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秋九月，通辽市
科尔沁区木里图镇太
平庄村孟庆春果园的
100 亩塞外红小苹果进
入采摘季。孟庆春的果
园作为中央财政林业
和草原科技推广示范
项目，对木里图镇林果
业的发展起到了示范
带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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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中国农民丰收节
暨第五届通辽市农牧民文艺汇演

万亩良田尝甘露
节水增粮助增收

近年来，科尔沁区持续推进农业
高效节水工程，助推高标准农田建设，
助力农民增收、农业增效。钱家店镇项
家窝堡村作为科尔沁区节水增粮行动
的示范点之一，自春播以来，田间管理
的浇水和施肥作业就都交给了机器，
农田里散发着智慧的气息。村党支部
书记王建华介绍说：“我们项家村给水
平台是一个高效节水平台，是依据村
里 8500 亩高标准农田所修建的，设施
先进，根据大数据，实施综合性给水，
让现代农业技术跟传统种植相结合，
使生产效率最大化。”

项家窝堡村农业用水智慧灌溉示
范区主要从机井水源处取水，经过与
水肥一体机中肥料的混合，流经地下

管网，将水肥混合液通过滴灌形式送
至田间地头，达到节水节肥效果。据统
计，采用滴灌灌溉方式，水利用率达
90%以上，与传统的漫灌相比节水
50%—85%。

钱家店镇副镇长徐枫说：“通过对
光照、土壤墒情、降雨量等数据进行分
析，根据不同农作物的生长特点和生
长周期所需要的肥料，我们实施精准、
适量追肥。通过电脑端和手机端可以
实现远程操控，真正达到了节水节肥
省人工的目的。同时采用密植技术，从
过去的 3000 多株，到现在 5000 多
株，亩产提高 25%到 30%。”

科尔沁区大力实施农业高效节水
工程，利用先进科技和信息化手段发
展高效节水农业，推进绿色高质高效
和优质增粮示范工程，取得了“四省两

增”，即省水、省工、省电、省肥，增产、
增收。今年，科尔沁区建设节水增粮行
动示范区 23 万亩，辖 11 个镇苏木

（场），建设示范点 11 个。未来，科尔沁
区将继续秉承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
理念，推动大农业格局与生态环境改
善全面协调发展。

千亩沙地葡萄
绘就乡村振兴新画卷

漫步在莫力庙羊场的葡萄园中，
可以看到一串串沉甸甸的葡萄静静地
卧在林荫里，色泽诱人、颗粒饱满。种
植户杨国辉家今年种植的 20 多亩葡
萄长势非常不错。杨国辉说：“今年的
产量错不了，现在正值成熟期，自己家
人摘不过来，都是雇人帮着采摘。”

莫力庙羊场种植葡萄已有近 40
年的历史，其葡萄以品质优良、甘甜可
口、鲜美多汁而闻名。依托羊场葡萄的
好口碑，科尔沁区在几年前就开始打
造葡萄采摘节这个以农带旅特色品牌
活动。科尔沁第十届金秋采摘节即将
拉开帷幕，届时，大家不仅能品尝到美
味的葡萄，还能参与丰富多彩的活动。

莫力庙种羊场二分场党支部书记
孙恒说：“现在种植规模大约是 4150
亩左右，主要的品种是巨峰，巨峰的甜
度和口感都非常好。大家伙都在期待
今年的金秋采摘节，期望创造销售新
高。”

小小海棠果
成就致富大产业

走进科尔沁区清河镇公济号村
锦绣海棠种植基地，放眼望去，红灿
灿的锦绣海棠果挂满枝头，百亩锦绣
海棠迎来了大丰收，村党支部副书记
东秀斌正带领着村民穿梭其间采摘
果实。东秀斌介绍说：“今天雇了六七
十名工人进行采摘，因为客商已经把
运输车还有包装箱调过来了，预计还
得四天到五天才能把这些果实全部
采摘完。”

为了带领村民增收致富，2014
年，公济号村通过“党支部 + 合作社
+ 农户”模式，在村里的林地试验种
植 100 亩锦绣海棠，打造锦绣海棠
标准示范园，引领带动本村和周边村
民发展壮大精品林果产业。经过几年
的精心管理，如今的锦绣海棠已经进
入丰产期。

东秀斌说：“今年收成挺好，预计
这片园亩产最少在 3000 斤左右，这
已经是第 4 年结果了。”

锦绣海棠果品质优良、香脆多
汁，不仅吸引了众多国内外客商前来
选购，也吸引了不少市民过来采摘游
玩。

市民李丽君说：“早就知道咱们
科尔沁区种出了这么香甜的海棠果，
这个周末有时间，带着家人来采摘，
感受感受田园气息。”

公济号村锦绣海棠的规模化种

植还为农户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王树东是公济号村村民，加入合作社
后，他将家里几十亩地全部种上了锦
绣海棠。每到农闲的时候，都会来合作
社打零工，足不出村就赚工钱。“农闲
的时候到基地打工，120 元一天，能干
20 多天，挣 2000 多块钱，自己家的农
活也不耽误。”王树东说。

今年，公济号村又在基地不远处
扩建起了高密度种植区，采用的是韩
国 Y 型种植技术，并配套果树专用的
滴灌设施对锦绣海棠树苗进行管护。
东秀斌说：“高密度种植的海棠果园，
预计亩产能达到 10000 斤，丰产时能
达到 16000 斤左右。”

红彤彤的海棠果，鼓起了百姓的
腰包，让村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农业
农村现代化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
目标，发展特色产业是推动乡村振兴、
带动农民致富的重要举措。近年来，科
尔沁区注重党建引领作用，围绕“一村
一品”发展思想，引导村民因地制宜发
展车厘子、蟠桃、锦绣海棠等特色林果
产业，有效促进了农民增收、集体经济
壮大和主导产业发展，助推了乡村振
兴。

沃野田畴绘就锦绣画卷。科尔沁
区坚定不移走绿色化、优质化、特色
化、品牌化农业产业高品质发展之路，
实施农业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
造和标准化生产提升行动，为农业绿
色高质量发展谋划好新出路，推动乡
村产业全面振兴。张智敏 赵丽 孙欣

秋风凉、秋草黄，正值牧区打草
季，通辽市扎鲁特旗牧民全面开动机
械打草，为自家牛羊储备充足的越冬

“口粮”。
在阿日昆都楞镇种畜场集体草

场上，专业打草队的各种机械协同作
业，空气中弥漫着牧草的清香。大马
力拖拉机带着割草机来回穿梭，所经
之处留下一道道草带，与牧民忙碌的
身影交织在一起，成为金秋草原上最
美的风景。

“今年牧草长势喜人，牧民的积
极性也特别高，所以秋季打草比往年
提前了几天。为帮助牧民第一时间将
草料收割下来，我们已连续作业一个
星期了，一天能收割 400 多亩，预计
再有一个月能全部完成。”打草队队
长莫日根介绍。现在，草场打草、捆
草、拉运基本都实现了机械化作业，
不仅减轻了牧民的劳动强度，而且节
省了时间。

在另一处，白音敖包图管护站护
林员吴宝山也开始在自家的 1600
多亩草场上紧锣密鼓地打草，不同的
是，他家的草场在阿日昆都楞生态移
民迁出区。

“以前我也是一名牧民，生态移
民搬迁后当上了护林员。虽然搬到旗
里了，但是原先的草牧场没有变，反
而因为封禁保护牧草长得越来越好
了。现在除了每个月 4000 多元的工
资外，每年秋天卖牧草也能赚 3 万多
元。”吴宝山高兴地说。

阿日昆都楞镇北部 80 万亩草
牧场以前因为过度放牧、草原载畜量
过大，牧草急剧减少，草原退化严重。
自 2013 年开始，该旗在这片草原实
施生态移民搬迁工程，对 11 个嘎查
村的 789 户、2116 名原住民进行“生
态移民”，并全面禁牧禁垦，让草原自

然修复。经过近 10 年的封禁保护，
曾经退化的草原生态实现良性逆转，
再现“天堂草原”美景。如今，这里的
产草量每亩达到 150 公斤以上，植
物种类达到了 20 余种。

对牧民来说，草场是最基本的生
产资料，只有草场的牧草好、牛羊越
冬无忧，收入才有保障。近几年，扎鲁
特旗全面落实各项草原保护激励政
策和奖补机制，持续加大草原草场保
护力度，开展草牧场确权和流转整合
工作，大力调整畜牧业产业结构，促
进畜牧业与草原生态环境和谐发展。
如今，牧民对天然草场的管理保护意
识有了很大提高，自觉实行草畜平
衡、打草场隔年轮刈等制度，科学合
理利用天然草场，确保牧场永续利
用。

扎鲁特旗作为畜牧业大旗，拥有
1828 万亩得天独厚的天然草场资
源，由于今年雨水充沛，加之近年来
全面落实生态保护禁牧舍饲、舍饲半
舍饲、休牧轮牧、禁牧不禁养政策，继
续实行小畜全年禁牧，科学核定载畜
量，强化核查监管，减轻草原压力，草
原生态不断向好，草原植被覆盖度、
草群高度、平均产草量均得到了大幅
提升。

此外，该旗还坚持做优饲草供给
环节，逐年提高粮饲兼用玉米及青贮
种植比例，鼓励种植合作社与养殖合
作社有效对接，发展 苜 蓿 、燕 麦 等
优质饲草订单式种植。坚持天然
草牧场与精饲料相结合，探索建
立草业公司、草料交易市场模式，走
一条“为养而种、以种促养、种养结
合”的循环发展之路，延长生态畜牧
业产业链，实现经济和生态效益“双
赢”。

白敖敏 青格乐 王呼斯
连日来，通辽市奈曼旗白音他拉苏木各嘎查村开启晒秋模式，在田间地

头，在房前屋后，构成了一幅幅美丽缤纷的丰收画卷，晒出满满幸福感。图为
希勃图村村民郭秀娟在庭院里晾晒辣椒。 鲍明全 摄

又到一年晒秋时

第五届通辽市农牧民文艺汇演由中共通辽市委宣传部、通辽市
文化旅游广电局、通辽市农牧局主办，由通辽市文化馆、通辽日报
社、通辽广播电视台，各旗县市区委宣传部、开发区文明办，各旗县
市区文旅局、农牧局承办，由各旗县市区乌兰牧骑、文化馆协办。

图为汇演现场，图片来源：通辽市农牧局

希望的田野 丰收的科尔沁

金秋时节，处处生机盎然，一派乡村田园迷人风景，一
幅幅乡村振兴的生动画卷在科尔沁大地徐徐展开。

通辽市牧区打草季
处处好“丰”景

通辽市全面开机打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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