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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甲龙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张国凤 文/图

截至2020年，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隆德
县通过大力发展特色种养业，带动农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增加 4468元，88%的贫困人口通过发
展特色优势产业脱贫致富。

今年以来，隆德县立足新起点、新阶段，着
力打造冷凉蔬菜、草畜产业、中药材、马铃薯等
特色高效农业，顶层规划产业布局、健全产业
链条、夯实产业发展基础，为巩固脱贫攻坚成
果、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平稳过渡提供强大产
业动能，力争全年农牧业增加值达到 6.9亿元，
在去年的基础上增长3%。

创建冷凉蔬菜产业发展区

“回乡创业这两三年来，县委、县政府从土
地流转、拱棚搭建、水利基础设施、订单销售等
方面给予了我们很多的优惠政策和帮助，去年
在联财镇种植的300多亩小番茄和辣椒就收入
了700多万元，带动当地120户老百姓户均增收
约 1.5万元！”宁夏金隆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负责人赵志仁笑得合不拢嘴，言语间满是感激
之情。

尝到了甜头的赵志仁，今年又在温堡乡流
转土地近 1000 亩，继续种植小番茄和西瓜、辣
椒等冷凉蔬菜瓜果。目前，该基地已基本完成
拱棚搭建，本月月底即将开始播种。

隆德县海拔较高，年平均气温 5.3℃，昼夜
温差大，在渝河流域和甘渭河流域的川道区素
有种植蔬菜的传统。近年来，隆德县按照“因
地制宜、依水布局、集中连片、设施与露天并
重”的发展思路，推行“公司（合作社）+农户+基
地+市场”的经营模式，着力打造渝河、甘渭河
流域冷凉蔬菜产业区，构建集种植、收购、加
工、冷藏、销售于一体的产业链。

与此同时，在沙塘、神林、联财 3 个蔬菜
种植示范乡镇,联财恒光、沙塘新民 2 个千亩
永久性蔬菜基地正在建设。10 个占地 50 亩
的大跨度拱棚已开始覆膜，即将开始小番茄
苗点播。

“这是我县聚力打造的第二个冷凉蔬菜示
范区，将带动联财、张楼、辛平、新民等 18 个种
植示范村，新增设施蔬菜 5000 亩，扶持发展蔬
菜产业园区17家，创建神林介实、温堡杜堡‘四
好’蔬菜园区 2 个。”隆德县农业技术推广服务
中心主任柳志星说。

今年起，隆德县还出台支持政策，对农户
种植面积达到 0.5 亩以上给予每亩 500 元补
贴；鼓励企业、合作社开展订单种植，对订单
种植 100亩以上的，给予每亩 100元的补贴；对
企业、合作社、经纪人帮助农户销售 1500 吨以
上，给予以奖代补 10万元，在 1500吨的基础上
每增加一吨，还将给予 50 元/吨的补贴。全县
预计种植冷凉蔬菜 5 万亩，带动老百姓户均增
收 1400元。

构建草畜产业发展新格局

位于隆德县北片乡镇的张程乡和杨河乡
是改县仅有的两个回民聚居乡。记者走进这
里，只见家家户户宽敞的砖瓦房内，新款家用
电器一应俱全，门前屋后的圈舍内，膘肥体壮
的育肥牛、基础母牛俨然成为村民的“自助提
款机”。

“十多年前，我毕业后在外打工两年，挣的
钱还不够娶媳妇呢！”杨河乡红旗村村民冯银
龙笑着回忆说，2004 年，他回乡时偶然看到村
口墙头上“赶着黄牛奔小康”的宣传标语，便在
信用社贷款 2万元，养了 6头本地黄牛，当年纯
收入就达到了1.8万元。

如今，冯银龙家的牛存栏量已达到 150
头。2021 年，隆德县委、县政府推出“出户入
园”政策，对农户新建标准化牛棚500平方米以
上，青贮池 300 立方米以上，存栏西门塔尔、安
格斯肉牛 50 头以上（其中基础母牛 20 头以
上），牛棚每平方米补贴 100 元，青贮池每立方
米补贴 60元；对存栏肉牛 100头以上的规模养
殖场，建设标准化牛棚 1000 平方米以上，每平
方米补贴 100 元，青贮池每立方米补助 60 元；
存栏肉牛 500 头以上规模养殖场，建设标准化
牛棚5000平方米以上，每平方米补贴200元，场
地硬化每平方米补贴80元，青贮池每立方米补
贴60元。借着这股政策的东风，冯银龙联合村
里的 9 个养殖大户，流转土地 25 亩，按照养殖
设施化、品种良种化、管理规范化、防疫制度
化、粪污处理无害化的要求，全力建设标准化
园区。

“目前，我县肉牛饲养量近 8 万头，养牛群

众达到2.8万户，占农村人口的60%。”隆德县畜
牧中心主任庞军宝介绍。为打造宁夏优质肉
牛养殖示范基地，隆德县以标准化养殖为引
领，示范乡村建设为抓手，加快肉牛养殖产业
增量扩规，将建成张程、杨河、温堡、凤岭4个肉
牛养殖示范乡，以此辐射发展观庄田滩、沙塘
锦屏等30个肉牛养殖示范村。

同时，隆德县将选优品种，建成渝河北山
集中连片万亩优质苜蓿示范基地，全县种植青
贮玉米10万亩，补栏基础母牛3000头，实施“见
犊补母”3万头，通过“草畜结合、以草定畜”，形
成“家家种草，户户养牛”的产业链格局。

绘就中药材产业发展蓝图

春风拂面，六盘大地万物复苏，沙塘镇北
源和神林乡观音村等8个千亩中药材规范化种
植基地陆续开始播种。

位于六盘山下的隆德县素有“高原绿岛、天
然药库”的美誉。近年来，隆德县以六盘山道地
中药材黄芪、党参、秦艽等为主导品种，将资源
修复与人工种植相结合，采用“企业+科技+基
地+农户”的发展思路，每年中药材种植规模保
持在3万亩左右，年生产优质中药材2.8万吨（干
品），药材加工企业达到20多家，农民来自中药
材产业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809元。

这几天，随着气温回升，隆德县弘瑞元中
药材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杨敢峰正组织工人起
苗，忙得热火朝天。“这两年，中药材市场行情
逐渐向好，去年种了100多亩，纯收入就达到了
150 万元。”他乐呵呵地告诉记者，今年他又流
转了200多亩，计划移栽黄芪、黄芩等道地中药
材，预计收入会更上一层楼。

据悉，隆德县通过龙头企业的带动，不断
延伸产业链，促进三产深度融合、联动发展。
县里正将招商引进的上药集团、广州香雪等药
企成立产业联合体，建设板蓝根颗粒生产线，
开展中药成分提取、配方颗粒研发，提升中药
材产业科技含量和附加值，构建道地种植、中
药加工、成药制造、康养保健于一体的现代产
业体系。

“这600亩黄芩规范化种植基地，是我们招
商引进的上药集团的基地，在这里常年务工的
有 30 多人，每人每天有 100 元工资。今年，我
县计划通过中药材种植，让神林乡庞庄、凤岭
乡上梁、神林观音等规范化种植示范点的老百
姓年人均增收 1200 元，全县人均增收达到 900
元，总产值达到 3.8 亿元。”隆德县科技局副局
长张科信心满满地告诉记者。

打造马铃薯产业新高地

“我是从小吃洋芋（马铃薯）长大的，对它
有着深厚的感情。”48 岁的潘跟平是隆德县好
水乡人，凭着灵活的头脑和踏实苦干的精神，
前些年成立了瑞平马铃薯专业合作社，专业从
事马铃薯种植和销售，逐渐成为隆德县马铃薯
产销行业内小有名气的老板。

潘跟平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自己去年在
好水乡和观庄乡流转了 1700 多亩地种植马铃
薯，亩均纯收入在 1000 元以上，带动周边 200
多户农户人均务工增收 7000 元。今年他又流
转了 2000多亩地，保守估计纯收入将达 100万
元以上。

多年来，隆德县坚持种薯繁育、鲜薯外销、
淀粉加工、主食开发并进的路子，推动马铃薯
产业一步步发展壮大。今年，隆德县大力开展
马铃薯种薯繁育体系建设，计划建设一级种薯
繁育基地 4.5 万亩，推广一级种薯面积 5 万亩，
使全县马铃薯种薯脱毒化率达到 85%、品种专
用化率达到80%，种植标准化率达到70%，着力
打造以六盘山西麓阴湿区为主的马铃薯种薯
繁育产业带。

据了解，为进一步建立和完善马铃薯脱毒
种薯三级繁育体系，扩大一级种薯示范推广，
今年，隆德县引进宁夏佳立马铃薯产业有限公
司，投资5550万元在观庄乡大庄村建设六盘山
马铃薯高新科技示范园项目。项目建成后,每
年可生产优质脱毒马铃薯原原种2500万粒，原
种1万吨，一级种薯10万吨，商品薯30万吨，带
动全县5000多户农户种植马铃薯10万亩，亩均
产量由 2 吨增长至 3 吨以上，亩均纯收入增加
1200元。

“今年，我们通过企业带动和示范推广，不
断提升全县马铃薯种薯生产量和储备量，有效
提高脱毒种薯应用率，推动优良品种更新换
代。”隆德县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副主任雍
玮基告诉记者，2021 年，全县通过政府采购原
原种 2400万粒，原种 6000吨，新增种薯贮存能
力2.5万吨，总贮存量达6万吨以上。

宁夏隆德：四大“引擎”提供强大产业动能

农民正在大棚中进行蔬菜育苗。

□□ 唐蔚巍 许万里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锐 姚媛

一座座水库碧波荡漾，一块块农田平整如
镜，一条条渠道纵横交错，一股股清泉进村入
户，一张张笑脸写满喜悦……历经 9 年的建设发
展，一幅治水兴水、节水护水、人水和谐的美丽
画卷正在江西省赣州市宁都县这片热土上铺展
开来。

宁都县由于水利基础薄弱、生态环境恶劣等
因素制约了社会经济发展。2012年以来，水利部
响应国家支持赣南苏区振兴发展战略部署，主动
挑起支援宁都的工作重担，推动当地水利事业加
速发展。

多措并举克难关 增强获得感

“过去每天都为吃水发愁，天不亮就要排队
到村头的水井打水。现在好了，拧开水龙头，随
时都可以用上干净卫生的自来水。”固厚乡东排
村 54 岁的陈木秀正在厨房洗菜，喜悦之情溢于
言表。

据统计，“十二五”以来，水利部在宁都农村
饮水安全工程方面投入资金达 3.8 亿元，建成千
吨万人工程19处、百吨千人工程51处。通过建设
农村饮水安全集中供水工程，补助农户打压水井
或引山泉水等措施，有效解决了40万农村群众饮
水安全问题，使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1%，为宁
都如期脱贫摘帽提供了坚实保障。

9 年来，水利部先后派出四名干部到宁都挂
职帮扶，江西省水利厅也先后派出 6 名业务骨干
到宁都帮扶，为宁都培训水利人才 258 人次。水
利部以十大水利工程为重点，帮助宁都做好38项
水利建设和管理改革任务，先后下达水利专项资
金 12.66 亿元，扶持宁都实施 80 多个水利建设项
目，解决了一大批人民群众关心的民生问题。

水患治，民生安。宁都县境内水系发达，洪
涝灾害点多面广，有时一场洪灾就可能冲了家
园、毁了产业，导致因灾返贫。为此，水利部重点
加强对宁都县水利工程建设支援，协同宁都县整
合各方资源，大力实施治水工程，有效提升抗御
水旱灾害能力。在水利部的支持下，宁都县大力
实施了五河治理县城防洪工程和肖田、洛口等乡
镇防洪工程，中小河流治理蔡江、黄陂、东韶等乡
镇防洪工程，永宁和水东水利枢纽工程，石板排
洪渠，“五小”水利，水保重点建设，梅江原水保生
态修复，红旗水闸，好支桥水库等重点水利工程，
目前大部分已完工并发挥效益。

精准施策用良方 开辟致富路

走进固村镇村高标准农田基地，田成方、渠
相通、沟相连、路配套。“有了水，什么事情都好
办，种了 50 多亩优质稻，这茬少说也要赚 6 万多
块！”告别了“望天丘”，农田喝上长流水，喜获丰
收让种粮大户邓庚发笑得合不拢嘴。

青塘镇大棚蔬菜示范基地占地5000多亩，是
目前宁都县规模最大、标准最高、扶贫效果最好
的农业工程。在水利部的支持下，基地根据大棚
蔬菜产业发展需要，建设了52口大井和32公里灌
渠，采用高效节水喷灌技术，还建成高标准排水
渠道，有效解决了基地用水难问题。

水利兴，产业旺。为让群众早日告别靠天吃
饭的困境，水利部精准施策，洪区防洪、涝区治
涝、旱区引水，整合各方资源，大力实施高效节水
灌溉，指导群众兴建高标准农田基地、微喷滴蔬
菜基地、茶叶基地、滴灌果园基地。据统计，目

前，全县已新增供水能力1.13亿立方米，新增节水
能力 0.85 亿立方米，新增恢复和改善灌溉面积
36.58 万亩，新增粮食产能 7.65 万吨，产值 3.06 亿
元，累计受益人口62.56万人。

在水利部的帮助下，总投资46亿元的梅江灌
区项目前期工作正在紧张有序地推进。项目将
于2021年底开工，建成后可惠及全县24个乡镇中
的22个乡镇，受益人口近70万人。

引来长流水，拓宽致富路。在水利的惠泽
下，水稻、脐橙、茶叶、油茶、白莲等农业产业呈现
勃勃生机，越来越多的贫困群众走上稳定增收致
富路。

同心合力治生态 刷新水环境

梅江两岸，杨柳依依，河水潺潺，风景如画，
沿着溪畔的亲水栈道蜿蜒而行，不多久就来到了
一座已经初具雏形的湿地公园，这里是宁都县城
的网红打卡地，几年前却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

那时，这里还是一条彻头彻尾的“垃圾沟”，
河道里堆满了大大小小的袋子，里面装着各种生
活垃圾。在水利部的支援下，宁都实施梅江“一
江两岸”环境治理工程，使梅江的水生态环境发
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治理后，我们宁都变美了，就像大城市一
样，随便从哪个角度拍过去都好看。”摄影爱好者
赖青云说。闲暇时光，到“一江两岸”取景拍照，
已经成为他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2016年以来，水利部支援宁都扎实推进国家
水土保持重点工程建设，综合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205.66平方公里，在赣州市率先建成“国家水土保
持科技示范园”。以河（湖）长制工作为抓手，全
面开展了清河行动，对全县境内河道开展专项整
治，在源头上保护了河湖健康，全县水源水质达
到Ⅲ类水标准。

推开门，打开窗，就是宁都好风光。如今，宁
都的水生态环境越来越优、越来越美，“水清、河
畅、湖美、岸绿”的美好家园正逐步实现。

水 润 热 土 情 暖 民 心
——水利部对口支援江西省宁都县

江西省赣州市宁都县梅江镇长木村村民在家中用上干净、安全的自来水。 曾嵘峰 摄

青海开展脱贫人口稳岗就业行动

今年一季度，青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会同扶贫部
门在全省集中开展了脱贫人口和边缘易致贫人口稳岗就业专
项行动，全省脱贫人口和边缘易致贫人口务工就业规模达到
4.76万人，较去年同期增长18%。

为动态掌握信息、摸清底数，青海省各级人社、扶贫部门
对2.62万脱贫人口、边缘易致贫人口进行入户调查，梳理出有
外出务工、技能培训意愿的人员，采取有针对性的就业帮扶，
助力脱贫人口和边缘易致贫人口就业增收。

青海省各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举办线上线下专场招
聘会 80 余场，共组织 2000 余家企业入场提供岗位 8.5 万
个，为包括脱贫人口在内的各类求职人员畅通求职就业
渠道。

同时，各级人社部门组织各成员单位深入园区企业开展
帮扶慰问，为留守企业员工特别是脱贫人口的员工办政策讲
座、送培训服务和节日礼包等，推进各项措施落到实处。加
大政策落实力度，支持企业开展以工代训，落实培训补贴，帮
助企业稳岗留工。

陈晨

新疆脱贫人口基本医保“应保尽保”

今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医疗保障局通过建立自治区、地
州、县市三级建档立卡脱贫人口和边缘易致贫户参保实名制
管理台账，落实参保资助政策，定期调度参保进度，压实参保
责任，实现建档立卡脱贫人口、边缘易致贫人口2021年度基本
医疗保险“应保尽保”。

“要不是有党的好政策，我哪有钱治病。现在我的病治好
了，可以和哥哥一起打馕赚钱了。”说起大病医疗救助政策，阿
卜杜哈拜尔·托合提瓦柯满怀感激。

阿卜杜哈拜尔是墨玉县乌尔其乡居民，患有先天性脊柱
后凸畸形病。墨玉县医疗保障局于2019年为其垫付医疗费用
总额15.09万元，2020年又及时给予二次救助，如今，阿卜杜哈
拜尔身体已康复，生活逐渐走向正轨。

“2020年以来，墨玉县医疗保障局拿出510万元资金专门
设立医疗救助周转金，先后为 103名已脱贫人口垫付 137.1万
元。”墨玉县医疗保障局党组书记、副局长史高平说。

今年1-3月，全区低收入人员累计申请3139人，审核纳入
救助范围 3056 人，救助 3172 人次，医疗救助金额累计达 1143
万元；全区累计清查自付大额医疗费用脱贫人口 19970人，边
缘易致贫人口 193 人，对符合救助条件的 1613 名困难人员进
行了再次救助，累计救助金额259万元。

赵敏

日前，甘肃省平凉市静宁县威戎镇杨湾村的果农正在果
园里疏花。随着气温回升，静宁县的百万亩苹果花相继盛开，
田间地头呈现一派繁忙景象。

据了解，静宁县果园面积稳定在 100 万亩以上，户均种
植面积达到 10 亩，人均依靠苹果产业增收将达到 7300 元以
上，占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70%以上，苹果产业为巩固
脱贫攻坚成果、助推乡村振兴和决胜全面小康奠定了坚实
基础。

王毅 摄

山东冠县清泉街道
兜底保障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山东省冠县清泉街道通过建立“党建+”兜底保障机制，进
一步落实民政各项社会救助政策，充分发挥民政在脱贫攻坚
中的兜底保障作用，促进乡村振兴。

清泉街道各村通过召开党支部会、党员代表会、村民代表
会，进行研究评议，再次对贫困户中享受最低生活保障、退保
后延期享受低保、特困人员供养、临时救助、困难老年人补贴、
残疾人补贴政策情况进行全面梳理，着重对政策落实不到位、
兜底保障不彻底的问题进行整改，切实补齐工作短板，持续巩
固提升民政兜底保障成果。同时，建立健全低保、困难老年
人、残疾人福利补贴制度联运机制，确保民政兜底政策全面高
效落实。

街道注重深化“救急难”工作机制，充分发挥临时救助在
保障民生工作中的应急保障作用，及时解决城乡居民临时性、
突发性的生活困难。

2020 年以来，发放临时救助金 7.4 万元，救助 45 户，切实
维护了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权益。

目前，清泉街道现有低保户470户919人。特困（分散）供
养人员70户72人，集中供养人员15人。享受重度残疾人护理
补贴 416 人，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 243 人。孤儿、困境儿童及
事实无人儿童共15人。

张冰凌 吴书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