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GUANZHU

4

关注

2022 年 12 月 27 日 星期二

编辑：张鑫 美编：罗万玲 网址：www.nmgsb.com.cn

行走在内蒙古大地， 随处可见一幅

幅生机勃勃的美丽画卷：条条水泥路蜿

蜒向前、栋栋农家新居错落有致、座座

致富厂房拔地而起、张张幸福笑脸灿烂

绽放……房子有了，产业有了，收入增

了，一户户脱贫户踏上了致富路，美丽

乡村建设迈出新步伐。

今年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深化之年，自治区

乡村振兴局指导全区各地乡村振兴部

门严格落实“四个不摘”要求，坚持把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防止规模性返贫

作为头等大事，把促进农牧民增收作为

根本之举，把实施乡村建设行动作为重

要抓手，着力在巩固、拓展、衔接上下功

夫、见实效，千里沃野谱写新篇章。

动态监测，筑牢防贫保障网

防止规模性返贫是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的重中之重，筑牢“防贫坝”，

密织保障网络，脱贫群众幸福感倍增。

兴安盟乌兰浩特市义勒力特镇义

勒力特嘎查的修大义，去年因车祸造成

脑溢血，住院期间的费用不符合医保报

销规定， 加上两个孩子的教育费用，家

庭支出严重超出收入水平，被判定为突

发严重困难户。

“大义虽然出院了， 但基本丧失了

劳动能力。 ”修大义的妻子刘来梅泪眼

汪汪地说，“嘎查村委会给我安排了保

洁岗，每年 6000 元工资，又给大义和两

个孩子办理了低保。 没有政府的帮助，

我们一家人不知道该怎么活下去！ ”

走访入户、动态监测、发现响应、核

查评估、精准帮扶……全区各地防返贫

监测和帮扶机制日益完善，对确定的易

返贫致贫监测对象， 根据风险大小、类

别、轻重缓急等情况，建立精准帮扶台

账、跟踪落实帮扶举措，确保在乡村振

兴路上无一人掉队。 截至 11 月底，全区

累计排查各类农牧户 306.31 万户次

788.18 万人次， 共有监测对象 4.56 万

户、9.67 万人， 落实针对性帮扶占比

98.8%。“两不愁三保障”成效持续巩固，

全区脱贫人口和监测对象义务教育阶

段因疫因贫失学辍学实现动态清零，脱

贫人口和监测对象符合条件的全部参

加基本医疗保险， 符合政策的 5526 户

农村低收入农牧户危房改造全部完工，

守住了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

产业兴旺，群众增收更稳定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基石。 通过

产业发展带动乡村振兴，让农牧民吃上

“产业饭”，走上小康路。

虽已进入冬季，但乌兰察布市察右

后旗白音察干镇建设村的绿色农产品

综合种植园却是春意盎然。 一排排蔬菜

大棚首尾相接， 整齐划一地排列在地

头。 进入大棚，一股温热的气息扑面而

来，小西红柿长势正好，茄子已经坐果，

育苗区的黄瓜苗、香菜苗从土壤里呼之

欲出……

“我家曾经是贫困户， 自从村委会

建设了蔬菜大棚，我和丈夫就在这儿打

工，现在的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好。 ”村

民刘三女脸上挂着幸福的微笑。 据介

绍，建设村绿色农产品综合种植园为扶

贫产业项目，总占地面积 32 亩，有温室

大棚 16 栋，一年可种植三季，年纯收入

15 万元，带动 12 户脱贫户增收致富。

今年， 中央及自治区衔接资金的

66.5%用于脱贫地区特色产业发展，围

绕自治区建设农畜产品生产基地，支持

91 个产业园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建设

蔬菜瓜果大棚 2757 座、种养殖基地 414

处，发展 3.8 万头牛、6.2 万只羊、164 万

羽禽类， 配套 792 座圈舍、3996 座饲草

料库。 支持延链补链强链，建设 162 个

保鲜仓储库、527 个农畜产品加工项目、

16 处牲畜农产品交易市场。通过直补到

户、以奖代补、务工就业、订单收购、资

产收益、 入股分红等机制， 直接带动

46.61 万脱贫人口和监测对象增收。

环境改造，农村牧区更宜居

农村牧区干净整洁是小康社会的

基本要求，顺应农牧民对美好生活的期

待，是乡愁得以安放的基础。

每天早晨，巴彦淖尔市五原县和胜

乡建丰村村民方改桃便将垃圾分类装

袋后，送到村里的环保产业园，工作人

员进行二次分类，对于可回收利用的垃

圾给予相应积分，方改桃凭积分兑换了

2 袋洗衣粉。

“以前家里的垃圾都是乱扔乱放，

通过垃圾分类处理后， 环境变好了，还

可以凭积分兑换日用品，大家的生活习

惯被彻底改变了！ ”方改桃高兴地说。

今年，自治区印发《乡村建设行动

重点任务及分工方案》， 将国家关于乡

村建设行动实施方案中的“183”重点任

务及各项工作要求细化为 24 类 87 项

具体目标任务并逐一明确牵头单位。 同

时， 建立乡村建设行动厅际协调机制，

实施农村牧区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

行动，推动“多规合一”实用性村庄规划

编制， 目前已完成 6768 个村庄规划编

制。 出台户厕改建工作规范和管理办

法，下达 1.28 亿元支持户厕改造，今年

底将完成 5 万户水厕改造。 全区农村牧

区生活污水治理率从 2021 年底的

19.54%提升至 21.45%， 农村牧区垃圾

收运处置体系覆盖率从 2021 年底的

43.14%提升至 58.5%。 开展村庄清洁行

动，共清理河塘沟渠 18654 处、整治断

壁残垣 7523 千米、 清运农村生活垃圾

30 多万吨。 开展人畜分离试点村 717

个，持续增进农牧民福祉。

蓝图绘就千般景， 奋楫振兴此其

时。 放眼北疆，一幅“产业兴旺、生态宜

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

乡村振兴新画卷， 正在 118.3 万平方公

里的大地上徐徐铺开。 据《内蒙古日报》

自治区党委十一届四次全会强调，

要努力完成习近平总书记交给内蒙古

的五大任务， 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效，

其中包括深入实施奶业振兴行动这一

重要内容。 巴彦淖尔市水土光热组合

优势显著，饲草料种源丰富、质量良好，

特别适合发展奶牛养殖业。 依托这些优

势， 巴彦淖尔市将推动奶业全产业链、

全生命周期向智能化、 高端化迈进，为

自治区率先实现奶业振兴、打造国家级

“绿色奶罐”贡献巴彦淖尔力量。

“‘十四五’时期是巴彦淖尔奶业发

展的又一个黄金五年。 ”副市长郭占江

说，“力争到 2025 年， 全市奶牛存栏达

到 40 万头， 牛奶产量达到 160 万吨以

上。 ”

近年来，巴彦淖尔市按照全产业链

协同发展要求， 依托自治区“奶七条”

“奶九条”政策红利，打通上下游堵点，

充分发挥资源禀赋优势， 从奶牛品种、

饲草料、原奶品质、加工工艺、产品品控

等多方面建立“一棵草到一杯奶”的乳

品质量安全严选体系。

“目前我们公司共有 4000 余头牛，

7 月底交工了 3 栋泌乳牛舍后， 大大缓

解了牛舍压力。 ”杭锦后旗升华牧业有

限公司董事长刘三明说。 升华牧业有限

公司是入驻杭锦后旗现代农业奶业振

兴产业园区的第一批养殖企业 ，自

2020 年 5 月开工建设以来， 已经完成

投资 2 亿元。

建设高标准奶业园区、打造高品质

奶源基地是实施奶业振兴行动的关键。

目前， 巴彦淖尔市建成及在建 10 万头

以上奶产业园区 4 处，其中磴口县圣牧

高科有机奶业园区已建成，现有牧场 16

家，存栏奶牛 7.6 万头，日产原奶 1000

吨，是全球最大的有机奶源基地。 在建

的杭锦后旗现代农业奶业振兴产业园

区、 中国乌兰布和蒙牛现代牧业产业

园、乌拉特前旗蒙牛集团现代有机高端

奶产业园 3 个 10 万头奶产业园已累计

入驻规模化牧场 21 家，进场奶牛近 7.3

万头，日产原奶 600 吨。

“巴彦淖尔市围绕伊利、蒙牛、圣牧

高科等大型乳品加工企业，布局高质量

奶源基地， 现已建成规模养殖场 118

家。 同时，全市按照统一规划设计、统一

建设标准、统一饲草基地配套、统一交

售企业的‘四统一’模式推进 4 个 10 万

头奶牛产业园区建设。 园区全部建成

后，巴彦淖尔市奶牛规模养殖场将达到

125 家。 ”市农牧局局长奥林虎说。

奶业振兴，牧草先行。 近年来，巴彦

淖尔市聚力产业链终端，加快选育和推

广优质草种，坚持绿色有机种植，建设

优质牧草基地， 为奶牛提供优质“口

粮”。 今年，巴彦淖尔市优质饲草种植面

积近 170 万亩，可提供青干草 500 多万

吨，53 家饲料企业生产加工能力达 400

多万吨。

在奶业振兴利好政策的推动下，近

年来，巴彦淖尔市奶牛养殖进入高速发

展期。 截至 12 月 12 日，巴彦淖尔市奶

牛存栏达到 30.19 万头，日产牛奶 3500

吨，原奶产量 110 万吨，奶牛数量和原

奶产量同比增长 39.5%和 30%。 目前巴

彦淖尔市有乳制品加工企业 12 家，日

加工生产能力 3800 吨左右 (有机奶加

工量达到 1000 吨)， 产品涵盖液态奶、

酸奶、奶茶粉、休闲奶制品等系列产品。

巴彦淖尔市已经成为内蒙古西部地区

重要的原奶加工基地。

“奶业是巴彦淖尔最有基础、 最有

条件在 12 条产业链中率先实现突破、

做大做强的产业。 ”奥林虎说，“我们将

从种好草、建好场、养好牛、产好奶、加

好工、花好钱 6 个方面有序推进奶业振

兴各项工作。 ”

记者了解到，2023 年巴彦淖尔市将

建设饲草料基地 172 万亩，力争奶牛存

栏达到 33 万头以上。 到 2025 年，巴彦

淖尔市力争奶牛存栏达到 40 万头、牛

奶产量达到 160 万吨以上。 黄景莲

近年来，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暖水

乡德胜有梁村以苹果为龙头产业，从

“增绿量”到“增颜值”，从“护生态”到

“谋致富”，加快把“设计图”细化成“作

战图”，把“部署图”转变成“实干图”，一

步一个脚印加油干，让“美丽生态”变为

“绿色经济”，绘就出乡村振兴的绿富同

兴生态画卷，让果农吃上“生态饭”，端

稳“金饭碗”。

神奇砒砂岩 暖水苹果甜

暖水乡沟壑纵横，属砒砂岩严重裸

露地区。 1994 年，德胜有梁村的王在达

在砒砂岩上种活第一棵苹果苗，成为第

一代暖水苹果人。 2009 年，砒砂岩严重

裸露的暖水乡实施了整乡生态移民搬

迁。 2014 年，德胜有梁村大面积种植苹

果树，而后，王四棉、华生明等 82 户果

农相继扎根在这方热土上。

暖水乡德胜有梁村的气候、 光照、

纬度、 海拔等非常适宜发展苹果种植，

坚持采用“不套袋、不催熟、不增甜、不

防腐、不抛光、不打蜡”六不种植法，造

就了脆甜如蜜、果香浓郁的暖水山地苹

果。 加上滴灌技术、矮化种植技术、选果

生产线等不断发展，苹果种植业可谓天

时地利人和，人们称这里为“砒砂岩上

的苹果园”。

近年来，德胜有梁村立足得天独厚

的自然地理条件， 因地制宜建基地、因

势利导抓示范、因果而为兴产业，依靠

“党支部引领、 示范户带头、 村集体主

导、合作社运营”的发展模式，走出了生

态建设提质、村集体经济创富、群众增

收多方共赢的新路子，打造了绿色生态

之村， 让生态恢复区 2300 亩苹果树成

为本地群众的“摇钱树”，也让德胜有梁

村成了鄂尔多斯市“苹果第一村”。

据了解， 德胜有梁村 82 户果农联

合成立了准格尔旗绿苹林果产业专业

合作社和准格尔旗暖水绿丰果业协会，

拥有家庭林场 9 家，苹果种植经营主体

12 家。 2019 年，德胜有梁村完成了“暖

水山地”商标注册和苹果有机认证。 德

胜有梁村暖水山地苹果入选 2020 年第

三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 2022

年 9 月， 德胜有梁村 2300 亩果园全部

通过了绿色食品认证，“暖水山地”苹果

获得“中国一乡一品”产品认证保护，德

胜有梁村入选第十二批全国“一村一

品”示范村。

人才技术来帮忙 做强苹果产业

建设 1720 立方保鲜冷藏库、 建设

387 亩防雹网、配套 2300 亩滴灌、新建

改建 26 公里村级公路、 建成 340 立方

气调保鲜库、新建扩建变压器 22 台、完

成农网改造工程高压 26 公里、 配套建

成上水工程、 开展果树种植管理培训、

苹果营销推广……找销路、 想对策、解

民情，不论大事小情，暖水乡综合保障

和技术推广中心主任、德胜有梁村包村

干部王水泉都全力以赴，按照“民生清

单”一件件办、一个个落实。

乡村要振兴，产业必振兴，产业要

振兴，品牌来引领。 为了发展暖水乡“一

村一品”苹果特色产业，王水泉不但主

动投身实践，深入田间地头，了解村民

所思所盼，积极协调对接事宜，还为村

里带来专业人才和技术，带着果农一步

步做强苹果产业，助推乡村振兴。 在果

树种植季，王水泉主动当起果农的“联

络员”“宣传员”，以“走出去”“请进来”

的培训方式，带领村两委、合作社、协会

相关负责人、苹果种植大户实地考察学

习、手把手学技术。 每到苹果丰收季，王

水泉还当起苹果的“推销员”“代言人”，

帮果农拉订单、拓展销路。 同时锚定“品

种、品质、品牌”三大方向，围绕“三品一

标”(发展绿色、有机、地理标志和达标合

格农产品)新内涵新定位，产管并举、产

销联动，推广规模栽培模式，制定苹果

全产业链标准体系， 壮大特色苹果品

牌，推动苹果产业实现高质量、可持续

发展。

据了解，德胜有梁村苹果种植总面

积达 2300 亩，涉及宁丰、寒富、烟富、蒙

富、红心二号等 20 余种品种，挂果面积

达 800 余亩，2021 年苹果产量为 175

万斤，销售额达 1227 万元，村集体经济

收入达到 183.32 万元。 2022 年因受倒

春寒、干旱等影响，苹果产量下降为 105

万斤，预计苹果销售收入近 1000 万元。

如今， 暖水乡正全力打造集种植、

育苗、加工、销售、观光为一体的产业

链，让暖水乡的生态优势释放出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 走出一条生态立乡、产

业强村的乡村振兴之路。

“乡政府在水电路等方面都大力支

持，今年遇到旱情，为我们果农配套建

设了上水工程， 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

此外， 暖水乡还建设了深加工项目，延

长了苹果产业链， 增加了苹果的附加

值，更保障了我们果农的收益。 如今，果

农的收入翻番，从过去的几千元上升到

几十万元，让我们老百姓的生活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 ”德胜有梁村种植大

户华生明说。

小苹果“链”出大产业

让“废果”变废为宝

“每年 6 月梳果时， 果园里会掉落

满地的青果。10 月上市时，挑选装箱后，

还会筛选出一些残次果，每年暖水乡果

农预计浪费损失近 20 万斤废果。 ”了解

到这一情况后，为避免青果和残次果的

浪费，王水泉瞄准苹果深加工，希望通

过苹果深加工延伸产业链，增加农户收

入，提高产品收益率。

想法一出，立即得到暖水乡政府的

全力支持。 2022 年 8 月，暖水乡苹果深

加工项目在准格尔旗大路镇乌兰不浪

村正式开工建设，从签约成功到正式开

工， 仅用时 39 天， 跑出了“暖水加速

度”。

据了解，苹果深加工项目由暖水乡

以固定资产投资入股，采取异地建厂的

形式，暖水乡乡属国有公司准格尔旗暖

源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与内蒙古大路神

泉醋业有限责任公司合作，建设规模为

年处理 150 万斤苹果的果醋及果饮生

产加工和全自动灌装线。 项目建成后，

可充分利用准格尔旗及周边苹果种植

资源，就地取材，节省成本，通过深加工

延伸产业链，提高产品收益率，增加果

农收入。 同时还可带动周边村民就近就

业，预期受益户数超过 100 户，受益人

数 2000 人，预期年收益达 300 万元。

2022 年， 暖水乡还通过改扩建建

成总占地面积 5000 平方米的生态林果

产业园，设有保鲜冷藏库、分选包装车

间、生态林果展厅，集苹果、山杏及地方

果类的仓储加工、分选包装、销售展示、

商务洽谈等功能为一体，购置一套全自

动智能苹果分选设备，平均每小时可处

理 2 吨苹果。

“下一步， 我们还打算把现有的苹

果产业示范基地打造为内蒙古农业大

学实训基地，申请注册国家地理标志证

明商标，打造林果产业人才实践基地和

研学体验基地。 扩大苹果种植，引进早

熟、中晚熟新品种，延长消费季，实现错

峰销售，确保优质优价，让村集体和果

农达到双赢。 ”王水泉说。

“今后，我们将在品种培优、品质提

升、 品牌培育和推广等方面下功夫，全

力冲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证， 做好

‘三品一标’认证工作，激发苹果产业联

农带富作用， 让暖水人牢牢端稳生态

‘金饭碗’，让更多人尝到暖水山地苹果

的甜滋味。 ”暖水乡党委书记韩茜说。

张宪丽

传承中华文化 弘扬中华文明·地域与美食

本报记者 王丰

在阴山之北的武川广大地区，很

多人都称之为后山。 后山人，既有北

方人浪漫豪放的性格，又有南方人善

良随和的温情，热情好客是他们待人

接物的基本特征之一。 几百年来，形

成了独特的饮食文化。 猪肉炖粉条就

是其中之一。

每年冬季，几乎每户人家都要杀

一头大猪，杀猪后的当天夜里，把猪

肉分割成大小不等的条块状，放置起

来，一冬天就可以慢慢吃了。 这里的

粉条种类很多，有粗的、有细的、有扁

的，根据需要，可压制成多种样式。

冬天，农民朋友不太忙了，猪肉

炖粉条是他们的美食，更是招待客人

的美味佳肴。 亲朋好友到了，先炒几

盘下酒的好菜:炒猪黑肉、炒猪肉片、

炒猪肉粉条……再加几个凉菜:豆腐

皮、花生米、凉拌豆芽……温上几瓶

二锅头老酒，围坐在桌前，一边喝酒、

吃菜，一边谈天说地。 谈从前的过往，

向往美好的未来，好不惬意!

厨房里，女人们正在做猪肉炖粉

条的准备工作。 把土豆削皮洗净切成

块状，把酸白菜攥洗两遍，切成短而

细的条状，攥成了小菜蛋。 把葱姜蒜

等作料也预备好。

把猪肉切成片状放入锅内用小

火炒，半熟后加入作料，这时一股香

味扑鼻而来，沁入肺腑。 倒入土豆，加

水。 等土豆快熟时，可把酸菜粉条放

入锅内， 上面蒸一些花卷之类的主

食，过十几分钟，猪肉炖粉条就做好

了。

炖是一种方法，炖将所有的味道

都散发并融合，让所有的味道都集于

一体， 你可在粉条中吃到肉的美味，

你也可在猪肉中吃到土豆或者胡萝

卜的味道。 这就是一种适合一大家子

围坐一起的吃食，不需要做太多的准

备，只需要将它们各自处理好，然后

放入一锅之内，开始炖。

酒酣兴浓之际，猪肉炖粉条也端

上桌来。 人们吧咂着嘴吃得津津有

味，这是传递着对美味的赞许……

后山猪肉炖粉条“炖”出乡土气

田畴沃野织锦绣 北疆大地谱新篇

铺开乡村振兴美丽画卷———

巴彦淖尔：种好草 养好牛 产好奶

准格尔旗德胜有梁村：

千亩苹果树结出致富路

暖水山地苹果让暖水人牢牢端稳生态“金饭碗”

现代化挤奶 齐鸿雁 摄

资料图片

从自治区能源局传来消息：截至 12

月 20 日， 我区新能源并网装机规模突

破 6000 万千瓦， 达到 6013 万千瓦，预

计年底新能源并网装机规模将达到

6500 万千瓦以上。 这是继 2020 年 12

月全区新能源装机突破 5000 万千瓦之

后，我区新能源发展的又一个里程碑。

作为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

地，我区可再生能源资源丰富，风能资

源技术可开发量 14.6 亿千瓦、约占全国

的 57%， 太阳能资源技术可开发量 94

亿千瓦、约占全国的 21%。 近年来，我区

紧紧围绕做好现代能源经济这篇文章，

牢牢把握国家新能源重大战略机遇，依

托良好的可再生能源资源及区位发展

优势，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

现代能源体系，着力推动新能源高质量

发展。 尤其是今年以来，自治区能源局

坚持目标导向，统筹协调新能源全产业

链发展，印发了风电光伏、储能、氢能、

新能源装备等一系列规划和指导性文

件，编制了《全区新能源开发布局与有

序利用规划方案》， 对自治区风光资源

潜力、布局和有序利用进行系统性摸底

和规划，在全国率先提出并实施了一批

零碳低碳园区、 市场化并网新能源项

目，并通过抓试点、抓谋划、抓落实等一

系列举措， 推动我区新能源跨越式发

展。

在风电光伏基地建设方面，我区全

力推进库布其、乌兰布和、腾格里、巴丹

吉林四大沙漠地区大型风电光伏基地

规划布局， 形成了基地建设的实施方

案。 积极推动已纳入国家第一、二批大

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建设，目前，第一

批 2020 万千瓦项目已全部开工， 第二

批 1188 万千瓦项目正在开展前期工

作， 第三批 1170 万千瓦项目已上报国

家。 与此同时，加快推进市场化消纳场

景示范建设，分批实施市场化并网新能

源项目， 优先推动市场化并网新能源，

以新增负荷促进新能源消纳。 其中，已

经批复燃煤自备电厂可再生能源替代

工程项目 5 个、 配套新能源规模 180.5

万千瓦； 源网荷储一体化示范项目 5

个、配套新能源规模 350.5 万千瓦；风光

制氢一体化示范项目 7 个、配套新能源

规模 167.5 万千瓦； 工业园区绿色供电

项目 21 个、 配套新能源规模 708.625

万千瓦；火电灵活性改造消纳新能源涉

及 12 家发电企业、 配套新能源规模

514.12 万千瓦；全额自发自用新能源项

目 39 个、配套新能源规模 49.6 万千瓦。

“目前， 全区在建待建新能源项目

总规模达 1 亿千瓦以上，从新能源项目

批复和建设情况看，接下来全区新能源

每月并网装机规模将会以百万千瓦计

大步跃升， 预计到 2023 年全区新能源

并网装机规模将突破 9000 万千瓦。 ”自

治区能源局有关负责人说。 康丽娜

内蒙古新能源并网装机突破 6000 万千瓦

里程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