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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看稻菽千重浪，田畴沃野丰收
忙。眼下，正是秋收农忙时节，俯瞰赤
峰大地，一幅幅秋收画卷渐次展开。在
巴林右旗西拉沐沦苏木，种植面积 1.5
万亩的谷子地一望无垠、广阔壮美，一
台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开足马力来回穿
梭，一会儿工夫分块的谷田就收割完
成；在敖汉旗丰收乡，万亩谷子梯田蜿
蜒层叠、阡陌交错，农民们趁着天气晴
好，手舞镰刀抓紧抢收，田间地头处处
是丰收的喜悦；在翁牛特旗广德公镇，
遍地金黄的谷子微波荡漾。在严格落
实疫情防控要求的前提下，党员、网格
员、志愿者成立了秋收突击队，帮助农
民抢收秋粮，第一时间将粮食颗粒归
仓……金秋时节，广袤的田野一派繁
忙景象。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据农情
统计，2022 年，全市农作物播种面积
2325.7 万亩。其中，粮食播种 1872.1
万亩、大豆扩种 105 万亩、大豆玉米带
状复合种植 11.4 万亩，均超额完成任
务，为稳定粮食安全基本盘打下了坚
实基础。

截至目前，赤峰市已完成农作物
收获面积 249 万亩，其中，小麦 48 万
亩、玉米 15 万亩、水稻 0.12 万亩、大
豆 25 万亩、马铃薯 21 万亩。

今年以来，为确保全市粮食稳产
增产，赤峰市各级政府和农牧部门高
度重视粮食安全工作，深入实施“藏粮
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切实加强高标

准农田建设，及时下达耕地地力保护
补贴，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玉
米、大豆、马铃薯生产者补贴等各项惠
农助农资金，持续推进科技“大下乡”

“大培训”“大比武”活动，全力提升农
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

秋收是全年农业生产承上启下的

关键环节。随着秋收工作的启动，各级
农牧部门加快部署，科学做好指导服
务，深入开展乡村地块实地调研，指导
农民科学安排秋收作业，加大农机具
检修力度，强化农机手培训，提升机收
作业质量，为秋粮颗粒归仓提供有力
保障。

与此同时，为全力打赢粮食生产
丰收战，各级农牧部门全力做好“龙
口”夺粮，抓好防灾减灾工作，加强与
气象部门的沟通联系，密切关注各种
灾害性天气的发展趋势、预警研判，指
导农牧民全力做好局地暴雨、冰雹、大
风、雷电等气象灾害的防范工作，尽力
减少因灾造成的损失；全力做好“虫
口”夺粮，抓好病虫害防治工作，强化
田间管理，做好秋季田间管理指导工
作，积极做好病虫害防治工作；全力抓
实示范引领，打造粮食生产样板，继续
抓好绿色高质高效行动、化肥减量增
效、优质高效增粮千亩示范片、耕地轮
作等重点项目，加强项目监管，切实发
挥项目示范引领作用，为粮食稳产增
产保驾护航。

目前，赤峰市秋收“保卫战”已全
面打响。值得关注的是，今年秋收季较
为特殊，赤峰市部分旗县区发生疫情。
秋收遇疫情，农时不能误。相关旗县区
已制定出台相关文件保障秋收和疫情
防控“两不误”。当地成立秋收专班，及
时掌握秋收生产动态，积极协调整合
本地区农机服务力量，合理划片，实行
网格化管理，根据需要建立合适数量
的农机服务队，对隔离人员户、外出务
工户、静默管控区域农户，由苏木乡镇
街道组织农机服务队开展代收服务，
最大程度做好秋收农忙和疫情防控两
手抓、两不误，确保农业增效、农民增
收。 蒙慧林

拖拉机、收割机、打捆机……在克
什克腾旗土城子镇五星村吕文华农
场，一辆辆农机具刚刚完成作业，整
齐地排列在院子里。“今年真开心，
小麦不仅产量高，而且价格也好。”
五 星 村 老 党 员 张 国 开 心 地 告 诉 记
者，他家今年种了 300 多亩小麦和
莜 麦，产 量 再创 新高 ，亩 产 500 斤
左右，小麦市场收购价格每斤 1.7 元

至 1.8 元，每亩平均增收 100 元至
150 元。

同样在万合永镇，一串 串红彤
彤的“ 胡角 吐 ”辣椒 成 为庭 院 里 迷
人的风景。村 民付 希 金拿 起 一 个
辣 椒 介 绍 ：“‘ 胡 角 吐 ’辣 椒 的 特
点就是椒头像兔子的三瓣嘴巴，身
材娇小，又称‘兔椒’。没有这一特点，
就不是‘胡角吐’辣椒。”今年，万合永

镇把保护老种子、老品牌作为发展庭
院经济的抓手，以一分地 1000 元的包
销保底收入鼓励胡角吐组扩大“胡角
吐”辣椒种植面积，全组 56 户，共种植
16.2 亩。仅此一项，平均每户纯收入
4000 元以上。

金秋飒爽，时和丰年。宇宙地镇的
蔬菜、新开地乡的藜麦、红山子乡的食
用菌……都在温暖的秋阳里，诉说着

丰收的故事。
据悉，克什克腾旗今年农作物播

种面积共 150 万亩，截至目前，主要农
作物 35 万亩小麦及 8 万亩莜麦已全
部收获，20.5 万亩马铃薯已收获 3 万
亩，7.3 万亩蔬菜已收获约 3.7 万亩，玉
米及其他粮食作物在国庆节前后陆续
开始收获。

宋玉静

金秋烂漫，“丰”景如画。走进林西
县达康产业园区， 暖棚内娇艳欲滴
的红番茄挂满枝头，车水马龙的交
易 市 场 讲 述 着 新 农 人 勤 劳 致 富 的
动人故事，一派欣欣向荣的丰收景
象。

当下，正是番茄收获的季节，在达
康产业园设施暖棚内，火红的番茄长
势喜人。十二吐乡西山根村民刘伟得
正和妻子忙着采摘自家的“致富果”。

他笑呵呵地说：“自从种植番茄以来，
家庭收入大大提高，生活质量明显改
善。现在大棚里又用上了智能水肥一
体化、自动化卷帘设备和放风机，轻松
又高产，科技提高了生产力。”

2018 年，林西县围绕设施番茄产
业优势，以党建引领产业发展为着手
点，让“科技因子”点燃智慧农业，先后
为达康产业园区千余栋暖棚安装智能
水肥一体化设备，使园区智能化普及

率达 70%以上，让新一代农人更加“耳
聪目明”，也让产业发展转型迸发出新
活力。

“这里不仅有品相、味道极好的西
红柿，还有我们休息的地方。市场设置
了休息区、办公区、交易区，来到这就
像到家一样舒适便利。”山东客商刘超
笑着说。

林西县整合涉农资金 800 余万元
建设现代化交易市场，引入专业合作

社负责市场专业化运营。紧盯客商需
求，进一步完善交易市场基础设施。聚
焦群众需求，与全国蔬菜交易大数据
平台连接，实时滚动播报全国各地番
茄交易价格等供求信息，重点公开周
边地区番茄交易价格，定期发布茬口
信息，确保信息及时通畅，保护种植户
利益，持续推进规模化经营，实现产业
发展壮大、提质增效。

南丁 杨玉婷 郭贺

又到丰收季，在阿鲁科尔沁旗
天山镇新平村谷田里，丰收的气息扑
面而来。

伴随隆隆机声，收割机留下一排
排谷茬，收割、脱粒一气呵成，谷粒倾
泻而下，像一道黄色的瀑布，眨眼间，
便装满了一袋。“今年谷子长得特别
好，但是最近因为疫情不能上山，也
不能雇人来村收割，我们心里火烧火
燎的。幸亏村里有农机合作社，能在
疫情关头帮我们收割粮食，心里的大
石头总算落地了。”村民杨树全高兴
地说。

为保障秋收效率，天山镇新平村
充分发挥农机合作社社会化服务功
能，利用大型农业机械分类细化成熟
区收割时段，科学安排收割时序，压

缩人工用量，提高机械化率。农机合
作社负责人周伟说，以前农户分散收
割需要 100 人，现在不到 5 人就能
搞定，还能有效解决疫情期间人员聚
集、劳力不足等难点堵点问题。

阿鲁科尔沁旗抗击疫情关键时
期，也是秋收农忙关键时节，阿鲁科
尔沁旗农牧局鼓励农牧民购买农业
机械，引导机械化作业。年初以来，全
旗农牧民购买农机 1300 台套，其
中，8-9 月份购买 130 台套。目前，
全旗机械化作业占比达到 90%。眼
下，秋收的主要有谷子、绿豆等农作
物。阿旗农牧局积极推进秋收工作安
全有序有效进行，确保实现应收尽
收、颗粒归仓。 肖璐

金秋九月丰收忙，稻谷飘香粮满
仓。在这美好的季节里，农牧民迎来
了一年里最繁忙、最喜悦的时刻。

巴林左旗乌兰达坝苏木迎来了
饲草料储备的黄金期。为确保饲草料
保质保量收储，保证牲畜安全过冬，
牧民们夜以继日地收割青贮玉米饲
草，提前做好草料储备工作。

“我开收割机四五年了，没遇到
这么高的玉米田。收割机高 4.2 米，
这玉米得有 4.3 米。”正在乌兰达坝
苏木乌珠花嘎查全覆膜双垄沟播全
株玉米种植试验田收割玉米饲草的
王师傅赞叹道。通过收割后过地秤，
试验田每亩产量 3.9 吨到 4.7 吨，而
普通田每亩产量仅 3 吨左右。高产量
得益于乌兰达坝苏木乌珠花嘎查开
展的全覆膜双垄沟播全株玉米种植

试验田项目，通过推广新品种试验示
范，调整优化了种植业结构，壮大了
饲草种植产业，也带动了当地牧民群
众增收致富。在巴林左旗十三敖包镇
的少康笤帚制品加工有限公司院内，
一把把金黄色的笤帚在阳光下晾晒。
在丰收节，小笤帚迎来“高光时刻”，
经车间工人的手从草穗变成一把把
精致的工艺品销往全国各地。

公司负责人杨德新介绍，工厂从
加工到销售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目
前年产量 70 万把左右，收入前景可
观。车间工人都是当地村民，农闲时
到车间干活，时间自由还能赚得一份
收入，既不荒芜土地，又增加了经济
收入，用勤劳的双手做到春夏秋冬

“四季发财”。
高洋 雅南

金秋九月，夏天的繁花迎来秋天
的果实。在第五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到来之际，宁城县五化镇马营子村的
苹果也成熟了。眼下正是苹果收获季
节，采摘园里，果农们一张张幸福的
笑脸，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走进马营子村苹果采摘园，一排
排整齐划一的苹果树长得枝繁叶茂，
一个个红彤彤、饱满成熟的苹果挂满
枝头。微风吹来，像一个个小红灯笼
挂在树上随风摇曳。诱人的果实，令
人垂涎欲滴，阵阵果香扑面而来沁人
心脾，让人心旷神
怡。“我们这里的
苹果个大、皮薄、
肉脆，摘一个吃上
一口，那香甜、那
细腻、那清爽，简
直 就 是 一 种 享
受。”马营子村果
农张玉香喜笑颜
开地说。

马营子村具有得天独厚的天然
小气候，加上果农的科学种植和精细
化管理，使得这里产出的苹果皮薄、
肉细、酥甜，口味极佳，现远销京津
唐、辽吉黑等地。目前，该村人均果树
面积 1.5 亩，仅苹果一项人均年增收
能达到 8000 元，林果产业已成为该
村的支柱产业。以“五化苹果”为代表
的宁城苹果于 2015 年获得了“国家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中国十大富硒
品牌”等荣誉称号。

张绍军

丰收的味道

秋收好“丰”景颗粒归仓忙

作为浑善达克沙地和科尔沁沙地横亘中部、沙
化土地面积占全市国土面积三分之一的地区，赤峰
曾是全国防沙治沙的主阵地之一。

党的十八大以来，赤峰市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发展理念，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治理，精心
组织实施京津风沙源治理、退耕还林等重点工程，
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家门口的绿水青山成为让人民
群众获得感满满的金山银山。

目前，全市林沙草产业总产值达 103 亿元。森
林面积 4555 万亩，活立木蓄积量 6978 万立方米，
森林覆盖率 35.84%，分别比 2000 年增加 1358 万
亩、2508 万立方米、10.83%；草原植被盖度提高到
62.6%……一连串的喜人数字，勾勒出的是党的十
八大以来我市林草资源总量和质量明显改善、林产
品供给不断丰富、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的美好
图景。

丰富的林沙草资源，不仅孕育了经济林、木材
加工、林下经济和森林沙漠旅游等形态多样的林草
沙产业，也刷新着山区、沙区群众的生产生活方式，
既保护了生态，又鼓了钱袋。

仲夏，阿鲁科尔沁旗迎来了紫花苜蓿最旺盛的
季节，一台台大型节水喷灌机在苜蓿地上均匀地喷
洒着，一辆辆运草车在核心区的作业路上来回穿

梭，连绵起伏的绿海翻滚着波涛在沙地上蜿蜒而
去。很难想象，10 年前这里还是沙化退化严重、植
被覆盖率不足 10%的荒凉沙地。

2013 年，阿旗被中国畜牧业协会草业分会命
名为“中国草都”，草产业悄然兴起。许多牧民开始
大面积种植紫花苜蓿，额尔敦乌拉就是其中之一。

“之前靠天吃饭，遇到旱年，卖了牲畜去买草，几乎
没啥收入。”额尔敦乌拉告诉记者，现在他家每年都
会种植 500 亩左右的紫花苜蓿，牛存栏 160 多头，
年纯收入 50 多万元，实现了旱涝保收。

如今，阿旗优质牧草种植园区已成为全球集中
连片种植优质牧草面积最大的县域地区，核心区植
被覆盖率达 95%以上，吸引伊利集团、北京首农、甘
肃亚盛等近 30 家大型企业入驻，优质牧草产量超
过 65 万吨，商品草产量占全国总量的近五分之一，
实现产值 12 亿元以上。

因草而兴，因草而富。10 年来，赤峰市每年完
成草原建设总规模 400 万亩以上、各类饲草料产量
年均 700 万吨以上，到 2021 年底，全市草原面积已
达 3994 万亩，有力保障了全市畜牧业高质量发展。

果树经济林种植总面积 25 万亩稳居自治区第
一的宁城县也赚得盆满钵满：年产果品 15 万吨，产
值 8.7 亿元。宁城县荣获全国经济林建设示范县，蒙
富苹果入选全国首批名特优产品名录，富硒宁城苹
果被评为“中国十大富硒品牌”……宁城县的林果

产业越做越大，品牌也越叫越响。
宁城县的果树经济林的蓬勃发展只是我市 10

年来经济林建设的缩影。截至 2021 年底，全市果树
经济林面积 135.4 万亩，结果面积 70.7 万亩，林果
业实现产值 15 亿元，建成万亩以上经济流域 9 条、
5000-10000 亩经济林流域 7 条。

与林地生“金”相比，沙地里结出的“果汁”更难
能可贵。沙棘汁、沙棘油、沙棘养生茶……在获“全
球 500 佳”环境奖的敖汉旗找到了“维 C 之王”沙棘
的正确打开方式。10 年来，敖汉旗将沙棘产业作为
主攻方向，把大部分改造残次林、混交造林发展成
沙棘林。如今，该旗年沙棘果产量达 4800 吨，有 5
家沙棘产品深加工企业，沙棘产业总产值超过 2 亿
元。沙棘为当地群众带来的新生活更富足，也更美
丽。

随着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绿水青山间蕴含的
丰富旅游资源不断释放活力。我市大力发展草原风
光游，深度开发大漠极限运动游，沙漠越野、沙漠露
营等旅游业态蓬勃发展，不断丰富和提升着游客的
体验感。据文旅部门统计，仅 2021 年，我市接待森
林草原沙漠生态旅游人数 77.7 万人次。

十年奋进，十年跨越。赤峰紧随绿色脉动，逐梦
脚步踏遍广袤草原、茫茫林海、河湖润泽、绵延山川
……续写了沙地变绿洲、“绿色宝库”变“绿色财富”
的传奇。 张斐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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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鲁科尔沁旗：谷飘香 迎丰收

巴林左旗：农牧民喜迎丰收季

克什克腾旗：唱响丰收的赞歌

林西县：“柿”业红火促增收

宁城县：苹果熟了 农民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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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正在收割谷物

赤峰市打造的七彩农田

赤峰·穰穰满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