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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章屯

广告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鲁明

住在甘肃省酒泉市肃北县县城边
上安居小区内的牧民扎布娃，每隔两三
天就会搭车到十几公里外的牧场去照
料自家的牛群。县城有楼房，牧区有草
场、牛羊，闲时在县城，忙时在牧区，在
肃北，近些年像扎布娃一样的牧民越来
越多，他们的身份在牧民与市民之间来
回“切换”。

事实上，牧民生产生活条件的显著
改善，只是肃北县坚持统筹融合、协调
推进县域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生动缩影。

地处祁连山麓余脉的肃北，是甘肃
唯一的蒙古族自治县、边防县。近年
来，该县紧紧围绕民族团结进步和高质
量发展，坚持“一条主线、两大抓手、六
个加强”发展思路，力促经济发展有速
度更有质量、转型发展有优势更有高
地、产业发展有力度更有深度、城市面
貌有颜值更有品质、绿色发展有方式更
有成效、基层治理有活力更有效能，为
全面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
提供了有力支撑。

持续改善农牧民生产生活
条件和城乡面貌

2009 年，扎布娃和家人从旧平房搬
进了当地政府规划建设的两层安居小
楼。13 年来，一家人的生活越来越好。

“两个女儿先后在县里参加工作。我和
老伴儿种着 50 多亩苜蓿、养着 60 头牛，
家里的 200 多只羊承包给了别人饲养，
每年不仅有 1 万多元的承包费收入，而
且承包人还按‘每 10 只母羊出 1 只羊羔
的标准’给我活羔。另外，政府每年还
给我们老两口发放人均 3.2 万元的草原
生态保护补助奖励资金。”扎布娃说，这
些年，党的政策好，牧民生活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

从会宁县迁居肃北县党城湾镇城
北村已经 32年的邵瑞林，亲眼见证了肃
北城乡环境和农牧民生产生活条件的
巨变。1990 年，木工邵瑞林从老家到肃
北打工，给人做家具、包沙发。“刚来的
时候住地窝子，大风一来，地窝子里边
到处是土，根本没法做饭。条件太差，
好多人都跑了，但我留了下来。”邵瑞林
说，2000年前后，他开始养羊，从白银市
景泰县引进 300 只小尾寒羊进行养殖
并获得了成功。从那时起，他和家人一
路靠养羊富了起来。目前，他的养殖场
羊存栏近 3000 只，去年全年出栏量超
过 1 万只，实现销售收入 1500 万元以
上、纯利润 150万元以上。“刚到肃北时，
县城楼房只有六七栋，主要还是平房。
大儿子出生时，县妇幼保健站的房子还
是土坯房。现在，肃北县特别是农村的
变化大得不得了。”

“经过坚持不懈地努力，如今全县
的城乡面貌已焕然一新。近年来，我们
有序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全县 107户 317人

已脱贫建档立卡户人均纯收入超过 2万
元，农牧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全国 140
个陆地边境县和 120个自治县中分别排
名第一和第二。”肃北县有关负责同志
说，肃北县持续推进园林绿化，成功创
建了国家园林县城；全县城乡路网体系
日趋完善，公共服务实现扩标提面，“智
慧城市”建设稳步推进，牧农村危旧房、
老旧小区改造、牧农村环境连片整治等
工程全面实施，主次干道实现全天候清
扫保洁，县城所在地党城湾镇视线可及
无垃圾目标基本实现。

不断壮大优势特色产业
为农牧民增收提供坚实支撑

畜牧业是肃北县的传统基础产业
和优势特色产业。近年来，肃北县坚持
打造特色亮点、保障牧业发展，坚持设
施养殖和草原畜牧业发展并重，以牛羊
设施养殖为抓手，重点发展马鬃山镇骆
驼产业、盐池湾乡牦牛养殖业和石包城
乡与党城湾镇肉奶制品加工业，并且构
建形成了“县有重点企业、乡有种养殖
基地、村有合作社”的产业发展格局。

在党城湾镇城北村，100 多亩青贮
玉米成了村民赵尔兴一家致富的“摇
篮”。每年，赵尔兴都会与周边的养殖
企业、养殖大户签订青贮玉米订单种植
合同。村民梁永生则对高原夏菜产业
发展前景十分看好——去年，城北村共
种植高原夏菜 150 亩，带动周边农户每
年增收 5000元。

在马鬃山镇，骆驼产业已成为牧民
增收致富的特色支柱产业。该镇饮马
峡村党支部委员、村委会副主任伍星是
村民发展骆驼产业的带头人。几年前，

在他的带动下，村民纷纷入股合作社，
发展骆驼产业，仅仅试运营两年，养殖
骆驼就达 400 多峰，盈利 120 万元，社员
每年分红 3.6 万元，村级集体经济收入
达 6 万余元。2020 年，为实现骆驼产业
规模化、科学化、产业化养殖，马鬃山镇
党委通过招商引资，引进了戈壁骆驼产
业有限责任公司，养殖公司采取收购、
租赁的方式，将周边的散户集中起来，
抱团走上了产业化发展的路子。

“我们始终把产业化作为农业现代
化发展的重要内容，在全县培育发展不
同类型的农牧业产业园，使之在配置产
业链条、带动群众增收中发挥重要作
用。”肃北县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下一
步，肃北将不断优化产业结构，发展壮
大特色优势产业，不断增强科技支撑能
力，积极引进产业化企业，培育壮大乡
村旅游、休闲牧农业、牧农村电商等新
业态，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坚持绿色发展引领推进
生态环境保护

肃北是河西走廊重要的生态屏障，
境内拥有戈壁、雪山、草原、冰川、湿地、
河流、峡谷等生态自然景观以及独具特
色的边疆自然风光，盐池湾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和马鬃山北山羊省级自然保护
区内栖息着雪豹、岩羊、鹅喉羚、北山羊
等 174 种野生动物，其中国家重点保护
动物 32种。

“加强对生态环境的监管和野生动
植物的保护，严防不法分子盗采、盗猎，
不断加强对自然资源的管护力度，是我
们工作的重中之重。”扎子沟检查站是
盐池湾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西大门”，

该站站长董万涛告诉记者，为做好生态
环境保护工作，检查站实行 24 小时值
班，不定期派出工作人员深入保护区开
展巡护工作。同时，检查站依托北京林
业大学、兰州大学、甘肃农业大学等高
等院校的科研力量，积极开展科研监测
任务，进行了雪豹、黑颈鹤、白唇鹿等野
生动物种群及栖息地调查与监测项目，
取得了一定的科研成果，目前正在谋划
开展草原调查项目。

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记者在
采访中了解到，作为祁连山国家公园的
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肃北县认真贯
彻落实中央和省市关于加强生态文明
建设的决策部署，全力配合推进祁连山
国家公园试点工作，统筹推进山水林田
湖草系统治理，有序推进林地、草原、冰
川、湿地保护等项目建设，大规模开展
国土绿化行动，加大重点生态功能区生
物多样性保护力度，促进生态系统良性
发展。

肃北县有关负责同志介绍，肃北深
入推进祁连山生态保护与建设综合治
理规划建设项目，重点抓好生态数据
库、农田林网、水土保持、沙化草地治理
等 7项工程；整改中央及省、市反馈的生
态环境问题 181 个，自然保护区范围内
85 宗矿区土地全部恢复治理。去年换
届 后 ，新 一 届 肃 北 县 委 班 子 提 出 的

“126”发展思路中，将生态治理摆在了
突出位置，明确提出要坚决杜绝在新的
开发过程中出现新的破坏。

“我们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全县生态植被覆盖率逐年上升，生
态环境实现了明显好转，县域环境面貌
得到有效提升。”肃北县有关负责同志
表示。

大 美 边 疆

祁 连 山 下 的 幸 福 牧 歌
——甘肃肃北协调推进县域高质量发展见闻

俯瞰肃北县城。孟根朝力 摄

（上接第一版）
“十二五”期间，辽宁实施高产粮油

创建工程。包括全面实施 45亿斤粮食增
产工程，实施 1000 万亩水稻产量提升工
程等。“十三五”是辽宁粮食综合生产能
力显著提升的时期，全省粮食产量连续 5
年超过 420亿斤，粮食年均综合产能达到
464.3亿斤，比“十二五”增加 36.6亿斤。

2021年，是“十四五”的开局之年，也
是三农工作重心转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的第一年。辽宁省粮食产量再创历史新
高。辽宁坚持把抓好粮食生产作为首要
任务、第一责任。粮食产量达到 507.7 亿
斤，同比增长 8.5%，增幅位居粮食主产省
第 1位、全国第 4位。

今年以来，辽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指示精
神，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把稳定
粮食生产、扩大大豆面积作为三农工作
的头等大事，采取有力措施抓实抓细春
耕生产各项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国人的
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饭碗主要装中国粮。我们要深入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切实扛
起维护国家粮食安全政治责任，确保粮
食生产能力稳中有升，为保障国家粮食安
全贡献辽宁力量。”辽宁省农业农村厅厅
长陈健说，辽宁严格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
责，将粮食生产纳入全省绩效考核体系，
实现了粮食播种面积连续4年增长。

质量提升，保护好黑土地

“要扛牢粮食安全重任，深入贯彻落
实党中央、国务院粮食安全战略和大豆扩
种计划，切实将粮食种植和大豆扩种面积
落实到村到户。”阜新市市长周鹏举说，
目前全市共有耕地 690万亩、永久基本农
田 520 万亩，这些都是“硬杠杠”，要严守
耕地红线，严格落实耕地保护硬措施。

今年春耕期间，阜新市委、市政府高
度重视、狠抓落实，各级农业农村部门履
职尽责、担当作为，积极落实“藏粮于地、
藏粮于技”战略举措，快速推进保护性耕
作任务。按照省里下达阜新市保护性耕
作 140万亩的任务，阜新市完成保护性耕
作面积177.66万亩，完成省任务的127％。

在阜蒙县建设镇艾林皋村的玉米地
里，记者看到玉米行间的土地里明显混有
秸秆，“我们采用了保护性耕作，种地时将
秸秆翻到地里，将种子种在沟里，在干旱
少雨的时候，形成积雨效应比较好，有利
于出苗。”阜蒙县浩明农机合作社理事长
姜浩明说，保护性耕作是以机械化作业为
主要手段，采取少耕或免耕方法，用农作
物秸秆及残茬覆盖地表，从而减少农田土
壤侵蚀，保护农田生态环境。

而在辽宁最大的产粮大县昌图县，
在黑土地保护利用上已经形成“昌图模
式”，其核心内容包括以作物秸秆覆盖为
核心的一整套全程机械化保护性耕作技
术体系、以有机肥还田为核心的畜禽粪
污资源化利用种养一体技术体系、以大
数据平台为依托的智慧农业技术体系。

“昌图模式”有效地解决了黑土地由
于土壤侵蚀、高强度翻耕、作物连作、有
机肥投入不足和秸秆焚烧导致的土壤变
薄、变硬、变瘦等问题，为遏制黑土地退
化、恢复重建黑土地生产生态功能、促进
土壤保育及产能提升、实现现代农业及
数字农业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板，为
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提供了
有力的科技支撑。

今年辽宁严格落实耕地保护责任，
大力实施耕地质量提升工程。新建高标
准农田 390万亩，同步实施高效节水灌溉
面积 20 万亩。积极推进黑土地保护利
用，在 17 个典型黑土区重点县实施黑土
地保护工程 1000 万亩，其中建设黑土地
保护示范区 200 万亩。实施好 1000 万亩
保护性耕作项目，播种前要确保秸秆在
田，严格按照标准验收，防止弄虚作假，
按时保质完成建设任务，切实把“藏粮于
地”落到实处。

收入增加，种粮全程机械化

“现在穿皮鞋也可以种地，从育苗到
插秧到收割，水稻生产实现了全程机械
化。”盘锦市长财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李继财说，10年前，合作社流转的土地少，
社员还不到10人，也没有几台机器。如今
合作社有了100多台（套），类型也多了，有
无人机、秸秆打包机、水稻钵苗插秧机
等。种地的规模扩大了，稻田养蟹的面积
也增加了，种地效益也提高了。

大洼区（原大洼县）是国务院授予的
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单位、辽宁省首个水稻
高产创建整区制推进试点区、省级水稻种
子生产基地县，连续10年被确定为全国粮
食生产先进县。大洼区今年推广水稻生
产全程机械化新技术，包括水稻钵苗机插
新技术、水稻机械化插秧同步侧深施肥技
术、北斗导航辅助插秧机直线驾驶技术、
水稻秸秆还田水整地技术以及无人机田
间管理技术，进一步节省了人力成本，增
强了抵御灾害风险的能力，提高了水稻种
植效益。

辽宁的农业机械化向全程全面发
展，农机购置补贴政策持续扩面。补贴
机具种类范围由 2016 年的 57 个品目，扩
大到去年的 84个品目。将全国补贴范围
内的支持粮食、生猪等重要农畜产品生
产和丘陵山区特色农业生产、农业绿色
发展、数字化发展所需先进适用机具全
部纳入省补贴范围，应补尽补。

农机化水平逐年提高，去年全省农作
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 82%，高于
全国 10个百分点。辽宁省全国主要农作
物全程机械化示范县由 2016年的 1个，增
加到去年的 21个，2个市获得农业农村部
认定的全国主要农作物全程机械化示范
市。辽宁大力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推动
农业机械化向全程全面、高质高效转型。

“10年前骑的是摩托车，如今都开上
了轿车，煤气入户，政府还免费给我们安
装了壁挂炉，生活跟城里人没有区别。”大
洼区清水镇小清村的杜江是长财农机专
业合作社的社员，是合作社培养出来的农
机手，挣到钱后自己也买了插秧、收割机
等机器，与合作社合作代人插秧及收割收
入近 10万元，闲时还在合作社里打工，一
天150元工钱，一年还能得到2万多元。

天辽地宁，沃野千里。“十四五”期
间，辽宁把稳定粮食生产、保障粮食安全
作为三农工作的首要任务，抓住耕地、种
子两个要害，强力推进“藏粮于地、藏粮
于技”措施落实，扛稳粮食主产省责任，
为大国粮仓装上更多的辽宁粮。

辽沈大地粮满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