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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兴安，金风送爽、山川锦绣、
稻谷飘香。晶莹剔透的“兴安盟大
米”、金黄的玉米、喷香嫩滑的牛肉、
美味的山珍……又是一年丰收时，兴
安盟迎来了一年最美的“丰”景。

“大米好吃!牛肉也香!还有蘑菇、
木耳、酱菜、中药材等各种土特产，看
得我们眼花缭乱!”兴安盟丰收节现
场，乌兰浩特市居民韩女士兴奋地
说。

9 月 23 日，“抓基地 庆丰收 促
和美”第六个“中国农民丰收节”暨兴
安盟首届土特产产业发展成果展示
会上，全盟 108 家企业携 25 大类、
200 余小类的兴安盟农特优产品争
相亮相。

“这次丰收节活动不仅为参展企
业、合作社提供了展示产品和交流经
验的平台，也为本地农特优产品提供
了更大的销售平台，让老百姓买到放
心产品。”兴安农垦集团绿色食品办
公室主任田瑞龙说。

一粒米、一片枫，一头牛。丰收节
现场，兴安盟进行了“兴安盟土特产”
品牌发布推介，首次亮相的“兴安盟
土特产”品牌 LOGO 让人一眼难忘。
LOGO 形象设计以 3 个卡通图像为
主，分别代表兴安盟五角枫、兴安盟
大米和兴安盟牛肉，代表了兴安盟农
林牧共生的生态区位优势，象征着和
谐共生，团结友爱，像石榴籽一样集
群发展。

水净、土净、空气净，兴安盟就是

大兴安岭脚下的生态净土。“兴安盟
土特产发展优势可以用‘净’字来概
括，‘净’不仅是消费语言，更是兴安
盟土特产的立足点和价值点。‘兴安
盟土特产’将以‘规模化、产业化、品
牌化’为目标谋划产业发展方向，落
实产业帮扶政策，做好‘土特产’文
章。”兴安盟农牧局乡村产业发展科
负责人孙明洋说。

今年，兴安盟加大“源在兴安”区
域公用品牌宣传推广力度，持续加强

“兴安盟大米”“兴安盟牛肉”等地理
标志产品知名度、美誉度和产品竞争
力，打好“兴安盟土特产”金字招牌，
不断扩大兴安盟特色农牧业品牌影
响力。

“我看到许多本地优秀农产品，
品尝了特别多的美味，兴安盟对于农
产品的开发利用、政策扶持十分完
善，促进了当地农牧产业发展，我会
把这些产品也推广到我们的国家。”
来自孟加拉国阿蓬尼巴什媒体服务
公司的主持人、记者阿芙玲·那哈儿
说，琳琅满目的兴安盟产品让她沉醉
其中。

种好塞外粮，丰盛中国碗。今年，
兴安盟广大农牧民和农牧工作者克
服了极端天气和市场环境带来的不
利影响，农业有望迎来“十四连丰”、
牧业保持“十连稳”，玉米、水稻、肉
牛、奶牛等优势特色产业不断发展壮
大，巩固了脱贫成果，涵养了小康成
色。 (刘也 李烨琳)

九月的莫力达瓦，大豆飘香、秋收
正忙，巍巍兴安岭，滚滚呼伦水，美丽富
饶的呼伦贝尔，自然资源禀赋得天独
厚，素有“绿色净土”“北国碧玉”的美
称。近年来，呼伦贝尔市委、市政府坚持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紧紧围绕建设国
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总体目标，实
施农牧业增量增质发展行动计划，农牧
产业发展量质齐升，为全市经济社会稳
大局应变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政策 +领导”
夯实农牧业高水平统筹格局

古诗云：“稻花香里说丰年。”在莫
力达瓦，呈现着“豆花香里说丰年”的喜
悦景象。莫力达瓦作为全国重要商品粮
生产基地，农牧业产业化由小到大，由
弱到强，取得了长足发展，成为呼伦贝
尔市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阵地，大豆更
是成为具有区域品牌效应的特色农作
物。

今年的呼伦贝尔丰收节活动分为
两个阶段进行，农历秋分这一天(9 月 23
日)，呼伦贝尔各地举办丰收节系列分会
场活动。9 月 26 日，盛大的主会场活动
在莫力达瓦腾克镇腾克达斡尔民俗村
举办，通过农民技能展示、丰收盛宴、乡
村体验、农民文艺展演、首届呼伦贝尔
市“丰收杯”篮球赛(村 BA)等多个互动
环节，让参与者共同庆祝丰收的喜悦。

“庆丰收 促和美”是本次丰收节的
主题。一个朴实的主题，一份庄严的宣
告：农牧民的丰收、社会的和谐美好，离
不开党的领导，离不开政府的好政策。

近年来，呼伦贝尔市按照自治区党
委、政府的工作部署，聚焦“五大任务”，
充分发挥党委、政府高位引领推动作
用，全力推进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
地建设。持续加大向上争取力度，积极
主动做好有关事项和项目服务保障工
作，加快推动争取事项、项目落地落实，
助推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绿色发展、高
质量发展。按照“扩大数量、增加产量、
提高质量”的要求，发挥市委牵头抓总
作用，制定 2023 年重点工作任务书和
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工作方案，
明确 26 项重点任务，分解至旗市区，细
化制定粮食生产、设施畜牧业、奶业振
兴、耕地质量提升、草产业发展、种业振
兴、农畜产品精深加工、农牧业经营机
制创新等 12 个行动计划，每个行动计
划配套制定重点任务清单、项目资金支
撑清单、技术支撑清单和管理办法清单
4 个支撑清单，同步成立 12 个工作专
班，进一步压实责任，逐级压茬推进。

通过自上而下紧密联动的工作推
进，呼伦贝尔市今年上半年一产增加值
完成 40.27 亿元，增长 8.3%，高于全区
0.9 个百分点，高于上年同期 1.3 个百分
点，超额完成既定目标。这一组亮丽的
数据，彰显着呼伦贝尔市农牧业高质量
发展的累累硕果，也亮出了呼伦贝尔市
委、市政府高位推动农牧业绿色高效发
展的底牌。

“科创 +农机”
闯出农牧业高质量发展之路

五谷丰登，并非仅仅来自风调雨顺

的自然馈赠，更来自科学的顶层设计和
广泛的基层创新。

“种子是农业的‘根’，同样的辛劳，
种子不同，产量就大不相同。咱经过科
学改良后的种子，能实现‘事半功倍’的
收成呢。”在莫力达瓦丰收节活动开展
之际，一个身影已经迫不及待地向前来
围观筹备过程的农民讲解种子繁育的
过程和莫力达瓦黑土地适用的大豆品
种，他就是呼伦贝尔市中农种业有限公
司的负责人李庆国。

李庆国在以实际行动践行“科技助
农”，而龙运农机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
辛再学则是专注于提升农机装备水平。

“有了科技与狠活的小种子，也要配合
高效的机械化生产方式，产量才能真的
提上去。”辛再学说。

辛再学与李庆国各自产业间的配
合，正是莫力达瓦“科技创新应用 + 农
机装备水平建设”联动模式的缩影，以
科技创新育种为“驱动力”，农机装备带
来的高效生产方式为“执行力”，提升农
业科技成果转化能力，有效增强农产品
自主创新力、持续发展力和市场竞争
力。

“优化 +振兴”
打造农牧业高蓄能特色产业

秋收的喜悦远不仅农业方面，呼伦
贝尔草原面积 1.5 亿亩，其中天然打草
场 3000 多万亩，生长着碱草、针茅、苜
蓿、冰草等 120 多种营养丰富的牧草，
素有“牧草王国”之称。每年 8—9 月，内
蒙古草原进入牧草收获季，牧民们开着
机器割草、晾晒、打捆，为牲畜储备过冬
饲草。

9 月初，在鄂温克族自治旗好力宝
嘎查牧民满都拉家的 3300 亩天然打草
场，看着厚厚的牧草，满都拉预测今年
能打 800 多捆，足够家里 30 多头牛和
1000 多只羊过冬。“今年雨水充足，牧
草长势非常好，我想再购置一些打草设
备，干起活来更快，更省劲。”

草场的繁盛，对应的是畜牧业发展
的良好势头。

草原上，膘肥体健的牛群、羊群悠
闲觅食；田野中，一望无际的麦浪随风
起伏……在呼伦贝尔广袤的大地上，农
牧产业增量增质发展的新时代号角正
在吹响。

牢记殷殷嘱托，呼伦贝尔市始终秉
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导向，以农牧产
业增量增质发展为契机，坚持产业化理
念、工业化思维、市场化导向，农牧业产
量持续增加、结构不断优化、效益稳步
提升，为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
地迈出坚实步伐。

农牧业增产丰收绘制乡村振兴蓝
图，呼伦贝尔市正向着农牧产业增量增
质、农村牧区宜居宜业、农牧民富裕富
足迈出新步伐。

(郭成)

呼伦贝尔 / 兴安盟：耕耘之美

肩担使命 不负美誉

兴安盟：种好塞外粮，丰盛中国碗

“粮”辰美景丰收正忙，“畜”势勃发牧歌欢扬。金秋的呼伦贝尔大地，五谷丰登、瓜果飘香、
牛羊肥壮，现代农牧业蓬勃发展。一幅现代农牧业蓬勃发展的画卷徐徐展开……兴安大地，稻
谷飘香。广大农牧民和农牧业工作者奋力践行“种好塞外粮，丰盛中国碗”的光荣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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