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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我们的新时代

本报记者 张鑫 通讯员 张昕阳

春暖花开，万物竞秀。 眼下，兴安盟

科右前旗三星村果农们穿梭在果园里，

正忙着果树春季管理工作。 见到孙显富，

是在一片绵延的果树林里。 他一边手持

剪刀， 一边向前来学习的果农讲授果木

剪枝技术，手起枝落，动作娴熟。

年过花甲的孙显富是兴安盟科右前

旗大石寨镇的果农， 还是附近有名的林

果“土专家”、致富带头人。 从不会种果树

的门外汉，到果农们时常来“取经”的行

家里手，孙显富用了 30 多年。 承包的果

园从 30 余亩发展到 100 余亩，种植的果

树品种从单一的沙果发展到如今的 30

余种。 孙显富凭借过硬的专业技术、坚持

不懈的努力及对林果的热情， 不仅成为

三星村林果产业的发起人， 更成了林果

产业发展壮大的领头人， 带动了全村村

民借林果生财。

“我开始种果树，是因为一个偶然的

机会。 ”孙显富回忆，当时国家出台政策

鼓励个人承包荒山造林，所造林木“谁造

谁有”。 面对村民们高涨的种树热情，村

“两委”以抓阄方式决定村中荒山由谁来

种。 正是因为这次抓阄，开启了孙显富的

林果产业路。

三星村山地冷凉，昼夜温差大，适合

发展林果产业。 然而，林果种植对于三星

村大多数农户来说是“新生事物”，没有

现成经验可学的孙显富只能靠自己摸

索。 尽管他起早贪黑泡在山间的果林里，

可辛苦侍弄的果树却成活率不高， 挂果

少，口感差，价格也卖得低。“当时一斤林

果卖不到两毛钱，基本没利润可言。 我就

一边种地维生，一边坚持种果树。 ”面对

种种难题，孙显富没有打退堂鼓，他买书

籍、听培训、补习林果种植知识。 靠着一

股钻研劲儿，30 多年间，孙显富的林果栽

植面积年年扩大， 林果品质也一年比一

年好。

300 亩果树地、300 亩苗木地， 年收

入百万元……一滴滴汗水化作实实在在

的数字，呈现在眼前的是别样风景。 曾经

沙土飞扬的荒山成了林果飘香的青山，

孙显富的坚持换来了硕果累累。 每年不

到采摘期， 他家的林果就已经被客商订

购一空。 一车车的林果走出山沟沟，远销

北京、深圳等大城市，一斤能卖上 7 元至

8 元的好价钱。

一个人富不算富， 大家富才是真的

富。 腰包鼓了的孙显富没有忘记乡邻，他

雇用了不少周边的村民在果园里打工，

就近解决了村民的就业问题， 让大家增

加了收入。 除此之外，面对上门求教林果

栽植技术的果农们， 他也毫无保留地将

技术和经验免费传授给大家，孙显富说：

“会了技术有了经验， 就能让人少走弯

路。 ”仅今年，来他这里参加培训的果农

就已经有千余人， 大家都亲切地称呼他

为“孙老师”。

在孙显富的辐射带动下， 越来越多

的村民开始种植果树， 仅三星村就有

100 多户村民吃上了“林果饭”。 村民贺

井生 9 年前开始和孙显富学习林果栽植

技术，如今他种了 40 多亩果树地，每年

能给他带来近 7 万元的收入。

如今，在三星村人人都是技术员，很

多村民都获得了政府颁发的乡土专家、

修剪技术员证件。 这些天，孙显富忙得马

不停蹄，他带领着 20 多个果农组成的果

树专业修剪团队活跃在田间地头， 为周

边地区的果农修剪果树。“我们要抓紧时

间，在果树开花前把枝剪好。 ”当前，三星

村林果种植面积达 8000 多亩，年产林果

1000 万斤，户均增收 1 万元以上。 从过

去的“单打独斗”到现在的“抱团发展”，

三星村实现了集体增收， 逐步发展成为

大石寨镇的林果产业龙头村、示范村。

春光明媚， 孙显富笑盈盈地望着漫

山果树萌发出的新芽，充满了勃勃生机，

眼里满是希望。

本报记者 张鑫 通讯员 苗瑞祥

他们是一个团队， 他们以奋斗者的

姿态传承着。

夏季 40℃的高温，冬季零下 40℃的

严寒，春秋两季沙尘暴肆虐，指头大的石

子、沙粒满天飞，晴空万里顷刻就会变成

灰蒙蒙一片……这就是边疆小城二连浩

特的真实写照。

呼铁局集宁车辆段二连运用车间团

总支就是在这样恶劣的气候中建立起来

的。 自 2011 年成立初，他们就把聚焦团

的组织力、引领力、服务力作为工作目标，坚

持思想建设、党建带团建、以微促行，全力

服务青年成才， 用党的先进思想和文化

武装青年、凝聚青年，让底色亮起来。

苏峰曾担任二连运用车间团总支书

记，2013 年，苏峰来到了这座边境小城，

有过困顿，有过迷茫，但他自从踏上工作

岗位的这一刻，无论严寒酷暑，还是风霜

雨雪，他都毅然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让

团旗在祖国边疆高高飘扬。“低温恶劣天

气尤其要紧盯车辆的管路， 就怕密封圈

受冷变形失效。 ”苏峰的检点锤上，随时

会挂着三个密封圈备用。 每走到一辆车

的中间部位，他都会放缓脚步，弯下腰仔

细听是否有漏气声。 弯腰， 起身， 前进

……这样的动作苏峰平均每天要做上

4000 次，平均每天行走 3 万步，一干就

是 8 年多。 苏峰的业余时间都在练功场

“摩拳擦掌”：一次次拆装配件，揣摩动作

原理，任凭膝盖被石砟硌得红肿酸痛；一

回回猫腰钻车，判定故障部位，以致身上

被碰得青一块紫一块。 功夫不负有心人，

“磨剑”八年，凭借独创的“蹲看、侧听、辨

锤音”防制动抱闸检查法，他多次荣获集

团公司技术比武冠亚军的佳绩， 并荣获

“内蒙古自治区五四青年”荣誉称号。

近年来， 二连运用车间陆续迎来大

批新入路青年职工， 苏峰的事迹在集宁

车辆段年轻职工中被广为传颂， 也时刻

激励着新团员青工苦练技能，勇挑重任。

2017 年入路的团员马渊就是听着苏峰

的故事来到二连运用车间的， 而入路的

第一节课， 就是苏峰给他们讲的：“铁路

是国民经济大动脉， 事关人民群众生命

安全，货运列车安全运输，列检作业是一

个重要环节， 容不得出现半点疏忽和纰

漏。 ”马渊秉承着师傅苏峰的拼搏信念，

熟稔《铁路货车运用管理规程》，知行合

一，行胜于言，夯实检车基本功，用奋斗

的汗水浇灌边疆的土地。

如今， 集宁车辆段二连运用车间现

有青年职工 102 人， 其中团员 85 人，先

后向集宁车辆段输送青年人才 206 人，

其中 4 人走上管理岗位，16 人在国铁集

团、自治区、集团公司技术比武中取得优

异成绩。 一批又一批的有志青年团员接

过前辈手中的检点锤， 沿着师傅们蹚出

的检车步伐，敲出奋斗主旋律，用青春在

祖国边疆书写人生亮丽华章。

前不久，中国红十字会“会员之星”

名单发布， 来自全国各地的 500 名中国

红十字会会员被推选为“会员之星”，内

蒙古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播音与主持

专业大三学生王一格榜上有名。

王一格是一名充满朝气活力的“00

后”在校大学生，但在志愿服务领域，她

已经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老人”了。 本着

一颗助人为乐的心，高中阶段，王一格就

做过一些力所能及的志愿服务。 高考结

束后，她与红十字结缘，成为一名红十字

志愿者。

“2019 年， 我参与了中国红十字会

举办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红十字青年

国际交流营’，在那里我第一次了解到国

际人道法、和平文化等，感受到来自不同

国家、不同区域志愿者的理念精神。 我体

会到保护人的生命与尊严的重要性，意

识到青年传播者能发挥巨大影响力，这

促使我正式踏上志愿服务的道路。 ”王一

格说。

几年来， 王一格以红十字志愿者的

身份参加了数次志愿服务活动。 她在“光

明行 爱让你看清”腾讯 99 公益日志愿服

务活动现场进行实地募捐； 在呼和浩特

市红十字会造血干细胞入库回访志愿者

活动中，对志愿者们一一进行电话回访；

在内蒙古自治区红十字会进行暑期社会

实践……“一次又一次的志愿服务，让我

对红十字精神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也让

我的信念更加坚定———我要在志愿服务

道路上一直走下去。 ”王一格说。

王一格牵头成立了内蒙古师范大学

红十字志愿服务项目组， 组织开展内容

丰富、形式多样的红十字志愿服务活动，

传播红十字人道文化， 推动大学生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营造关爱他人、奉

献社会的校园良好氛围。

作为红十字会和学校之间的联络

人， 王一格多次组织输送在校大学生作

为志愿者参与自治区红十字会及呼和浩

特市红十字会举办的各类志愿服务活

动，在“第七个世界骨髓捐献日”活动、

“关爱生命 就在身边”志愿服务月活动等

各项活动现场， 都有王一格和高校红十

字志愿者的身影。

随着参与的志愿服务越来越多，王

一格也逐渐明确了自己的努力方向。 作

为一名新闻传播学院的学子， 王一格决

心利用自己的专业优势， 成为一名校园

红十字宣讲员， 深入宣传红十字精神和

红十字青少年工作。

2019 年至今，王一格曾 3 次作为教

练参加内蒙古自治区红十字会举办的

“青春善言行”骨干训练营，为同学们讲

授红十字知识理论， 引导青年学生逐渐

爱上志愿服务。 同时，她在内蒙古师范大

学多次组织举办“YABC 青春善言行”活

动， 通过体验式教育来触动在校大学生

改善言行，促进学习者与自我、与红十字

会、与学校、与社会的联系。

去年 6 月， 王一格在自治区红十字

会参加了应急救护培训， 正式考取了红

十字救护员资格证。 她组织策划并邀请

自治区红十字会为内蒙古师范大学志愿

者服务总队的学生进行应急救护培训，

60 多名大学生顺利考取红十字救护员资

格证；她和同伴们共同发起“你我同行，

救在身边———应急救护培训进社区”志

愿服务项目， 宣传推广应急救护知识技

能； 组织举办应急救护各类培训相关活

动，强化同学们的健康意识，提升同学们

的自救互救技能，助力平安校园建设。

“几年来的志愿服务经历让我受益

匪浅， 也让我更加认同志愿服务理念和

红十字文化。 我会继续将红十字精神和

志愿服务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勇担

使命、砥砺前行，充分发挥红十字青年宣

讲员的作用， 引导更多的青年参与到志

愿服务中来。 ”王一格说。 李存霞

（上接 1版）

大农业“增”在哪里

增在“护航

”

农资是农业生产的基础， 农资的优劣直接关系着群众的

“粮袋子”和农民的“钱袋子”，也直接关系到粮食安全和农畜

产品质量安全，是确保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的关键。

随着广大农户开启春忙模式，“护航” 春耕备耕的农资市

场监管行动也在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

农资安全，政策先行。 全区各地纷纷开展农资市场检查，

多措并举强化农资市场监管的同时，自治区农牧厅印发《关于

组织开展 2022 年春季农作物种子市场检查和监督抽检工作

的通知》，强化春季种子市场检查。

2022 年春季农作物种子市场检查和监督抽检在全区 12

个盟市全面开展，对重点区域、重点作物、重点对象加大检查

力度。对辖区内国家级制种大县和区域性良繁基地、承担国家

救灾备荒储备任务的企业进行重点检查， 还要对网络销售种

子、维权企业举报、农民投诉较多的品种和经营主体以及近年

来有违法违规生产经营行为记录的生产经营主体进行重点检

查。

同时，以玉米、大豆、向日葵和蔬菜等作物种子为重点，覆

盖小麦、水稻、杂粮杂豆等作物种子和马铃薯种薯，按照“双随

机一公开”原则，在本辖区内抽取种子集中交易市场和种子经

营门店开展检查， 马铃薯种薯及部分统一供种地区种子可在

仓库检查。

大农业“增”在哪里

增在“产量”

内蒙古作为我国畜牧业的重要基地， 每年全国 1/4 的羊

肉、1/5 的牛奶都来自这里，是国家名副其实的“奶罐肉库”。

今年一季度农业经济数据中， 奶牛存栏量和牛奶产量尤为亮

眼。

一季度，全区猪存栏 564.3 万头，同比增长 3.8%；牛存栏

805.4 万头， 增长 7.8%， 其中奶牛存栏 155.7 万头， 增长

14.6%；羊存栏 6706.7 万只，增长 0.1%。 从产量看，肉禽蛋奶

产量均实现增长， 猪牛羊禽四肉产量 39.2 万吨， 同比增长

9.0%；禽蛋产量 11.3 万吨，增长 1.8%；牛奶产量 137.4 万吨，

增长 15.0%。

大农业“增”在哪里

增在“预期”

2022 年，内蒙古计划在永久基本农田、粮食生产功能区、

重要农产品保护区等区域新建 400 万亩高标准农田，鼓励种

粮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组织等新型经营主体实施规模化

粮食种植，确保“良田粮用”。

2022 年，内蒙古开展“菜篮子”盟市长负责制考核，提高

重要农畜产品供给能力。深入实施奶业振兴行动，加快奶业重

大项目建设，力争全区奶产量突破 720 万吨。 实施肉牛肉羊

发展五年行动，落实生猪生产长效性支持政策，发展饲草料专

业化生产，确保牛羊肉产量稳定在 180 万吨左右。 因地制宜

加快发展设施农牧业， 探索打造具有较强区域竞争力和全国

影响力的蔬菜生产基地。

百舸争流千帆竞，扬帆破浪奋者先。 一季度的良好开局，

为全年强劲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数据，是现在，也是未来。

透过数据，看到这样的信心：内蒙古农牧业高质量跨越式

发展之路必将更加行稳致远。

（上接 1版）

对使用专项债新建奶业发展园区予以支持，为有效缓解

企业自建养殖场的资金压力，鼓励地方政府利用专项债建设

以规模化奶牛养殖场为主要内容的奶业发展园区，建成后采

取租赁的形式收取租金和企业经营收入偿还专项债，自治区

在专项债安排上对地方政府新建奶业发展园区重点支持。

对龙头企业生鲜乳加工增量进行补贴，为充分调动企业

和地方政府建设奶源基地的积极性，加快解决奶源不足问题，

支持企业有效利用闲置产能，增加产值和税收。 自治区和盟

市财政自 2022 年开始，以上一年生鲜乳加工量为基数，给予

国家和自治区级乳制品加工龙头企业每增加 1 吨生鲜乳加

工量给予 200 元补贴用于奶源地建设，补贴比例自治区和盟

市各承担 50%。

对龙头企业利用生鲜乳喷粉进行补贴，每年 3-5 月份是

乳制品销售淡季，会出现阶段性原奶供应过剩问题，大型乳企

普遍采取喷粉的方式解决养殖户的交奶问题。 喷粉会造成企

业亏损，为保护养殖户利益，缓解企业亏损压力，自治区和盟

市财政自 2022 年开始，对每年 3 月 1 日至 5 月 31 日收购生

鲜乳用于喷粉的乳制品加工企业，按年予以补贴。 补贴标准

按照企业 3—5 月期间收购生鲜乳数量的 10%， 每吨补贴

800 元，补贴比例自治区和盟市各承担 50%。

对利用性控胚胎培育高产奶牛进行补贴，利用性控胚胎

培育高产奶牛既可培育自主品种，也可缓解进口奶牛供应不

足的问题。 现有政策是对使用性控冻精每枚给予 120 元补

贴，但方式单一、范围有限，不能满足现有需求。 因此，自治区

财政对养殖场能繁母牛利用性控胚胎培育高产奶牛进行补

贴，使用的国产和进口性控胚胎按照每支市场价格的 50%进

行补贴，每头奶牛按照移植胚胎标准补贴一次。

此外，自 2022 年开始，自治区财政对新增集中连片标准

化种植 500 亩以上的苜蓿草种植企业（合作社、种植户）给予

补贴， 以 500 亩为一个单元， 验收合格后每个一次性补贴 5

万元，可有效提高苜蓿草种植面积，增加自治区优质饲草料供

给；设立奶牛疫病防控专项资金，奶牛疫病严重影响奶业健康

发展，建立自治区防疫技术攻关推广体系，可有效防止奶牛疫

病的发生和传播，减少泌乳牛淘汰率。 自治区设立奶牛疫情

防控专项资金 5000 万元， 依托第三方机构的资源和技术优

势，主要用于奶牛布病等疫病的疫苗创新研究，布病、结核病

等人畜共患病的快速监测、诊断、净化技术研究和推广应用，

奶牛乳房炎等生殖系统疾病的防治及代谢病研究和推广应用

等专业服务。

孙显富：吃上“林果饭” 圆了致富梦

本报记者 王丰

有的人一生只在一个行业内打

拼，有的人一生很“任性”。 肖致远显然

是后者，在任性中不停转场。

“今年，做传统投资模式的群体风

头最劲的不是特色项目。 而是‘空中超

市’，空中超市就是借助“互联网 +”的

模式， 将所有的项目放置在超市内的货

架上。为需求者提供便利。 ”肖致远说。

肖致远是空中超市的倡导者。 他

的超市不仅可以为传统行业解决投融

资的问题， 且可以帮助企业诊断不同

阶段的问题， 针对问题提供有效的解

决方案。

1995 年， 肖致远从乌兰察布丰镇

市来到呼和浩特， 最初在一家银行上

班， 在朝九晚五的工作中过着较为安

逸的生活。 在他的世界里，人生本该就

是靠自己打拼的， 故而他不想在条条

框框中虚度， 只想在年轻时让生活更

精彩。

不久， 他辞掉工作， 开始下海经

商， 注册成立了内蒙古鉴峰洋企业管

理公司。2015 年，在生意场经过多年的

拼搏，他赚取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这第

一桶金来之不易。 但肖致远并不在意，

他将这第一桶金中的 47 万元拿出来

捐给呼和浩特回民区、武川县、清水河

县的环卫工人和孤寡老人。

肖致远就是这样的， 他挣钱就是

为了回报社会， 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

人。 人生就像大海中的波澜，在浪尖上

时，精彩无限。 当波浪进入低谷时，一

切化为乌有。

2015 年底， 他的内蒙古鉴峰洋企

业管理公司就进入低谷， 肖致远也认

识到学习的重要性， 之前由于自己缺

乏学识，公司效益日渐下滑。 最终他开

始补习功课。2016 年，他前往广东学习

2 年，2019 年又在北京学习。 经过几年

的学习，肖致远开始沉稳下来。

2020 年，他到了四川。 在成都开

启了自己的“空中超市”，这个超市的

主要物品就是项目， 项目服务有板有

眼，琳琅满目。

在“互联网 +”的时代，只要有思

想，没有不可能的。 肖致远的“空中超

市”顾客总是姗姗来迟。 许多企业总是

在患上重病后才来诊治， 肖致远不慌

不忙，不厌其烦了解企业的“病情”，为

“患者”对症下药。

未来，他计划在全国帮助 1000 家

中小微企业渡过融资难这道关， 帮助

10 家左右的大中型企业完成上市。

如今，他有一个愿望，就是把自己

“空中超市”的产品拿出来，回报给家

乡内蒙古， 把内蒙古大草原上的绿色

农畜产品通过“空中超市”运出去。

肖致远带领的团队经过一年的努

力，目前他的“空中超市”销量企稳，品

牌认知度和势能均处于上升势头。 同

时，营销组织架构得到了完善，核心管

理团队人才陆续引进，一支高效的、有

战斗力的专业化团队已经组建起来。

肖致远以多年的品牌建设积淀功

力和行业洞察力， 亲手操盘的四川桓

康电子科技公司以独有的亮点正在业

界风生水起。

众所周知，超市是一个薄利生意，

而“空中超市”之利更薄，为何还在高

效运营？

肖致远的一番话道出了其中的原

因：企业进入“空中超市”选购项目主

要是选购思想，思想产生火花，成交量

就会增加。 这种模式中间环节少，只有

面对面，没有任何中间商赚取差价。

目前， 在低碳经济发展的大背景

下， 许多传统的企业正在寻求转型，

“空中超市”也在不断地转型，以自己

的优势紧盯市场。 如落地的项目鲲鹏

快洗， 这个项目旨在为全国大中专院

校学生提供干洗衣服的服务。

肖致远：“空中超市”倡导者

扎根边疆 用检点锤敲出奋斗主旋律

王一格：火热青春在志愿服务中熠熠生辉

平稳有序 稳中向好

大农业“增”在哪里？

内蒙古绿色“奶罐”

“倍增”进行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