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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株辣椒苗上挂果几十个，这长
势真喜人。”

“这个辣椒品种好，成熟度一致，挂
果多，意味着产量、品质都不错。”

为了提高辣椒种植户的种植水平，
激发种植热情，近日，巴彦淖尔市五原
县银定图镇蒙仓商贸公司组织开展辣
椒种植户比武争星活动·活动现场，47
株辣椒“热辣”亮相，参加活动的都是当
地的辣椒种植户、农业合作社，根据辣
椒果实大小、果形、挂果量、色泽等指标
综合评定。

“这几年，农民种植辣椒的收入非
常不错，生活也越来越好。今天，我拿出
一苗最好的辣椒来参加比赛，用这种方
式来庆祝辣椒的丰收。”银定图镇胜利
村村民陈继光说。

比赛开始后，工作人员逐个对参赛
的辣椒进行点数、称重并记录数据。随
后，再由评委对辣椒的品质进行初步观
察和评估，如辣椒的色泽、饱满度等品

质作为辅助参考。经过激烈角逐，一批
优质产品脱颖而出，组委会分别选出一
等奖 2 名，二等奖 2 名，三等奖 2 名，鼓
励奖 20 名。

“椒王”争霸，自有绝技。银定图镇
宏胜村种植户何素平选送的辣椒产品，
在众多参赛产品中获得本次比武争星
活动的一等奖。他种植的辣椒一穴单株
挂果 69 个，色泽、均匀度等综合指标俱
佳。此次获得冠军并非偶然，何素平种
植辣椒已有 2 个年头，他不断学习新的
栽培技术，引进高产、抗病的辣椒品种
种植。今年，他种植了 20 亩辣椒，亩产
3000 公斤左右。他说：“我今年种植的
辣椒品质、香辣型、色泽都不错，采用的
是膜下滴灌技术，节水节肥还省工。辣
椒也不愁销，有收购商统一收购，供给
山东、四川的生产商，还有一部分辣椒
发往了韩国，特别受青睐。”

以赛促产，产赛融合。此次比武争
星活动的举办不仅激发了辣椒种植户

的种植热情，也在广大种植户中营造了
比学赶超的良好氛围，有力地推动了辣
椒产业的发展。

近年来，银定图镇围绕“党建引领，
产业富民”的发展理念，在宏胜村四组
建设千亩辣椒科技示范园区，集中连片
种植辣椒 1000 亩，形成“千亩一个园、
千米一条线、百亩一块田”的示范园区，
为全镇辣椒产业发展总结经验、推广模
式，着力构建“一村一品一镇一业”的发
展格局。同时，构建了“党支部 + 合作社
+ 企业 + 农户”的产业化发展模式，通
过这种模式吸引更多优质企业、合作社
到银定图镇参与辣椒园区建设及产业
发展，进一步延伸辣椒产业链条，增加
出口贸易业务，多渠道持续增加农民收
入，推动全镇辣椒产业健康发展。“通过
党建引领，把党员干部和群众的力量凝
聚起来，共同推动辣椒产业发展。同时，
也通过这种产业化发展模式，实现了各
方利益的最大化，企业有了稳定的原材

料供应，合作社有了发展壮大的空间，
农户有了稳定的收入来源，真正实现了
互利共赢。”银定图镇党委书记陈书勤
说。

为进一步提升辣椒附加值，保障农
户收益，银定图镇实施了“耕种管收加
储销”半托管全程社会化服务，在农资
供应、农机农技服务、劳务服务、利益联
接等方面，实现小农户经营和规模化经
营有机结合。

在种植管理环节，配套引黄滴灌、
水肥一体化等节水控水设备，全面推广

“五良”“四控”农业技术，积极发挥“辣
椒科技小院”政产学研用功能，甄选推
广适应当地水土条件的高产稳产辣椒
新品种，保障辣椒丰产丰收。“通过实施
耕种管收加储销一体化，不仅提高了辣
椒的附加值，还降低了市场风险，增强
了产业的竞争力。”银定图镇蒙仓商贸
公司负责人张靖说。

（吴莹 杜贵宝）

庆祝丰收 弘扬文化 振兴乡村

连日来，在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
沙海镇金沙湾同托水产养殖基地的南
美白对虾迎来丰收，养殖户正在忙着
收虾。起网、分拣、称重、打包……一
派忙碌的景象。被打捞上来的南美白
对虾在网里活蹦乱跳，个大肉肥、色泽
鲜亮的对虾一经捕捞上岸，便被前来
购买的客人抢购一空。

金沙湾同托水产养殖基地主要养
殖白美对虾、鲈鱼、鳜鱼、草鱼、花白鲢
等水产品，同时进行虾苗繁育。基地
建立 15000 平方米的虾苗繁育基地
及 500 亩南美对虾养殖基地，着力打
造集科研生产、旅游观光、休闲垂钓、
科普教育等功能于一体的水产养殖基
地。目前，已引进 400 万虾苗，预计每
亩收益 1 万余元。

金沙湾同托水产养殖基地负责人
说：“今年的南美白对虾很受消费者喜
欢，为了保证产品鲜活，我们都是现捞
现卖”。

据了解，南美白对虾因具有耐低
盐、生长快、抗病力强、离水存活时间
长等优点，成为世界上公认的优良养
殖品种之一。目前金沙湾同托水产养
殖基地南美白对虾水产面积共有 500
余亩，亩产量在 400 斤左右，主要销
往陕坝镇、临河区及鄂尔多斯等地。金
沙湾同托水产养殖基地依托丰富的水
资源，大力发展特色水产养殖，并向养
殖户提供养殖配套的技术支持，同时
还雇佣了周边新乐村村民 3～4 人工
作，200 元 / 天，每人年收成增加 2.4
万元。

下一步，沙海镇将继续发展壮大
特色产业，综合考虑市场需求、产业结
构和养殖技术，依托对虾基地，聚焦产
业振兴，积极探索农旅融合发展的新
路子，推动产业升级促进规模化经营、
产业化发展，带动更多农户增收致富，
实现以产业振兴乡村经济的目标。

（吴红）

今年，乌海市兴霞农民专业合作社在海勃湾区千里山镇团结新村试种
谷子获得成功。如今，60 亩谷子丰收在望。 （石历增）

眼下，正值青贮玉米收获的季节，
也是储备青贮饲料的关键时期。为全力
做好青贮玉米收割工作，备足牲畜越冬

“口粮”，连日来，阿拉善盟孪井滩生态移民
示范区抢抓农时，全面启动青贮玉米收割
工作，做到成熟一块、收获一块、平整一
块，为牲畜越冬度春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阿敦高勒嘎查的田间，大型玉米
青贮收割机正穿梭在茫茫的“青纱帐”
里交替作业，一排排玉米被快速整齐切
割、粉碎，随后被抛入与收割机并肩前
进的卡车车厢内，机器的轰鸣声奏响了
秋收“进行曲”。

阿敦高勒嘎查农民代建军说：“我
今年种了 160 亩地的玉米，计划全部收
青贮，从年初的种子选取到后期的田间
管理我们都下了功夫，再加上今年的雨
水好，我们产量还不错，一亩大概是
3.6—3.7 吨。”

青贮玉米具有“周期短、成熟快、种
植密、产量高”的特点，作为饲草料，青
贮玉米柔软多汁、适口性好、营养丰富、
利于长期保存，是牲畜优良饲草料的来
源和“过冬口粮”，深受养殖大户和企业
的欢迎。在内蒙古富润源农牧业综合开
发有限公司，货车正倾倒青贮，挖掘机
作业不停，在青贮堆成的小山忙碌运
转。富润源作为示范区最大的奶牛养殖
基地，每年大量收购当地青贮玉米，并
提前签好订单，农民不用担心销路，还

能提高收入。
富润源农牧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办公室主任牛军告诉记者：“我们已经
与示范区呼布其嘎查、阿敦高勒嘎查合
作好几年了，他们的玉米品质都挺好
的，发酵后营养丰富、适口性好，还利于
长期保存，很适合奶牛过冬食用。今年
我们计划收示范区当地青贮玉米 4 万
吨，目前已收购 2 万吨。”

近年来，示范区采取“企业 + 合作
社 + 基地 + 农户”的经营发展模式，积
极构建种养循环、粮饲兼顾、农牧结合
的农业产业结构，鼓励引导农民种植青
贮玉米，让种植业和养殖业互动起来，
并通过“订单种植、合同收购”等方式，
为周边养殖场供应饲草，不仅让农民的

“钱袋子”鼓了起来，还为畜牧业高质量
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示范区农牧林水局农牧办副主任
王海燕表示，今年示范区共种植玉米近
7 万亩，预计收青贮玉米 3 万亩，接下
来，他们将紧盯关键时期，主动靠前服
务，组织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做好
农机的协调和故障的排查，跟踪指导青
贮玉米的收割质量、安全拉运等环节，
全力协助种植户和养殖户做好收储工
作。 （胡阳玲）

五原县银定图镇：

做大辣椒产业 增加村民收入

孪井滩生态移民示范区：青贮玉米喜开镰 奏响金秋“丰收曲”
希望的田野

杭锦后旗沙海镇
南美白对虾丰收

人间最美是金秋，五谷飘香丰收乐。
河套大地一派忙碌，农民们虽然弯着腰、淌着汗，脸上却挂着笑容，丰收的快乐写在脸上。
乌金之海，果蔬飘香，硕果累累……人们欢庆丰收的节日，感受丰收的喜悦。
“丰”景阿拉善，谷物盈仓，遍地金黄。一幅幅丰盈图景在阿拉善大地上正徐徐展开……

编者按：

金秋染大地，荞麦话丰收。眼下，
巴彦淖尔市乌拉特中旗石哈河镇旱
作荞麦进入丰收季，农民们趁着晴好
天气抢收荞麦，确保“颗粒归仓”。

走进郜北村连绵起伏的荞麦田
里，一株株颗粒饱满的荞麦穗在秋风
中随风摇曳，阵阵荞麦香扑面而来，
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在田野里往
返穿梭作业，一幅美丽的田野丰收图

呈现在眼前。贾瑞卿是当地远近闻名
的种植大户，今年，他种植了 280 亩
荞麦，为了提高秋收效率，贾瑞卿雇
了一台收割机，不到 1 天时间就全部
收割完毕。“今年雨水好，荞麦长势挺
好，亩产预计 200 斤左右，比往年亩
产提高了，算是个大丰收年。”村民贾
瑞卿说。

据了解，今年石哈河镇共种植荞

麦 6000 亩，平均亩产量可达 200
斤，较去年提高了 120 斤。截至目前，
收割工作已完成 85%。此外，石哈河
镇其他旱作农作物产量也出现大幅
增加。今年，该镇共种植旱作小麦 6.8
万亩，平均亩产 120 斤，较去年提高
了 60 斤；种植油菜籽 1.3 万亩，平均
亩产 130 斤，较去年提高了 50 斤。

近年来，石哈河镇以“后山净土·

人种天养”为品牌定位，围绕“旱”字
做文章，聚焦“特”字抓产业，大力发
展生态修复型农业，加快旱作小麦、
莜荞麦等农业新品种引进试验、本地
品种提纯复壮、自然农法和压青轮歇
种植，旱作农作物种植面积稳定在
20 万亩，莜荞麦、小麦进入全国“名
优特新”农产品目录。

（梁超 葛焱宇）

乌拉特中旗石哈河镇 6000 亩旱地荞麦丰收

青贮玉米收割现场

养殖基地
旱地荞麦丰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