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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移苗后，6 月份就能开园上

市。”金伯利农场合伙种植人黄伟介绍

说，农场是现代化智慧农业产业园，实

施工厂化育苗、智能化灌溉、生物化防

治，生产的番茄、西甜瓜、贝贝南瓜等

产品主要以订单的形式通过盒马鲜

生、百果园等渠道，直供国内一线城市

中高端市场。

据了解，金伯利农场总投资 1.26

亿元，目前建成占地 618 亩的联栋大

棚 12栋，土地利用率达 95%以上，配

套建成 2万平方米育苗工厂及研发中

心和 1000 亩的大田试验示范区。这

里汇合集成了多个国家的先进种植技

术，采用德国欧适能能源系统，能耗降

低 70%以上；引进以色列智能水肥一

体化技术，节肥、节水 70%，减药 50%

以上；采用雄峰授粉、施用土壤有益

菌，使用生物杀虫剂，可减少或替代杀

菌剂 90%以上；园区全部采用 0.01 毫

米新国标地膜，全部回收利用；1人就

可管理 600 亩大棚的灌溉和施肥工

作，亩均效益达到 2.5 万元。

智慧农业产业园的进驻也带动了

周边农民的增收。临河农场八分场农

工刘霞 2018年将家中的 37亩土地以

每亩每年 700 元的价格流转给园区，

自己成立了“霞妹合作社”，带领分场

妇女们就近在园区内打工，她的丈夫

在家中育肥羊，年出栏 1000 多只，3

项收入加起来每年达到 20万元。她高

兴地说：“土地流转后我们家的生活大

变样，收入翻了好几番，还在城里买了

新车和新房。”

近年来，临河区以“天赋河套”品

牌为引领，以新技术、新品种为抓手，

积极引进国内外先进生产模式，着力

完善农企利益联结机制，不断提高农

牧业科技创新水平，水肥一体化、工厂

化育苗、胚胎移植等一批种养殖技术

落地生根，设施农业面积达到 5.3 万

亩，建成鲜农、金伯利农场等科技示范

园区、田园综合体 62 个，培育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 8030 个，发展农牧业产

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87 家，通过以点带

面、示范引领，辐射带动农牧业转型升

级，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到 22274 元，走出了一条以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

子。

在临河区鲜农万亩现代农业产业

园，大型钢化玻璃结构智能温室内暖

意融融。鲜农公司副总经理崔敏介绍：

“我们采用自动控温、全自动水肥一体

化、绿色病虫害防控、二氧化碳气肥施

放等技术，一亩这样的智能温室可栽

培 2000 株番茄，每株可采摘 40-50

斤番茄，每斤番茄订单价格是 7 元，这

样算下来，亩均产值约 60 多万元。”鲜

农公司已建成占地 100亩的智能温室

馆群，811 栋土钢结构温室大棚，不仅

大面积种植黄瓜、西红柿等北方常见

的果蔬，且成功引进火龙果、香蕉、石

榴、车厘子等南方果木安家落户，实现

了“南果北种”，带动周边 1500 多农

户增收致富。

“一亩园顶 50亩大田。我这栋温

室从 3 月中旬开始采摘，每天采摘

1000多斤黄瓜，每斤能卖到 2.7 元。”

正在温室里采摘黄瓜的农民李世忠乐

呵呵地说道。他家住在白脑包镇民富

村，2012 年将自家的 70 多亩土地转

包出去后，以每亩 1.5 万元价格承包

了这里一栋 3亩温室，年收入 20 多万

元。

据《内蒙古日报》

天刚蒙蒙亮，此起彼伏的“嘎嘎”

声打破乡村的宁静。“开饭咯（啰）！”两

名工人直奔鹅棚，这边才给料槽添满，

围栏里的一只只大鹅已探出长长的脖

子争相啄食。

鹅的全身几乎都是宝，在广袤的

农村，饲养大鹅有着更为美好的发展

前景。近年来，阿荣旗得力其尔鄂温克

族乡不断探索党建引领产业发展模

式，确定了以党建为引领推进大鹅养

殖产业的发展战略。工作中，充分发挥

“党支部 + 合作社 + 村民 + 市场”的

运行模式，通过“政府扶持引导、党员

示范先行、群众普遍参与、经合组织带

动”等方式，集中建立 6个养殖基地整

体推进大鹅产业，引导村民发展肉鹅

产业。

在得力其尔鄂温克族乡党委的领

导下，各村成立大鹅养殖合作社和党

支部，并在 9个村级合作社的基础上

成立联合社和联合党总支。实行统一

培训、统一建设、统一防疫、统一管理、

统一保险、统一市场的“六个一”养殖

模式，走集约化、规模化、科学化大鹅

养殖道路。

产业发展中，通过“政府扶持引

导、党员示范先行、群众普遍参与、经

合组织带动”等方式，充分发挥“党支

部 + 合作社 + 村民 + 市场”运行模

式，在争取项目资金的同时，组织 200

余名党员、群众出资入股、参与劳动，

村书记带领村干部、党员和群众一起

做起了“鹅司令”。

龙头山村党支部书记孙长岭今年

60 岁，在乡党委的号召下，毅然地扛

起行李、带着老伴把家搬进了鹅棚。

“乡党委给咱们要来了这么好的项目，

咱必须得好好干，不能辜负老百姓选

你，把你选来干啥啊，你要不作为就回

家去呗！养鹅我不懂，我动员妻子来帮

我养鹅。”朴实的孙长岭领着老伴在鹅

棚一住就是一个多月，他说：“只要咱

们成功了，付出多少辛苦都值了，咱得起

到带头作用，给村民致富的信心……”。

像孙长岭这样把家搬进鹅棚的还

有很多：忠诚堡村村书记许金权，新立

村村书记尚金锋，马河村村书记苏旬

伟、村主任范希山……

“推动乡村振兴，党建工作必须走

在前列，我们利用组织的力量把方方

面面融合成一体发展大鹅产业，今年，

共分两批压茬养殖白鹅 20 万只，加上

农户养殖 10 万只，全年养殖大鹅 30

万只，计划 3年内全乡养殖大鹅 100

万只，着力打造‘大鹅之乡’。”得力其

尔乡党委书记张福山介绍说。

产业兴，百姓富。得力其尔乡发展

大鹅产业的同时，还积极为困难群众

提供就业岗位，引导他们发展养鹅业

增收。

“我家没有地，人口多，媳妇身体

又不好，没办法外出打工。从去年 4月

份开始在合作社里打工，3 个月时间

挣了一万多元钱，在家门口打工还能

照顾家，真是挺好的。”得力其尔村村

民刘利高兴地说。

龚学柱身患残疾，曾经也是该村

的建档立卡户，现在他和妻子在合作

社里打工，两人一个月有七八千元钱

的收入，实现了稳定脱贫。村民吴殿臣

家中土地少，妻子残疾，在养鹅基地的

带动下今年养鹅 500 只，预计能增收

一万元。

为持续推进大鹅产业，切实提升

经济效益，得力其尔乡积极延伸大鹅

产业链条，先后建成标准化孵化车间、

标准化育雏室、冷库、烤鹅厂等基础设

施，实现大鹅产品精深加工，增加产品

附加值。同时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带

动更多群众增收，切实开创“集体增收

有门、农户致富有路”的双赢局面。

得力其尔乡“阿荣白鹅”系列产品

包括烤鹅、鹅翅、鹅掌、鹅脖、鹅胗、白

条鹅等，通过直营店、签订订单及抖

音、淘宝线上等多种渠道进行销售，仅

烤鹅厂开业当天的展销活动就销售

2000 只烤鹅，现场签售预订订单烤鹅

2.3 万只、白条鹅 1.55 万只、鹅杂 760

斤，切实形成了白鹅孵化、育雏、养殖、

屠宰、冷冻、烘烤、销售为一体的产业

发展模式。

“脱贫攻坚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

美丽乡村的面貌初显，接下来我们还

要继续做好乡村规划，在原来的基础

上精益求精，把村庄建设得更加美好，

让老百姓真正感受到新农村建设、乡

村振兴给他们带来的实惠和便利。”得

力其尔村、杜代沟村联合党支部书记、

大鹅养殖联合社党总支书记王国强

说。 据《呼伦贝尔日报》

4 月 21 日，锡林浩特市举办智慧

畜牧业交流研讨会，旨在通过专家宣

讲、交流讨论等形式，深入研究探讨大

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移动互联网

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锡盟畜牧业现

代化发展中的融合应用，助力推动

锡林郭勒盟畜牧业提质增效、高质

量发展。

据锡林郭勒盟大数据中心党组书

记、主任杨俊峰介绍，畜牧业是锡林郭

勒盟三大基础产业之一。作为国家重

要的绿色畜产品基地，锡盟牛、羊、马、

驼等畜种拥有量位居全国地区级首

位，2020年肉牛存栏 173 万头，羊存

栏 1100 万只，安格斯等高端肉牛养

殖规模居全区首位，基本形成了畜牧

业“一区一带”产业格局和良种肉牛全

产业链。额尔敦、大庄园、羊羊牧业、宏

源、伊顺等 97 家盟级以上农牧业产业

化重点龙头企业强劲示范引领，畜产

品地理标志证明达到 16 件，锡林郭勒

羊区域公用品牌发布。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5G、互联

网的飞速发展，国家、自治区对智慧畜

牧业的发展越来越重视，锡盟牢牢把

握乡村振兴的历史机遇，以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为导向，以科技创新和数字

化发展为驱动，构建长效发展机制，着

力推动畜牧业生产管理水平的不断优

化，推动数字牧区健康有序发展，加快

畜牧业数字化、产业化和生态化发展。

据中国联通内蒙古分公司高级经

理、联通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侯永岗介绍，内蒙古联通近年来充分

发挥“天、地、空”无缝联接的网络、专

业技术人才、创新的体制机制优势，依

托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

区块链、5G通信等新技术，积极探索

和尝试“互联网 +”现代畜牧业的新业

态、新模式,已将互联网创新成果深度

融合于各领域，为产业智能化提供支

撑。下一步，联通公司将以成熟的技术

优势，提高圈舍环境调控、精准饲喂、

动物疫病监测、畜禽产品追溯等智能

化水平。加快畜牧业信息资源整合，推

进畜禽养殖档案电子化，全面实行生

产经营信息直联直报。实现全产业链

信息化闭环管理。支持第三方机构以

信息数据为基础，为养殖场（户）提供

技术、营销和金融等服务。

内蒙古自治区电子信息产品质量

检验院院长助理巩韶飞就如何进行畜

牧业产业振兴，论述了《活体溯源的功

能及原理》，进一步阐明实现乡村振兴

必须实施品牌战略的重要性。

齐美萍

玉米是林西县农村普遍种植的

农作物，2020年达到 37 万亩，而玉

米收获归仓后，剥掉的玉米皮除了

做饲料和生火煮饭，往往被废弃。而

今，廉价的玉米皮在林西县有了新

用途，它被人们用来制作成手工艺

品，登堂入室，成为一幅幅精美的画

作和一件件精致的家居用品。

大井镇东方红村民吕海萍，是

村文明实践站玉米皮粘贴画项目的

骨干志愿者，除了在村文明实践站

辅导妇女们制作玉米皮粘贴画，平

时也在家里利用村里提供的设备制

作玉米皮作品，她制作的《梅兰竹

菊》尤其受到买家欢迎，2020 年即

使受到疫情影响，吕海萍全年仍然

实现玉米皮贴画销售 1 万余元。

2020 年东方红村实现玉米皮手工

艺品销售收入近 20万元。

近年来，林西县将玉米皮文创

产业与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有

机结合起来，整合妇联、文化、融媒、

电商等部门的人才和技术优势，形

成志愿服务队伍，搭建文明实践服

务平台，以乡镇文明实践所、站为基

地，开展技能培训、制作指导、直播

带货、展示展销等志愿服务活动，激

发农民内生动力，激活农村闲置劳

动力，促进农民就业增收。目前，玉

米皮文创产业已具备一定规模，全

县制作玉米皮手工艺产品达 14 类

60多个品种 4000 余件，培训妇女

1000 余人次，培养技术骨干 150 余

人，带动贫困户 60 余人，参与该产

业的妇女人均增收 1500余元。

2021 年，林西县成立玉米皮

文创产业推进组，乡镇相继组织举

办了玉米皮手工制作培训班，玉米

皮文创产业正在全县铺开。参与玉

米皮手工艺品制作的人员以农村妇

女为主，年龄从 40 岁到 70岁不等，

其中不乏一些老人和残疾人，因为

年龄和身体原因，他们不能从事体

力劳动，但是有很多空闲时间，通过

玉米皮手工制作，他们找到了自己

的舞台，展示了自己的才艺。新城子

镇老虎石沟村 64 岁的王桂芝先天

性聋哑，但是她有一手漂亮的剪纸

技术，剪出的图案寓意美好、生动形

象，为玉米皮贴画提供了最佳设计

图案。无论是农闲还是猫冬，妇女们

或聚集在村文明实践站，或三五成

群围坐在一起，采取“我帮你”一对

一、一带多的志愿形式传授技艺，互

相学习。玉米皮手工制作让她们的

生活更充实了，在获得经济收益的

同时，也带来了精神上的愉悦。

2020 年，林西县玉米皮粘贴画

被列为赤峰市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

产。林西县正式将玉米皮手工艺品

制作列为全县重点文创产业，以新

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的形式开展

和推广，致力于打造“林西玉米皮工

艺品之乡”。 刘兴宇

一场春雨过后，王如来跑到

田里查看小麦出苗情况更勤了。

看着一行行嫩绿的麦苗破土而

出，他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前几天这场春雨导致地温

偏低，影响了小麦出苗，现在向

阳的地块小麦苗已经长出来

了。”王如来是巴彦淖尔市临河

区元鼎富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

人，合作社从临河农场流转了

3000 多亩土地，今年开春播种

了 1100 多亩小麦，其中单种小

麦 500 多亩，小麦套种玉米 600

多亩。

“去年种了 700 来亩小麦，

今年地方加大小麦补贴政策支

持，我们增加了小麦种植面积，

并以每斤 1.65 元的价格与当地

的龙头企业签订了 1100亩小麦

种植订单。”王如来说，单种小麦

的地块夏收以后再复种西蓝花、

白菜和燕麦，其余土地种植玉

米、蔬菜和甜菜等农作物，如果

风调雨顺年景好，合作社一年能

有 130多万元纯收入。

巴彦淖尔市被誉为“塞外粮

仓”，小麦是当家主粮。近年来，

巴彦淖尔市对标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河套灌区要发展现代农业，

把农产品质量提上去，为保障国

家粮食安全作出贡献的要求，深

入实施“藏粮于技、藏粮于地”战

略，积极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

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盐碱地改

良等重点项目建设力度，进一步

提升农业配套水平，夯实现代农

业发展基础。同时通过积极

调整优化种植业结构，提高新

技术新品种推广水平，加大种

粮补贴力度并及时落实到位，

夯实升级“粮仓”，全面提升粮食

安全保障能力。

2020 年，全市粮食面积

540.3 万亩，同比增加 1.6 万亩，

增长 0.3%；粮食产量 55.2 亿斤，

同比增加 2.4 亿斤，增长 4.5%，

连续 3 年保持在 50 亿斤以上，

粮食单产 511.2 公斤 / 亩，较上

年增加 21.2 公斤 / 亩，为保障国

家粮食安全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今年，巴彦淖尔市继续加大

对集中连片种植小麦农户的扶

持力度，将产粮大县补贴资金、

耕地轮作、农业生产社会化服

务、耕地深松深翻、秸秆综合利

用等涉农项目资金重点向集中

连片种植小麦的区域倾斜，全市

小麦播种面积预计达到 150 万

亩。在政策利好以及恒丰、兆丰、

中粮等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双重

带动下，河套小麦种植面积逐渐

走出低谷连年增长，河套小麦迎

来了新的发展春天。

“去年公司销售额达 7.4 亿

元，加工面粉约 18 万吨，均较上

年同期均有提升。企业与 2 万多

户农民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关系，

按企业高标准要求种植的订单

小麦面积达到 24万多亩。”内蒙

古恒丰集团企划项目部经理刘

勇介绍说。

去冬今春以来，临河区狼山

镇幸福村和光明村农田建设项

目工地上，挖掘机、推土机机声

轰鸣，一片忙碌景象，项目区

2.42 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正在紧张有序地推进。

项目区大破大立对土地进

行平整，清运田间积土，条田间

距重新规划，改良盐碱地，实现

渠、沟、林、田、路全配套，解决了

土地“碎片化”的问题，有利于朝

着机械化、规模化、集约化方向

发展。

临河区农牧和科技局技术

员刘永介绍，该区今年投资 1.46

亿元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面积 11 万亩，项目区配置田间

口闸，采取渠、植树沟、路相间隔

布置模式，项目 6 月份峻工后，

可新增耕地 5%左右，亩可增产

10%以上，让农民得到看得见摸

得着的实惠。

五原县隆兴昌镇 2 万亩高

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初见成效，一

块块条田平整展活，一栋栋钢架

温室大棚拔地而起。项目区今年

实现规模化经营，计划 种植 蔬

菜 1200 亩 (其中 供港 蔬菜

1000 亩)、西红柿 1000 亩、盐碱

地高产向日葵 1万亩、粮饲兼用

玉米 7800 亩，打造绿色高效现

代农业示范种植区。

在项目区智控中心大屏幕

上，土地的温度、湿度、含盐量等

数据一目了然。五原县农牧和科

技局副局长孙锡良说：“有了它，

我们随时可以监测耕地，做到水

肥一体化，精准灌溉施肥。”

据了解，今年巴彦淖尔市计

划投资 11.3 亿元，实施高标准农

田建设项目 75.6 万亩，涉及全市

6个旗县区。按照计划，项目全部

采用“大破大立”模式进行建设，

一步到位配套节水灌溉工程，同

时因地制宜的进行水肥一体化、

土地平整、盐碱地改良等，力争

实现田成方、林成网、旱能灌、涝

能排、盐能降的农田高标准。

来源：内蒙古新闻网

临河现代农业园区尽显“科技范儿”

阿荣旗：“鹅司令”唱响致富歌

锡林浩特举办智慧畜牧业交流研讨会

林西县玉米皮手工艺品扮靓乡村

巴彦淖尔市“大破大立”
建设高标准农田

本报讯（记者 屈春莲 实

习记者 戴乐）3 月 30 日，通辽

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原告内蒙古

自治区消费者协会因被告王柏

江、毛云慧生产、销售伪劣产品

侵害消费者权益依法提起的消

费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作出判决。

据了解，该案中的二被告毛

云慧与王柏江系夫妻关系，王柏

江经营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双

益调料行。2018 年 4月开始，王

柏江雇用陈秀方、刘淑珍、胡连

波三人，由毛云慧教授他人使用

“信那水”擦除过期和临近过期

的傻妹妹、邓仕等品牌食品包装

上的生产日期，共同使用“信那

水”擦除过期和临近过期食品包

装上的生产日期，之后使用打码

机在已经擦除生产日期的食品

上重新打印生产日期，并将部分

涂改完生产日期的食品转移到

双益调料商行位于通辽经济技

术开发区河西街道办事处二号

村内用于日常经营的库房内再

进行销售。王柏江、毛云慧销售

更改完生产日期的食品销售金

额为人民币 16795.80 元。

基于上述事实，通辽市科尔

沁区人民法院于 2019 年 11 月

26 日作出（2019）内 0502 刑初

146 号刑事判决，判决王柏江等

人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

处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判处罚

金 30000 元；于 2020 年 6 月

29 日作出（2020）内 0502 刑初

569 号刑事判决，判决毛云慧犯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

期徒刑一年七个月缓刑三年，判

处罚金 10000元。

于 2020 年 9 月 26 日通辽

市人民检察院在《正义网》发布

公告，拟针对二被告提起消费民

事公益诉讼。公告期内原告向通

辽市食品药品市场监督管理局

开发区分局致函查询二被告刑

事案件进展过程。通辽市食品药

品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发区分局，

于 2020 年 9 月 27 日复函原告

《关于王柏江经营标注虚假生产

日期食品案件的情况说明》，原

告公告期内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通辽市人民检察院对本案予以

支持起诉。

内蒙古自治区消费者协会

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侵害消费

者权益为由对王柏江、毛云慧依

法提起诉讼。经通辽市中级人民

法院审查认定，二被告生产销售

伪劣食品调料，其行为不仅构成

犯罪，危及广大消费者舌尖上的

安全，也属于民事侵权行为。尽

管尚未发生严重后果，依然潜在

危害，危害源头在于二被告的共

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行为。故

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依

法作出判决，被告王柏江、毛云

慧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

向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支付惩

罚性赔偿金 77570.60 元，由法

院缴付国库；二被告共同于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在《内蒙

古日报》《通辽日报》上发表经通

辽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可的赔礼

道歉声明。

打击生产、销售伪劣产品行为

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
一起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案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