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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伟大变革

牢记初心使命 续写壮丽篇章

本报记者 郭慧超

早上七点，河套平原的第一缕晨曦

照进杭锦后旗陕坝镇的中南渠村，道路

平展、柳枝轻拂，整个村庄在晨光中显得

格外整洁静谧。

过去，中南渠村家家靠种地为生，零

散饲养着几头牛羊，住的是土坯房，走的

是泥土路；现在，中南渠村几乎家家饲养

有机肉牛，住上了砖瓦房，走上了水泥

路，文化广场与健身器材一应俱全，百姓

的日子越过越“牛”。 这几年，这座小村

庄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巨变？

“我今年养了 30 多头小牛仔，养到

60 天左右就能出手了，一头小牛仔能赚

到 2000 元，收益相当可观。 ”养殖户吕

飞一边娴熟地喂牛一边对记者说。 吕飞

家的牛场用红砖搭建，宽敞整洁，小牛仔

被他侍弄得健壮活泼、憨态可掬。回想

起以前的日子， 吕飞很是感慨：“以

前家里只有 20 多亩地，一年忙到头

挣的两三万元也只够温饱， 零散着

养上几头奶牛还要愁销路。 现在好

了，帮旭一牧场养小牛仔都是标准化操

作流程，牛奶和饲料人家提供，小牛生了

病有专业的兽医给治病，就连牛粪都有

人专门回收做有机肥，自己就出人工和

力气， 又省心又能把日子过得富富裕

裕！ ”

除了养牛，吕飞还将二十亩土地全

部承包流转了出去，每年的租金和粮补

就有一万多元的收入。 农闲的时候去牧

场打工，一个月工资四五千，一年干三到

四个月，也能收入两万多元。“一年的收

入加起来有 20 多万呢， 日子越过越有

奔头。放在以前，哪里敢想这样的好事！”

讲到如今翻天覆地的变化， 吕飞脸上露

出满足的笑容。

在中南渠村， 像吕飞这样的养殖户

很常见。

村民口中的“养牛大户”吕正军去年

养了 100 多头有机肉牛，从小牛犊养到

10-12 月龄， 体重达到 450 公斤时，旭

一按时价统一回收， 一头牛纯收入可达

3000 元。“我还种了二百多亩青贮玉米，

到了收获的季节，旭一根据市场价收购，

光这一项一年的纯收入就有十来万，比

过去翻了十几倍。”正忙着春耕的吕正军

话不多， 但踏实肯干， 总没有闲着的时

候。 早上 7 点开始喂牛，到中午给牛添

水添料，晚上 7 点再喂一次，中间还要忙

地里的活计，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辛苦

劳作换来了红红火火的好日子。“挣钱哪

有不辛苦的，有付出才有回报嘛！当初我

养牛遇到了资金困难， 都是旭一帮我解

决的，企业和政府这么帮着咱老百姓，咱

也不能辜负现在的好政策！”吕正军憨厚

地笑着对记者说。

村民们口中的“旭一”到底是个什么

机构？

“旭一牧业创立的初衷，就是带着乡

亲们一起致富。企业立足为养而种、种养

结合，形成‘种植业—饲草料生产—养殖

业—屠宰加工—销售—废弃物再利用’

这样一个完整的循环农业产业链。”内蒙

古旭一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杨毅接受记

者采访时表示， 在加强与养殖户的利益

联接和促进农民增收致富方面， 形成了

“企业 + 基地 + 农户” 的农企互助型模

式，带动周边农民不断调整种养结构，开

创了农企双赢的新局面。

目前， 旭一牧业带动周边 3000 多

户农户从事种植业和养殖业， 肉牛养殖

存栏量达 10 万多头， 中南渠村户均年

收入达到 12 万元以上； 同时将周边农

户安排到企业牧场打工，成为产业工人，

实现了家门口的帮扶就业。

有机肉牛养殖富了中南渠村， 有机

牛肉成为带动杭锦后旗农民闯市场的

“金字招牌”。

随着企业的发展壮大， 旭一牧业没

有忘记承担社会责任， 先后资助了 40

多名贫困学生，向教育、残疾、大病等方

面捐款 20 多万元； 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赠送牛犊， 多次慰问贫困群众及一线环

卫职工， 累计发放牛肉 1000 多盒……

一系列善举受到当地群众的高度赞扬。

企业倾心帮扶农户， 农户回馈以勤

劳苦干。在两双有力大手的共同托举下，

“牛”事业越做越牛，中南渠村百姓的致

富路越走越宽！

本报记者 张鑫

开局关系全局，起跑影响后势。 今

年一季度，内蒙古经济运行交出一份成

色十足、振奋人心的开局答卷———全区

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开局良好。 地区生

产总值 5078.4 亿元， 按不变价格计算，

同比增长 5.8%。

这份成绩单折射出内蒙古经济“稳

字当头、稳中求进”的奋进之势。 其中，

一季度， 全区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308.4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9.0%。

农业生产平稳有序，畜牧业生产稳中向

好。

2021 年，内蒙古粮食生产实现“十

八连丰”，畜牧业生产实现“十七连稳”，

全区粮食播种面积保持在 1 亿亩以上，

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了内蒙古贡

献。

2022 年一季度，全区农林牧渔业总

产值同比增长 9.0%。

大农业“增”在哪里

增在“部署”

雨生百谷，万物生长。 当前，正是春

耕春播进入关键时节，全区各地切实做

好春耕生产、农资稳价保供工作，春耕备

耕有序推进。

备种、购肥、犁地、播种……藏粮于

地，藏粮于技。 内蒙古大地奏响春耕“交

响曲”。

2 月 24 日上午，自治区政府召开全

区春耕备耕电视电话会议， 安排部署全

区春耕备耕等重点工作。 自治区副主席

李秉荣在讲话中强调， 做好春耕备耕工

作，事关粮食安全大局，也是当前农牧业

的头等大事。 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扛稳

粮食安全重大政治责任， 严格落实粮食

安全党政同责要求， 充分认识做好今年

春耕备耕工作的特殊重要意义， 全力以

赴打好春耕备耕第一仗。李秉荣要求，各

地区各部门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

结果导向，全力抓好春耕备耕各项工作，

全面完成大豆油料扩种任务， 切实把农

资稳价保供工作做到位， 确保全年粮食

播种面积只增不减。同时，要全面完成好

高标准农田建设和黑土地保护性耕作任

务， 全力落实好种业振兴、 奶业振兴行

动，解决好防灾减灾、动物疫病防控等紧

要问题，为完成全年各项任务开好局、起

好步。

大农业“增”在哪里

增在“政策”

2022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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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农业“增”在哪里

增在“落实”

2022 年， 自治区向 12 盟市下达粮

播面积任务 10290 万亩、大豆播种面积

任务 1769.8 万亩。

内蒙古各地农牧部门毫不放松抓好

粮食生产， 攻坚克难提升大豆和油料产

能，持续巩固农牧业连丰连稳态势。各地

压实责任，及时将今年内蒙古 10290 万

亩粮食播种面积任务细化分解到旗县乡

镇，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实施优质高效

增粮示范行动。

抓好“千亩方”建设等项目，千方百

计提高单产，力争粮食产量不减少；加强

政策引导、技术指导培训，落实好大豆油

料扩种任务；加强农资动态监测，及早做

好种子、化肥、农药等农资调运调济，积

极协调解决供应堵点难点。

同时，加强农资市场监管，确保春耕

农资供应充足;早研判、早谋划、早动手，

密切监测墒情变化和病虫害发生， 及时

发布预警信息， 积极做好各项春季灾害

防范工作，为“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

的实施提供坚强保障。

（下转 2版）

本报讯（记者 迪威娜）

日前，从呼和浩特市发改委传来消

息，为推动落实“十四五”时期教育强国推进工程，巩固基础教

育脱贫攻坚成果，呼和浩特市发改委认真落实“十四五”时期

教育强国推进工程工作要求， 积极储备项目争取国家资金支

持。近日，自治区发改委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 4000 万元，支持

呼和浩特市原国家级贫困县巩固教育脱贫攻坚成果， 给予呼

和浩特市发改委申报的武川县 4 所义务教育学校教学楼（武

川县第二小学、武川县民族小学、武川县特殊教育学校、武川

县第一小学）项目建设资金支持。 项目下达后将积极扩大基础

教育学位供给，提高学前教育入学率和义务教育巩固率，加快

缩小与其他地区教育差距。

下一步，呼和浩特市发改委将全面压实工作责任，细化工

作措施，加大工作力度，持续加强项目管理，做好项目后续监

管、督导工作，积极推动项目开工建设，不断改善教育服务设

施条件、教育教学环境，进一步加快基础教育提质扩容，高效

能提升服务能力，促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本报记者 赵永光 阿茹娜

奶源基地建设、种源基地建设、优质饲材料基地建设……

4 月 22 日， 记者从自治区推进奶业振兴政策例行吹风会

上了解到，3 月初，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内蒙

古自治区推进奶业振兴九条政策措施》，这是我区推动奶业振

兴又一项含金量很高的政策，无论在设立专项资金、还是具体

项目的补贴方面，扶持补贴力度是前所未有的，国家专项资金

和自治区财政在奶业振兴方面的投入预计每年将达到 22.5

亿，自治区真金白银的投入，也将吸引和撬动更多金融资本参

与到奶业振兴上来， 对加快推动奶业振兴起到积极作用。 同

时，全产业链覆盖，有利于奶业全产业链发展，也促进了我区

饲草产业的发展。

记者了解到，《内蒙古自治区推进奶业振兴九条政策措

施》主要对新建规模化奶牛养殖场进行补贴，全区 5 大奶源基

地和 10 大奶业集群正在加快建设，伊利、蒙牛布局的加工基

地相继投产或即将投产，奶牛养殖场建设进度明显滞后，奶源

供应不足造成乳企部分产能闲置。 新建规模化养殖场是奶牛

扩群增量的基础条件，也是增加奶源供应的主要途径。 对新建

规模化养殖场进行补贴，可提高养殖场建设的积极性。 自治区

财政对 2021 年以后新建成的 3000 头以上每个规模化养殖场

补贴 600 万元，每增加 500 头再补贴 100 万元,盟市按照自

治区补贴资金的 20%以上进行配套。 以万头奶牛养殖场基础

设施总投资 3 亿元计算， 自治区和盟市的补贴约占基础设施

总投资 8%左右，主要用于“三通一平”、粪污处理、设备购置等

基础设施建设。

同时，为更好地发挥科技创新在推动乳业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作用， 自治区政府将加大国家乳业技术创新中心基础性研

发的经费投入。 自治区财政每年安排 1 亿元资金支持国家乳

业技术创新中心建设，主要用于平台建设、科技研发、重点课

题攻关。 重大课题研究再实行“一事一议”；设立奶业振兴基

金，通过基金投资的方式，重点支持种源基地、饲草料基地、奶

源基地、加工企业、产品生产、销售流通等产业链上的奶业龙

头企业， 解决企业在基础设施建设和生产经营过程中遇到的

资金短缺问题。

内蒙古作为奶业主产区， 2021 年， 全区奶牛存栏 143.4

万头、牛奶产量 673 万吨，均居全国首位，奶业全产业链产值

超过 2000 亿元，具有较强的产业优势和发展潜力，是全国名

副其实的“奶罐”。 内蒙古依托优势，实施奶业振兴“倍增计

划”，聚焦优质牧草供给、优良品种培育、优质奶源基地、集群

集聚发展、传统奶制品等关键环节，撬动金融等社会资本积极

参与，充分调动龙头企业、规模养殖场户等各类主体积极性，

形成推动奶业振兴的合力，《内蒙古自治区推进奶业振兴九条

政策措施》的出台，为推动奶业振兴行动，增添了强劲的动力。

也将为自治区到 2025 年实现奶畜存栏达到 350 万头只，奶类

产量达到 1000 万吨的目标，率先在全国实现奶业振兴，起到

积极推动作用。

（下转 2版）

平稳有序 稳中向好 大农业“增”在哪里？

———经济运行“看开局”系列报道之一

一季度，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区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着力统筹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区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开局良好。 一季度在稳增长政策靠前发力以及各项举措有效实施下，全区经济运行延续恢复性增长态

势。 本报从今天开始推出“经济运行‘看开局’系列报道”，关注“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基调下，相关产业稳的基础、进的动能，宏微兼顾，对经济主要指

标增速、发展质量效益的成果及预期等予以解读。

［ ］

编者按：

呼和浩特市 2022年教育强国

推进工程获 4000万元

中央预算内资金

内蒙古绿色“奶罐”

“倍增”进行时

因“五一”放假，本报纸媒休刊一期，新媒体持续发布，

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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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践诺树”结出为民果

农企互助 塞外养牛村过上“牛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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