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月 2 日，农牧业技术人员在土默特左旗苜蓿草种植基地进行技术指

导。当日，自治区农牧厅畜牧局等 3 个党支部联合开展主题党日活动，深入

土默特左旗的中小养殖场和传统乳制品加工企业，为基层群众解决生产中

的技术难题。 据《内蒙古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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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时节，通辽市库伦旗先进林

场的锦绣海棠郁郁葱葱，朵朵白花点

缀枝间，风过之处，阵阵清香。站在瞭

望台上，一幅绿色的生态画卷尽收眼

底。

据了解，先进林场光照、土壤条件

优越，2012 年栽植了 100 亩锦绣海

棠，经过几年的培育，海棠果色泽艳

丽、口感香甜，营养丰富，广受消费者

青睐。库伦旗自然资源局纪委书记曲

成刚介绍说：“去年，先进林场海棠果

总产量 6万斤左右，收入 180多万元。

在先进林场、六家子林场等锦绣海棠

经济林示范基地的辐射带动下，全旗

锦绣海棠栽植面积达到了 6700 多

亩。”

库伦旗处于燕山北部山地向科尔

沁沙地过渡地段，南部浅山连亘，中部

丘陵起伏，北部沙丘绵绵。近年来，库

伦旗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发展理念，按照“南治沟、北治

沙”的工作思路，依托退耕还林还草相

关政策，以林业为突破口，完成多项综

合治理和生态建设工程。目前，全旗林

地面积(含乔木、灌木林)已达 230 万

亩，森林覆盖率达 33%，生态环境治理

成效显著。

在库伦镇白庙子嘎查，村民嘎达

刚刚送走买海棠苗的客商。“200株卖

了 5000 多元，今年卖苗已经赚了 3

万多元。”嘎达笑着说。2018 年，嘎达

承包了 50 亩低产林地，改栽 4000 株

锦绣海棠树。他算了一笔账：“过两年

一亩地能产 2000 多斤海棠果，按市

场价 3 块钱一斤算，50 亩地能收入

30多万，而且产量还会逐年增加。10

年后，一棵果树产量稳超 80 斤，效益

特别好。”嘎达对果林未来的发展充满

信心。

2017 年以来，库伦旗着力调整林

业产业结构，林业发展方向从单一数

量型向多元实效型转变，许多像嘎达

一样的农牧民借着改造低产低效林的

东风，开始发展以锦绣海棠为代表的

经济林。截至目前，全旗推广经济林达

到 3万亩左右，经济林及果品年总产

值达 2000 万元左右。

从过去的千沟万壑到现在的“锦

绣”风光，库伦旗走出了一条经济与生

态环境建设融合发展的新路子，改

善了人居环境，增加了农牧民收

入，实现了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双

赢。全旗目前拥有新老林业产业典型

10余个，林区各单位被授予各级奖项

10余次。

据《内蒙古日报》

随着夏季气温回暖，阿拉善右

旗牧区迎来剪羊毛、梳羊绒季节。经

过近几年改良，这里白绒山羊曾经

粗厚的“羊装”现如今都换成了细又

绵的“洋装”，成为农牧民增收新途

径。

巴彦高勒苏木乌兰塔塔拉嘎查

牧户刘维柱，是该旗白绒山羊育种

核心群的其中一户。在阿拉善右旗

畜牧兽医站的指导下，他自愿加入

到“1396”超级绒山羊工程的实施进

程中，经过几轮的筛选，他家已有

280只羊成了优质白绒山羊。

“这段时间我家一直忙着梳羊

绒，改良前我们的羊绒都在 15 至

17 微米左右，现在基本上达到 14.5

微米左右。”刘维柱告诉记者。

羊绒品质好了，价格也上涨了。

蒙绒公司根据他家羊绒的细度定

价，每公斤通绒达到 400元。羊绒通

过分部位采集、单独包装，曾每公斤

达到 1140元。在改良的这几年间，

刘维柱家的羊绒品质不断提高，在

阿拉善白绒山羊评选活动中曾获可

喜成绩。

“现在羊绒细度好，绒价格每公

斤比以前要高 40 元左右，如今我光

卖羊绒 1 年收入就达 4 万多元。”

刘维柱说。

阿拉善白绒山羊是阿拉善右旗

的优势畜种和地方良种资源，为深

入实施白绒山羊提质工程，扎实推

动超细绒山羊产业发展，更好地保

护阿拉善右旗白绒山羊种群，该旗

畜牧兽医站在雅布赖镇、巴彦高勒

苏木、阿拉腾朝格苏木等草畜平衡

区适宜地区划定阿拉善白绒山羊保

护区，深入实施“1396”超级绒山羊

工程，共建立种养场 2个、白绒山羊

育种核心群 33 户、绒山羊生态牧场

100 个，成立白绒山羊人工授精站

点，免费为白绒山羊育种核心群提

供优质种公羊。

为提高羊绒品质，该旗畜牧兽

医站每年走访育种核心群采集绒

毛，检测绒毛细度，根据标号羊的绒

毛细度，分类打标，留存数据，指导

牧户经过分部位抓绒、单独包装，提

高白绒山羊个体经济效益。通过绒

毛的优质优价收购，每年这些育种

核心群牧户的羊绒细度基本保持在

14.5 微米以内，每公斤羊绒比该旗

羊绒市场通货价格高出 80 元至

160元，甚至更高。

据了解，经过近 6年的培育改

良，如今该旗确立的 33个白绒山羊

育种核心群发挥了有效的引领示范

作用，实现了让牧民增收和保护白

绒山羊优质种群的双赢。

来源：新华网

本报讯（杨进虹）近日，记者从相

关部门获悉，在 6月 4日山东省烟台

市召开的“第十六届东亚国际食品交

易博览会”上，喜获自治区“蒙”字标产

品及内蒙古传统奶制品推介会在该会

首日上亮相。

兴安盟大米、赤峰小米、河套小麦

粉等特色产品硬核亮相，吸引了众多

展会游客。为宣传推广内蒙古域品牌

和内蒙古传统奶制品，助力内蒙古优

质企业开拓国内外市场，自治区市场

监管局专门组织了 12 家“蒙”字标获

证及认证企业、16 家区内优质食品企

业参展此次博览会。

推介会上，锡林郭勒羊肉、呼伦贝

尔牛羊肉以及内蒙古传统奶制品等

“蒙”字标企业做了精彩推介，让八方

宾客全方位、多维度了解了这些草原

产品，从而达到提升内蒙古品牌知名

度的目的。

据了解，东亚国际食品交易博览

会始于 2004 年，已连续成功举办 15

届，拥有成熟的运作模式、稳定的客户

群体和良好的行业口碑，已成为东亚

地区食品加工制造、商贸合作的大型

互动平台。本次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

管局组织“蒙”字标授权认证企业、传

统奶制品手工坊以及区内知名食品企

业代表参会，目的就是借助东亚食品

交易博览会的“东风”，为内蒙古本土

企业对接优质资源、寻求合作发展搭

建平台，为内蒙古优质农畜产品在国

内国际舞台上“硬核”展示、闪亮登场

创造条件。

敖汉旗新惠镇党委凝聚合力

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

动，确保广大党员做到“观基层风

貌、查百姓所需、解群众难题”，切

实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

该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实地

调研 78 人，调研次数达 1541

次，收集意见建议 547 条。对能解

决的现场解答并落实，暂时不能

解决的记录标记。同时，在全镇

29 个支部设置电话、征求意见箱

等，共收到 54 条意见建议，31 个

问题已解决，23 个问题还在沟通

协调解决中。

刘颖 张文静

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

敖汉旗新惠镇党委精心组织，从

三个方面扎实推进党史学习教

育。

穿插式教育汇“小时间”成

“大淬炼”。围绕“党史学习教育”

目标，成立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

组，制定学习教育方案。目前组织

广大党员干部共学习 17场次，参

与 513 人次。

检测式教育变“小测试”为

“真本领”。截至目前 29个党支部

共组织3次测试，参与人数 567人。

课堂式教育让“学理论”成

“必修课”。邀请草原学习轻骑兵

宣讲团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宣讲，

共 132人参加了镇、村两级宣讲

会。 高锐钢 许吉亮

敖汉旗新惠镇党委通过保证

学习时间有效提升党史学习教育

质量。他们结合工作实际，精心统

筹谋划，合理安排学习时间，随时

检验学习成效。每周二 19 点至

21 点的“学习夜校”专门学习党

史，每周五下午定为集体学习党

史时间。截至目前，全镇共组织党

员干部学习17场次，513人次参加

学习。目前，全镇 29 个党支部的

567名党员参加了 3次集中测试。

同时，镇党委邀请草原学习轻骑

兵宣讲团为党员群众授课，共有

132人次参加宣讲会。 许吉亮

为认真贯彻落实《敖汉旗河

道及水利工程巡查管护监督暂行

办法》，保证汛期河道两岸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敖汉旗新惠镇扎实

开展河道“清四乱”工作。

针对辖区内的 12 条河道存

在的不同问题，对于个别企业私

自扩占河道的，由镇综合行政执

法局责令限期整改；对于找不到

丢弃垃圾当事人的河道，由所在

地村居负责清理。各村居出动铲

车 9台，工程车 9辆，清理各类垃

圾秸秆柴草等 4000 吨。截至目

前，被拥堵、扩占的河道已得到及

时清理。

高锐钢 许吉亮

在春耕播种的黄金时节，农

民们都在抢抓农时，尽快播种，但

敖汉旗新惠镇巴尔当村平房组的

村民却因机电井水位严重下降，

不能满足灌溉需求，致膜下滴灌

节水灌溉项目无法落实。

平房组村民组长石永霞和孙

晓军在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我为

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中了解到

实际情况后，在与村两委进行商

议后，决定每人先行垫付 10000

元，然后发动平房组村民筹集资

金 30000 元，落实了膜下滴灌节

水项目 2500 多米，赶在播种前

施工完毕，保证了农作物灌溉。

高锐钢 许吉亮

记者从自治区扶贫办获悉，

近日，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太

平村设施蔬菜冷棚项目正式开工

建设。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动

乡村振兴，巴林左旗继续实施设

施蔬菜冷棚建设项目，建好百姓

“菜篮子”，鼓起群众“钱袋子”。

据了解，巴林左旗将“捆绑使

用”自治区绿色农畜产品生产发

展项目资金、三峡集团对口帮扶

资金、产业扶贫资金等各类资金

4515 万元发展蔬菜产业。在林东

镇太平、大营子、土龙岗、罕吐柏

等 9个村规划建设设施蔬菜冷棚

10000亩，推动蔬菜产业集中集

聚集约发展。

今年，巴林左旗蔬菜种植面

积预计可达到 40000 亩以上，其

中设施蔬菜冷棚面积将达到

18000亩以上。据《内蒙古日报》

沙沟里的“锦绣”风光

阿右旗：白绒山羊“穿洋装”

近日，克什克腾旗宇宙地镇仿野

生黄芪长势喜人，拖拉机、起收机、运

输车往来穿梭，农民们喜笑颜开，田间

地头一片繁忙景象。

据宇宙地镇三地村书记刘晓晴介

绍，“三地村仿野生黄芪种植规模有

6000余亩，最近一共起收了 70 亩黄

芪，产量约 7万多斤，每亩地的净产值

达 2000 元，总产值达 14 万元。现在

卖的是生长期为 2年的药材，目前看

种植中草药每亩地收益比种玉米、小

麦等农作物高出 4-5倍。仿野生黄芪

随着生长周期的增加，价值也在提

高，一般生长期达到5年时，价值就

很高了。现在老百姓都意识到种药材

要比传统种地好多了，大家都干劲十

足。”

来源：克什克腾旗宇宙地镇人民政府

克什克腾旗宇宙地镇
中草药种出老百姓新生活

内蒙古特色产品“硬核”亮相

稻谷香 3 号、天源 619、蒙龙

1号……近日，在通辽市奈曼旗

白音他拉苏木希勃图嘎查的水稻

品种试验基地，到处是茁壮生长

的品种试验幼苗。

今年是该旗承担自治区水稻

品种试验示范工作的第二年，截

至目前，已开展中晚熟组区域试

验、生产试验等 44个品种的试验

任务。其中区域试验、生产试验同

步试验品种 3个、区域试验品种

30个、生产试验品种 10 个、对照

品种 1个。

奈曼旗种子管理站在开展试

验示范的同时，还对周边农户进

行播种技术示范，严格按照试验

方案操作要求确定小区面积，合

理施肥、规格插植，并选择有当地

土壤代表性、肥力水平中等、排灌

方便、形状规整、肥力均匀的田块

进行同期移栽。

据了解，此项工作的开展有

利于鉴定新品种的适应性、丰产

性、抗逆性等性状，并筛选出适合

在我区种植的优良品种，为种子

安全助力。 据《内蒙古日报》

近日，随着气温升高，阿荣旗

迎来水稻插秧的好时节。10 万亩

稻田里，处处是稻农忙碌的身影。

运输稻苗、机械插秧、地头补苗

……稻农们分工明确，为一块块稻

田披上“绿装”，“插”满希望。

“旗里的党员干部和技术员手

把手给我们指导，春播很顺利，周

边的农户也过来，边打工边学技

术。”新发乡新发村水稻种植大户

彭金春说。

开播以来，自治区和呼伦贝尔

市农技部门在阿荣旗开展“优质水

稻绿色节水高效技术协同推广”活

动，在选择良种、适时播种、培育壮

秧、合理施肥、科学管水、病虫草害

防控、机械化栽培等水稻绿色提质

高效配套技术上开展试验示范和

推广。今年，不少稻农把稻田流转

给了种植大户，阿荣旗水稻种植产

业进一步实现规范化、集中化、标

准化、机械化。新发乡结合党史学

习教育，邀请种植能手给稻农培

训，到田间地头指导种植技术。

为了加快插秧进度，稻农们清

晨就来到田里劳作，中午在稻田边

吃饭边休息，而后又投入紧张生

产。在农业机械助力、农技人员支

招下，阿荣旗水稻插秧有序展开，

将于近期全面结束。

据《内蒙古日报》

稻田“插”满希望

田间地头 送技术

通辽市奈曼旗：育新种

巴林左旗设施蔬菜富农家

新惠镇“三步走”走好为民路

新惠镇：“三式教育”
助推党史学习教育提质

新惠镇党史学习教育
保证时间提升质量

新惠镇开展河道
“清四乱”工作成效明显

当先锋做表率
垫资发展膜下滴灌促增收

5 月的扎鲁特草原，乍暖还寒，绿

意萌动。在通辽市扎鲁特旗巴雅尔图

胡硕镇洪格尔巴特尔生态家庭牧场，

牧民洪格尔巴特尔一家格外忙碌：为

十几座蒙古包更换新的外包布，打扫

室内外卫生为即将到来的草原旅游旺

季做准备。

今年 44岁的洪格尔巴特尔 2014

年外出打工返乡后，敏锐捕捉到发展

家庭牧场的机遇，与哥哥、姐夫以合作

社模式组建了生态家庭牧场。

“我们是三户联合经营，三家的草

牧场挨在一起，联户经营节省人力成

本，规模可以做大，管理也方便。”洪格

尔巴特尔说，家庭牧场一次性投入

400 多万元并利用旗里的项目资金建

了棚舍、饲草料库、青贮窖等，后来又

陆续流转了更多草牧场和耕地，如今

总面积达到了 1.37万亩。

合作社成立之初，家庭牧场有

1000只羊、300多头牛。“当时我们养

的牛品种不太好，都是采用传统养殖

模式，牛的出栏价格很低，养羊对草场

的伤害又很大。”洪格尔巴特尔说：“草

原是我们牧民的命根子，必须保护好，

发展必须转型！”洪格尔巴特尔和哥

哥、姐夫商量后，把羊全部卖掉，对畜

群结构进行彻底调整，由“自然放牧、

适季养殖”向“集约经营、建设养畜”转

变，落实“草原禁牧、草畜平衡、舍饲养

殖”减羊增牛政策。

“同样一片草场，以前养了 1000

多头牲畜，一年毛收入 140万元左右，

但牲畜多草不够吃，每年仅购买草料

就要近百万元。这几年，我们坚持少养

精养，草场植被得到了恢复，出栏时间

缩短了，养牛的纯利润反而高了，年收

入达到了 200 多万元。”洪格尔巴特

尔介绍。如今，洪格尔巴特尔的家庭生

态牧场秩序井然，现代化设施一应俱

全。在 3000 余平米的现代化标准棚

舍，养殖规模已达到繁殖母牛 300

头，育肥牛年出栏 600头。

洪格尔巴特尔一家的日子越来越

红火。生态旅游越做越好，洪格尔巴特

尔没有忘了帮助身边的困难群众。前

两年，他主动与 4个建档立卡贫困户

家庭结对，通过提供工作岗位等方式

帮扶他们。“以前只能种地、打零工，生

活没有保障，现在穿衣吃饭都有了保

障，没有什么可操心的了。”51岁的牧

民黑鹰说。

谈及未来打算，洪格尔巴特尔准

备升级旅游住宿设施，并计划打造更

多面向家庭和学生的游乐项目。他还

想多卖些当地特产，为传统奶制品和

肉类产品打开更广阔的市场。“一个人

干得好还远远不够，我先把路走好，再

把周围的人带好。”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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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家庭牧场火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