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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上楼’，卖粮不愁。”在兴安
盟，农民们口中的这句顺口溜，道出了
科学储粮后颗粒归仓的喜悦。

粮食从“趴”下去到“站”起来，为何
有着显著差异？

阳春三月，走进一个个村屯，农民
院子里成堆的玉米，远远望去一片金
黄，储粮卖粮已近尾声，村民们好粮卖
上好价格的答案，就在这散发着勃勃生
机的画面中。

在乌兰浩特市义勒力特镇义勒力
特嘎查农户谢永胜家，记者看到院子里
有 68 座用铁丝网搭建的“楼房”，一排
排“玉米楼”如一面高墙，里面装满了金
灿灿的玉米棒子。

“这种方式储存的粮食，不仅水分
低、还避免了霉变现象发生，和‘地趴
粮’比，每斤能多卖几分钱。”谢永胜说。
这种“玉米楼”具有不易老化、通风降
温、防止虫害等特点，利用它可以使储
粮年损失率由过去 8%左右降低至 2%
左右。

兴安盟玉米种植面积在 1200 万亩
左右，产量约 120 亿斤，是全区粮食产
量前三名的“粮仓”。过去，兴安盟很多
村民没有科学储粮习惯，直接将玉米放
在地面上，俗称“地趴粮”，简陋的储粮

条件造成不少玉米因霉变等原因而损
耗。

为贯彻落实国家及自治区关于粮
食节约行动的重大部署，兴安盟深入开
展节粮减损行动，通过推进庭院立体储
粮、建设集中储粮点、探索“粮食代存”
模式、因地制宜开展籽粒直收等举措，
2022 年，全盟实现科学储粮 360 万吨，
占当年玉米产量的 60%，为国家减少粮
食损失损耗约 18 万吨，相当于亩均减
损 50 斤、增收 55 元左右，共计为农户
增加收入约 4 亿元。

在科右前旗居力很镇红心村党群
服务中心后院，两个巨大的烘干机正在
出粮，机器的轰鸣声和铲车的运粮声相
互交织。

“全村共计集中储粮约 2 万吨，一
天下来，就能烘干 40 吨的粮食。”红心
村党支部书记李英辉介绍说，红心村和
附近几个村先期铺建了水泥地面，投入
了烘干设备，以合作社代储形式向老百
姓收购玉米，采取集体统筹、统一保管
的方式科学存储玉米，不仅减少了约
3%的粮食损耗，还帮助老百姓解决了玉
米的销路问题。

近年来，兴安盟鼓励大型种植合作
社或农业公司为农户提供土地托管经

营服务，在所托管的土地中种植适合籽
粒直收的品种，在田间收获作业时一次
性完成摘穗、扒皮、脱粒、清选、秸秆粉
碎等工作。

科右中旗巴彦呼舒镇马架子嘎查
种植户崔明会看着自家玉米没受一点
损失，开心地说：“我家的粮食存放在中
阳公司已经两个多月了，不仅帮我们储
存，还能帮我们卖粮，为这样的公司点
赞。”

内蒙古中阳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为
农牧户提供专业化的“代储存”“代清
理”“代烘干”“代收购”等服务，提升粮
食保管水平，帮助农牧民减损增收。
2022 年，该公司还种植了 15 万亩适合
籽粒直收的品种，粮食籽粒收后直接烘
干入库，进入正常保管，大大减少了中
间环节的损失损耗。

目前，兴安盟已经形成了“盟级主
导、县级主抓、乡级主责、村级主推、农
户主体”的工作机制，正在全域推
动、专班推进，预计到 2025 年底，兴
安盟将基本消除“地趴粮”和其他不科
学储粮方式，使农户储粮环节损失损耗
降到 5%左右，每年为农户增加收入近 7
亿元。

武跟兄

近年来，包头市九原区把发展壮
大集体经济作为增强基层组织凝聚
力、战斗力的重要保障，围绕乡村振
兴战略，积极探索发展壮大集体经济
的有效途径，在壮大集体经济、增强

“造血”功能的同时，让村民搭上了
“致富顺风车”。

“分红啦！村委会今天喊大家开
会，是要兑现集体经济分红……”“村
民分 500 元，股民分 500 元，既是村
民又是股民可以分到 1000 元！”2023
年 1 月 5 日，九原区麻池镇武家村迎
来了集体经济的第一次分红。村民喜
笑颜开地打着招呼，前往村委会领分
红。

为了带领村民增收致富，2017
年，武家村大胆提出“支部 + 合作社
+ 农户”模式，村民入股 500 万元，建
立鑫励丰仓储物流园区，依托优越的
地理位置以及便利的交通条件大力
发展集体经济。如今，鑫励丰仓储物
流园区固定资产已达 1300 多万元，
入驻的商户从起初的 5 家增至近 50
家，仓库面积逐步扩大，收益也越来
越稳定。

村民王强在外打拼多年，因看好

村集体经济项目，自 2017 年鑫励丰
仓储物流园区筹建时，他便第一个报
名，成为“元老级”商户。近年来，他的
业务辐射北京、山东、河北多地，收益
也节节攀升，还在市区买了房，成为
令人羡慕的“新农民”。王强提及幸福
时光感慨万千，“自从有了鑫励丰仓
储物流园区，很多年轻人不再外出打
工了，我们的收入越来越高，心里也
更踏实了。”

据了解，2022 年武家村集体经济
总收益 160 万元，其中分红总金额
49.15 万元，村民分红 23.85 万元，股
民分红 25.30 万元，实现了村集体经
济的“造血”功能，全村人当起了股
东，这让周边村民刮目相看。

多年来，农业低质低效制约着居
民增收和集体经济壮大，如何拓展思
路，让有限的土地发挥最大的经济价
值，成为摆在哈林格尔村面前的一道
难题。

“2021 年我们成立了哈林格尔村
高科技温室园区，流转蔓菁甲坝村 32
户共 50 余亩的土地，建起 20 栋温室
大棚，迈出了发展设施农业、推动农
业产业结构调整的第一步。高科技温

室园区实现了当年建好，当年种植，
当年见效。”哈林格尔村村委委员袁
纯慧说，“我们集体经济温室主要种
植反季节瓜果蔬菜，之前村民种植小
菜每年收入 3 万至 5 万元，如今通过
种植反季节瓜果蔬菜，每年收入可达
10 万至 15 万元，村民的收益很可
观。”

目前，哈林格尔镇共有集体经济
项目 12 个，经营性收入逐年递增。

“下一步，我们将拓宽集体经济渠道，
着力推动特色农业提质增效，把壮大
集体经济的路子走稳走实。”哈林格
尔镇党委副书记、政法委员刘跟心说
道。

近年来，九原区积极开发农村新
业态，探索新模式，努力释放各类“沉
睡资源”的活力，走实村级集体经济
发展壮大之路。2022 年试点推进
打不素整村土地 流转， 培育扶持
12 个农村专业合作社，实施古郡
集市等 56 个村集体项目，阿嘎如泰
嘎查等 13 个嘎查村集体经济收入超
百万元，乡村振兴新图景正徐徐铺
展。

王媛

现在正是春耕备耕的关键时期。
通辽市扎鲁特旗平畴沃野上机声隆
隆，农户们忙着备农资、修农机，田间
地头随处可见农户拉运农家肥的身
影。如今，农民群众保护耕地、环保施
肥的意识不断提高，畜禽粪便等农家
肥料成了春耕备耕的“抢手货”，掀起
了“绿色春耕”新热潮。

农机一响，种地不慌。一大早，黄
花山镇沃丰农业服务站的负责人刘
程波指挥着服务站农机手们调试检
修有机肥抛撒设备，叮嘱大家要遵守
农机操作规程和注意事项，保障每一
台机械都达到最佳的技术状态和作
业能力，发挥农业机械在春耕生产中
的主力军作用。

刘程波说：“使用我们的设备进
行田间施肥不仅可以大量节省人力
和时间，还可以保证肥料抛撒均衡，
从而提高施肥效率。现在我们服务站
有 5 台抛撒机，都已经调试完了，预
计清明节过后开始大面积作业。”

为助力农民不误农时，顺利开展
春耕生产，刘程波还带领工人到与他
合作多年的乌额格其牧场铁东分场

农户李金海家的地里，帮助其查看购
买的农家肥有没有发酵到适合播撒
的程度，让耕作土壤充分吸收“营
养”。

李金海介绍，他家有 100 多亩耕
地，用的基本都是农家肥。因常年增
施农家肥，耕地产量比周边没有使用
农家肥的地亩产能高出 300 斤左右，
不仅实现了稳产增产，也让他家的收
入增加了不少。

“我们在田里用农家肥五六年
了，你看眼前这块地，土壤不板结，土
也是黑色的，在这地上长出来的粮食
也就差不了。”李金海笑呵呵地说。

科学使用农家肥等有机肥料，既
可以改良土壤，保护耕地，为作物生
长提供优质的生长环境，还能提升农
作物品质，是一条生态农业可持续发
展之路。

“现在旗里的农技服务指导越来
越细致，农民保护耕地的意识也越来
越强了，所以我们今年抛撒有机肥的
订单量在持续增加，目前就已经有 4
万多亩了，比去年的 8000 多亩翻了
好几倍，等到开始整地、正式播种的

时候还会更多。”刘程波高兴地说。
人勤三春早，地肥五谷丰。为保

障粮食生产开好局、起好步，扎鲁特
旗聚焦粮食安全头等大事，早谋划、
早部署、早落实，要求各地抓紧行动
起来，鼓励支持合作社、种植大户扩
大种植规模，提倡生态循环、绿色种
植的发展理念，加快畜禽粪污资源化
利用和有机肥替代化肥步伐，逐步推
广应用绿色种植技术，坚定不移走好
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业绿色高质
量发展之路。

扎鲁特旗农牧局农业技术推广
中心主任李敬伟表示：“今年，我们将
按照‘稳生产，促 发 展 ’的 思 路，进
一步优化种植业结构，推广秸秆
还 田、增 施有机 肥 等措 施，引导农
民群众提升科学种田技术水平，扎实
做好耕地保护工作。2023 年，全旗计
划播种农作物面积不低于 245 万亩，
其中粮食作物播种面积不低于 230
万亩，粮食总产量稳定在 20 亿斤以
上，让农民种粮能挣钱，粮食生产有
保障。”

包玲玲 赛音巴图

三月的腾格里沙漠腹地，投资 0.68
亿元建成的阿拉善盟首座 1 万千瓦光
伏治沙扶贫电站正在不断发电，鳞次栉
比的光伏板在阳光下泛起层层“涟漪”，
形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板下是冒出
绿色嫩芽的沙生植物，远远望去在沙漠
中交织成了一幅蓝绿色的美丽画卷。

“我们利用光伏板能遮蔽阳光减少
地表水蒸发、降低风速等优势，探索出
了‘板上发电板下种植’的开发模式，目
前种植了花棒、紫穗槐、梭梭、柠条、文
冠果、巨菌草等沙生植物，同时还享受
国家全容量绿电上网消纳扶贫优惠政
策，可以有效保障 367 户贫困户享受扶
贫收益，在阿拉善盟率先实现了光伏

‘治沙和扶贫’并重的典型特色产业发
展模式。”1 万千瓦光伏治沙扶贫电站负

责人刘有财说，自 2018 年 12 月 30 日
实现并网发电后，目前已累计输送绿色
电量 6614.35 万千瓦时，销售收入 4300
万元，上缴利税 45.8 万元，解决就业 6
人（残疾人员 2 人），治沙面积约 400 余
亩，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4.5 万吨。

昔日，阿拉善左旗茫茫戈壁沙漠给
人留下的印象是一片荒芜，而随着光伏
发电的兴起，“借光”聚能的戈壁沙漠换
了模样。截至 2022 年底，阿拉善左旗可
再生能源建成规模达到 92.76 万千瓦，
占阿拉善盟建成规模的 33%；在建规模
260 万千瓦，占阿拉善盟在建规模的
90%；拟新增装机规模达到 1220.44 万
千瓦，占阿拉善盟拟新增装机规模的
88%；可再生能源上网电量约为 17.2 亿
千瓦时，占阿拉善盟可再生能源上网电

量的 44%，占阿拉善盟全社会用电量的
15%。

如今，阿拉善左旗风电、光电装机
规模位居阿拉善盟第一，可再生能源产
业已初步形成风储一体、光伏治沙、光
伏扶贫、低碳新村等多种类多形态融合
发展的新局面。下一步，阿拉善左旗将
紧抓国家能源战略发展新机遇、新任
务、新要求，投资 320 亿元重点组织实
施国家已批复的中国华电集团蒙西腾
格里沙漠 800 万千瓦光伏基地项目，以

“光伏绿电输送为核心、配套储能设施
为调节、生态治沙固沙为目标、光伏旅
游观光为特色”的综合一体化标杆基地
项目，逐步将腾格里沙漠腹地建设成为
新时代中国独具特色的绿能保供基地
和光热储融合治沙示范区。 沈雅楠

一年春为首，奋进正当时。眼下，鄂
尔多斯市准格尔大地处处火热，遍地生
机。一个个项目火力全开、全速推进，奏
响春日“奋进曲”。

在准格尔经济开发区准格尔产业
园，准格尔旗国资燃气热力有限责任公
司污水处理厂高浓盐水处理零排放项
目二期顺利复工，MBR 深度处理车间、
膜浓缩预处理车间、生化处理池同步开
工建设。该项目是高浓盐水处理零排放
二期扩容项目，目前，车间主体已基本
完工。

“项目总投资 8000 多万元，目前设
备已陆续到场，正在加班加点安装，预
计 4 月底完成施工并开始调试设备，5
月份正式投入运行。”准格尔旗国资燃
气热力有限责任公司污水处理厂厂长
王兵介绍道。

为了彻底解决准格尔产业园高浓
盐水处理问题，准格尔旗国资燃气热力
有限责任公司投资 1.91 亿元，建设高浓
盐水处理零排放项目。项目一期已于

2021 年 10 月顺利投用，建成处理能力
为 60 立方米 / 时高盐水预处理系统和
处理能力为 100 立方米 / 时的零排放
蒸发结晶系统。2022 年，公司按照项目
规划，正式启动二期建设，对现有污水
处理厂进行全方位扩容改造。

王兵告诉笔者，项目二期将在污水
处理厂原有的生化、深度系统的基础
上，再扩容 3600 立方米 / 时，同步配套
建设 40 立方米 / 时的高盐水处理零排
放系统。项目建成以后，处理能力将达
到 8400 立方米 / 时，可以完全满足园
区当前及未来企业的排污及高浓盐水
处理需求。

在内蒙古玉晶科技有限公司优质
特种玻璃综合利用一体化项目施工现
场，项目一期二线车间主体已经完工，
计划 5 月份产品下线；上游配套年产
135 万吨超白光伏玻璃用优质石英砂项
目进入场平阶段，计划 7 月份建成投
产；优质特种玻璃及光伏背板深加工项
目全面开工建设，3 个月后产品出炉；项

目二期正在开展前期筹备工作，计划 7
月份开工建设……抢抓春季施工黄金
期，建设现场车辆穿梭往来，工人们铆
足干劲，全力刷新项目建设进度条。

近年来，准格尔经济开发区把项目
建设作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
主抓手和强引擎，坚持开工项目抓进
度、续建项目抓投产、签约项目抓跟踪、
储备项目抓前期，通过谋划一批、开工
一批、在建一批、投产一批，形成项目建
设梯次推进的良好格局。2023 年，全年
计 划 实 施 工 业 项 目 42 个 ， 总 投 资
1589.52 亿元，计划完成投资 150.41 亿
元。其中，续建项目 16 个，总投资 134.5
亿元，已完成投资 28.84 亿元；新建项目
26 个，总投资 1455.02 亿元，计划完成
投资 101.44 亿元。

春天的号角已经吹响。准格尔经济
开发区正以“开满弓”“上满弦”的昂扬
状态，全力当好“店小二”，推动项目建
设提速升级，为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
注入强劲动能。 王丽曼

本报记者 刘嫱
2022 年 7 月开始，经过一段时间的

部署和摸底，内蒙古自治区于当年 8 月
16 日召开“半拉子”工程大起底行动新
闻发布会。

“半拉子”工程大起底主要对 2016
年以来自治区和盟市政府审批的 5197
个项目进行起底。除去已完工、在建、未
开工的项目，形成“半拉子”工程台账，
纳入台账项目 387 个，按计划 2023 年
底前全部盘活。

“半拉子”工程，在全国各地都不同
程度的存在，但内蒙古不怕自揭家丑，
敢于正视问题，将 387 个政府投资类的
濒死项目，来了个大“起底”。截至目前，
内蒙古全区纳入“半拉子”工程台账项
目已盘活 159 个，盘活率 41.1%，成果显
著。

呼和浩特市三环路建设项目在盘

活“半拉子”工程推动下，于 2022 年复
工，当年年底建成通车。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的国家北方足
球训练基地，因多种因素，消防未验收、
未对外开放，每年还要花费上千万元的
维护费。在“半拉子”工程启动后，一波
波的干部、专家前来调研，想各种法子
盘活足球训练基地，国家北方足球训练
基地也计划于年内投入使用。

鄂尔多斯市伊金霍勒旗水岸新城
水岸中心广场、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
的优质奶牛生态循环养殖示范园，搁置
数年的“断头路”，如今都在有效、有序
的推进中。部门互踢的“破皮球”、谁都
不想理的“烂摊子”……这些群众烦心、
政府糟心的“半拉子”工程的盘活，让大
家看到了希望。

自治区政府办公厅印发《内蒙古自
治区本级政府投资项目决策管理程

序》，也提到要建立科学决策程序，强化
项目论证审批、强化资金监管、严格规
范项目管理、抓实投资风险防范、加强
事中事后监管，确保项目实施前充分研
究论证，避免形成新的“半拉子”工程。

内蒙古盘活“半拉子”工程，其可贵
之处在于，不搁置问题，而且盯住问题
想，迎着困难上，抓住矛盾解。对问题不
遮掩，遇矛盾不回避，问计于民，综合施
策，靶向施策，逐一化解，不达目的誓不
罢休。

随着“半拉子”工程大起底行动的
深入推进，一大批资源要素重新得到配
置。但内蒙古没有止步于此，除了“半拉
子”工程大起底，同步发起待批项目、闲
置土地、沉淀资金、开发区建设“五个大
起底”行动，直面问题、动真碰硬、力度
空前，一场推动内蒙古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系列行动全面开启。

玉米“上楼”既减损又增收

包头市九原区：

村集体经济造血功能越来越强

打造沙漠光伏治沙综合一体化示范基地

照亮乡村振兴“阳光路” 扎鲁特旗：绿色春耕备耕新景观

准格尔项目开工热火朝天

我区“半拉子”工程持续盘活

▲服务站的农机手们调试检修有机肥抛撒设备。赛音巴图 摄

▲哈林格尔村高科技温室大棚内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