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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走深走实

“五、四、三、二、一，启动！”3 月 15
日，兴安盟乌兰浩特市和平街各族群众
代表上台将手按在大屏幕上，随着数秒
倒计时结束，礼花在大屏幕上绚丽绽
放，乌兰浩特市和平街 2024 年“石榴
籽”邻里文化大集正式启动。

伴随着优美的音乐，身着各族服饰
的居民翩翩起舞，她们裙摆飘扬，瞬间
吸睛无数，民族特色乐器也轮番上阵，
合奏乐曲旋律悠扬，京剧表演让观众在
高亢悠扬的旋律中，零距离感受到国粹
艺术的无穷魅力。“邻里文化大集活动
让我们体会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生活
在这样一个相亲相爱的社区里，我们感
到非常幸福、非常快乐。”观看了文艺演
出的社区居民黄玉萍如是说。

以食为媒，精心打造的美食制作
“石榴籽”小课堂也十分火爆。讲师用通
俗易懂的语言详细为居民讲解蒙古族
特色奶茶的制作方法，在笑声与炊烟萦
绕下，一锅奶香四溢的奶茶制作完成。
大家围坐在一起，品美食、话家常，浓浓
邻里情在热腾腾的奶茶中传递。

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传承
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各民族
交往交流交融，连日来，兴安盟各地陆
续举办了丰富多彩的“石榴籽”邻里文
化大集活动，各社区、乡镇邀请辖区各
族群众欢聚一堂，看演出、做游戏、话家

常，共享文化盛宴。一时间，赶一场“石
榴籽”邻里文化大集成了居民们期盼的
时髦活动。

走进位于乌兰浩特市的兴安领创·
展示体验中心，展厅里的草编、民间刺
绣、铁板浮雕等特色非遗和文创产品，
承载着兴安文化古老而优良的传统，见
证了时代步伐与身边美好，更见证了文
化的精彩传承。

“大观兴安”主题展厅内，羊毛毡制
作非遗项目传承人王小莲正向非遗爱
好者们传授如何缝制羊毛毡小骆驼的
技艺。“这几天有 10 多位学员正在学
习制作羊毛毡手工艺品，也有很多爱好
者和学员陆续来学习，这里给我们提供
了一个非常好的展示平台。”王小莲说。

游客李女士一边拍照一边说：“在
这里看到了全盟 6 个旗县市的红色文
化、农耕文化、草原文化、剪纸艺术、银
器制作等特色产品，不仅感受到了兴安
盟深厚的文化底蕴，还深刻体会到了民
族团结一家亲。”如今，在兴安领创体验
一次“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盛宴”成
为了市民沉浸式体验的“新风尚”。

在兴安大地上，诸如此类厚植浓浓
“石榴情”的活动遍地花开。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民委贯彻落
实国务院印发《关于推动内蒙古高质量
发展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的

意见》的配套文件明确提出，支持内蒙
古以兴安盟为试点，打造新时代我国民
族团结进步的样板区、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的示范区、向世界展示中国特
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优越性的重
要窗口。

为此，兴安盟在持续推进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盟创建工作中，精
心实施红色教育“十个一”系列活动。包
括走一条红色之旅精品线路、在内蒙古
民族解放纪念馆“经历一段光辉岁月”、
在五一会址“参加一次五一大会”、在内
蒙古党委办公旧址“聆听一次党中央的
声音”、在兴安领创体验一次“中华民族
共有精神家园盛宴”、观看一场红色情
景剧、听一次“六句话的事实和道理”专
题课、学唱一曲《赞歌》《草原上升起不
落的太阳》并聆听一次《赞歌》背后的故
事、赶一场“石榴籽”邻里文化大集、植
一片“枫榆同舟”团结林。

通过开展红色教育“十个一”系列
活动，兴安盟正在以创建全国第一批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 识示 范地 区 为
统领，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工作做得更实、做得更细，有形有感
有效做好各项工作，全力推进各民族团
结奋进，让国家“两区一窗口”试点有名
有实。

（高敏娜 陈艳荣）

作为我国北方重要的绿色畜产
品生产加工输出基地，锡林郭勒草
原有着 18 万平方公里的优质天然
草场，具有发展草原畜牧业得天独
厚的条件。近年来，锡林郭勒盟以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聚焦建设
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因地
制宜实施“减羊增牛”战略，大力发
展以西门塔尔、安格斯牛为主的优
质良种肉牛产业，高质量构建重要
畜产品供给保障体系。

走进锡林浩特市沃原畜牧业有
限责任公司肉牛繁育基地，一座座
宽敞整齐的标准化肉牛养殖圈舍，
如同“联排公寓”映入眼帘，牛舍内，
工作人员驾驶着撒料车沿着食槽投
放搭配好的草料，一头头毛色光亮、
膘肥体壮的西门塔尔牛悠闲地吃着
营养早餐。

“牛群根据不同生长阶段进行
合理分群管理，并搭配不同的粗饲
料和精饲料喂养，其中饲喂的燕麦
草、全株青贮等作物以自己种植为
主。”锡林浩特市沃原奶牛场副场长
庞永介绍，依托全盟肉牛扶持政策，
锡林浩特市沃原奶牛场于 2020 年
启动西门塔尔肉牛种畜繁育基地建
设项目，从澳大利亚引进 350 头乳
肉兼用西门塔尔育成母牛，以“以种
促养、以养促种、种养结合”的发展
模式，走上了优质良种肉牛产业生
态养殖的发展之路。目前，该基地已
获得锡林郭勒盟西门塔尔牛核心群
和锡林郭勒盟种畜场认定，存栏牛
达 950 头，均建立了系谱档案。

“经过几年的发展，基地已初步
形成分级育肥体系。我们将达到种
用标准的牛以种牛销售，将达不到
种用标准的肉牛犊、奶公犊进行前
端育肥，向有条件的地区供应育肥
架子牛，目前已向终端育肥企业供
应了 100 余头架子牛。”庞永表示，
该基地未来将加快建设分级育肥体

系，补齐育成育肥短板，积极培育前
延后伸、横向配套、紧密关联、高度
依存的现代良种肉牛全产业链，并
发展适度规模的肉牛育肥场。同时，
根据 2024 年初锡林郭勒盟出台支
持肉牛产业发展的各项政策，结合
实际，加大硬件设施和技术的投入
力度，提升市场竞争力，带动当地优
质良种肉牛产业发展。

锡林浩特市沃原畜牧业有限责
任公司肉牛繁育基地是锡林郭勒盟
高质量推进肉牛产业发展的生动缩
影。近年来，锡林郭勒盟不断在肉牛
良种繁育、科学饲养、育成育肥、精
深加工上下功夫，着力打造以南部
旗县、沙区和主要水系流域为重点，
西门塔尔、安格斯牛为主的优质良
种肉牛产业带，推动全盟肉牛产业
全产业链发展。

数据显示，从 2016 年开始实施
“减羊增牛”战略至今，锡林郭勒盟
肉牛产业优质良种扩繁取得重要突
破，累计落实专项扶持资金 5 亿元，
共引进优质良种肉牛 10.5 万头，
2023 年牧业年度肉牛存栏增加到
220 万头，良改比重达到 97%，繁成
率达到 83%，安格斯等高端肉牛养
殖规模居全区首位，年出栏肉牛约
90 万头。规模化育肥取得重要突破，
截至 2023 年，全盟有 24 家 500 头
以上规模化肉牛养殖场，10 家 500
头以上肉牛育肥场。肉牛精深加工
取得重要突破，引进培育正镶白旗
额尔敦塔拉、太仆寺旗蒙翼缘、正蓝
旗顺鑫鑫源 3 家专门肉牛屠宰企
业，提升加工层次、延长产业链条，
做足做细“牛文章”。

2024 年以来，围绕肉牛育肥短
板，锡林郭勒盟在产业政策、冬季取
暖、饲草降本等方面持续发力。先后
印发促进半农半牧区肉牛产业发
展、扶持肉牛良种繁育、促进肉牛精
深加工等方案措施，明确盟级财政

计划每年安排 1.2 亿元，重点扶持龙
头企业、农牧民合作社、家庭农牧
场、人畜分离养殖小区，从基础设
施、饲草、农机、育肥等多维度给予
补贴，扶持推广“户繁企育”合作养
殖模式，并支持育肥牛在盟内屠宰
企业精深加工，争取到 2025 年全盟
半农半牧区肉牛舍饲养殖规模达到
30 万头，做到育肥牛不加工不出盟。
肉牛育肥饲料供应方面，扶持本地
饲草加工企业，科学合理种植青贮
玉米，积极引进和扶持全混日粮生
产加工企业，解决饲草料供应价格
高的问题，把控好肉牛育肥饲养成
本。冬季育肥设施建设上，积极利用
新能源、新材料取暖方式，解决冬季
肉牛育肥棚舍提温问题，确保育肥
肉牛持续增膘。

发展肉牛产业，种源问题是关
键。锡林郭勒盟大力发展西门塔尔、
安格斯肉牛产业的同时，也在加快
推进华西牛扩群繁育工作。围绕华
西牛产业发展，锡林郭勒盟制定出
台《加快形成华西牛产业优势工作
方案（2023—2025 年）》，从扩大育
种群规模、建设良种繁育体系、建立
产业链标准体系等方面出台具体措
施，加快形成华西牛产业发展种源
优势，将锡林郭勒盟打造成全国规
模最大、质量最优的华西牛种源基
地。按照计划，到 2025 年，全盟华西
牛育种群牛达到 2.2 万头、核心群牛
达到 1 万头，分别占全国规模的
70%和 60%；建成华西牛种牛场 15
处；全盟范围内推广应用华西牛冻
精 60 万剂，占全国华西牛存栏的
60%。

牛劲十足，未来可期。如今，锡
林郭勒正阔步迈向肉牛产业高质量
发展的新征程，为国家重要农畜产
品生产基地建设和乡村振兴作出新
的更大贡献。

（耿敏）

春光明媚，万物复苏，北疆大地春潮涌动，到处是“抢工期、赶进度”的火热场景，以奋力冲刺一季度开门红。
据悉，今年我区计划实施 1240 个重点工业项目（含在建、续建扩建、新建项目），比去年增加 76 个，总投资规模 2.5 万

亿元，比去年增加近 7000 亿元。年内计划完成投资 6000 亿元，同比增加 1300 亿元。其中，投资 100 亿元以上项目 50 个，投
资 50 亿元以上项目 136 个，项目数量和项目规模均属历年来新高。 （康丽娜）

“年前自家高标准农田仅分红就有
2 万多元，年过得特别舒坦。”正忙着春
耕备耕的赤峰市翁牛特旗乌丹镇大新
井村村民于良喜笑颜开。“尝到了‘高
标’甜头，生活更有奔头。”

从空中俯瞰，大新井村一块块高标
准农田鳞次栉比，阡陌交错，与错落有
致的村舍共同构成一幅秀美田园景观。

“去年大新井村完成 3700 余亩高
标准农田建设，采用‘新模式’实现‘地
尽其用’，年底 72 户 159 名村民分红
136 万元。”大新井村党支部书记王振
说。

高标准农田一头连着粮食安全，一
头连着农民增收。赤峰市翁牛特旗积极
探索“分权、分钱、不分地”新模式，让高
标准农田成为农民致富、合作社增收、
村集体经济壮大三方共赢的良田沃野。

分权，即村民将土地使用权交由村
集体经济股份合作社负责，由合作社将
土地资源整合，原有山坡地改为高标准
梯田地，统一进行机械化作业，将“三跑
田”变为“三保田”。

“分散土地资源整合后建设高标准
农田，实行统一耕种、统一管理、统一收
获、统一销售，实现了‘统种共富’的局

面。”翁牛特旗农牧局副局长翟永强说，
土地资源得以充分利用，体现高标准农
田之“高”：完善的农田基础设施实现节
水节电节药节肥，促进农民增收，同时
梯田作为骨架为机械化作业和规模化
经营创造了有利条件，梯间还可整修
4—6 米宽作业路，栽植植物，形成田、
水、林、路综合生态防护体系，农田土壤
保水率达 90%、保土率 95%。

“建设高标准农田后农作物产量前
后对比十分明显，我们村去年的谷子产
量由每亩 300 斤增至 500 余斤。”大新
井村委会副主任、兴农农机专业合作社
理事长王海志说，“看到产量红利后，去
年村民入社高标准农田亩数达到 4620
亩，同比增长 30%以上。”

在村民将土地入社之前，村“两委”
采取“支部提议、两委商议、村民代表评
议、村民代表大会决议”的方式进行民
主协商，由工作组逐户引导村民签订协
议，并统一发放入社证书。“村民将土地
交由企业或合作社经营，所有权保持不
变，此为‘不分地’。”王海志说。

“分钱”，即合作社按照标准向农户
支付土地租金，为保底性分红；土地经
营获取收益为收益性分红，85%给老百

姓，12%用于合作社扩大生产，3%壮大
集体经济。

“分钱的事儿我来说，我家 30 亩闲
置土地一年‘白拿’2 万多。”村民于良
接过话，一笔一笔算着自家幸福账单。

于良一家三口均为无劳动能力人
员，家中 30 亩土地无人打理，在村委会
引导下土地入了社，种植谷子收益分得
22227 元。“低保、养老金、养老补助、粮
食补贴、草原禁牧补贴……党的政策
好，我家的幸福日子少不了。”于良说
道。

“依靠勤奋和努力每个村民都能创
造自己的幸福生活。”王振说，土地入社
后，不少村民成为闲置劳动力，利用农
忙时为合作社打工，根据工种每天可赚
100—300 元，又是一笔可观的收入，

“我们村王宗庆，去年农忙时担任机械
操控手，21 天收入 6000 多元。”

今年，翁牛特旗计划建设旱作高标
准农田 13 万亩，4 年累计建设 50 万
亩，有力推动土地、人才、资本、技术等
生产要素集约化经营，激发乡村振兴的
内生动力，让梯田真正成为翁牛特旗农
民的粮囤子和钱袋子。

（肖璐）

（上接 1版）

农资保障“护”春耕

农资储备“粮草足”，春耕备耕“有
底气”，农资保障是确保春耕生产顺利
推进的关键。

随着春耕序幕的拉开，农资产品销
售按下了“快进键”，赤峰市林西县农牧
局农技人员提早深入各乡镇村组，开展
种植意向及技术需求等调查，为科学制
定全年农牧业生产规划打好基础。

在五十家子镇基层供销合作社内，
前来咨询和订购农资的农户络绎不绝。
大马金村村民王怀订购了化肥 50 袋、
地膜 136 捆、滴灌带 40 捆，他欣慰地表
示：“合作社的农资来源渠道正规、价格
实惠、品质有保障，还能电话预订和送
货上门，我们老百姓买得放心。”

为助力春耕备耕，官地镇提前谋
划，全面掌握村民对各类农资实际需
求，精准统计各类农资种类和用量，依
托“三位一体”综合合作组织———官地
镇惠民为农服务有限公司进行地膜、化
肥等农资的统购统销。

农机服务“助”春耕

没有农业机械化，就没有农业现代
化。农业机械化和农机装备是转变农业
发展方式、提高农村生产力的重要基
础。据调度，截至目前，全区可投入拖拉
机 106.6 万台，配套农机具 145.9 万
台，已检修农机具 47.1 万台，能够满足
春耕生产需要。

鄂托克前旗集中发放农机 146 台
助力春耕生产。农机的集中发放，对
今 年 的 春 耕 备 耕 起 到 了 极 大 的 作
用，同时，也对嘎查村的集体经济发
展和以后农牧民的增产增收起到了
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激励广大农
牧民及经营主体提升农业机械化和
社会化服务水平，在帮助农牧民朋

友们开展农牧业生产的同时，更好地
推进农牧业生产规模化、产业化、品牌
化、数字化发展，不断提高农牧业生产
效率和质量，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新的
发展动力。

农技服务“促”春耕

科教兴农，人才强农。内蒙古通过
多种方式让农业科技走进田间地头，多
层次、多渠道、多形式强化技术培训。

为抢抓春耕备耕关键期，近日，鄂

尔多斯市准格尔旗农牧业综合服务中

心带领培训团队，深入苏木乡镇，开展

春季农机安全生产暨农机技术培训会，
向农民推广高效的农业生产技术，送来
一场技术服务“及时雨”。

“举办农机技术培训，就是要及时
解决种植户在春耕生产过程中所遇到
的难题，进一步提升农业生产技术水
平。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大农业生产
技术培训力度，继续推广新机具、新技
术，为促进粮食增产、农业增效、农民增
收，贡献农技力量。”准格尔旗农牧业综
合服务中心乡村振兴室主任刘欢说。

当前正值露地冷凉蔬菜育苗的关
键时期。内蒙古农牧业科学院蔬菜花卉
所近日在托克托县郝家窑村举办了

“2024 年农牧业科技转移转化资金项
目‘冷凉蔬菜种植技术示范推广’培训
会暨科技特派员团队培训会”。

培训结合工作经验和典型例子，用
通俗易懂的语言，深入浅出地讲解了蔬
菜穴盘育苗、栽培管理、病虫害防治等
农业相关知识。

目前，托克托县科技特派员一共有
9 个团队，从 2023 年开始服务全县的
农牧业科技，每个团队每年参与 4 次培
训，辐射带动周边种植养殖农户，近几
年科技特派员在农业生产中发挥了重
要作用，特别是在乡村振兴上，以科技
特派员团队带动周边、服务周边，带动
更多农民增收致富。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内蒙古
将季季接续、茬茬压紧、环环紧扣推进
粮食生产，坚决打好春播粮食生产第一
仗。多管齐下、多措并举，不误农时落实
好稳面积、提单产具体措施，锚定更高
目标，在春天播种希望，为全年农事生
产谋好局、开好头、起好步，用辛勤耕耘
描绘着龙年最美生活图景。

红色教育“十个一”
共绘共画“同心圆”

“牛”劲十足“畜”势腾飞
———锡林郭勒盟着力推动肉牛产业全产业链发展

内蒙古计划实施 1240 个重点工业项目

分权分钱不分地

赤峰市翁牛特旗让旱作高标准农田地尽其用

内蒙古：绘好“春耕图”孕育“丰收景”

杭锦后旗小麦播种 张天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