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阿斯茹)近日，文

化和旅游部公示了第二批全国乡

村旅游重点镇的评定结果，呼和浩

特市新城区保合少镇荣膺第二批

全国乡村旅游重点镇。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保合少镇

位于呼和浩特市东北部，全镇辖区

总面积 468.85 平方公里， 下辖 11

个行政村，29 个自然村。 保合少镇

所辖的恼包村是首批国家级乡村

旅游重点村，同时也获评自治区级

旅游休闲街区，甲兰板村和水磨村

分别获评自治区级乡村旅游重点

村。

保合少镇辖区的主要旅游休

闲资源有:敕勒川国家草原、敕勒

川陆游房车营地、马头琴草原文化

产业园、太伟滑雪场、大青山国家

登山健身步道、大地乡居敕勒川(奎

素精品民宿)、恼包不夜城、圣水梁

自然风景区、 大青山红色文化公

园、山水瑶(原新城牧歌旅游景区)

等，年接待游客 1058 万人次，实现

旅游年收入约 96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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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中华文化 弘扬中华文明·节气遇到美食

这边“只见良田万顷平”，那边“稻

花香里说丰年”，眼下，兴安大地金黄沃

野，百粮皆丰。

悠悠万事，吃饭为大。 最是一年丰

收时，作为内蒙古自治区粮食产量前三

名的“粮仓”兴安盟，2022 年以“种好‘塞

外粮’ 丰盛‘中国碗’”为生产目标，加快

构建高质量、可持续的粮食安全保障体

系，实现农业生产稳收稳升，踏实种好

“塞外粮”，倾力丰盛“中国碗”。

“亩产 717.56 公斤 !”“亩产 702.5

公斤!”“亩产 540.3 公斤!”日前，在兴安

盟袁隆平院士工作站 2022 年优质水稻

测产现场观摩会上，捷报频传。 来自中

国水稻研究所、中国水稻研究所北方水

稻研究中心、中国农科院作物科学研究

所等 7 位专家组成的测产专家组，对兴

安盟袁隆平院士工作站的粳稻、耐盐碱

水稻开展实地测产验收工作， 经过测

算，2022 年试种的三种水稻品系均实现

增产。

“这是我第三次来兴安盟，现在‘兴

安盟大米’已经树立起了品牌，水稻产

业的产量和面积不断扩大，有很大的发

展前景与潜力，希望通过我们杂交水稻

技术能不断提高这里耐盐碱地的产量

以及黑土地杂交稻的产量。 ”在兴安盟

袁隆平院士工作站乌兰浩特市葛根庙

镇基地，“水稻之子”、 湖南杂交水稻研

究中心副主任袁定阳不时弯腰查看水

稻，对兴安盟水稻产业发展深有信心。

兴安岭上兴安盟。 坐落在大兴安岭

南麓的兴安盟地处北纬 46 度寒地水稻

黄金带，是内蒙古水稻主产区，也是世

界公认的“寒地水稻黄金种植带”，更是

我国北方重要的生态功能区和绿色农

畜产品生产基地。 2022 年，兴安盟农作

物播种面积达到 1782 万亩， 预计粮食

产量 135.39 亿斤，较 2021 年增长 2.21

亿斤，其中水稻预计总产 11.36 亿斤，全

盟粮食和畜牧生产保持连续增长态势，

农牧业综合机械化水平、秸秆综合利用

率、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均高于全国平

均水平，有望实现“十三连丰”。

在乌兰浩特市义勒力特镇黄家店

嘎查明武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大米

加工车间里，轰隆隆的机器作业声不绝

于耳，一粒粒雪白饱满的精米被包装成

袋。 该合作社通过选择优质品种，保证

水稻标准化栽培，为农户提供“一条龙”

的产销服务，合作社生产的“兴安盟·义

勒力特”大米备受市场青睐。“今年合作

社共有订单户 200 余家，预计订单回收

水稻 2000 余吨，又是个丰收年!”合作

社理事长杨明武信心满满地说。

兴安岭下米粮仓， 草原深处大厨

房。 从“吃不饱”到“吃得饱”，再到“吃得

好”;从“糙米将就咽”，到“名米我来

产”。 近年来， 兴安盟立足粮食资源优

势，在大米、玉米“双百双千”工程引领

下， 通过引进兴安盟袁隆平院士工作

站、选育优良品种、创建“兴安盟大米”

品牌、建立智慧农业园区等举措，持续

推进水稻产业高质量发展，走出了一条

大米品牌营销的突围崛起之路，朝着一

粒米撬动百亿元产值的目标奋力冲刺。

民为国基，谷为民命。 从田间地头

郁郁葱葱的水稻，到消费者碗里香糯的

米饭，作为“东北上游，净产好米”的典

型代表和内蒙古味“稻”的中流砥柱，几

年来，“兴安盟大米”品牌愈发闪亮。 先

后获得“中国十大大米区域公用品牌”

“全国十大好吃米饭”等称号，兴安盟也

被授予“全国第十四届冬季运动会独家

供应商”“全国优质稻米示范基地”等诸

多荣誉。 在“兴安盟大米”农产品区域公

用品牌的引领下，全盟水稻播种面积常

年稳定在 130 余万亩，水稻产量稳定在

70 余万吨，销售收入稳定在 20 亿元。

源在兴安———自然兴安盟生万物。

作为玉米主产区，兴安盟重点打造玉米

全产业链，通过建链、强链、延链、补链，

推动玉米产业高质量发展，玉米年产量

稳定在 100 亿斤以上，秸秆收集总量可

达 588.6 万吨。 2022 年，兴安盟玉米播

种面积达 1223.28 万亩， 玉米预计总产

111.38 亿斤，同比增加 4.46 亿斤。 为了

稳定粮食生产，兴安盟实施优质高效增

量示范行动，积极推广大豆玉米带状复

合种植技术，在保证粮食不减产的情况

下增加一茬大豆，不仅有效提高农民收

入，还有效保障了粮油供应。2022 年，兴

安盟大豆种植面积达 234.17 万亩，预计

总产 7.28 亿斤，同比增加 3.25 亿斤;杂

粮播种面积 60.5 万亩， 预计产量 3.78

亿斤;杂豆播种面积 38.76 万亩，预计产

量 0.68 亿斤。

走进兴安盟扎赉特旗好力保镇五

道河子村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重大

技术协同推广计划试点项目基地，一排

排玉米、一垄垄大豆已经成熟，准备收

割。“今年是我们合作社尝试大豆玉米

带状复合种植的第 3 年，种植面积也从

200 亩扩大到了 1000 亩， 根据带型和

品种的不同，共有 30 余种组合模式。 ”

扎赉特旗好力保镇五道河子农牧专业

合作社理事长杜岗介绍，同样的耕地面

积， 复合种植和单种玉米的产量相当，

相当于玉米不减产，多收一季豆。 扣除

成本，每亩地可以增收 200 元。

玉米资源丰富的优势，还成功吸引

了内蒙古溪流佳禾科技有限公司实施

的 120 万吨玉米深加工项目落户兴安

盟经济技术开发区。“项目达产后，年生

产淀粉 42 万吨、 葡萄糖浆 24 万吨、结

晶葡萄糖 20 万吨、玉米油 2 万吨、纤维

饲料 14 万吨，年可实现销售收入 20 亿

元， 实现税收 1 亿元， 安置就业 240

人。 ”兴安盟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副

主任张彦说。

做好“粮仓”要做实举措。 围绕玉

米、大豆、水稻等粮食作物的提质增效，

兴安盟创建了 12 个优质高效增粮千亩

示范区， 集成推广玉米密植优良品种、

大豆大垄密植浅埋滴灌、水稻浅湿干交

替灌溉节水等高质高效技术模式，助推

绿色高质高效行动。

“今年， 兴安盟向上争取了农业生

产发展资金 2.49 亿元， 在全盟打造了

12 个千亩优质高效增粮示范区、8 个看

禾选种平台，建立 5 个万亩示范区、100

个千亩展示区、150 个百亩核心区，实施

耕地轮作 138 万亩。 ”兴安盟农牧局局

长李振林介绍道。

据了解，兴安盟 6 个旗县市中，有 5

个是国家粮食生产大县， 全盟共计 114

家企业成功认证绿色食品， 认证产量

370284.8 吨，产品 259 个;44 家企业认

证有机农产品， 认证产量 94345.462

亩，认证产品 148 个;授权地理标志农

产品主体 5 个，企业 39 家，获证产品 9

个;获证名特优新农产品 32 个。

兴安盟围绕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制定水稻、大豆等专项产业链工作

计划，科学落实好“藏粮于地、藏粮于

技”方针，不断强化数字技术在农业生

产经营各个领域的研究和推广应用，推

进现代高效农业转型升级，带动着乡村

振兴步伐的加速。

从“体力”到“智力”，从“靠经验”到

“靠数据”。 扎赉特旗国家现代农业产业

园通过建设集“智慧大脑、智慧农场、农

业专业实验室、溯源体系”于一体的数

字农业农村科技服务中心，让传统农业

实现了“云管理”。 在服务中心大屏幕

上，10 万亩智慧农场， 拥有百余套农机

智能装备及千余套田间信息采集、视频

监控终端，北斗卫星、无人机、车载和手

持设备应用实现空天地一体化遥感。

“以前春耕作业靠的是经验， 现在农机

上配有电动方向盘、自动导航系统和卫

星平地系统，省时省力，效率还高。 ”扎

赉特旗好力保镇五道河子农牧专业合

作社理事长杜岗介绍着智慧农业带来

的新变化。

种好“塞外粮”，丰盛“中国碗”。 近

年来，兴安盟坚持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和发展底线任务，通

过深化农业产供销链融合，聚焦建设我

国北方绿色产品生产输出基地， 加大

“源在兴安”区域公用品牌推广力度，打

好“兴安产 安心选”金字招牌，持续提升

“兴安盟大米”“兴安肉牛”“兴安小米”

等地理标志产品影响力，实现农业产品

产量高、质量优、前景广，持续为“中国

饭碗”添内蒙古好粮作出贡献。 刘也

种好“塞外粮” 丰盛“中国碗”

兴安盟农业生产稳收稳升再遇丰年

本报记者 王丰

立冬，是二十四节气的第十九个节

气，也是冬季的起始。 气候也由秋季少

雨干燥向阴雨寒冻的冬季气候过渡。

在民间，立冬是个非常被重视的时

节节点，这个节气虽然草木凋零，蛰虫

休眠，但是人们却开始享受丰收、休养

生息。

谚语“立冬补冬，补嘴空”。 这句话

是说农民劳动了一年，利用立冬节气要

休息，顺便犒赏一家人的辛苦。 便在立

冬这天杀鸡宰羊或以其他营养品进补。

在内蒙古中西部的阴山之北 (俗称

后山)，一到冬天，便能听到这样的说法

“有钱没钱，杀猪过年”。

杀猪菜是内蒙古很多地区的名吃。

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乌兰察布、呼和浩

特、巴彦淖尔等地，每到立冬时，农村的

天气也冷了，肉能放住了，农民的活也

干完了,人闲了，劳作了一年，该犒劳一

下自己了。

这个时候村里就开始杀猪了，农村

的猪分两种，一种是当年猪，当年猪肉

质细腻，口感好，也能长到二百斤以外。

在当时的农村，很多农民有了富余的粮

食，故而流行喂隔年猪，这种猪往往膘

肥肉厚，味道香。 杀后去了槽头肉和头

蹄，也在 300 斤开外。

在后山的农村里， 杀猪是一件大

事，也顶如办个小事宴。 杀猪的主家会

提前几天就给亲戚朋友打电话:“什么

时候杀猪， 邀上你家的人来吃杀猪菜

吧”。 而且杀猪这天左邻右舍都要帮忙，

摆个三桌两桌是极平常的事。

吃杀猪菜， 谈了多少年都没谈够，

吃了多少年都没解馋。 每年到了杀猪季

节，肚里的“馋虫”就不依不饶了，大家

一个个摩拳擦掌、蠢蠢欲动，大有空肚

节食的思路。

最后，再说一下杀猪的人，每逢杀

猪的时候，那些屠户就会普受欢迎。 所

以需要家家户户都提前做好计划。 然后

去请杀猪的人，杀猪人主要的收获是杀

完猪后，主家都会给杀猪的人一大块猪

肉作为酬劳。 所以，每年尽管屠户家里

没养猪，也会有很多的猪肉吃。

猪杀的好，明年还会有人请，若是

杀不好，逐渐得就没有人来请了。

在村里流传着这样的一句俗语，

“侉子人再穷也要念书， 村里人再穷也

要喂口猪”。 这里面，包含着许多民俗和

文化的东西，很值得人思考。

日前， 伴随着中控室内技术人员的

一片欢呼声， 京能国际 10 万千瓦光伏

项目成功并网发电。 该项目总投资 4 亿

元， 是 2021 年度内蒙古自治区保障性

并网项目首个并网发电项目，也是包头

市 2022 年首个并网发电的新能源项

目。

10 月以来，京能国际在做好疫情防

控的同时，铆足干劲，抢抓 2022 年最后

的施工黄金期， 保质保量完成全年目

标。 该项目的并网发电，将进一步推动

包头市达茂旗绿色低碳转型，为达茂旗

绿色能源供给基础和新能源产业高质

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包头市坚决贯彻党中央“疫情要防

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总体要

求，始终坚持大局为重、统筹推进，力争

交出包头市现代能源项目建设防疫生

产两不误的优异答卷。

在明阳 20 万光伏项目施工现场，

项目人员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加

紧施工，保证工期。

受物流影响，明阳项目所需支架不

能保障连续发货，包头市发改委干部职

工深入一线调研新能源项目建设情况，

及时安排部署抗疫物资保障，帮助企业

打通物流环节， 全力保障企业生产运

转。 目前已到货支架 20000 套，总量达

到 60000 套，保障了光伏支架等设备运

输供给。 目前，该项目按照既定任务节

点持续推进，升压站混凝土浇筑已完成

70%， 实现了“一手抓防疫、 一手保工

期”。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积极稳妥推

进碳达峰碳中和，立足我国能源资源禀

赋，坚持先立后破，有计划分步骤实施

碳达峰行动，深入推进能源革命，加强

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加快规划建设新型

能源体系，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全球

治理。 重任在肩，包头市各旗县区也全

面发力，顶格标准，满格状态，努力把党

的二十大精神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工作

成效，力保项目建设全速推进。

在包头市土右特变 30 万光伏项目

的现场，公司一方面按要求做好自身的

疫情防控工作， 同时出台了相应的制

度，加大内部员工的出入管理、管控，保

证项目顺利推进。目前，光伏区 300MW

打桩已全部完成，支架安装 191MW，组

件安装 90MW，做到了疫情防控和项目

建设“两手抓”“两不误”。

在包头市达茂旗远景能源项目建

设现场，同样是一派大干快上的生产建

设景象。 展厅内，工人们正在搬运材料、

砌砖粉刷;工地上，机械设备分布在各

处进行着最后的场平工作。 项目建设者

们以饱满的热情和实干的姿态精心策

划、科学组织，确保高质量、高标准、高

效率完成建设任务。

据项目负责人介绍， 远景能源 (包

头)有限公司依托远景能源风、光、储、氢

先进技术能力，运用绿电技术、智能物

联网技术等， 吸引国内外高附加值产

业，打造达茂旗绿色零碳示范园。 其中，

一期智能风机总装基地及高新智能化

齿轮箱复合项目， 主要生产组装高

端智能风机、 大兆瓦齿轮箱精益装

配线、世界一流的测试中心、覆盖齿

轮箱高端装配制造等， 同时还建设

新能源多功能中心。 项目已于 2022 年

8 月份正式开工建设， 将于 2023 年 8

月份正式投产。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包头市

重点项目建设正紧扣时间节点， 锚定

“两新”导向，狠抓工作落实，奋力冲刺

全年目标任务，为地区高质量发展集聚

强大动力。

张建芳 李娜

葵花鲜艳炽黄的颜色与天空的纯

洁湛蓝形成鲜明对比，颗粒饱满的葵花

籽布满花盘。 随着收割机的轰鸣，一盘

盘葵花盘在脱粒机高速运转间，吞花吐

籽，勾勒出美丽的秋收景象。

近年来，赤峰市巴林右旗西拉沐沦

苏木积极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因地制宜，大力发展适宜当地种植的特

色产业，把小瓜子做成了大产业，实现

了农业增效、农牧民增收、农村牧区发

展。 2022 年，全苏木葵花种植面积达 2

万亩，总产量 4000 多吨，仅葵花一项就

为种植户创收 4800 余万元， 葵花成为

当地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的新引擎。

深化结构调整 发展特色产业

西拉沐沦苏木党委政府通过引导

种植户选择优质、高产、抗病性好的葵

花新品种，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为乡村

振兴持续赋能。 马鬃山村的种植户王武

高兴地说：“今年我种了 100 亩葵花，品

种好加年景好，每亩地产量平均有 420

斤， 客商直接在地里以 7.2 元 / 斤的价

格全部收货，一下就成交了近 30 万元，

抛去成本，纯收入也能到 13 万元。 ”

延伸瓜子产业链 就地加工增值

瓜子加工场内，来自周边的农户和

各地的客商往来不绝，负责人马志明表

示，工厂今年开工以来，十余天的时间

里， 从他手里已经卖出去 300 多吨瓜

子，对接了来自北京、天津、重庆、湖南、

湖北等来自天南海北的各地客商。 经过

生产流水线清理、筛选、色选，每天可为

周边农户筛选加工瓜子 30 余吨。 品质

参差不一的瓜子， 经过初加工可卖到

7~8 元 / 斤。今年开工以来，工厂累计帮

助周边 5 个嘎查村的葵花种植户增收

40 余万元。

带动劳动力转移 助力增收致富

夏有花海，秋结果。 种植向日葵用

工量大，不论是播种、浇灌、削葵花盘还

是收葵花籽，都需要大量的劳动力。 葵

花丰收不仅让种植户收益颇丰，还促进

了当地村民通过秋收务农增加收入。 益

和诺尔嘎查今年葵花种植面积 5000 亩

左右，党支部书记布仁特古斯算了一笔

经济账：100 亩的葵花地从种到收割摘

盘、砸取葵花子，需要 50 多人，平均每

人每天能挣 350 元，嘎查的葵花地今年

累计能为周边农牧户提供累计 87.5 万

元的收益，嘎查里勤快的年轻人利用春

秋空余的时间就能轻松创收 1 万元。

乡村振兴，特色发展先行。 葵花盘

托起致富路，“金瓜子”鼓起“钱袋子”，

聚焦农业产业结构优化调整，西拉沐沦

苏木通过因地制宜，精准施策，大力发

展葵花种植，“花”产业为结构调整注入

新活力，促进农业产业提质增效，农民

经济持续增收，为农牧民群众增收致富

开辟出一条新途径。 牛晓婕

本报讯(记者 迪威娜)通辽市奈曼

旗大沁他拉镇胜利村广袤的蔬菜种植

田地里，村民们挥舞着菜刀，卖力地收

割着白菜，一棵棵翠绿的白菜铺满了田

地，放眼望去，几百亩白菜地呈现出一

幅大丰收的壮观景象， 在田地一侧，几

辆运输车依次排开，等待将起收好的白

菜运输走。

这样壮观的丰收景象仅仅是大沁

他拉镇农业结构性改革的一个缩影，全

镇各村屯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农业。 通过

二茬种植的模式，提高耕地利用率与农

业产出率，增加农民收入。

在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的

道路上，奈曼旗紧紧围绕农业强、农民

富、农村美的发展目标，积极引导农民

转变传统种植观念， 发展特色作物种

植，为了确保收益稳定，还通过示范推

广新品种、推广良种良法、测土配方施

肥等措施。 指导农户多学习农业知识，

掌握换茬种植、培育种苗、合理使用有

机肥料与化肥的技能，提升奈曼旗出产

蔬菜的品质和口感。

受今年气候变化影响，奈曼旗巧妙

规划播种时间差， 大力推广大白菜、胡

萝卜、萝卜等生育期短的蔬菜多元化复

种技术，实现一年两种、一茬保供给、一

茬促增收，最大限度地提高经济效益和

土地利用率，实现了农业资源富农增收

的目标。

栽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 在奈曼

旗深耕特色农业的多年努力下，产出的

蔬菜深受全国各大农资经销商和食品

公司的青睐， 既满足了本地市场需求，

还销往周边各省市。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 据了解，奈曼

旗每年可利用二茬种植面积达 15 万

亩，每亩按 2000 元收入计算，每年收入

达 3 亿元。 奈曼旗特色农业正蓬勃发

展，疾驰在乡村振兴的康庄大路上。

立冬嘴补：杀年猪别有后山风味

第二批全国乡村

旅游重点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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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盘”里结出“金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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