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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为政首，谷为民命。内蒙古是全国

13 个粮食重点生产省区之一，是 8 个粮

食规模外调省区之一。 党的二十大报告

强调，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去年，

内蒙古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有

关粮食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全区上下

积极作为，坚决扛起国家粮食安全政治

责任，努力克服灾情疫情影响，粮食逆

势夺丰收、高位再增产，超额完成大豆

油料扩种任务，实现了粮食产量“十九

连丰”。

政策给力 大豆产量创历史新高

在呼伦贝尔市阿荣旗，聊起上一年

的收成，福海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崔

福特别开心，“去年我们合作社种植大

豆 2.6 万亩，其中‘蒙豆 1137’种植品种

1.1 万亩。从产量表现上看，‘蒙豆 1137’

单产水平最高， 能达到 360-370 斤 /

亩。 这个品种产量高、豆粒鼓、蛋白脂肪

含量都不错，既实现了大豆增产，也培

肥了土壤， 这让我们今年种地更有盼

头。 ”

据了解，呼伦贝尔市是国家第一批

大豆区域性良种繁育基地，目前已建成

大豆良种繁育基地 15 万亩， 已培育大

豆品种 54 个，其中“蒙豆 1137”被农业

农村部推荐为大豆主推品种。

呼伦贝尔市是内蒙古大豆主产区，

常年大豆种植面积占全区的 75%以上，

占全国的 8%左右。 去年，该市全力提升

大豆产能，通过压实扩种责任、加强政

策扶持、育推优良品种、加强农技推广

等措施推进大豆扩种任务的落实，全市

完成大豆播种 1363.49 万亩， 扩种大豆

336.59 万亩，为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

产品供给作出了贡献。

据呼伦贝尔市农牧局副局长李永

鑫介绍，去年呼伦贝尔市积极调整大豆

玉米生产者补贴政策，于当年 3 月出台

了《生产者补贴政策新增内容实施方

案》，明确了提高大豆生产者补贴、降低

玉米生产者补贴，扩大大豆玉米亩均补

贴差额至 200 元以上，激发了农民大豆

扩种积极性，给豆农吃下“定心丸”。

“去年全市 38.72 亿生产者补贴资

金中，90%用于大豆生产者补贴，大豆补

贴标准为 267.13 元 / 亩， 为历年最高，

有效保障了扩种后豆农收益。 ”李永鑫

告诉记者。

据了解，去年以来，内蒙古自治区

党政主要负责人与各盟市签订责任书，

层层压实责任，并及时分解下达种粮农

民一次性补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等惠

农补贴 198 亿元，统筹资金补贴大豆玉

米带状复合种植，补贴标准较净玉米亩

均高 350 元以上。 全年粮食播种面积增

加 101 万亩，增量居全国第三。 大豆增

加 493 万亩， 较上一年增加 36.8%，超

出国家下达任务 78 万亩，居全国第二。

“去年， 内蒙古紧紧围绕稳粮扩豆

的任务， 千方百计保粮食面积提单产，

内蒙古粮食产量和面积再创历史新高，

特别是粮食产量首次突破 780 亿斤，意

义重大。 ”内蒙古自治区农牧厅副厅长

武向良表示。

技术支撑 紧抓要害提单产

“去年， 我们采用大豆玉米带状复

合种植方式种了 3000 多亩地， 实现了

玉米不减产，还多收一茬大豆。 ”包头市

九原区源盛苑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理事长金军告诉记者，去年，合作社主

要采用“4+4”带型的大豆玉米带状复合

种植模式，通过有效改装机具、合理选

配品种、全面优化带型模式、科学密植

管理等方式，合作社的复合种植获得了

高产。

来之不易的丰收背后，是把“藏粮

于技”真正落实到位。 去年，内蒙古利用

优质高效增粮和绿色高质高效项目，在

全区 12 个盟市的 65 个旗县开展玉米、

大豆、 马铃薯等主要作物高产示范，共

建设 130 个万亩示范片、690 个千亩示

范方和 240 个百亩示范田;组织开展了

观摩周活动， 组织培训达到 424 场次，

共计 2.7 万人次参与观摩培训;创设 60

个看禾选种平台， 优选推广 197 个良

种，主要农作物良种覆盖率超过 98%。

同时，产业链建设也在发力。 内蒙

古农牧业技术推广中心联合区内的科

研院所、高校和企业，组建了 19 个自治

区种植业全产业链专家组，积极参与产

业链建设。 内蒙古成功申请建立了国际

科技合作基地，引进了两个马铃薯国际

合作项目。 还组建了黄河流域农牧业面

源污染防治技术专家组、扩种大豆油料

专家指导组和供种保障、机具装备保障

工作专班，对重点工作提供全过程的技

术服务。 目前，适应高产、优质、高效、生

态、安全农业发展要求的技术体系在内

蒙古已初具规模。

经过一年努力，全区玉米、水稻单

产提升 3.5%，大豆、马铃薯提升 6.5%，

带动粮食产量增加 12 亿斤、 大豆增加

15 亿斤。此外，去年，油菜主产区通过选

用高产品种，实施轮作倒茬、合理密植、

氮肥后移、生长期追肥、增施有机肥、病

虫害综合防控等措施，呼伦贝尔市特泥

河农牧场示范区 274 亩集中连片区，平

均亩产 261.5 公斤， 创我国北方春油菜

集中连片种植区域新纪录。

科技引领 种出更多更好的粮

立春一年端，种地早盘算。 在通辽

市奈曼旗大沁他拉镇红星村的种植大

户朱向永家的小院里，金属碰撞声不断

传来，技术人员正在对农机设备进行检

查、修整和调试。“去年我种了 1343 亩

玉米， 采用的是玉米密植滴灌高产技

术，种植密度达到了近 6000 株，平均亩

产达到了 1133.52 公斤。 比 2021 年每

亩增产 300 多斤， 而且省水、 省肥、省

药。 仅种玉米这一项，我家就有纯收入

90 多万元。 ”朱向永乐呵呵地说。

朱向永有着多年的种植经验，一直

摸索着高产的“窍门”，但让他真正受益

的还是农业科技。

去年，通辽市与中国农科院作物科

学研究所深入合作，在绿色高质高效行

动、 优质高效增粮等项目的支持下，大

力推进节水增粮，积极推广玉米密植高

产精准调控技术模式，通过选用耐密抗

倒品种，大小垄种植、精细整地、水肥一

体化等关键技术强化田间管理，实现了

玉米的优质高产。

去年以来，内蒙古农牧业技术推广

中心强化对重点项目技术支撑。 对全区

优质高效增粮千亩示范片、绿色高质高

效粮油菜示范旗县、黄河流域绿色高质

量发展示范区进行了跟踪指导和技术

服务。 组织实施了 10 个农业重大技术

协同推广和一批农业科技创新储备重

点项目，建设示范基地 578 个，示范面

积达 270 万亩。 通过技术集成，旱地大

豆、水稻、北方春油菜均创了高产新纪

录，打造了多个玉米和大豆玉米复合种

植的高产高效典型。 在日前举行的全国

大豆高产竞赛中，内蒙古推荐的 2 个大

豆高产地块获得全国大豆高产竞赛“金

豆王”称号，3 名农业技术推广和科研专

家获得全国大豆高产竞赛“奋豆者”称

号，获奖数量居全国第二。

与此同时，在加强专家指导上下功

夫。 去年初分作物确立了自治区专家指

导团队，分作物设立推广和科研双首席

工作制，联合地方技术专家组遴选高产

技术、审定实施方案、全程包片指导，帮

助种植户解决实际问题。 还加强集成创

新，通过良田、良种、良法、良机配套，探

索粮食生产高质高效技术，带动大面积

均衡增产。

内蒙古农牧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

胡有林说：“丰收的密码在科技，农业现

代化的关键在科技进步和创新。 我们将

按照增产增效并重、 良种良技配套、农

机农艺结合、 生产生态协调的原则，构

建强有力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为农牧

民生产提供更优质更有效的技术服务，

为内蒙古农牧业发展插上科技的翅

膀。 ”

据《农民日报》

人勤春来早，奋蹄赶秋实。 新春伊

始，鄂尔多斯市乌审旗无定河镇王窑湾

村育苗基地大棚里一派忙碌景象，村民

们正在摆盘、下种、盖面，为新一年能够

有个好收成打好基础，走好关键一步。

为保障周边蔬菜瓜果栽植供应，王

窑湾村育苗基地抢抓育苗好时机，早早

启动育苗工作， 吸引了 10 余名村民到

这里务工，带动村民腰包鼓起来。

“刚过完年，家里也不忙，我们来育

苗基地干活还能挣点零用钱， 补贴家

用。 ”王窑湾村村民刘华说。

“第一批下种的是芹菜、辣椒，预计

要下种 500 多万株。 ”王窑湾村育苗基

地负责人高世军说，2023 年育苗工作

从正月初五开始， 比往年晚了两个星

期，目前，已栽种 3 万盘约 300 多万株

蔬菜苗，预计清明节前可供周边菜农移

栽，全年错峰培育栽植，计划育苗 2000

多万株。

近年来，种植新技术的发展让王窑

湾村村民尝到了让辣椒等蔬菜在市场

上“早到晚退”的甜头。之前村民们从外

地购买种苗，不仅成本高，还存在种苗

死亡率高、适应性差等问题，现在靠着

智能温室大棚培育出了本土蔬菜苗，采

用水肥一体化浇灌技术，配有移动式育

苗床、自动化温控设备，出苗率高达到

98%以上， 有效提高了蔬菜产量和质

量。

在王窑湾村育苗基地智能温室大

棚里， 一盘盘已经下种的菜苗摆放整

齐、生机勃勃。“今年我计划再承包 10

个温室大棚，带领村民们撸起袖子加油

干，努力实现收入翻番，开创更加美好

的未来。 ”王窑湾村育苗基地负责人高

世军信心满满地说。

王琪 王娜 张小龙

本报记者 张鑫

一支鲜奶冰淇淋从产出，到最终出

现在我们的嘴边， 要经历原奶供应、生

产、加工、物流、销售等数道程序。 这一

系列环节构成了一条环环相扣的产业

链，一端连着企业，一端连着终端消费

者。作为一家北疆草原上专注草原鲜奶

产业发展的民营企业，田牧集团自成立

以来，始终致力于这条全产业链的生态

型企业打造，从牧场到餐桌，为消费者

带来最绿色的产品体验。

多年来，田牧集团通过打造全产业

链格局，对这一产业流程进行了严格规

范管理，将饲养能力、加工能力、物流能

力、研发创新能力、品牌推广能力和销

售能力连结到一起，为全社会提供至纯

至鲜的鲜奶冰淇淋产品。该集团依托内

蒙古得天独厚的农牧业区位发展优势，

形成了集现代化生态牧场和草场建设，

肉牛和奶牛养殖，肉制品和乳制品的生

产加工和销售为一体的全产业链业务

格局，实现了三大产业互补、多品牌发

展的战略布局。

田牧集团品牌总监武嘉程介绍，质

量是品牌的生命。 在乳业领域，田牧集

团通过全程可控可追溯的全产业链体

系，保证了每滴原奶的安全放心，并在

全国率先推出了以自有牧场优质鲜奶

为原料的鲜奶冰淇淋产品，得到市场及

社会各界广泛好评，并荣获“中国食品

行业创新产品”“冷饮行业十大潜力品

牌”等多项大奖。从源头到终端，从牧场

到餐桌，在田牧，食品安全贯彻于生产

经营的全过程， 保障产品全程品质安

全。

绿色发展绘浓发展底色，优质的奶

源是乳制品企业的生命线，是优质乳制

品的质量之基。 对产品品质的高标准

和严要求， 是田牧品牌打造的重要

基石。 在草原纯鲜牛奶与创新生产

工艺的双重基础的保障下，田牧冰淇淋

也在不断的拓宽其产品研发的技术领

域，努力成为敢于大胆突破求新的卓越

创新品牌。

武嘉程表示，田牧“乳业全产业链”

模式提高了其鲜奶冰淇淋的可追溯性，

通过建立“自有牧场到销售端”全过程

控制体系，提高源头掌控能力，规范对

生产过程中风险的控制，加强销售流通

环节管理，深化食品产业链全程追溯体

系建设：实现了原料端、生产端、运输

端、研发端、销售端等环节无缝衔接，将

内部的所有业务纵向打通、 横向协同，

控制“从牧场到餐桌”的各关键环节，确

保全程可控可追溯的食品安全体系。

“目前， 田牧集团旗下田牧乳业已

实现 7 条冰淇淋生产线同时运行，更是

在短短的几年内销售额近 2 亿元，销售

市场遍及全国 26 个省份，6 万多家门

店。连续七年荣膺‘内蒙古百强品牌’荣

誉称号。 未来，田牧乳业将继续全面提

升产品的品质， 专注产品的创新迭代。

同时，在互联网时代的大背景下，继续

深化品牌建设。 ”武嘉程信心满满地说。

记者了解到，田牧从 2014 年至今，

已全面建成美天旺牧场、 牧乐牧场、蒙

容牧场及盛鸿牧场四座万头奶牛牧场，

乌兰察布智慧工厂及当阳工厂两座鲜

奶冰淇淋工厂， 田牧冰淇淋营销公司

等。全面形成集自治区级鲜奶冰淇淋研

发中心为一体的奶牛养殖、 生产加工、

研发创新、线上线下销售的全产业链经

营模式。

持续扩大奶源基地建设的背后，是

田牧集团对产品品质的追求，更是田牧

人践行企业社会责任，积极响应乡村振

兴战略的生动注解。

一支冰淇淋拉长富民产业链，值得

一提的是，乳品行业横跨农业、工业、服

务业三大产业，在这一过程中涉及到种

植、养殖、收奶、运输、加工生产、配送及

销售环节，供应链长且环节多。 田牧集

团久久为功，用乳业“输血”，走进乡村

地头，用“一支冰淇淋”拉长富民产业

链。

沿着“草原鲜奶全产业链”这条发

展道路，田牧逐步成为一家服务于最广

大消费者、服务于最广大农牧民，有研

发、有创新、有信誉、有社会责任感的

“全产业链”的草原鲜奶乳制品企业。

沃田兴牧，惠泽民生。 在田牧创始

人刘瑞看来， 品牌是一个企业的旗帜，

品牌同时也是一个企业团队心血的结

晶。 在日益竞争激烈的市场行业中，唯

有不断地发愤图强才能使企业的发展

立于不败之地。

胸中若有凌云志， 不待扬鞭自奋

蹄。 谈及企业未来的发展，田牧集团董

事长刘瑞表示，田牧要做的是可以长久

发展的百年企业，在补链、延链、强链上

下功夫，做好“种、养、加、销”一体化全

产业链发展。 同时，以更加精细化的加

工技术以及更加天然健康的制作原料

为核心支撑,�不断促进企业高质量发

展， 助力乡村振兴，带动农牧民增收致

富。

本报讯(记者 迪威娜)一根绣花针、

一块布料、一双巧手，传承演绎着悠久

的刺绣文化。 近日，为强化驻村包联作

用，丰富村民群众文化生活，拓宽农民

增收致富渠道，鄂尔多斯市农牧局在达

拉特旗王爱召镇西社村举办羊绒刺绣

技艺培训，让农村妇女在学堂里学习针

尖技艺。

此次培训邀请了国家非遗传承人

现场授课。 培训班上，老师从羊绒刺绣

的基本知识、图案设计、花色搭配、针法

技巧、 面料选择等方面进行详细讲解，

并现场进行操作演示，老师手把手教参

训学员绘底样、走针线，现场学习氛围

浓厚。

培训后学员完成的刺绣作品，由相

关企业进行统一收购，并将公司订单下

发到村，通过“公司 + 合作社 + 绣娘”的

订单模式长期合作，以点带面逐步推广

至王爱召全镇，增加农村妇女的家庭收

入，让“针尖技艺”转化为“针尖经济”。

“听说开展免费刺绣技艺培训，就

奔着试一试的想法， 前来参加培训，希

望学到一技之长， 能在家里实现就业，

也不耽误家务。 ”参加培训的一名学员

如是说。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 通过羊绒刺

绣技艺培训， 在丰富农民文化生活、提

高就业创业能力的同时增加村民收入，

帮助农村妇女在干农活、做家务、带孩

子之余，用自己的双手增加收入，用一

针一线“绣”出一条增收致富的新路子，

实现农村妇女居家就业，为乡村振兴注

入活力。

下一步，鄂尔多斯市农牧局将继续

强化包联作用，不断激发西社村农民群

众的创造力，鼓励和支持有手艺、懂技

术的致富能人带动更多人增收致富。

本报记者 王丰

内蒙古是全国产羊量第一的羊肉

大区，辽阔的草原特别适宜养殖优质的

羊。

走在呼和浩特的大街小巷，遍地都

是锡林郭勒盟牛羊肉铺，爱吃羊肉的人

都是行家里手， 烤羊排要挑乌珠穆沁

羊，涮羊肉讲究用苏尼特羔羊，外地的

吃货吃完一顿后，不仅流连忘返，还有

的是一生不忘。

吃法如此多样，但内蒙古羊的精髓

还是在于清水煮，一把盐，仅此而已。好

羊肉，就是这么任性。 因此区别羊肉好

坏的方法纵然有多种多样，而坊间流传

最广的就是清水煮羊肉，煮熟后可以直

接吃，那就是好羊肉。

世界上最好的草原就在内蒙古。独

特的自然环境、气候和游牧历史，造就

了草原羊肉卓越的品质。草原上的羊是

经过长期自然选择和人工选育形成的

优良品种，在草原上游牧，每天行走十

几公里， 采食草原上的碱草、 针茅、苜

蓿、冰草等多种丰富的草种资源。

因此草原上的羊肉无膻味， 高蛋

白、低脂肪，瘦肉率高，肌间脂肪分布均

匀， 富含人体所需氨基酸和脂肪酸，肉

质鲜美可口，口感极佳，是极为稀缺的

羊肉上品。

从呼伦贝尔大草原到阿拉善的戈

壁滩，每个区域内都有草原羊的身影。

呼伦贝尔羊，因其常在草原上撒欢

儿，故而肉质紧实，是冬季暖身滋补地

道食材。 锡林郭勒羊， 这里的草多达

400 余种， 再加上几千年的游牧史，当

地的羊成了元、明、清三朝皇宫供品，故

而这里的羊也被誉为“肉中人参”。阿尔

巴斯羊，此羊除了产绒外，还颠覆人们

对山羊肉的认知，经过时间的淘洗和岁

月的熬煮，这里的山羊肉成了“皇冠上

的明珠”。

巴美羊、杜蒙羊、杜泊羊、察哈尔羊

……拉出哪一个，都不白给。 从烤羊排

到炖羊肉，从羊肉烧麦到羊杂碎，还有

吃起来有嚼头的肚包肉……

内蒙古光照充足，昼夜及季节温差

大，水草丰美。 芍药、黄芩、防风等滋补

的中草药遍布草原，也是草原上羊群俯

首即用的寻常食物。 草原上河流纵横，

湖泊棋布，清可见底的水系干净得让人

心生敬畏。 这与内蒙古坚持走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之路不可分割。

你说说，吃着“中草药”、喝着“矿泉

水”，出生就在世界上最好的草原上，成长

又在广阔无垠的草地间，尽情地“撒野”，

睡眠到自然醒。 羊的体质自然结实、 肌

肉自然丰满、营养也就自然丰富。

这样的羊价值几何？想必各自都已

有了定论。

内蒙古的羊不需要代言，因为大草

原就是天然的铺垫。我们只需要做好保

护草原， 做好草原羊肉技术支撑体系，

引进大草原适用的现代化管理方法及

加工设备即可。

经历千年，我们从未减少过对羊肉

的喜爱。 每一口羊肉，都是草原包容与

付出的体现，心血没有白费。

内蒙古的羊在上演着一个又一个

传奇，在过去，在现在，还有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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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丰

巴彦淖尔好地

方，好地方来好风光。

到处是庄稼， 遍地是

牛羊……千里黄河从

内蒙古高原自西向东

奔腾而过， 阴山山脉

默默地依偎在北面。

就在黄河与阴山之间

有块神奇的地方，那

就是千年粮仓河套平

原。

黄河百害， 唯富

一套。 这里的一套说

的就是河套地区。 河

套平原不仅湖泊众

多、草肥水美、庄稼遍

地、牛羊成群，而且水

利灌渠网络丰富，它

们共同绘出一幅千年

粮仓的大美之图。

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源远流长、 博大精

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 河套的水

利灌渠文化也是如此。

说河套灌区，有一个人必说，他就

是王同春。

王同春从河北邢台先到了宁夏，后

又到了内蒙古巴彦淖尔。 他未进过学

堂，却成为河套开发的拓荒者、著名水

利专家，国民政府的水利顾问。

《绥远通志稿》 有段文字记载说：

“河套水利，至清朝同、光之际，后人所

盛称开辟套地、 谙悉水脉之王同春者，

始至其地。 而其先，已有川人郭敏修者

凿渠放地于斯土，又有甄玉、侯应魁及

郑、田、杨姓地商步伍于后。 至光绪中

年，遂有缠金、刚目、中和、永和、老郭、

长胜、五大股等八大干渠之成功，而以

王同春所开渠为首，其尽力独多也。 ”

王同春熟悉黄河水性。 他站在黄河

岸边瞭望，就能知“行河”之所在。 有一

年天旱，黄河水位很低，各渠引水不进，

农民们盼水焦急。 王同春到黄河岸边巡

视，见黄河水流泛起泡沫，就知道水快

要涨了。 回来见了农民吼喊说：“准备浇

地哇，水快回来了。 ”第二天条条渠道果

然水流滚滚。 这是他善于观察水情，随

时随地留心河流的变化，积累了丰富经

验使然。

其实这得益于王同春少年时期的

经历，他小时候害了眼疾，致使一只眼

失明。12 岁随父背井离乡，来到宁夏，宁

夏是个水利发达的地方。 王同春少年的

时期主要就是模仿宁夏的水利工程作

“拦河河”游戏。 将水利的“堵”“疏”“引”

等要理早已悟透在心里。 长大后他来到

河套地区，以一人之力开出河套千里灌

渠。

当时，每开挖一条渠道，王同春都

要率众躬亲现场指导。 尤其对于建筑渠

口、桥梁、涵闸等三项技术性强的重要

修筑更是要求严

格， 他常对干活

的工匠说：“若渠

口建筑不固，被

黄河水冲毁，水

就引不入渠;若

闸箱修建不好，

则无法 调节水

量; 而桥梁建筑

缺乏， 就会阻碍

交通。 ”王同春对

于这三项工程，

在当时没有现代

建筑设备和材料

的情况下， 一概

使用土办法，充

分利用河套平原

上取之不尽的枳

芨红柳哈茂柴， 搅拌红黏泥土作为材

料，一层一层地夯实建成。

百姓们都传说王同春“上识天时，

下熟地理，能预知河水之涨落，相度地

势之高低”。 当时曾有一首民歌唱道：

“隆兴昌有个‘独眼龙’，其名就叫王同

春，大家都称他老财主，开渠筑坝是河

神。 河套由他来开发，五谷丰登享太平。

若非禹王再重生，哪有这样的好光景。 ”

河套现共有十道大干渠 ， 总长

1000 余里，共可灌田 5 万顷，与四川成

都平原相等。 经他自办和指导别人开成

渠道竟有 9 条之多，巴彦淖尔五原县的

隆兴昌集镇就由王同春努力建设而成。

当时河套粮食丰盛，每年销于蒙古地区

的达 50 万担。 光绪十七年晋冀察绥陕

各地大旱，而河套则年成丰收，各地难

民来河套隆兴昌的有 4 万人之多，王同

春设粥锅百多口，赈济灾民，并组织难

民开渠，以工代赈，这次共用赈粮 2 万

多担。

1925 年 6 月，王同春因病从黄河水

利工地回家休养。 6 月 28 日，王同春告

别人间。

王同春虽然离去了，但他以一己之

力开出河套千里灌渠的事迹还在传颂，

开通灌渠的精神仍然在延续。

1959 年 6 月，新中国刚成立后的最

困难时期，两万多名水利建设大军和数

万名灌区民众在巴彦淖尔的磴口县黄

河干流上修筑了“三盛公水利枢纽工

程”。

1961 年 5 月截流成功，河水从这里

缓缓流进两岸的良田，一条总长 180 公

里的总干渠使河套灌区灌溉面积由过

去的 290 万亩增加到 870 万亩，控制灌

溉面积达 1700 万亩。 因此三盛公水利

枢纽工程也被称为“天下黄河第一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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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藏粮于技“解锁”丰收密码

“针尖技艺”转化为“针尖经济”

一针一线“绣”出增收致富新路子

这里的羊肉更“值钱”

人勤春来早 大棚育苗忙

从牧场到餐桌

一支鲜奶冰淇淋

“链”起绿色发展产业链

牧场牛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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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窑湾村育苗基地大棚内绿意盎然、生机勃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