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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语花香，清风拂面。盛夏时节，走进

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十二连城乡兴胜店

村，放眼望去，掩映在树荫里青砖黛瓦的

仿古民居、四通八达的柏油马路、绿浪滚

滚的田野、瓜果飘香的大棚、络绎不绝的

游人，构成一幅生机勃勃的乡村美景。过

去迎来送往的车马大店，如今“变身”远

近闻名的蔬菜瓜果之乡。

此景很是“养眼”，且颇具“内涵”：外

在看是宜居宜游的生态环境，内在则是

强村富民的特色产业。

然而，曾几何时，这里却是远近闻名

的落后村。由于地处黄河沿岸，人多地

少，分散经营效率低下，村民收入普遍较

低。

优势与困难并存，希望与机遇同在。

兴胜店村如何才能走出困境实现乡村振

兴？

“我们找到了产业发展的突破口，将

发展的重心放在了壮大村集体经济、扶

持产业发展上。”兴胜店村党支部书记张

永福快人快语，道出了村子华丽转身的

秘诀。成立合作社，变“小田”为“大田”，

村民们以土地入股，仅年底分红一项，就

超过先前自耕自种的收入。土地规模化

经营让更多劳动力解放出来，村民建起

了温室大棚，种植反季节蔬菜，收入也跟

着“水涨船高”。兴胜店村不但做活了大

棚经济这篇“文章”，还在 2020 年成功引

进江苏淮安柴米河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的育苗基地项目。以现有 30栋温室大

棚为基础，以公司农业技术和管理模式

为依托，重点发展草莓、甜瓜、蔬菜等育

苗产业。

“以前，大伙儿从外地购买秧苗，成

活率只有 70%。村子建起育苗中心后，从

各地引进良种反复试种，再进行育苗推

广，每年至少可培育 1000 万株适合当地

种植的秧苗。这些秧苗成活率很高，为菜

农降低了成本风险，产量也大大增加了。

每到成熟期，经销商上门收购，蔬菜瓜果

根本不愁卖。”张永福说。

兴胜店村作为十二连城乡的“后起

之秀”，缘何能得到外地公司的青睐？兴

胜店村土壤条件好、水资源丰富，为产业

发展提供了基础条件，“党支部 +公司 +

合作社 + 农户”模式为产业发展提供了

坚强的组织保障。育苗基地项目落地，盘

活了兴胜店村现有的土地和设施设备，

村集体兴建的育苗温室大棚等设施

设备每年可收租金 60 万元。村集体

还根据企业盈利按持股比例进行分

红，村民变成了股民，越来越多的村

民尝到了甜头，不仅可以收取土地流转

费用，在家门口就近务工还可以获取劳

动薪酬。兴胜店村实现了“租金、股金、薪

金”的三增收，切实提升了优质资产资源

的“造血”功能。

“要不是村里来了大项目，我们还在

家里闲着呢。大棚离家近，工作也自由，

每天能多收入 100 块钱，既不耽误家里

的事儿，还能补贴家用提高生活质量。”

村民郭美丽一大早在大棚里忙着侍弄黄

瓜秧苗，“有了党的好政策，庄户人靠勤

劳致富，只要加油干，幸福生活就会跟着

转。”

幸福生活不光是经济富裕，还要精

神富足。兴胜店村坚持抓好党建星、富裕

星、美丽星、和谐星和文明星创建工作，

用党建引领乡风文明，用制度培养文明

新风，分析民情，了解民意，组织丰富多

彩的活动、营造“处处和谐、人人幸福”的

社会风气，真正把村庄建设成党风正、民

风淳、人心齐、干劲足的社会主义新农

村。

“芝麻开花节节高，党的政策就是好

……”悠扬的漫瀚调响起，忙碌一天的村

民们纷纷聚到村子里的小广场跳舞、唱

歌、锻炼身体，既红火又开心，小乡村的

这份闲适快乐，甜到村民的心坎里。“要

搁以前，都不敢想咱村还能这么团结！”

村民韩清感慨万千，“大家自导自演，排

练节目，比窝家里打牌好多了。生活好

了，老百姓心情也好了，我们更要活出风

采来！”

旧貌换新姿，愁容变欢颜。小康生活

的幸福画卷正在兴胜店村徐徐展开。

戴宏 宋爽 李晗

盛夏，随着旅游旺季的到来，地处阿拉善右旗巴丹吉林沙

漠的雅布赖镇九棵树沙漠盐湖旅游景区，高大的沙山、洁白的

蒙古包、精巧的凉亭等独特的景观和日渐完善的基础设施，吸

引了许多游客慕名前来旅游。

“我第一次来内蒙古也是首次踏进沙漠，这里的沙漠太美

了，既独特又神奇，高低起伏的沙漠上空是蔚蓝的天空和洁白

的云朵，特别是坐上吉普车在沙漠中冲浪，刺激惊险，如同坐

过山车，我非常喜欢大漠风光！”来自台湾的游客李昌宪一边

忙着拍照一边说。

近几年来，阿拉善右旗秉持优势资源优势开发的理念，做

好产业振兴这篇文章，把驼产业、旅游业、沙产业等特色产业

作为农牧区增产、农牧民增收、农牧业兴旺的具体抓手，因地

制宜发展特色产业，通过“一村一品”助力乡村振兴，铺实了农

牧民的致富路。

阿拉善右旗雅布赖镇共有 5个嘎查。近年来，该镇以产业

为核心，打造“一村一品”的特色产业新格局，目前各嘎查产业

各有特色，个个充满活力和生机。其中，努日盖嘎查依托沙漠

自然资源持续打造九棵树旅游景区；巴音笋布日嘎查依托嘎

查特色农业优势发展种养殖业；伊和呼都格嘎查依托奶站建

设及路边优势，大力发展驼产业、建设驼队旅游驿站；新呼都

格嘎查依托生态治理发展沙草产业；巴丹吉林嘎查依托沙海

自然优势大力发展旅游产业。“近年来，通过打造‘一村一品’

特色产业，鼓励引导农牧民在产业中参股入股，创业就业，有

效地促进农牧民增收致富。”雅布赖镇党群服务中心主任骆春

花介绍。

走进阿拉善右旗阿拉腾敖包镇巴音套海嘎查的驼旺农牧

业专业合作社，只见技术人员正在使用崭新的设备进行骆驼

驯化挤奶作业。据了解，阿拉腾敖包镇巴音套海嘎查的驼旺农

牧业专业合作社，占地面积 2万平方米，近两年来通过旗民

委、农科局 300多万项目扶持资金，建设了挤奶间、驼圈、草料

间和办公用房等基础设施，并在旗财政局的帮扶下打了 3眼

井。目前基地有骆驼 300多峰，挤奶母驼 200多峰。嘎查还通

过购买挤奶母驼在基地托养的方式，增加嘎查集体经济收入。

“目前，由嘎查牵头成立的骆驼产业基地，在党支部的引

领带动下，把党员和牧民吸纳在产业链上，大家伙儿只需以骆

驼入股，年底就可以分红了。现在的托养方式是一年一峰骆驼

1000元的分红，驼奶基地每年向嘎查缴纳 3万元的租金费。

下一步会逐步完善道路维修、场地硬化等基地基础建设。”阿

拉腾敖包镇巴音套海嘎查党支部书记刘景元说。

阿拉腾敖包镇巴音套海嘎查有养驼户 16户，骆驼 2000

多峰，家里劳动力不足的牧户可以把挤奶母驼托养在基地增

加收入，如今蒸蒸日上的驼产业已成为当地农牧民增收致富

的支柱产业。

据悉，在乡村振兴中，阿拉善右旗根据不同嘎查的资源优

势，确定不同的发展定位，实施不同的发展模式，按照“一乡一

业”“一村一品”要求，着力打造特色产业。鼓励扶持农牧民兴

办产供销一体的专业合作社，支持家庭农牧场、养殖大户通过

合作组织，引导农牧民参与特色产业生产加工、销售、流通、供

应等领域，实现多元收入，带动群众增收致富。涌现出一批产

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嘎查。如

今全旗有 18个嘎查获得自治区“乡村绿化美化行动精品示范

村”称号，那仁布拉格和努日盖嘎查入选“第三批中国少数民

族特色村寨”，额肯呼都格嘎查荣获“第六届全国文明村镇”。

刘宏章 王晓春

今年以来，呼和浩特市“三农三牧”工作紧紧围绕“以乳业

为核心的绿色食品加工产业集群”和“八个百万”生态农牧业

板块建设全面推开，各项重点工作顺利进行，全市农牧业生产

稳中有进，农牧民收入持续增加，农村社会和谐稳定。上半年，

呼和浩特市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9%，农村居民可支配

收入达到 9156 元，同比增长 13.7%。

今年，呼和浩特市农作物总播面积 670.76 万亩，与上年

基本持平。其中粮食作物 550.09 万亩，同比增加 19.57 万亩，

增长 3.69%。粮食作物品种总体“一增三减”（玉米种植面积增

加 37.99 万亩；马铃薯减少 7.9 万亩，小麦减少 3.97 万亩，谷

物减少 6.6 万亩）。经济作物 93.57 万亩，同比增加 3.45 万亩，

增长 3.83%。服务于养殖业发展的配套饲草料基地近 125 万

亩。目前农作物长势喜人。

今年，呼和浩特市畜牧业生产形势稳定，奶业养殖平稳上

升。上半年，全市牲畜总存栏 390 万头只，较年初增加 77 万

头。奶牛存栏 31.5 万头，同比增长 4%；鲜奶产量 70万吨，同

比增长 3.5%。奶羊存栏 4万只，同比增长 50%。生猪存栏 43

万头，出栏 26万头，同比增长 11%。除禽类外，肉牛、肉羊出栏

量均有所增加，肉类产量 4.9 万吨，同比增长 6%。畜产品产值

29.65 亿元，同比增长 9%。

农牧业产业化经营销售收入增速稳定。市级以上农牧业

产业化龙头企业 387 家，年销售收入 500 万元以上的龙头企

业 95家，实现销售收入 1020 亿元，同比增长 8.6%，增幅处于

较高水平。预计今年农畜产品加工业与农牧业总产值比达到

1.8∶1，主要农畜产品加工转化率达到 71%。 刘洋

村企“联姻”产业兴

阿拉善右旗：
“一村一品”盘活一方经济

呼和浩特市农村居民
上半年可支配收入
同比增长 13.7%

内蒙古欧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

余年深耕石英坩埚研发制造领域，已成

为国内石英坩埚的主要供应商；内蒙古

超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 余年专注

于煤矸石（煤系高岭岩）固废的高值化、

100%资源化利用，公司高铁钛高岭岩型

煤矸石固废综合利用技术，填补国内空

白；包头盛泰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

现拥有年产 540 万只乘用车铝合金车轮

和 70 万只商用车车轮的能力，是中国西

部地区最大的铝合金车轮生产工厂……

深耕细分市场，在小产业上做大文

章。截至目前，我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培育库入库企业 1208 户。国家认定的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22 家，自治区认

定的“专精特新”示范中小企业 56 家、细

分领域专业化“小巨人”企业 28 家。

所谓“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是指具

备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新颖化四大

优势的中小企业。它们“小而尖”“小而

专”，长期专注于某些细分领域，在技术

工艺、产品质量上深耕细作，具有专业程

度高、创新能力强、发展潜力大等特点。

近段时间，“专精特新”成为一个热

词，在重要场合屡被提及。7月 27 日，全

国“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峰论坛指出，

“专精特新”的灵魂是创新，强调“专精特

新”就是要鼓励创新。7月 30 日，中共中

央政治局第二季度会议强调要加快解决

“卡脖子”难题，发展“专精特新”中小企

业。

在更早之前，财政部、工信部于年初

联合印发《关于支持“专精特新”中小企

业高质量发展的通知》。明确从 2021 年

到 2025 年，分 3批重点支持 1000 余家

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质量发

展，并通过支持部分国家（或省级）中小

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强化服务水平，

聚集资金、人才和技术等资源，带动 1 万

家左右中小企业成长为国家级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

以上种种，均传递出国家坚决支持

中小企业走“专精特新”发展之路的鲜明

信号。

近年来，我区高度重视引导中小企

业走“专精特新”发展道路。2018 年，我区

印发《内蒙古自治区新兴产业高质量发

展实施方案（2018—2020 年）》，启动“专

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工程。围绕“众创

业、个转企、小升规、小巨人”的企业成长

路径，在规模以下企业中培育成长型小

微企业，挖掘企业发展潜力；在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中遴选“专精特新”示范中小企

业，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和创新能力；针

对细分行业细分市场的领军企业，打造

“小巨人”企业。

财政方面，去年自治区财政安排专

项资金 1750 万元，对 11 户自治区“专精

特新”示范中小企业和 12 户细分领域专

业化“小巨人”企业分别给予 50 万元和

100万元的奖补。今年，自治区财政又安

排专项资金 3850 万元，对 45 户自治区

“专精特新”示范中小企业和 16 户细分

领域专业化“小巨人”企业分别给予 50

万元和 100万元的奖补。

金融方面，全区金融系统积极调整

优化信贷结构，持续加大小微企业信贷

投入。今年上半年，全区小微企业贷款余

额 5114.1 亿元，支持全区 4.3 万户小微

企业，支持户数同比增长 12.2%，全区两

成以上的信贷资源用于支持小微企业发

展。

随着系列惠企“政策包”的落地实

施，我区一批以“专精特新”见长的中小企

业加速成长，成为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提

升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的重要

力量。

然而，同其他经济发达省（区、市）相

比，我区年均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

量较少。以 2021 年为例，全国共 2930家

企业入选工信部第三批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名单，其中北京入选企业 134

家，占全国总量的 4.57%，深圳入选企业

133 家，占全国总量的 4.54%，江苏入选

企业 172 家，占全国总量的 5.87%，而我

区入选企业 10 家，仅占全国总量的

0.34%。显然，我区中小企业发展任重道

远。

而据自治区工信厅消息，我区将于近

期推出“十四五”期间“专精特新”中小企

业培育计划，通过划定具体的时间表和路

线图，加快推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

步伐。

那么，中小企业如何走“专精特新”之

路？

“企业家们要以‘专精特新’为方向，

聚焦主业、苦练内功、强化创新，把企业打

造为掌握独门绝技的‘单打冠军’或‘配套

专家’。”全国“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峰

论坛给出答案。

“中小企业好，中国经济才会好。”中

小企业贡献了约 50%以上的税收，60%

以上的 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80%

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中小企业在经济社

会发展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可以

预期，在多重利好政策的支持下，在企业

练好内功的前提下，未来将有越来越多中

小企业成长为行业中的“小巨人”，持续迸

发出更大的能量。

据《内蒙古日报》

这是内蒙古冶金产业领域的一件大事：近日，包钢股份技

术中心低碳氢冶金研究所成立，并举行揭牌仪式。这标志着，

内蒙古在低碳氢冶金研究方面迈出重要一步。

该中心的成立，是我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碳达峰、

碳中和战略（“双碳”战略）部署，推进绿色循环低碳发展的具

体实践，也是包钢实施氢冶金技术研究、柔性引进高端技术的

重要举措。

据了解，氢能是 21世纪最具发展潜力的清洁能源。低碳

氢冶金冶炼技术作为世界冶金领域最尖端的技术，已列入国

家“十四五”规划和科技部面向 2035 年钢铁行业科技发展战

略规划。面向未来，钢铁行业无论是能源结构创新，还是工艺

结构创新，氢能应用都是实现低碳甚至“零碳”排放的最佳途

径。 杨帆

专精特新“小巨人”持续迸发大能量

近年来，内蒙古自治区鄂

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通过“物

联网 +高标准农田”模式，建

设高标准农田，积极推广测土

配方施肥、水肥水药一体化等

技术，种植户可远程控制农田

的灌溉等系统，并可操作无人

机进行植保作业，降低了劳动

力成本，提升了耕地质量和产

出能力。

图为：8月 8日，植保无人

机在鄂托克前旗上海庙镇高

标准农田作业。

王正 摄

鄂尔多斯
打造高标准农田

我区在低碳氢冶金研究
方面迈出重要一步

初秋时节，卓资县大榆树乡狮子沟

村万亩藜麦田长势喜人，丰收在望。内蒙

古善景源农牧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郭杰拿

着一束沉甸甸的麦穗高兴地说：“今年，

肯定又是个丰收年！”

对于返乡创业者郭杰来说，“丰收”

二字分量很重。因为，这不仅关乎自己的

利益，还会带动更多农户增收致富。

2015年，郭杰放弃了在大城市打拼

的机会，毅然回卓资县老家创业。

“我热爱家乡，想为家乡建设出一份

力！”正是凭着这股劲儿，郭杰在寻找创

业项目上也是毫不含糊。

通过多方考察，郭杰最终把目光锁

定在藜麦种植上。“藜麦是宇航员专供食

品，营养价值高，糖分低，具有耐寒、耐

旱、耐盐碱等特性，最适宜在冷凉地区种

植。而卓资县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气候特

点，对于发展藜麦特色农业具有明显的优

势。”

说干就干！

2015 年春，郭杰在卓资县大榆树乡

的狮子沟、窑子沟、北村等地，先后协议流

转闲置土地 4000 多亩，开始推广藜麦种

植。

第一年推广种植藜麦的经历至今令

郭杰记忆犹新。“虽说卓资县的气候环境

很适合种植藜麦，但是在此之前谁也没种

过，大家都是悬着一颗心。”为了弄清楚

藜麦的生长习性，郭杰几乎每隔几天就要

到田间地头转一转，与种植户们一起探

讨、一起观察。就这样，从春到秋，眼见着

藜麦从两片叶子的小苗苗长到了一人多

高，沉甸甸的麦穗挂在枝头。郭杰悬着的

一颗心才算放了下来。

试种第一年，藜麦丰收了，这给了郭

杰很大的信心。“这个事能继续干”，郭杰

想。

在此后的几年里，藜麦逐步在卓资

县全县推广种植。2021 年，郭杰所在的内

蒙古善景源农牧业有限公司的藜麦种植

面积已达到上万亩，而且还在向各个乡

镇延伸。目前公司已经形成了从种植、加

工到销售的完整产业链条，产品不仅得

到当地消费者的青睐，而且已经打入北

京市场。

在创业的道路上，最令郭杰引以为

傲的就是带动当地村民致富。这也是他

的创业初衷。

近年来，公司采取“产业 + 就业”的

脱贫机制及“订单 + 保单”的保障机制，

共带动周边 100 余名村民实现家门口就

业，年均增收两万余元。

狮子沟村村民孟仝柱说：“以前都是

靠天吃饭，雨水不好，收益就不高。今年，

我把 500 亩田流转给了内蒙古善景源农

牧业有限公司，改种藜麦了。农忙时在田

里务农，农闲时还可以在厂里打工，日子

是越来越有盼头了！”

回望创业路，郭杰十分感慨。他说，

“没有想到我的一个创业决定，能给乡亲

们带来这么强的幸福感。返乡创业是我

做过的最正确的决定！”

康丽娜 方进东

返乡创业是郭杰做过的最正确决定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