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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那成瑛

窗明几净的新房、宽敞平坦的

道路、整齐划一的蔬菜大棚，是如今

松山区上官地镇头把伙村的真实写

照。近年来，头把伙村通过扎实推

进搬迁安置和后续帮扶各项工作，

不仅让贫困群众住进了安心房，还

有了充满前景的后续发展产业，让

贫困户“搬”出幸福好日子。

8 月的一天，记者来到上官地

镇头把伙村，看看这个脱贫村的现

状。

头把伙村曾经是贫困村，全村

有 6 个 自 然 营 子 ，共 381 户 1062
人。村党支部书记张瑞芝是土生土

长的本村人，作为松山区人大代表，

她已连任三届村支部书记。如何让

乡亲们早日摆脱贫困、昂首阔步奔

小康，是张瑞芝担任村书记以来一

直苦苦思考的问题。

走进头把伙村，远远望去，映入

眼帘的是一个个蔬菜大棚。“过去，

大部分村民居住在交通不便的山

区，信息闭塞，土地大多属山坡地，

‘望天收’延续了一代又一代人，这

就是头把伙的穷根。”张瑞芝告诉记

者。

想起以前的穷日子，七组村民

吕洪文深叹一口气，说：“原来春天

借钱种地，秋收卖粮还账，除去种

子、化肥、人工等费用，剩不了几个

钱，家家都是如此。”

2006 年，吕洪文得了胃腺癌，2
万多元的治疗费用压垮了这个家。

张瑞芝得知后，比吕洪文还着急，农

民手里没有余钱，遇到头疼脑热的

小病可以忍着，但遇到大病怎么

办？

“如果能把山区的乡亲们移

出大山外，就能解决大部分问题”，这个想法早在 2014
年初就在张瑞芝心里扎了根。易地搬迁扶贫政策相关

文件精神刚一下达，张瑞芝就找到上官地镇党委、政府

领导，将自己的想法作了汇报，共同商量出“搬迁与兴业

并举”的脱贫思路。在村委会所在地东边不到一公里的

老阳坡上，建一个住房与日光温室并存的集中安置点，就

是现在的头把伙村设施农业园区。于是，“搬迁与兴业并

举”的脱贫工作思路开始实施了。

“ 搬 出 去 我 能 干 什 么 ？”搬 出 去 能 有 更 好 的 发 展

吗？”……村民的担忧与顾虑，张瑞芝看在眼里。她与驻村

工作队员挨家挨户做工作，将“建设头把伙设施农业安置园

区”的构想向村民们和盘托出，并在全村易地扶贫搬迁动员

大会上和镇相关领导一起向有搬迁意愿的群众作了承诺：

保证搬迁群众不负债就能住上新房、种上大棚，兑现安置住

房建设补助和奖励政策，让搬迁群众拎包入住；保证新房和

日光温室质量，成立搬迁业主委员会，自主管理，实现农户

认可、群众满意；保证住房和日光温室的产权归搬迁户所

有。

经过几年的发展，头把伙村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园区每

个日光温室收益 4 万元左右，人均纯收入 6700 元。该项目

区覆盖贫困户 38 户 123 人，农户人均增收 8000 元左右。设

施农业与易地扶贫搬迁项目相结合，既增加了群众收入，又

改善了生产生活环境，使贫困户真正搬得出、稳得住，基本

实现了脱贫致富的目标。

“接下来，在各项惠民政策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壮大集

体经济和种养殖特色产业，带动更多村民增收致富，让大家

的日子越过越红火，把头把伙村建设得越来越美丽。”张瑞

芝坚定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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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南丁

8 月 8 日 早 5
点半，林西县统部

镇北方活畜交易

市场里一片繁忙

景 象 ，贩 运 牲 畜

的客商、准备出售

牲畜的养殖户、前

来打听市场行情的

农牧民……活畜交易

市场格外热闹。这里作

为赤北锡南最大的活畜交

易市场，为周边乡镇的农牧户及

辽、吉、黑等 10 多个省市的客商提供了交易

平台。

刚帮山西客商装好 98 头牛的经纪人徐颜东笑着告诉记

者：“我养牛已经 17 年了，家里有 300 多头牛。现在主要从事

经纪人的工作，帮各地养殖户购买架子牛、育肥牛和种牛，每

天交易 30至 90头，旺季时达到 200多头。自从开始养牛并当

起了经纪人，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说起从前的日

子，徐颜东感慨万千：“我们夫妻俩种过地、打过散工、干过零

活、做过小买卖，吃了不少苦，一年到头也攒不下几个钱。现

在有政策的扶持，收入不断增加，生活质量大幅提高，每天充

满干劲儿，日子越过越有奔头。今年计划用闲置的 30亩地继

续扩大养殖规模。”

统部镇是典型的农牧结合区。近年来，该镇坚持把肉牛

产业作为优势特色产业全力推动，在扩量、提质、增效上聚焦

用力，肉牛产业得到快速、高质量发展。

在板石房子二期养殖小区，李朝辉家现有 6栋养殖棚圈、

3 个青贮窖、1 处草料库，占地 40 亩，存栏肉牛 500 余头，是村

里有名的养殖大户。在现代化、机械化的养殖圈舍里，两排

膘肥体健的西门塔尔牛在吃草，李朝辉巡视一圈向工人交待

注意事项后，笑着告诉记者：“我们两口子曾在外地做生意，

看到家乡肉牛产业飞速发展就回来投资兴业，立足资源区位

优势，将科技力量投入到养牛上，形成了肉牛规模化生产、产

业化经营格局。对于未来我们信心满满，日子一定会越过越

‘牛’。”

像徐颜东、李朝辉一样，靠养牛让日子越过越有“犇”头

的人，在统部镇还有很多。截至目前，全镇肉牛存栏 11万头，

以草原黄牛、西门塔尔牛为主，已建成肉牛棚圈 85万平方米，

拥有养殖专业村 4 个、高标准养殖小区 8 个。全镇养殖户

3112 户，其中 200 头以上精养示范户 120 户，辐射带动能力强

的种养殖合作社 94 家、与肉牛产业有关的龙头企业 4 家，饲

草料种植面积稳定在 11 万亩以上，全镇 85%以上的常住户参

与到肉牛产业发展中，形成了“龙头企业+合作社+精养精育

示范户+散户”、繁育贩并重的发展体系。2021 年 4 月获评

“全国农业产业强镇”，11 月获评自治区级“一村一品”示范

镇。

产业快速发展的同时，存在饲草不足、粪污污染等问

题。为此，统部镇打造出种养循环模式，养殖户将粪污供应

给有机肥厂，通过粪肥置换机制，实现粪污收集利用。实施

“粮改饲”，通过有机肥还田，建设青贮玉米等饲草料种植基

地，实现了从粪污收集利用到有机肥还田增产，再到秸秆过

腹变肉的良性循环。

为扶持肉牛产业发展，借助京蒙协作平台，林西县引进

北京二商肉类食品集团，建设了林西县肉牛屠宰深加工项

目，年肉牛屠宰能力 10万头，帮助养殖户就地实现加工转化。

在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统部镇坚持把肉牛产业作为优

势特色产业全力推动，基本形成了种养循环、产加一体、粮饲

兼用、农牧结合的新型畜牧业发展体系，着力打造肉牛全产

业链。计划到 2023 年，实现常住人口人均养殖肉牛 10 头以

上、人均纯收入 3万元以上，让群众依靠肉牛产业守家在地就

能致富，以产业振兴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统部镇：
全产业链让生活有“犇”头

□记者 白蓼

8 月的贡格尔草原，牛羊成群，风景秀丽。克什克腾旗达

来诺日镇罕达罕嘎查坐落其中，贡格尔河、耗来河蜿蜒流淌，

一幅乡村振兴的壮美画卷徐徐展开。

沿最美达达线向北而行，罕达罕嘎查第一驻村书记汪薪

洋自豪地向记者介绍：“2014 年嘎查还是自治区重点贫困村，

到 2020年被确定为旗乡村振兴示范村，这取决于嘎查找准科

学定位，打造了以‘畜牧业高质量发展’为特色的乡村振兴示

范样板。2021年，集体经济年收入达到 21.4万元。”

自 2021 年 9 月汪薪洋任驻村第一书记以来，一直坚持

“内补钙、外取经”的原则，带动嘎查干部学习乡村振兴政策

和典型经验，激发党员干部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稳步推进乡

村振兴各项工作任务。

地处贡格尔大草原，罕达罕嘎查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

件。303 国道、220 省道穿境而过，良好的交通条件为发展畜

牧业提供了便利。为带动畜牧业发展、促进农牧民致富增

收，嘎查提出了“完善基础、示范带动、生态优先、融合发展、

逐步壮大”的新发展思路。同时，成立乡村振兴产业发展领

导小组，结合当地实际，制定了《罕达罕嘎查乡村振兴产业发

展三年规划》，细化方案任务，压实各方责任，改造提升基础

设施，进一步筑牢规模化发展基础。

转变传统畜牧业发展模式成了罕达罕嘎查发展的关

键。2019 年，罕达罕嘎查依托自身发展优势，打造了畜牧业

高质量发展示范基地——昭诺日农牧业专业合作社。合作

社 按

大 小 、

品种、用途，

将 牛 分 区 饲 养 。

谈起这种运营模式，理事长哈斯朝鲁的脸上写满了自豪：

“我们集中购销草料、集中建设基础设施、集中整合草牧场，

合作社的牛统一管理、防疫、育肥、改良、出栏。”他指着其中

一栏肉牛说：“这栏牛现在日均增肥 3 斤，6 个月就能统一出

栏。”

组织化程度不断提升，为产业兴旺提供了有力支撑。汪

薪洋还告诉记者：“通过不断努力，嘎查联合基地共同探索出

‘三集中、五统一、五转变’的发展模式。既集中了草牧场、整

合了资源，又改良了品种、拓宽了牧民增收渠道，有效提高了

生态、经济、社会效益，成了嘎查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带动牧

民增收致富的‘关键手’，为推进克旗牛羊肉品牌走向市场提

供了成功经验。”

怀揣发展梦想，根据“生态强旗”的发展定位，罕达罕嘎

查利用克旗黄金枢纽的地理区位，不断挖掘新发展模式。通

过建设牧家乐、观光旅游中心、观景台等方式，实现“自然风

光游”向“文化旅游”的转变，促进畜牧业与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

牛羊遍地产业旺，绿草如茵浮云长。如今的罕达罕嘎查

激活发展动力，干部群众怀揣梦想、砥砺奋进，不断擦亮克旗

新时代发展名片，为乡村振兴再蓄势、再赋能，牧民幸福指数

节节攀升。

罕达罕嘎查：
产业兴旺带民富 □记者 张斐然

入秋后的赤峰，天朗气清。

记者来到元宝山区元宝山镇设

施农业大村木头沟村，登高远

望，绵延的设施农业大棚蔚为

壮观。在木头沟的生产旺季，

每天上万斤的新鲜蔬菜送到批

发市场，第二天一早与赤峰市

民见面。葡萄剪枝、喷洒菌肥、

紧盯病虫害……种植户们守着

大棚里的“摇钱树”，越干越有

劲儿。

“有了联合社，我们的设施

农业上了新台阶。”村党总支书

记王立明算起账，“经过联合社

的产前、产中、产后整合管理，

每亩大棚至少增收 1万元。”

过去守着大棚，农民却难

致 富 ，木 头 沟 村 曾 是 个“ 空 壳

村”，大家都是单打独斗，不成

气候。王立明说，只有盘活集

体资产，成立合作联合社，壮大

集体经济，才能真正达到产业

富民，让大家过上好日子。

2020 年，木头沟村将已有

的 4 个合作社整合成立合作联

合社，从产前农资采购、到产中

技术指导、再到产后统销，村里

的产业发展迎来转机。

因土壤含钙高，木头沟出产的黄瓜个头均匀、清脆爽

口，葡萄果实饱满、粒粒甘甜，在赤峰地区有口皆碑。王

立明说，木头沟果蔬不能只停留在赤峰人的口碑中，要走

得更远、走进更大的市场。

如今，木头沟已创立果蔬品牌“绿野滋”，正朝着绿

色农产品升级的道路迈进。

“我们统一从联合社农资超市购买农资，果蔬不打农

药，化肥用秸秆反应堆，投放丽蚜小蜂去除病虫害。”种植

户杨晓敏向记者介绍他们采用的绿色种植方式。

由于设施农业对农民的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水平要

求较高，联合社便定期开设“农民讲堂”，邀请专业技术人

员开展技术培训，组织种植大户与村民分享经验。“村里

聘请专业技术人员长期驻村，随时帮我们解决种植难

题。”在葡萄种植棚里，周国风边说边向记者展示长势旺

盛的葡萄。

“我们每天统一收购果蔬，统一销往批发市场，每家

的黄瓜和葡萄都有专属编码，一旦出现问题，可以追溯。”

木头沟村党务专干高鹏程说。

预计今年 11 月份绿色食品标志正式启用，“绿野滋”

将从批发市场里的大路菜升级为超市里的精品果蔬。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木头沟村有 2000 亩 424
栋大棚，因为品相好、市场认可度高，主要在赤峰地区销

售。前不久，合作社已与外地客商达成意向订单，与邻村

合作再建占地 300 亩的 60 栋大棚，预计今年冬天“绿野

滋”就能进入齐齐哈

尔、北京等地市场。

未 来 ，木

头沟的村民

将 迎 来 更

火 的 生

产旺季、

更多的

经济收

入，还有

更 加 幸

福 的 生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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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里准备装车的场里准备装车的
肉牛肉牛。。 南丁南丁 摄摄

木头沟村村民在侍木头沟村村民在侍
弄大棚弄大棚。。 张斐然张斐然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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