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 美 边 疆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昊

行走在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的沃
野上，一幅幅充满希望的农牧业生产画
卷，如锦绣丹青般在西辽河两岸铺展
开来。

通辽市是农牧业大市，粮食种植面
积和产量居全内蒙古之首，是国家重要
的商品粮基地和全国 23 个百亿斤粮食
生产地级市之一，素有“内蒙古粮仓”

“中国草原肉牛之都”“中国红干椒之
都”的美誉。

近年来，通辽市围绕党中央为内蒙
古确立的“两个屏障”“两个基地”和“一
个桥头堡”的战略定位，坚定不移走以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
新路子，坚持调结构、促转型，稳步提升
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不断向着国家高
质量绿色农畜产品生产基地的目标跨步
前进。

绘制“玉米产业图谱”
形成玉米生物科技产业链

行走在通辽市科尔沁区的田间地
头，一眼望不到边的玉米郁郁葱葱，长
势喜人。在钱家店镇前西艾力村，汇民
盛丰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的理事长
马忠臣正在给周边的种植大户讲授玉
米密植技术。“我都来这地里听了好几
回课了，而且从去年开始就学着人家
做，人家的技术就是管用。”一玉米种植
户感叹。

汇民盛丰合作联社自 2015 年创办
以来，先后在科尔沁区实施水肥一体化
技术和玉米密植技术，实现玉米平均亩
产突破 1000公斤以上，较传统玉米种植
每亩增收 200 公斤，并在 2020 年达到实
收测产每亩玉米 1234.88 公斤的通辽市
玉米最高单产纪录。

“合作联社推广此服务帮助农户及
村集体累计增收多达 4000万元以上，推
广种植面积 30万亩以上，改变种植结构
数百万亩以上，带动了农民和村集体的
共同富裕和进步。”科尔沁区委副书记、
政府区长康晓东表示。

通辽市地处世界“黄金玉米带”，年
玉米播种面积保持在 1500万亩以上，占
全部播种面积的 70%，玉米年产量达到
150 亿斤以上，培育出的玉米稳产高产、
淀粉含量高、霉变率低，是生产氨基酸、
酒精、原料药和优质饲料的重要原料，具
备得天独厚的玉米全株加工全产业链资
源优势。

在开鲁生物制药开发区内，内蒙古
久鹏制药有限公司的二期工程正在加紧
建设中。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刘海民说：

“之所以选择在开鲁县投资建厂，除了当
地招商引资的诚意和发展的强烈愿望
外，更关键是这里的玉米品质佳。”

“目前开鲁县已经形成了玉米淀
粉-土霉素-强力霉素、玉米淀粉-葡萄
糖-利福霉素、玉米淀粉-山梨醇-维生
素C、玉米淀粉-抗生素中间体-头孢等
4 个链条。土霉素和强力霉素产量分别
占全国的 48%和 18%，在建企业投产后，
将占全国的 90%和 80%。”开鲁县委书记
王凤森说。

目前，通辽市有玉米生物产业链规
上企业 16 家，已形成 105 万吨淀粉、58
万吨味精、22万吨氨基酸、35万吨酒精、
8200 吨土霉素碱、5 万吨麦芽糖、13.8 万
吨乙二醇、5万吨玉米油的生产能力。

“十四五”期间，通辽市将推动玉米

全株开发，突出玉米全株产业链建设，聚
焦玉米生物科技，加快推进工业转型升
级，打造世界级小品种氨基酸生产基地、
全国原料药和医药中间体生产基地。继
续引进高附加值玉米深加工项目，完善
玉米产业发展载体，推动全市玉米生物
产业向绿色、精深、高端延伸。稳定发展
现有氨基酸、淀粉糖、变性淀粉、生物饲
料、糠醛等产品，大力发展食品级、医药
级氨基酸、原料药等高端产品，实现资源
可循环利用，建成国家重要的玉米生物
科技产业基地。

绘就肉牛产业发展蓝图
打造全链条肉牛产业集群

“哞哞哞……”伴随着牛叫声，家住
扎鲁特旗乌力吉木仁苏木宝力皋嘎查
的牧民敖门代来像往常一样在标准化
牛 棚 里 搂 捆 草 、拌 饲 料 ，开 始 喂 牛 。
2006 年，敖门代来积极响应旗里黄牛冷
配改良政策，卖掉自家所有的草原小黄
牛，开始采用“全年舍饲、冷配改良”的
养殖模式，也是全苏木第一家一次引进
5 头西门塔尔品种牛的养殖户，开启了
圈养牛的发展新路子。经过多年探索，
敖门代来成功走出一条“全舍饲、全冷
配”的繁殖育肥之路，他所在的家庭农
场也成为当地农牧民学习观摩示范点。

“去年我家的一头 7月龄犊牛卖了 6
万元，这也是我们苏木卖得最贵的牛
了。”敖门代来告诉记者，目前家庭牧场
牛存栏 75头，牛出栏年收入达 100万元，
奶制品年收入达 30万元，人均收入可达
43万多元。

“在敖门代来家庭牧场的带动下，目
前全嘎查牛存栏 3162 头，养牛户超过
72.3%，人均 7.4 头。同时辐射带动周边
嘎查 322户养殖 5000多头黄牛改良新品
种，实现单头牛比原有黄牛增收 3000
元，对全苏木生态保护及牛产业发展起
到了积极引领带动作用。”扎鲁特旗委书
记邵彦军说。

通辽是“中国黄牛之乡”，目前全
市肉牛存栏达到 338 万头，居全国地市
级首位，被农业农村部等部委认定为

科尔沁牛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科
尔沁肉牛优势特色产业集群，被中国
畜牧业学会养牛学分会命名为“中国
草原肉牛之都”。

今年以来，通辽市立足科尔沁肉牛
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国家肉牛核心育种
场，以“西门塔尔牛”为主导品种，自主培
育优质种公牛、组织优质冻精生产和推
广、培育自主品牌“科尔沁肉牛”品种。
目前，全市存栏优质种牛 856头，年生产
优质胚胎 3000枚，特一级优质种牛供种
能力达到300头以上；种公牛存栏181头，
年生产优质冻精350万支，连续12年被农
业农村部列为免检产品。

通辽市围绕饲草种储、母牛扩繁、
养殖育肥、市场交易等环节，引导群众
多角度、多渠道进入产业链条——通
过入股分红、托管代养、场地租赁、饲
草订单等多种方式，引导群众参与产业
发展，开展合作经营，带动群众分享产
业收益；依托 7 个大型肉牛交易市场，
成立肉牛经纪人协会，对肉牛经纪人进
行专业知识、诚信经营等培养培训，着
力打造信誉好、能力强、知名度高的专
业化经纪人队伍。

与此同时，通辽市先后出台《牛产业
发展实施方案》《肉牛养殖保险试点工作
实施方案》《金融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
展若干措施》等系列政策文件，从金融和
政策角度为全市牛产业发展保驾护航。
目前，通辽市有 1260个嘎查村以养牛为
主导产业，32 万户 106 万农牧民从肉牛
产业中获益，全市肉牛贩卖交易和运输
专业大户达到 1万人以上。

绘成绿色新画卷
让生态建设为乡村振兴赋能

走在通辽市科左后旗努古斯台镇科
尔沁沙地“双千万亩”综合治理项目区，
目之所及，天蓝树翠。雨后清风送来阵
阵松香，昔日的黄沙秃岭变换了容颜。
来自开鲁县的一支老年旗袍队一边展示
旗袍风采，一边拍照留影，欢声笑语中洋
溢着幸福甜蜜。

据了解，该示范区治理区规划面积

200 万亩，目前项目已全部建设完成，项
目区植被覆盖率提高至 90%以上，新增
森林活立木蓄积 120 万立方米，形成百
万亩大林场，有效控制风沙危害，实现沙
地增绿、农牧民增收。

“科左后旗遵循自然规律，统筹推进
‘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治理。采取拟自
然林、飞播造林、锁边造林等治沙造林方
式，完成人工造林 60 万亩；对适宜封育
的地块，采取建设围栏、抚育复壮、人工
促进更新和管护等措施封山育林 40 万
亩；对退化沙化草牧场进行全面禁垦禁
牧，利用生态系统自我修复能力，完成自
然修复 100万亩，促进天然更新，形成稳
定的生态系统。”科左后旗委书记解春贺
表示。

科尔沁沙地在通辽市境内有 4086
万亩，占科尔沁沙地面积的 52.7%，全市
有 90 个苏木乡镇，近 200 万人口生活在

“无风三尺土”的恶劣环境中。为摆脱风
沙危害，通辽市委、市政府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开始，坚持不懈地把防沙治沙摆
在突出位置来抓，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
来，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将防沙治沙作为
改善民生、推动乡村振兴、促进经济社会
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工程大力推进，先后
启动实施了“5820”工程、科尔沁沙地“双
千万亩”综合治理工程等一大批防沙治
沙重点工程，取得了显著成效。目前，全
市已有 2066 万亩严重沙化土地、900 多
万亩水土流失土地得到有效治理。通辽
市先后被授予“全国林业生态建设先进
地区”“全国平原绿化先进市”“全国绿
化模范城市”“全国防沙治沙示范区”等
荣誉称号。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通辽市委
书记孟宪东表示，“十四五”期间，通辽
市计划完成科尔沁沙地综合治理任务
1000 万亩，持续恢复沙区林草植被，不
断提高科学防沙、治沙、用沙的能力和水
平，重点发展市场前景好、对农牧民增收
带动强的林草产业，培育一批以名优经
济林、优质牧草为主的林草支柱产业和
产业集中度较高的重点苏木镇场、嘎查
村，让生态化为乡村振兴赋能。

近年来，通辽市大力发展肉牛养殖业，助力农牧民增收致富。张启民 摄

“ 通 达 辽 阔 ”绘 新 景
——内蒙古通辽市汇聚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 吴智萍 刘勇杰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道忠

“按一斤驼奶 30 元的价格，一峰骆驼
一年光卖驼奶就能收入 1 万元，养骆驼一
年纯利润有 30万余元。”近日，新疆柯坪县
盖孜力克镇托万巴格勒村农民阿力木·库
完给产奶期的骆驼挤完奶后，高兴地对记
者说。

阿力木·库完是家中第三代养驼人，
在他的记忆中，牧民们大多是粗放式养骆
驼，一年到头不仅辛苦，还挣不了多少
钱。去年，在盖孜力克镇政府的帮助下，
阿力木·库完获得 20万元无息贷款和养殖
场地，他用这些钱购买了 8峰骆驼。

“盖孜力克镇政府及柯坪县畜牧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会定期指导我们学习奶驼
驯养、集中挤奶、养殖实用技术，目前，我
家的骆驼已达 70峰。”阿力木·库完说。

如今，像阿力木·库完这样靠养殖骆
驼致富的牧民，在托万巴格勒村有近 50
户，其中养殖大户 7户。

柯坪县素有“骆驼之乡”的美誉，养殖
骆驼历史悠久。近几年，柯坪县把骆驼产
业作为支柱产业、富民产业，先后引进新
疆优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新疆新驼乳业
有限公司，建设标准化骆驼养殖基地，打
造集骆驼养殖、产品精深加工、文化旅游
于一体的全产业链，成为农牧民增收致富
的重要举措。

兴产业、带就业。去年，玉斯屯喀什
艾日克村农民艾哈买提·热西丁和儿子在

柯坪县畜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找到一份
饲养员的工作，不仅管吃管住，每人每月
有 2500元的收入，每周还有一天半的休息
时间。据了解，该企业已解决 200 余人
就业。

柯坪县有两千多年的恰玛古种植历
史，种植的恰玛古因富含多种营养成分和
有机活性碱，被誉为“长寿圣果”“沙漠小
人参”，2020 年被评为全国名特优新农产
品。如今，柯坪县立足挖掘恰玛古药食两
用价值，研发了恰玛古口服液、恰玛古酱、
恰玛古酒及冻干粉、面条、面膜等 30 余种
产品。

2019 年底，柯坪县如期实现贫困县摘
帽，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近年
来，柯坪县委、县政府在乡村振兴战略指

引下，继承和发扬脱贫攻坚精神，秉持“小
而精、小而特、小而优”的发展理念，大力
实施“产业强县”战略，采取“企业+基地+
合作社+农户”的发展模式，做大做强柯坪
羊、骆驼、恰玛古、黄杏、铁皮石斛、戈壁特
色设施农业“六大特色产业”，深度推动一
二三产融合发展，为农牧民致富增收注入
源源不断的强大动力。今后，柯坪县将扎
实推进“健康柯坪”建设，深度对接市场需
求，填补相关领域空白，大力发展中草药
种植、药品食品研发、休闲旅游等康养产
业，全力构建大健康、大康养、大文旅深度
融合的发展新格局，把康养产业做成绿色
产业、明星产业、幸福产业、朝阳产业，把
柯坪县打造成高品质休闲体验的康养疗
养福地。

新疆柯坪县：

六大特色产业开拓农牧民增收新路

湖南洪江市安江镇下坪村：

拧成一股绳，共建幸福家园

□□ 李林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杨娟

一走进湖南省洪江市安江镇下坪
村，就忍不住想放肆呼吸。

青山绿水、鸟语花香、满眼苍翠、步
步皆景。这是属于大自然的馈赠，更是
近年来每一个下坪村人用心守护家园的
成果。

下坪村坐落于雪峰山下、沅水河畔。
然而，过去的下坪村，山水也曾黯然失
色。如今，全村拧成一股绳，朝着“村美、
家美、人更美”的目标努力奋斗。2019年，
下坪村被评为“国家森林乡村”“怀化市同
心美丽乡村”。去年，下坪村摘得“湖南
省乡村振兴示范创建村”和“湖南省美丽
乡村示范创建村”两张“名片”。下坪，已
成为人人向往的幸福家园。

村美、家美、人更美，处处
都是“打卡”点

绕村而过的沅江支流母溪河，宛若一
条碧绿的玉带，晶莹剔透。“十几年前，这
条河却像一条恶龙，水面飘着、两岸‘躺’
着的尽是垃圾，散发出难闻的怪味。”下坪
村党支部书记蒋晓军告诉记者。

绝不能让绿水青山变成“恶水穷
山”。下坪村坚持以“一拆二改三清四
化”为总抓手，按照“六无一全”要求，持
续抓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扎实开
展“五治”行动，推动“空心房”整治、垃圾
分类、污水无害化处理、厕所革命等。

在整治过程中，该村创新模式激发
动力，强化党建引领效应，依托新时代文
明实践站，充分发挥党员、组长、志愿者
带头作用，组建党员义务服务队、志愿者
服务队，对该村沿线违章建筑、乱堆乱
放、废弃房屋及环境卫生进行集中整治。

同时，组织党员干部带头引领群众
编制竹篱笆，规范圈养家禽，并采取“一
对一”工作法，由志愿者入户帮助住户开
展“八整洁”规范整理工作，推行落实农
户“门前三包”等，实行网格化管理，确保
无盲区死角，全力提升村容整洁度。每
个季度评定“最美庭院”，带动村民共建、
共治、共享农村人居环境。

如今的下坪村，垃圾自觉分类、公共
绿化自觉管护、河道争相清理，人心越来
越齐，一幅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人与人互
帮互助、其乐融融的美丽画卷徐徐展开，
一个处处都是“打卡点”的美丽村庄呼之

欲出。
“村美、家美、人更美。”成为下坪人

最为骄傲的事。

有资金、有技术、有销路，
干劲十足产业兴

下坪村属于黄土丘陵，海拔不足 200
米，很适合“安江蜜柚”“纽荷尔”“冰糖
橙”等柑橘果树生长。村里几乎家家都
种柑橘，特色产业为黄金贡柚和冰糖柚。

然而，下坪村过去种柑橘，仅足以糊
口，难以让百姓致富，其根本原因在于

“三缺”：缺资金，产业规模做不大；缺技
术，产品品质难提升；缺销路，小农户不
时遭遇“卖难”。

为了破除产业发展路上的障碍，下
坪村积极开展以村集体牵头的农民专业
合作社为主体、供销合作社为主导、信用
服务社为支撑的“三社合一”试点工作。

43 岁的村民蒋胜，在“三社合一”模
式下，申请了 30 万元低息贷款，流转 30
亩山地种植柑橘。“产业资金有了着落，
惠民农资有保障，农业农村局的技术培
训扎实到位，再加上合作社抱团找销路，
柑橘产业势头越来越好，去年一亩柑橘
纯收入达到了 3000 元。”尝到甜头、干劲
十足的蒋胜告诉记者。

在下坪村，像蒋胜一样申请到产业
发展贷款的村民共有 50人。

“三社合一”的新型合作模式，有效
解决了一直以来农村生产分散、融资难、
销售难等问题，同时在加速村级供销社
的恢复重建和完善村级供销社的服务职
能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让供销社、农
民专业合作社、信用社“三社”在组织形
态上、生产经营上、利益联结上、体制机
制上真正实现了融合发展。

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和新发
展理念的指引下，下坪村不仅家家有产
业，村集体经济也得到壮大。依托省、
市、县、镇政策支持，市、镇两级主要领导
联点指导，下坪村充分发挥“村党委+合
作社+农户”等优势，盘活“三资”、培育

“头雁”、打造特色。
该村成立了村集体柑橘专业合作

社，统一柑橘种植、销售、打造品牌，把传
统产业做大做强；引进拉贝尔婴幼儿用
品有限公司，带动村民家门口就业，村集
体每年固定分红；集游客娱乐、度假休
闲、稻作文化于一体的乡村旅游正在
兴起。

下一步，下坪村将进一步调动农户参
与集体经济合作的积极性，鼓励农户通过
入股参与集体经济合作并获得分红，提升
村民的参与感、获得感和幸福感。

近日，江西省万载县三兴镇农民张聪（左）在观察瓜蒌长势和白鹅生长情况。近年
来，万载县倾力打造集“种养、科教、农耕”于一体的农业综合体，当地农民通过合作社
带动，采取“中药材+鹅”的绿色立体综合种养模式，产业效益和收入倍增。

朱业斌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莫志超 摄

□□ 侯耀强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马玉

时下，走进山西省大宁县曲峨镇曲
风村的果蔬大棚，热浪袭人。村民王林
平家的甜瓜开始坐二茬瓜，夫妇俩忙得
不亦乐乎。“我家这几年一直种植优质品
种‘新甜 88’甜瓜，使用的是农家肥，不打
农药不上化肥，属于无公害、纯绿色食
品，头茬就卖出去 8000 余斤，收入 5 万余
元。”村民王林平高兴地说。

王林平所在的曲风村地处昕水河岸
畔，共有 670 户 1741 人，耕地面积 1125
亩，这里交通便利、土地肥沃，气候温和，
昼夜温差大，种植甜瓜有着得天独厚的
自然条件，因其个大质优、色泽鲜亮、味
道纯正，素以“脆、香、甜”而深受消费者
的青睐。

今年以来，曲风村委针对当地土地
资源和地理环境的优势，引导村民大力
发展“新甜 88”130 余亩。通过举办各种
技术培训班，提高了瓜农的管理水平，由
于技术指导、管理措施、销售宣传到位，
曲 凤 村 的 头 一 茬 大 棚 甜 瓜 很 快 销 售

一空。
在路边的一座大棚里，59 岁的村民

王丰平正在挑选最好的甜瓜装箱待售，
他说：“以前种的那些老品种个小、不好
管理、产量低，自从换了‘新甜 88’，不仅
上市早，而且产量比以前高出好几倍。
种甜瓜收入高了，心里都是甜的。”

村民曹九平家有 4口人，夫妇俩栽种
了 4 个大棚，由于靠近昕水河岸，遇到天
旱浇水方便，每年种的甜瓜有的就地销
售，有的用三轮车拉到县城农贸市场销
售。另外，不少市民来此体验田园生活，
他们享受采摘新鲜甜瓜乐趣的同时，曹
九平家的收入也有所增加。今年曹九平
也引进“新甜 88”，经过精心管理，甜瓜坐
果率高，每斤平均卖到 10元左右，预计仅
甜瓜一项收入也在 5万元以上。

据了解，在大宁县曲峨镇，靠种植
“新甜 88”致富的人还有不少。该镇立足
土地资源优势，努力发展特色产业，从单
一种植到多元化发展，近几年共发展甜
瓜大棚 217座，大部分瓜农都靠种植甜瓜
增收致富。

昕水河畔甜瓜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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