动合作社加

强内部管理，提升规范化水平。认真总

结合作社发展的成功做法和典型经

验，打造一批合作社高质量发展的样

板。帮助合作社拓市场、树品牌，破解

融资难题，不断增强经济实力、发展活

力和带动能力，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加快推进农牧业农村牧区现代化提供

有力支撑。 来源：内蒙古农牧厅

2020 年 4月，按照赤峰市

党建引领食用菌产业发展共同

体工作要求，敖汉旗贝子府镇党

委组织协调上海农科院食用菌

研究所等 5 个企事业单位党组

织、刘家湾子村等 7 个村级党组

织、旗农牧局等 6个机关单位党

组织和万家菌业有限公司等 7

家食用菌企业以及食用菌种植

农户，成立了贝子府镇党建引领

食用菌产业发展共同体。

贝子府镇党建引领食用菌

产业发展共同体整合项目、资

金、土地、人力等优势资源，集中

精力打造集标准化、专业化、产

业化于一体的千亩食用菌扶贫

产业园。牵头企业为联合体成员

提供技术服务、原料供应、产品

深加工和销售渠道，合作社和企

业带动农户种植食用菌，助农增

收致富。

上海农科院食用菌研究所

党支部负责菌种研发和人才引

进，在园区建立菌种研发中心，

研究培育出了“敖香一号”菌种，

帮助园区聘请河北籍食用菌专

家担任园区总监。

旗司法局党总支设立贝子

府镇阳光就业基地和法律工作

站，免费开展法律咨询服务，定

期组织劳教人员在园区义务劳

动。

在共同体的引领下，建立了

内蒙古赛恩吉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主营食用菌深加工产业；

联合碧桂园集团内蒙古区域党

支部投资 400 万建设了碧萬弘

食用菌扶贫产业园。现全镇食用

菌产业占地 1000 亩，净棚 400

亩，大棚 520 栋，年生产菌棒

300 万棒，食用菌 600 万斤，产

值 6000 万元，每年发放村集体

经济资金和贫困户资产收益金

100 多万元。

下一步，该镇将加大联合力

度，根据相应需求，增加党建联

合体和产业化联合体成员数量，

扩大党建联合体和产业化规模，

不断推进全镇食用菌产业发展。

来源：内蒙古农牧厅

“浑河滩农粮”揭牌 牛三娃立志兴农

内蒙古农牧民合作社：“姓农属农为农”再提升

党建引领兴产业
共同发展促脱贫

———敖汉旗贝子府镇党建引领食用菌
产业发展

内蒙古包头市九原区入选第二批
全国农村公共服务典型案例

走进今天的敖汉旗萨力巴乡，

一片片生机勃勃的农田粟黍飘香，

一座座熠熠生辉的设施农业温室大

棚鳞次栉比，一排排干净整洁的圈

舍六畜兴旺，一处处商贾云集的产

业园区车水马龙……一派乡村振兴

绿色发展的强劲势头！

2019 年 12 月，敖汉旗萨力巴

乡被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中宣

部、司法部、民政部五部委评为“全

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成为赤峰市

唯一获此殊荣的乡镇。乡村治理示

范,带来乡村和谐。连续 3年无越级

上访，成为“全旗信访‘三无’乡镇”。

萨力巴乡，这个昔日的贫困乡，和谐

发展甩掉了穷帽子，踏上了从富起

来到强起来的崛起之路。

开展融合党建引领三治融
合，打造和谐社会

2018 年初，敖汉旗委出台了

《支持萨力巴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实

施意见》，对这个民族乡给予极大支

持。在《意见》指导下，萨力巴乡制定

了三年发展 135 个项目、总投资

4.68 亿元的规划，计划到 2020 年

末，全乡财政收入达到 550 万元，比

“十二五”期末提高 3 倍；农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达到 1.6 万元，比“十二

五”期末提高 1倍。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萨力巴乡

党委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遵循中央《乡村振

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关于

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

的乡村治理新要求，自 2018 年起结

合乡情实际，顺应广大群众新期待，

以完善乡村治理体系为主线，全面

推行“三治融合”基层社会治理模

式，努力形成法治有序、德治有效、

自治有力的良好社会氛围，彰显了

萨力巴乡党委组织自信、群众自信、

管理灵活的“两自信一灵活”治理特

色，为实现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有

力的社会保障。

因地制宜，精心谋划，全面实现

8个行政村的产业布局。确定的发展

定位是：通过建设“一线、两区、四大

基地”,把萨力巴乡打造成为绿色发

展的生态之乡、底蕴深厚的人文之

乡、区位独特的旅游之乡、经济繁荣

的实力之乡、富有精神的文明之乡、

宜居宜业的品质之乡、民族团结的

示范之乡。在这一发展思路指导下，

该乡各项事业突飞猛进。

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不断提升
发展势头强劲
金秋时节的萨力巴乡，高粱笑

红了脸，谷穗压弯了腰，种植业又迎

来一个丰收年，这是该乡不断加强

农业基础建设的结果。实施坡改梯

2.7 万亩、节水改造 1.8 万亩、人饮工

程 38 处、新建膜下滴灌 5 万亩。其

他方面，完成危房改造 540 户，建幸

福大院 4处；实施农网改造 98 个台

区；建设村级卫生室 9处；建设文化

活动室 8 处、文化广场 37 个，配套

健身器材 280 个；发展数字宽带用

户 1231 户、户户通 2864 户、村村通

1227 户；实施街巷硬化 188.16 公

里、通村通组路 108 公里，安装路灯

1050盏；新建棚圈 4.01 万平方米。

几年来，基础设施建设累计完成投

资 2.6 亿元。

万亩设施产业园区初具规模
富民效果显著
产业园分三期建设，总投资

2.26 亿元。一二期工程已于 2017

年、2018 年建设标准化日光温室

1207 栋，面积 4600 亩，实现年产值

5000 多万元，年提取资产收益金

124万元。今年 4月 13 日开工建设

的三期工程面积 5500 亩，建设日光

温室 1600 栋，今年竣工生产产业园

面积达到 1万余亩，温室 2807 栋，

年产值可达 2.5 亿元，带动周边群众

1200 余人就业，人均年增收 4 万

元，成为全旗规模最大的设施农业

产业园区。

易地扶贫搬迁工程幸福农家
百姓安居乐业

萨力巴乡投资 526.8 万元对 5

个自然村实施生态移民，惠及贫困

群众 19 户 80 人。2017 年，投资

1483 万元，对老牛槽沟村、城子山村

8 个自然村实施了易地扶贫搬迁

137 户 343 人，惠及贫困群众 81 户

201 人。后期投入产业扶持资金

100.5 万元，购进基础母驴 69 头、基

础母羊 20只。同时为无劳动能力群

众实施了资产收益项目，确保“搬得

出、稳得住、能致富”。昔日居住环境

偏僻脏乱的群众，如今院落整洁、窗

明几净，庭院经济稳步发展。

养殖产业六畜兴旺
彰显规模效益

引进了东大品证和牛、牧原生

猪两家养殖龙头企业。由北京东大

品证牧业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和牛

先生庄园总投资 1.6 亿元，建设标准

化养殖棚圈 1.46 万平方米、高标准

胚胎繁育中心 500平方米，和牛存

栏达到 300 头。2018 年 8 月 15 日

被北京农林科学院国家工程实验室

授为应用国家工程实验室和牛示范

基地。三期工程于 2019—2021 年建

设棚圈 5000平方米，配套建设屠宰

加工厂等，和牛存栏达到 5000 头、

新品种胭脂牛存栏达到 3000 头，年

出栏纯血和牛 2000 头，实现产值

8000 万元，带动周边乡镇发展和牛

养殖及相关产业。由牧原有限公司

投资建设的牧原生猪养殖基地，占

地 1394 亩，项目总投资 2亿元，项

目达产可实现基础母猪养殖 1 万

头、年出栏育肥猪 20万头。

生态经济林果产业效益初现
绿染一方

累计投资 1740 万元，全乡经济

林发展到 5800 亩，其中发展亿森高

产高效林果基地 800 亩，亩经济效

益达 3000 元，建设成果得到国家林

业总局的认可。2018 年，引进蒙树

集团投资 2.3 亿元建设万亩生态景

观综合体项目，打造集景观、采摘、

休闲、苗圃于一体的综合性生态示

范区。

项目建设千帆竞发
经济效益凸显

2019 年末，全乡一、二、三产业

增加值完成 8.4 亿元，增长 11.5%。

粮食产量 1.6 亿斤, 大小牲畜存栏

24万头(只),乡村文化旅游年接待游

客超 3万人次,旅游收入超 1000 万

元。项目建设带来了人流、物流、信

息流、资金流，萨力巴乡成为海纳百

川、令人心动的投资聚集地，项目建

设在脱贫攻坚征程上彰显了强乡富

民的巨大魅力。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萨力巴乡

近些年来赢得了多项殊荣：2018

年，荣获旗级民族团结进步先进单

位；2018 年 12 月，被赤峰市委组织

部、市委宣传部评为“魅力乡镇”；

2019 年 4 月，被评为“全旗组织工

作先进党组织、全旗宣传思想工作

先进党组织”；2020 年 5 月 26 日，

萨力巴乡荣获“全国农业产业强镇

建设”称号，2020 年 10 月，再次被

评为“魅力乡镇”，这是对经济发展

成果的最好诠释。

据《赤峰日报》

敖汉旗萨力巴乡：乡美民富产业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