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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落实全国两会精神·枝叶总关情

本报记者 张鑫

近年来，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

入实施，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回到

家乡、回到农村创业，成为助推新时代

农村发展的新生力量。 2016 年从内蒙

古农业大学毕业的优秀大学生干嘎木

仁， 带着对家乡的眷恋和自主创业的

决心， 毅然决然地踏上了生他养他的

家乡———兴安盟科右前旗桃合木苏木

的列车， 七年如一日坚持肉羊改良工

作， 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肉羊同期发

情人工配种技术员、 带富领路人和草

原生态环境保护新经验探索者。

学之所用 壮大队伍

干嘎木仁在大学学习畜牧兽医专

业， 并曾在内蒙古圣牧高科技有限公

司和伊利公司任职繁畜助理， 既有理

论基础又有实战经验， 为回乡创业奠

定了良好的基础。 但万事开头难，回乡

创业初期， 当地一些牧民在传统观念

和经营理念的双重约束下， 对肉羊同

期发情改良品质认识不够， 积极性不

高， 给干嘎木仁打开局面带来很多困

难。

基本了解牧民思想动态后， 干嘎

木仁决定寻找志同道合的一批年轻人

成立团队进行创业。 通过一年的努力，

他主动传授改良技术， 做思想工作转

变观念， 有效带动乌云图等 6 名有志

向的年轻人，成立“塔林朝克养殖合作

社”，从单打独斗转变成团队，从一人

掌握技术转变为改良技术团队， 从单

一阴道镜配种转变为阴道镜、 宫腔镜

配种多种方式。 既培养壮大了乡土人

才队伍，又提升了知名度和工作效率。

精心服务 带富牧民

回乡创业有实实在在的事业，自

己致富还带领家乡人致富才是硬道

理。 经过几年的努力，干嘎木仁从回乡

创业时的无人问津到现在的年为 60

户以上牧户改良肉羊 1.3 万只以上，

并且联系改良的牧户逐渐增加。 同

时探索春秋两季进行改良工作局

面，积累肉羊两年繁殖三次经验。他

以萨福克、道赛特、德克塞尔种公羊采

用同期发情的方式对大尾羊进行肉羊

改良， 保证受胎率 70%以上， 双羔率

30%左右。

改良出来的 2 个月龄羊羔就地出

栏，市场价均在 1000 元以上。 直接经

济效益增加突破 600 万以上，户均 10

万元以上。 团队创收 60 万元。 既带富

了牧民又鼓起了团队钱袋子。

平衡载畜 保护生态

干嘎木仁团队改良成果很好地吸

引了从事育肥羊客户眼球， 加大了市

场需求， 加快了改良羊羔出栏。 近几

年， 改良羊羔一般在 2 到 3 个月龄时

育肥羊客商以每只 1200 元以上的价

格收购，今年有望突破 1300 元。 除了

可观的经济效益， 草原生态保护效益

也明显。 改良牧户草场常年避免了繁

殖带来的载畜负担， 牧业年度和过冬

迎春载畜同样是基础母畜数量， 从源

头上保证了草畜平衡， 为桃合木草原

真正实现传统畜牧业生产和保护草原

生态双赢目标探索了一条有效的科学

途径。

未来， 干嘎木仁团队将进一步提

高种养品质，扩大团队力量，增强服务

水平，为桃合木肉羊改良、牧民增收、

保护生态做出更大贡献， 正在为真正

成为全旗“晓景计划”领军人物典范而

努力。

（上接 1版）

产业升级、链条拉长

奏响“逐绿向优”新乐章

人勤春早，不负春光。

眼下， 正值河套地区春耕备耕的关

键时节，田间地头一派忙碌的景象。 在乌

拉特前旗先锋镇知欣农牧专业合作社，

不少村民向合作社负责人郝军咨询土地

托管的事儿， 并与合作社签订土地托管

合同。

从 2020 年开始，知欣农牧专业合作

社通过与内蒙古朔河禾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合作， 为当地农户提供从种到收全程

托管服务。 全程规模化、集约化、机械化

的经营方式进一步降低了种植成本，提

高了亩产效益， 让农户们尝到了土地托

管的甜头。

天下黄河，唯富一套。 巴彦淖尔市依

托得天独厚的光热水土资源优势， 紧扣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天赋河套”

品牌为引领，扩大特色种植规模，增加订

单种植品种， 加快建设河套全域绿色有

机高端农畜产品生产加工输出基地。

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打造供应

链，“塞外粮仓”产能不断扩容的背后，是

我区不断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

实现粮食安全和现代高效农业相统一的

坚定步伐。

发力供给侧，田野里唱响“逐绿向优

提亮”春耕旋律。

生产逐绿，“舌尖”更安全。 实施农牧

业产地环境净化工程，推动秸秆、地膜回

收利用，保持化肥农药使用量负增长，整

县推进禽粪污资源化利用。 扩大农畜产

品质量安全风险监测范围， 聚焦重点品

种严管严打禁用药物超标问题， 加快推

进农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

品质向优，田间连车间。 我区深入实

施优质粮食工程， 有效增加优质粮油供

给，优粮优产、优购、优储、优加、优销“五

优联动”亮点纷呈，一批龙头骨干企业做

优做强，一批好粮油产品纷纷涌现，一批

“内蒙古好粮油”区域公共品牌知名度逐

步打响。

品牌更亮，价值链更长。 实施农畜产

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三年行动， 重点培

育敕勒川味道、 锡林郭勒奶酪等一批优势

特色区域公用品牌，6 家企业入选“中国农

业品牌目录农产品品牌”。 截至去年，认证

绿色、有机和地理标志农产品 1982 个。

体系调顺、效益凸显

挑起增收致富“金扁担”

调结构，不能把农牧民的利益调低。

“积极会同相关部门落实好中央各

项支农惠农政策， 健全农民种粮收益保

障机制，构建更高层次、更高质量、更有

效率、更可持续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 ”

“稳定实施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等政

策。 应对农资价格上涨压力，积极争取中

央实际种粮一次性补贴资金， 对实际种

粮农民实施补助。 ”

“及时下达产粮（油）大县奖励资金，

落实好中央保障产粮大县产粮（油）大县

奖励政策，重农抓粮得实惠、有发展。 ”

……

2 月 24 日， 在全区春耕备耕工作电

视电话会议上， 一系列重农惠农政策让

农户吃下“定心丸”。

———政策加力，激活农民“调优”积

极性。

实施新一轮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加

大粮食生产薄弱环节、 智能化农机产品

等机具补贴力度；加强绿色、有机和地理

标志农产品培育认证，各盟市、旗县结合

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文化传承等因素，

打造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区域公用品

牌，实现“种得好”也要“卖得好”。 精准补

贴、技术指导、培育品牌……一套套“组

合拳”稳定种粮农民收益预期，让农民扎

根土地有盼头。

———优质优价，农民种粮更有奔头。

2022 年，我区将继续在提高粮食产

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上发力， 全面启动

优质粮食工程升级版建设。 坚持“粮头食

尾”和“农头工尾”，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

发展，深化产销合作、推广订单收购，打

造“大市场、大流通”格局，带动地方农民

持续增收、企业持久受益、消费者得到实

惠。

———“龙头”带头，“田保姆”领着农

民干。

我区纳入全国家庭农场名录系统规

模经营户达到 28 万个，创建各级示范场

5942 个。 还深入开展农牧民合作社规范

提升行动，创建 10 个第二批国家级合作

社质量提升整县推进试点，69 个合作社

入选国家级示范社。 积极发展农牧业社

会化服务组织， 在 8 个旗县开展了示范

县创建， 全区生产托管服务组织达到

8679 个， 托管服务总面积达到 7539 万

亩次。

农畜产品生产基地优质高效转型的

发展蓝图已经绘就， 农畜产品综合生产

能力提升的目标已经明确， 内蒙古将在

坚决扛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政治责任的

新征程中砥砺奋进。

据《内蒙古日报》

春日里，走进兴安盟阿尔山市伊尔施街圣泉小区，阳光和

煦地洒进一幢幢亮丽的回迁楼里。 71 岁的棚改居民周长河和

老伴周秀荣吃过早饭，打开电视，给摆放在窗台上的三角梅、

长寿花浇了浇水，开始了一天充实又惬意的生活。

“以前天天被冻醒，起床后第一件事就得先烧柴，家里说

话能呼出白色哈气，20 多平方米的房子还没有现在住的一半

大。 ”周秀荣一边打理着心爱的花草一边说，以前因为房间地

方狭小、取暖效果差，家里花花草草也不敢多养。

阿尔山市位于大兴安岭林区，早在上世纪 50 年代中期，

新中国的第一代林业工人就开始在这里工作生活。长期以来，

一排排面积狭小、漏风漏雨的板夹泥房屋，构成了极具特点的

林区住房。而阿尔山寒冬漫漫，解决住房问题也成为了这里的

头等大事。

2014 年春节前夕， 习近平总书记冒着零下 30 多摄氏度

的严寒，踏着皑皑白雪，穿过狭窄小巷，来到阿尔山市林海街

林业棚户区。看到林区群众住房困难，总书记叮嘱当地干部要

加快棚户区改造，排出时间表，让群众早日住上新房，要做好

慰问困难群众工作，让每个家庭都过好春节。

受益于棚改，2017 年周长河一家告别住了几十年的“板

夹泥”房，搬进了敞亮的新楼房。 新房内，厨房、卫生间等房间

分区合理，彩电、冰箱、电饭锅等家电一应俱全；洁净的塑钢

窗，光亮的地砖，干净的灶台厨具，61 平方米的房间被老两口

打扫得一尘不染。

谈起变化，周长河十分激动：“真是赶上了好时候，没有棚

户区改造，我们老两口哪有机会住上这样的楼房？我们得感谢

总书记、感谢党中央！ ”“现在冬天屋里特别暖和，上厕所和洗

澡再也不用受冻，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来得很实。 ”周秀荣

也在一旁乐呵呵地说。

像周长河家一样的搬迁故事如同一股股微风， 轻轻诉说

着这座小城的变化。 一片片参差不齐的民房逐渐从视野中消

失，一座座新建的家园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一张张乔迁新

居的笑脸如花般绽放……8 年来， 阿尔山市全面落实总书记

重要指示，大力推进棚改，累计投入 42 亿元资金，改造棚户

区房屋 10400 户。 截至 2019 年，所有棚户区居民全部“出棚

进楼”。 经统计，棚改惠及全市一半以上居民，3 万人从“忧居”

实现“优居”。

阿尔山市委书记杨永久介绍说，为巩固棚改成果，阿尔山

市持续完善基础设施， 近年新建和改造道路 80 公里、 管网

155 公里，城区亮化率、自来水普及率、垃圾处理率分别达到

95%、98.14%和 99.69%，彻底解决了居民取暖难、吃水难、行

路难等问题。

棚改，改出了群众的幸福新生活，也改出了城市的风景如

画。

“阿尔山自然风光四季都很美。”“阿尔山旅游一定会火起

来。 ”8 年前，习近平总书记的赞誉让阿尔山人坚定了依托美

丽的自然风光持续发展旅游业的决心。如今，阿尔山市按照总

书记的嘱托，让这里的生态一年胜过一年，山水持续变金银。

独具匠心的树皮画、栩栩如生的各种图案、巧夺天工的非

遗技艺……在阿尔山市白狼镇，曾经的砍树人变成护林人，守

着绿水青山，守着亭亭白桦，不仅搞起红红火火的林下旅游，

同时收集掉落的白桦树皮，制作成精美的工艺品画，走出了一

条非遗传承、变废为宝的发展之路。

“我们的原材料取自当地桦树中枯木、倒木、死木，经自然

剥落后有超过 40 种颜色，加工处理后可设计、制作成不可复

制的精美树皮画手工艺品。”阿尔山林俗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

司总经理谢彩云介绍说，近年来，公司多次组织培训班，同时

不断研发创新产品，提升工艺，让树皮画更具有艺术性和实用

性。“产品美了，销量自然好，价格也更高，学的人多，大家的收

入也涨了不少。 目前，公司有老师 67 名，培训学员 200 多人，

常年在这里制作树皮画的员工每个月至少收入 2000 元。 ”

2014 年以来， 阿尔山市持续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累

计实施天保工程 1650 万亩、 封山育林 120 万亩、 植树造林

40 万亩、退耕还林还草 25 万亩，重点区域绿化 1.5 万亩。 目

前，全市森林覆盖率达到 81.2%。阿尔山市也同时获评国家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和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

市。

生态逐年向好，山水也跟着变成了金银。2014 年以来，阿

尔山市着力构建全域旅游格局，累计投入 17 亿元用于景区、

博物馆等旅游基础设施建设。 近 4 年来， 累计接待游客

1414.86 万人，旅游综合收入实现 172.64 亿元。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阿尔山得天独厚的优势，更是旅游产

业发展的‘金字招牌’。 阿尔山市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

嘱托，牢固树立绿色发展意识，切实强化责任担当。 ”杨永久

说，下一步，阿尔山将坚持生态优先，放大绿色发展优势，全力

推进“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建设，深挖“国家级生态文明建设示

范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政策红利，建成

“两山”理论创新实践馆，推动形成生态保护与治理“阿尔山经

验”，加快“零碳小镇”（中广核）等项目建设，设立生态银行、湿

地银行，争创森林城市、森林小镇和森林乡村，努力构建碳中

和“先锋城市”。 胡日查 高敏娜

老绥元烧麦“燃动”一座城

返乡创业 新生力量助力乡村振兴

为国增粮 为农增收 供给侧发力

提升内蒙古“粮仓”硬实力

变废为宝，制作精美的树皮画销路越来越广

林区成景区“忧居”变“优居”

本报记者 王丰

4 月 8 日 6 时， 在老绥元桥华店里，

面点师傅正在精心地包着烧麦， 一扣一

翻中，烧卖上笼，香味也顺着气流飘出来

……青城的早晨开始了。

重复是枯燥的， 但千万次简单的重

复,是走向极致的必经之路。

一群人，一辈子，只做一件事。 虽然

这句话很多人都说过， 但做起来确实不

易。 老绥元就是这样， 他们只为一笼烧

麦，发展到今天，老绥元旗下共有 122 家

店，其中在呼和浩特地区就有 56 家。 在

这笼烧麦的背后我们见证了坚持的力量。

春暖花开，在经受了疫情考验后，老

绥元烧麦以“我只选好料”的核心品牌战

略继续开门纳客。

烧麦的生命力有多顽强， 我们从内

蒙古老绥元餐饮公司总经理周恒强的描

述中可见一斑。 据不完全统计，呼和浩特

地区近年来烧麦店的数量一直保持在

2500 家左右，这些烧麦店有的几个月就

关门， 有的坚持一年多时间熬完那点房

租便转行其他行业， 有的走品牌化之路

开得风生水起。 但数量始终没有降下来，

这与呼和浩特人对烧麦的情怀密不可

分，这种情怀就是隔几天不吃烧麦，好像

生活中缺少了油盐酱醋， 那是一种剪不

断理还乱的情愫。

在这种情愫与呼和浩特文化历史相

爱后，烧麦的生命力就在不断的疯涨，坚

韧地扎根在内蒙古大草原上。 老绥元烧

麦就是在这种爱恨情仇的江湖中诞生

的。

1988 年， 李翠萍与霍金玲就在街边

的铁皮棚里卖烧麦。 经过 16 年的坚持，

她们在 2004 年正式注册了老绥元，并确

定了以经营烧麦为主， 兼营地方菜系的

思路。 经过几年的发展，曾经在铁皮棚里

卖烧麦的李翠萍成了内蒙古老绥元餐饮

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霍金玲也成了中

国烧麦类唯一烹饪大师。 同时，2021 年，

老绥元烧麦制作技艺成了呼和浩特非遗

项目。

疫情形势好转之后，“无烧麦、 不青

城”这句谚语再次复活。

据《绥远通志稿》记载：“惟室内所售

捎卖一种，则为食品中之特色，因茶肆附

带卖之。 俗语谓“附带”为捎，故称捎卖。

且归化(呼和浩特)烧麦，自昔驰名远近。

外县或外埠亦有仿制以为业者， 而风味

稍逊矣。 ”

老绥元烧麦因何“燃动”青城，其实

得益于这群人的传承与创新精神。

老绥元烧麦在制作过程中加入许多

新时代元素， 采用自主研发的烧麦营养

配方，特别是在用原料上，完全采用活羊

宰杀精选分割部位急冻 24 小时的新鲜

羊肉，保证肉馅鲜美；肉馅手工切制，经

过 30 多道工序标准化操作； 优化口感、

设立中央厨房，品质上乘，口味独特，再

加上贴近消费者的创新， 如今已成为青

城一绝。

老绥元烧麦在发展中将烧麦做到极

致， 这不代表老绥元烧麦就可以安于

现状，烧麦美食之所以能吸引八方食

客， 最重要的还是走进食客内心的文

化灵魂。

正宗烧麦是按皮的重量计价的，在

呼和浩特有“二两烧麦憋死汉”的故事，

外地的美食者可千万不要按饺子的量去

点。

老绥元烧麦作为一家本土的民族企

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正在以一骑绝

尘的姿态前行。 同时老绥元烧麦也自觉

地担负起时代的使命。

在今天稳就业、保就业、促发展的大

环境下， 老绥元烧麦在呼和浩特地区

有 56 家店，每家店按 8 人计算，就有

448 人，再加上企业管理层的人员，老

绥元为青城提供的就业岗位在 500 多个

左右。

就业是连接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

的纽带，它从社会生产的各个方面、各个

环节影响着经济的发展。 周恒强对老绥

元烧麦也是亲身躬行，他告诉记者，我们

的羊肉选用的是锡林郭勒草原上放养

羊，面是河套地区的面粉，油是本地产的

醇香胡油……这些食材都是内蒙古的优

质产品， 也是老绥元烧麦的核心品牌战

略。

老绥元烧麦每年使用的羊肉达 20

万公斤， 这对内蒙古羊产业的拉动是巨

大的，也使得锡林郭勒盟的养殖业、屠宰

业、运输业等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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