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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艳红）在第
29 个“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
到来之际，6 月 16 日，内蒙古自治
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召开了内蒙古
自治区第六次荒漠化和沙化土地
监测结果新闻发布会，会上介绍了
内蒙古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持
续“双减少”，程度连续“双减轻”。
沙化土地植被盖度稳步提高。沙区
生态状况“整体好转、改善加速”，
荒漠生态系统“功能增强、稳中向
好”。

据统计，与 2014 年第五次荒
漠化和沙化土地监测结果相比，内
蒙古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分别
减少 2415 万亩、1459 万亩，年均
减少分别为 483 万亩和 292 万
亩，实现了连续四个监测期持续

“双减少”。
与 2014 年第五次荒漠化和

沙化土地监测结果相比，内蒙古极
重度荒漠化土地减少 1591 万亩，
重度荒漠化土地减少 1851 万亩，
中度荒漠化土地减少 4326 万亩，

轻度荒漠化土地增加 5354 万亩；
极重度沙化土地减少 2199 万亩，
重度沙化土地减少 3231 万亩，中
度沙化土地减少 1524 万亩，轻度
沙化土地增加 5495 万亩。内蒙古
荒漠化和沙化土地程度实现连续
四个监测期持续“双减轻”。

同时，内蒙古境内的巴丹吉
林、腾格里、库布其、乌兰布和四大
沙漠，与 2014 年相比，呈现出流
动沙地和半固定沙地减少，固定沙
地增加的趋势。科尔沁、浑善达克、

毛乌素、呼伦贝尔四大沙地，与
2014 年相比，沙化土地面积总体
减少 730 万亩。

内蒙古可治理沙化土地面积
32494 万亩，其中已治理沙化土地
面积 12549 万亩，与 2014 年相
比，全区沙化土地低植被盖度面积
减少，高植被盖度面积增加。

国家每 5 年组织各省（区）同
步开展一次荒漠化、沙化土地监测
工作。内蒙古的第六次荒漠化、沙
化土地监测从 2019 年 7 月正式

启动，并与国土“三调”数据衔接，
到 2021 年底完成了实地勘察、信
息采集、数据处理等各项工作，
2022 年通过了国家验收，建立了
数据库，制作了专业图表，编撰了
专题报告。截至 2019 年，内蒙古
12 个盟市的 83 个旗县（市、区）分
布有荒漠化土地，面积 88966 万
亩，占自治区国土面积的 50.14%；
有 92 个旗县（市、区）分布有沙化
土地，面积 59723 万亩，占自治区
国土面积的 33.66%。

阿拉善白绒山羊是内蒙古白
绒山羊三大品系之一，所产羊绒细
度、光度、白度三项指标均居世界
同类产品之首。阿拉善盟从白绒山
羊品种选育入手，通过全程标准化
养殖，进一步提升羊绒品质，让阿
拉善羊绒名“羊”天下。

一大早，阿拉善盟畜牧研究所
的工作人员来到阿拉善左旗嘉利
绒毛有限公司，为阿拉善白绒山羊
的绒毛进行采样，并将采好的样品
送往自治区纤维质量监测中心，对
羊绒的细度、长度等指标进行测
定。

阿拉善羊绒品质的不断提高，
得益于相关部门对品质的把控与
要求，更离不开企业自身的发展与
创新。这几天，阿拉善左旗嘉利绒
毛有限公司正在新建一个恒温恒
湿的分梳生产车间，投入使用后能
将原来分梳时 15%的纤维损伤降
到 8% 以 内 ， 年 产 量 也 提 高 了

50%。
阿拉善白绒山羊羊绒纤维细

长、光泽好、强度大、白度高、手感
柔软，综合品质优良，具有较高的
经济价值，享有“纤维钻石”“白中
白”等美誉，堪称极品羊绒，受到国
际羊绒纺织界高端产品加工企业
的青睐。

在阿拉善左旗巴彦浩特镇苏
木图嘎查，阿拉善白绒山羊的研究
和选育项目在这里落地，由意大利
路易威登集团与意大利国家新技
术、能源和可持续经济发展署及阿
拉善盟畜牧研究所、内蒙古农牧业
科学院同阿拉善左旗嘉利绒毛有
限公司合作开展，并成立阿拉善铭
远白绒山羊种业有限公司，进一步
加强阿拉善白绒山羊的培育和品
种保护。

阿拉善盟畜牧研究所副所长
乌仁套迪说：“与内蒙古自治区农
牧业科学院、内蒙古自治区纤维质

量监测中心等多家科研院所建立
多渠道、多元化的产学研体系，将
助力攻克白绒山羊产业发展的瓶
颈技术，实现产业转型升级。”

阿拉善盟大力实施“质量＋品
牌＋效益”三位一体现代特色农牧
业发展战略，划定阿拉善白绒山羊
保护区 7.4 万平方公里，已建成以
阿拉善白绒山羊原种场为中心、选
育核心群为骨干、扩繁群为基础、
人工授精站为技术支撑的“三群一
站”良种繁育体系。现有 14.5 微米
以下细度核心群 120 个、11 个标
准化示范养殖区、人工授精站点
30 个、家庭牧场 1500 多个、加工
企业品牌专属牧场 2 个、试点种业
基地 40 处，进一步推进白绒山羊
饲养可追溯和羊绒原料交易集约
化，加快羊绒纺织品和羊绒制品的
高端化、品牌化发展，让阿拉善白
绒山羊“绒”耀全球。

（庞钰格 邬力吉巴托）

又到一年瓜果飘香时。行走
在赤峰市元宝山区风水沟镇兴隆
坡村西瓜种植示范园，蓝天白云
下，崭新的西瓜大棚整齐地排列在
田地中。大棚内，在绿色藤蔓的掩
映下，一只只成熟的西瓜静待采
摘。

“6 月 15 日左右，我们头茬的
冷棚西瓜就抢先上市了，正是最忙
的时候。现在又要筹备 6 月 22 日
的西瓜文化旅游节，忙上加忙。不
过这是挣钱的好事，大家伙积极性
都很高。”村党总支副书记、西瓜种
植大户沈世慷高兴地说。

在兴隆坡村，种植西瓜已有
40 多年的历史，皮薄瓤脆、汁多味
甜的优势让兴隆坡西瓜远近闻名。
但一年一茬的露天大地种植方式，
加上 5 至 8 年的轮作周期，严重
限制了这里的西瓜产量。没有规模
化的推动、没有品牌的催化，只能

“孤芳自赏”，成不了“香饽饽”，更
成不了“金饽饽”。

2021 年，兴隆坡村党总支争
取到乡村振兴专项资金 1300 万

元，在 450 亩集体土地上建起了
西瓜种植示范园，借助冷棚解决西
瓜一年两收的气温问题，引进和润
农业的南瓜苗嫁接西瓜苗，解决同
一片土地续种和种苗改良难题。

虽说这里的农民种大地西瓜
个个是把好手，但管护大棚西瓜却
是生手，承包大棚种西瓜，瓜农们
不置可否。兴隆坡村两委推选 3
名种植大户进入班子，由党员和种
植大户带头先行先试。党员白振峰
带头试种 20 余栋冷棚，收获了 10
万元；村党总支副书记沈世慷和几
名党员联合承包 40 余栋冷棚，经
过一年经营，亩产能达到 1 万斤
以上，收获喜人。

村经济合作社还提供从西瓜
种植到施肥用药、修枝除草，再到
销售的一条龙服务，农民只管种
植，免除了成本和销售的顾虑。党
员的成功示范和合作社“保姆式”
服务，激发了农民种植大棚西瓜的
积极性，二期大棚很快被承包完
毕。

现代西瓜种植还急需农民解

决“谁会种瓜”和“谁种好瓜”的问
题。兴隆坡村两委积极组织种植
户、技术能手，前往外省市学习先
进种植技术，聘请农业专家全程指
导，并组建了“兴隆坡村西瓜种植
志愿服务队”，定期到瓜棚里开展
技术指导。“上次我家瓜田的叶子
被虫子咬坏了一大片，沈书记手把
手教我用七星瓢虫防治瓜蚜，很快
就解决了问题。”村民刘凤举告诉
记者。

为实现“才下枝头，就上餐桌”
的产销顺畅，兴隆坡村通过举办西
瓜文化节、农民丰收节等活动，建
设基层供销合作社等方式，让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与大型商超、渠道商
开展产销对接，建立稳定供应关
系，让西瓜连接大市场。相比此前
的散户种植，规模化经营的合作社
无论是管理还是销售都更有优势，
带动着兴隆坡西瓜的品牌发展方
向。

一根西瓜藤，结出了乡村振兴
累累硕果：如今，兴隆坡西瓜入选
了“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获
得“绿色食品”农产品认证，成功申
请“福润兴隆坡”农产品商标，并正
式加入赤峰市农产品区域公共品
牌“赤诚峰味”，西瓜不仅在当地畅
销，还远销北京、辽宁、吉林等地
区，受到了消费者的青睐。年产
2200 吨的优质西瓜，不仅给人们
带来了甜蜜，还带来 400 万的年
产值，瓜农每亩年增收 6000 元的
收益。

村党总支书记刘凤海对未来
充满信心：“党旗红带动产业火，以
后我们将通过西瓜采摘、特色西瓜
节、乡村‘研学游’等方式，进一步
提升‘兴隆坡西瓜’的知名度和美
誉度，让西瓜种植成为带动农民增
收、助力乡村振兴的‘甜蜜产业’。”

（张斐然）

白云舒卷，牧草青
青，眼下正是种植紫花
苜蓿的时节，在通辽市
科左后旗广袤的田野
中，人们挥汗如雨、耕
作田间，到处是一片忙
碌的景象。

“我们打算把紫花
苜蓿做成精饲料颗粒，
计划采取合作社的形
式种植紫花苜蓿，由党
员带头，老百姓参与分
红，既为肉牛提供了优
质牧草，也让老百姓赚
到钱！”科左后旗努古
斯台镇哈拉嘎台嘎查
党支部书记包青说。

哈拉嘎台嘎查总
土地面积 111542 亩，
其 中 耕 地 面 积 7408
亩，林地面积 6128 亩，
草牧场面积 94042 亩。
嘎 查 肉 牛 存 栏 4422
头。2022 年初，嘎查

“两委”班子在认真分
析研究村情的基础上，
紧扣嘎查“资源、资产、
产业”三要素，采取统
一种植、统一浇水、统
一管理的方式，创新发
展模式、运行机制和管
理体制，经过合理规
划 ， 规 划 集 中 连 片
2400 亩土地，种植优
质牧草，从整地、播种到收割全
部采用机械化作业。全年产鲜草
9600 吨，为嘎查肉牛养殖提供
优质饲草保障，促进肉牛产业高
质量发展。

2023 年，哈拉嘎台嘎查在
2022 年的基础上，新增牧草种
植面积 4100 亩，总体种植面积
达 6500 亩。同时，嘎查正在筹
办草业合作社，采用饲草料集体
经营的方式，将优质牧草机械化
加工成饲料颗粒，既推进了牧草
规模化发展，又能壮大嘎查集体

经济，带动群众致富，
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
效益“双丰收”。

“我们家有 150 头
育肥牛，牧草需求量很
大。去年嘎查种植牧
草，为我们养牛户提供
了充足的饲料，不需要
再从外地购买苜蓿草
了，降低了我们养牛的
成本，尝到了甜头，我
致富的信心也越来越
足了。”哈拉嘎台嘎查
村民高治国说。

“我们对饲草料种
植进行集体管理，把耕
地分给老百姓，真正让
百姓参与其中，百姓种
植优质牧草的意识不
断提高，种植面积逐年
增长，饲草保障能力得
到稳步提升。同时，我
们为牧民提供技术支
持，申请大型喷灌设
备，扶持标准化、规模
化、机械化种植，为饲
草料种植提供了优越
的条件。”科左后旗农
牧局副局长白伟林说。

科左后旗素有“黄
牛之乡”的美誉，2022
牧业年度全旗黄牛存
栏 104.3 万头。近年
来，科左后旗聚焦建设

国家高质量绿色农畜产品生产
基地，坚持“为养而种，为牧而
农”的发展思路，加快建立地域
性饲草平衡机制，推进种养结
合、草畜配套，逐步形成植物生
产、动物转化、微生物还原的生
态循环系统。2023 年全旗预计
种植青贮玉米 185 万亩，新增苜
蓿种植面积 0.2 万亩、羊草种植
面积 2 万亩，保存面积达 6.5 万
亩，持续为科左后旗肉牛提供优
质“口粮”。

（陈娱秋）

（上接 1 版）

“村党支部书记边俊峰带着我学习饲养、繁育、保
健等奶牛养殖技术，收入逐年提升。年收入从 5000 元
增加到现在的 50 万元。”村民周柯自先后担任合作社
繁育员和保健员，现是众诚牧业一期项目场长，他不仅
拿到了每年的股金分红，还掌握了奶牛养殖技术。

和平村由过去的“小散乱”经营转变为“大集合”发
展，昔日的养殖棚也变成现代化奶牛养殖基地。目前，
奶牛存栏近万头，泌乳母牛达 5000 头，日产鲜奶 130
吨，全年总产值 2.5 亿，辐射带动周边 6.5 万亩的青贮
牧草种植，牛粪无害化处理后可满足 2 万余亩农田施
肥需求，年均为村集体增收 30 余万元，股民收入翻了
一番，成为自治区西部最大的原奶制造基地。

截至 2022 年底，全市市级以上农牧业产业化龙头
企业 272 家，其中国家级龙头企业 8 家（居全区第二
位），自治区级龙头企业 105 家（居全区第一位），市级
龙头企业 159 家。这些企业产业优势突出，经济实力
强，发展前景好，带动农牧民增收效果显著，在深化农
企利益联结机制和农村牧区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中发
挥了领军作用。

产业联合体“联”出新路子

建立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将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
和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联合起来，有利于打
破产业之间的“孤岛”，打通从农业生产向加工、流通、
销售等环节的连接路径，以实现农业产业链不同环节
的有效衔接、多种要素的融通共享，有效推动现代农牧
业发展，助力农牧民增收。

近年来，巴彦淖尔出台多项政策，支持农业产业化
联合体发展，重点培育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通过订单农业、入股分红、托管服务等方
式，将小农户融入农牧业产业链。

作为全国大型肉羊出栏地区，肉羊产业是巴彦淖
尔的优势特色产业，肉羊产业也是农牧民一项重要的
经济来源。家住临河区狼山镇的李科祖祖辈辈以养羊
为生。“在父辈那一代，受养殖方式、基础设施、物流等
多种因素限制，一年忙到头，养羊的收入不足两万元。”
李科介绍道。

从 2017 年，草原宏宝公司开始打造“企业 + 合作
社 + 牧民”种植养殖联合体。企业提供优良品种和养殖
技术，推行断奶后育肥，让牧民将羊羔养到商品羊的标
准，企业以保护价收购。“养羊现在是很赚钱的营生，一
只羊有 100～200 元的利润。”李科说。

从“舍饲圈养”到“规模养殖”，从“粗放喂养”到“有
机配方”，从“单一生产基地”到“产业示范园”……如
今，我市肉羊屠宰加工企业、规模化养殖龙头企业与农
牧民探索形成了“订单契约型、企业 + 专业合作社 +
农户型、企业 + 基地 + 农户型、服务协作型、股份合作
型、公司 + 牧场 + 农牧户型”等利益联结模式，涌现出
五原县青青草原公司养殖基地租用模式、临河区富川
公司投资入股合作模式、草原宏宝公司风险共担、互利
共赢经营模式、金草原公司放母收羔模式等一批引领
农牧业产业发展的新典型，紧密的合作模式让养殖户
收入大幅提高，公司养殖规模迅速扩大。

肉羊产业是巴彦淖尔农牧业产业化联合体的一个
缩影。今年以来，农牧业产业化联合体以龙头企业为引
领、农牧民合作社为纽带、家庭农牧场为基础，通过
完整的产业链把农牧户、合作社和加工企业联系
起来，通 过资金、技术、品牌、信息等 要素 融合 渗
透，形成比较紧密稳定的联结合作关系，降低了
交易成本，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拓宽了农牧民增收致
富的渠道，拉长了农牧业产业链条，有效推进农村牧区
一二三产业融合。

现在，巴彦淖尔市 61.5%的农牧户通过土地流转、
订单、购销合同、用工、基地、联合体、合作社等方式，与
农牧业产业化企业建立了紧密型农企利益联结机制。
截至目前，全市已有市级以上农牧业产业化示范联合
体 67 个，其中，自治区级示范联合体 40 个，市级示范
联合体 27 个。联结 220 家企业、316 个农牧民专业合
作社、69 个家庭农牧场、168 个生产性服务组织、种植
养殖大户参与农牧业产业化联合体经营。

（据《巴彦淖尔日报》）

内蒙古：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双减少”

赤峰市元宝山区：西瓜产业开辟“甜蜜”致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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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企利益联结机制
打造乡村振兴“新引擎”

初夏时节，内蒙古托克托县产业园 62 家企业发展
势头正旺，以大唐托克托发电、久泰新材料、常盛制药、
金河生物等为代表的一大批优势产业正在开足马力、
加紧生产。在各个工厂车间内，大家都铆足干劲、集中
精力投入到紧张忙碌的生产工作当中，产业园内呈现
出一片欣欣向荣的大好景象。

近日，在常盛制药有限公司厂区内，工人们正在赶
制产品、完成订单，生产车间里，出库、装袋、打包等各
个工序上的工人正有序生产，各岗位战斗力十足，纷纷
在生产线上秀出最美的劳动身影。

清晨，当一抹阳光洒下，大唐托克托县发电有限公
司机组车间内头戴安全帽的工作人员通过对讲机指挥
天车对设备进行吊装，抢抓时间对机组进行检修，该电
厂是目前世界在役装机规模最大的火力发电厂，年发
电能力 350 亿千瓦时以上，年发电量约占北京地区社
会总用电量的 25%，是京津唐电网重要的电源支撑点。

夜幕下，内蒙古久泰新材料有限公司的厂区灯火
辉煌，工人们正在日夜兼程的在各个生产车间内忙碌，
加紧时间在对设备进行例行调试工作，随着中控室传
回的数值显示正常，甲醇全面生产的准备工作已全部
完成。

当前，托克托县正加速推进产业集群发展，县委、
县政府将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
展格局，围绕千亿级产业集群，加快推动电力、化工、生
物医药、先进材料等优势产业领域建设力度，为推动县
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带来一片曙光。 （乌力更）

内蒙古托克托县：

“群”力以赴忙生产
产业集聚势正足

瓜蔓间藏着的一个个圆滚滚的西瓜长势喜人

哈拉嘎台嘎查苜蓿种植区

阿拉善白绒山羊

（上接 1 版）
清水河县宏河物流有限公

司总经理王东说，今年宏河物流
园区已经外运煤炭 230 万吨，
非煤类商品 50 万吨。物流园是
清水河县工业产品外运的配套
工程。物流园采购 100 多辆新
能源重卡，采用全封闭无尘设备
运送，以绿色为先导，将园区打
造成为呼包鄂榆城市群、黄河

“几”字湾以及内蒙古向北开放
的重要综合物流枢纽节点。

近年来，清水河县工业产业
结构得到调整优化，发展模式持
续转变。
这些得益于清水河县坚持走以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
质量发展新路子。牢牢抓住绿色
化这个牛鼻子，推动产业结构转
型升级，将绿色循环发展贯穿工
业经济发展全过程。聚焦延链、
补链、强链，推动旭阳中燃扩能
技改、三联化工搬迁技改，有效
改善园区化工产业结构单一现
状，进一步提升化工产业链水
平，建材产业、高岭土产业不断
壮大，百万吨高岭土产业园强势

推进，传统产业得到升级改造、
产品科技含量不断提升。

按照“新能源 +”发展思路，
强基础，谋发展，助推新能源产
业快速发展，开工建设了一批新
能源项目。“风光无限”的新能源
产业，正在成为清水河县最具发
展前景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得到贯
彻落实，可持续发展能力明显提
高，绿色、低碳、循环产业发展格
局正在形成。下一步，清水河县
继续将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内
化于心、外化于行，严格落实“双
碳”“双控”要求，把节能减排降
耗作为硬约束，倒逼产业转型、
技术升级，不断提高工业企业的

“含金量”“含新量”“含绿量”。
可以说，清水河县工业园区

产业投资强度和园区发展态势
难得一见。依靠“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的强劲动力，走出了一条亮
眼的“上扬曲线”：一季度规模以上
工业总产值完成 28.02 亿元，同
比增长 101%;增加值同比增长
105%。增速在呼和浩特市排名
第一。

清水河县：工业经济“绿意”浓

让阿拉善白绒山羊名“羊”天下 “绒”耀全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