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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宁波

岗子乡地处松山区西北部，

总面积 466 平方公里，耕地面积

11.2 万亩，其中水浇地 3.2 万亩，

林 地 41.9 万 亩 ，辖 13 个 行 政 村

102 个村民小组。按照人口计算，

岗子乡是松山区最小的一个乡，

户 籍 人 口 16938 人 ，常 住 人 口

5458 人 。 这 里 多 为 海 拔 1000 米

以上的山地，无霜期短、积温低，

农作物的生长期不超过 120 天。

但在岗子乡党委、政府的领导下，

乡亲们因地制宜、勤劳致富，所辖

花合硕村 2020年被内蒙古自治区

评为脱贫攻坚先进集体。

8 月 8 日，记者乘车来到花合

硕村，眼前是绿色的山岗和成片

的农田，一栋栋白色大棚点缀其

间。采访车停在村民委员会的大

门前，村党支部书记姚凤泉匆忙

地赶了回来，见面便说：“不好意

思，我正忙着在冷棚里摘豆角，听

说你们来了，赶紧往回跑。”据他

介绍，外运豆角的车辆每天上午

准时来到村里，一斤一块多钱，头

茬 儿 两 块 多 钱 ，最 高 时 四 块 多 。

“摘豆角就跟抓钱一样，所以必须

要抓紧时间啊。”

花合硕村户籍人口 1607 户，

常住人口却只有 583 人。“我们村

的青壮劳动力都外出打工了，只

剩下一些老年人，像我这样的在

村里还算‘年轻人’。”今年 54岁的

姚 凤 泉 笑 着 说 ：“ 既 然 当 了 村 书

记，总得带着大家伙儿干点儿啥吧。”

2015 年，姚凤泉担任花合硕村党支部书记后，面临的

最大问题就是村民年龄结构和生产方式的日趋老化。该

村有耕地 1 万亩，其中水浇地 3000 亩，其余为山地，种的

是“老三样”——玉米、谷子和黍子，再加上一点儿杂豆，

每亩地年收入 1000 多元。如何摆脱这一困境？俗话说

“新官上任三把火”，可这“第一把火”往哪儿烧呢？一时

间，难住了刚刚组建的村领导班子成员。经过一番调研，

他们发现 9 个村民小组中有 5 个位于公路边，交通便利，

适合种植蔬菜。

说干就干！

从 2017 年起，花合硕村先后争取扶贫资金 300 多万

元，陆续在乌兰硕、沟门、房申等几个村民小组建起了 148
栋冷棚，占地 300 多亩。想法丰满，现实却很骨感。他们

在沟门村民小组建了 49 个冷棚，占地 70 亩，全部种上了

哈密瓜。结果，由于管理技术跟不上，赔了钱，村民的积

极性受到严重打击。但领导班子并没有气馁，为了继续

扩大设施农业，他们一边从技术和品种选择上下功夫，一

边充分发挥党员的带头示范作用。70岁的老党员张宝珠

主动承包了两个冷棚，种上了西红柿和豆角。为此，村里

还给出了优惠政策，欢迎外村有技术、有能力的人前来承

包大棚，减免三年承包费，引进滴灌带技术等。终于，在

多次尝试与努力之后，花合硕村找到了合适的蔬菜品种：

豆角和尖椒。姚凤泉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今年蔬菜行情

好，一亩冷棚尖椒产值 3 万元左右，冷棚豆角亩产 1500-
2500 公斤，保守估算也有 7000-8000 元的纯收入。由当

地人做经纪人，蔬菜大多销往北京、上海、大连等城市，又

为村民们增加了一笔收入。房申村民小组的高民在乌兰

硕村民小组承包了总面积 15 亩的 12 个冷棚，今年最少能

挣挣 1010 万元万元，，由于产量大由于产量大，，收购价比其他棚户多一毛钱收购价比其他棚户多一毛钱。。

““在冷棚取得成功的基础上在冷棚取得成功的基础上，，我们还要把暖棚和冷暖棚发我们还要把暖棚和冷暖棚发

展起来展起来。。到那时到那时，，村民们的收入肯定还会增加不少村民们的收入肯定还会增加不少。。””姚姚

凤泉说凤泉说。。

乡村要振兴乡村要振兴，，产业需先行产业需先行。。

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种庄稼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种庄稼，，到如今大力推广设施到如今大力推广设施

农业农业，，变化的不仅仅是乡村面貌变化的不仅仅是乡村面貌，，还激发了群众的内生动还激发了群众的内生动

力力。。花合硕村以产业振兴为抓手花合硕村以产业振兴为抓手，，大力推动种植业发展大力推动种植业发展，，

带领全村干部群众走上了乡村振兴的康庄大道带领全村干部群众走上了乡村振兴的康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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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斯琴苏道

近年来，巴林右旗查干沐沦苏木呼特勒嘎查坚持以项目牵

动经济、以项目促进发展，大力发展肉牛养殖业，巩固脱贫攻坚

成果，使其成为牧民致富、嘎查集体经济壮大的强力引擎。

20212021 年年，，呼特勒嘎查在旗委呼特勒嘎查在旗委、、政府和苏木党委政府和苏木党委、、政府的支持政府的支持

下下，，成功申请项目资金成功申请项目资金 100100 万元万元，，购买购买 4040 头西门塔尔基础母牛头西门塔尔基础母牛，，

成立百吉乐牧场成立百吉乐牧场，，占地面积占地面积 1010 亩亩，，建立高标准全封闭式养牛棚建立高标准全封闭式养牛棚

圈圈 300300 平方米平方米、、青贮窖青贮窖 200200 立方米立方米、、草库草库 300300 平方米平方米、、半封闭式棚半封闭式棚

圈圈 200200 平方米平方米。。采用以母牛冷配为主的模式采用以母牛冷配为主的模式，，扩大养殖规模扩大养殖规模。。

采取舍饲圈养的方式采取舍饲圈养的方式，，减少草场放牧压力减少草场放牧压力，，使退化使退化、、沙化草牧场沙化草牧场

得到有效恢复得到有效恢复，，实现圈养实现圈养、、少养少养、、优养优养、、精养的现代化畜牧业目精养的现代化畜牧业目

标标，，逐渐向标准化逐渐向标准化、、规模化养殖牧场发展规模化养殖牧场发展。。此项目以嘎查集体此项目以嘎查集体

自主经营为主自主经营为主，，嘎查党组织牵头抓嘎查党组织牵头抓，，村委会从嘎查雇用村委会从嘎查雇用 22 名经名经

验丰富的牧民负责养牛验丰富的牧民负责养牛，，草料草料、、兽药等所需物资都由村委会承兽药等所需物资都由村委会承

担担。。

今 年今 年 ，，经 过 精 心 饲 养 的经 过 精 心 饲 养 的 4040 头 基 础 母 牛 生 下 了头 基 础 母 牛 生 下 了 2020 头 小 牛头 小 牛

犊犊，，创收创收 1010 余万元余万元，，为嘎查牧民及村委会增添了一份干劲儿为嘎查牧民及村委会增添了一份干劲儿。。

为了号召牧民积极参加农村合作医疗为了号召牧民积极参加农村合作医疗，，嘎查从村集体收入中嘎查从村集体收入中

拿出一部分资金拿出一部分资金，，按每人按每人 100100 元标准元标准，，为为 100100 多名牧民缴纳农多名牧民缴纳农

村合作医疗费用村合作医疗费用，，给予脱贫户补助给予脱贫户补助，，防止他们由于突发疾病导防止他们由于突发疾病导

致返贫致返贫。。此外此外，，村委会组织部分牧民和畜牧业大户到通辽市村委会组织部分牧民和畜牧业大户到通辽市

扎鲁特旗扎鲁特旗，，就优良家畜养殖就优良家畜养殖、、乳制品加工销售和牲畜品种改乳制品加工销售和牲畜品种改

良良、、科学饲养科学饲养、、配种等方面进行考察学习配种等方面进行考察学习，，提高了牧民的养殖提高了牧民的养殖

技能技能。。

今年今年，，凭借凭借 22 处牧家乐体验点处牧家乐体验点、、马场马场、、流动畜群等流动畜群等，，嘎查预计嘎查预计

收入收入 77 万元万元。。下一步下一步，，呼特勒嘎查将继续发挥基层党支部战斗呼特勒嘎查将继续发挥基层党支部战斗

堡垒作用堡垒作用，，充分利用好发展壮大基层集体经济的相关政策充分利用好发展壮大基层集体经济的相关政策，，继继

续续

做大做大

做强养做强养

牛产业牛产业，，壮壮

大 嘎 查 集 体 经大 嘎 查 集 体 经

济济 ，，逐 渐 扩 大 牧 场 养 殖 规逐 渐 扩 大 牧 场 养 殖 规

模模，，向智慧牧场发展向智慧牧场发展。。用嘎查党支部书记孟和陶格套的话说用嘎查党支部书记孟和陶格套的话说，，

只有嘎查集体经济只有嘎查集体经济““牛牛””起来起来，，才能带动更多牧民增收致富才能带动更多牧民增收致富。。

呼特勒嘎查：
为牧民生活添“牛劲儿”

□记者 张斐然

近距离参观新种苗、沉浸式体验农事、“反季节”观光休闲、

绿色农业科普教育……从 2017 年开始，每年冬季，位于元宝山

区元宝山镇建昌营村的中国·北方元宝山国际种苗特色小镇，

都与市民有一场农业嘉年华之约。绿色农业支持下的绿色发

展，已经成为建昌营村甚至元宝山区的一张新名片。

熟悉建昌营村的人都知道，因毗邻矿山，这里建村 40 年来，

共同富裕，长盛不衰。昔日老典型，如今还能做先进，这背后是

建昌营村把握时代发展脉搏、及时调整产业结构、坚持产业富

民的奋进故事。

建昌营村因煤而兴。立足附近的煤炭资源，大力兴办集体

企业，最多曾拥有 11 家村企业，涉及煤矿、热电、制铜及建筑、装

潢等领域，实现了全体村民共同富裕，是内蒙古自治区农村改

革发展的一面旗帜。

建昌营村也因煤而变。随着近年来煤炭资源的枯竭，传统

的村办企业效益锐减，怎样打破传统产业“僵死”困局、走出新

的增收路？考验着村领导班子的智慧。

不久，建昌营村以公开竞拍的方式完成企业改制，并进行

技术升级，每年可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 1000 多万元。随后，该

村打破持续 30 多年的经营方式，对 3182 亩耕地集体土地经营

权以公开竞拍的方式进行流转，帮助全体村民年增收近 300 万

元。村民不仅可以从土地中分得流转金，而且能以产业工人的

身份重返土地。

实事上，建昌营村人多地少，人均土地 0.7 亩，90%的农民是

产业工人，劳动资源充足。基于对自身资源禀赋和市场走向的

敏锐把握，村里将集体经济的“活水”引入了国家大力发展现代

农业的“大江大河”，探索走集约化的“点绿成金”路子。

“点绿成金”如何实现？建昌营村瞄准了种苗产业和与之

相关的服务业。2018 年，村里拿出 1600 亩集中流转土地，与和

润农业高新科技产业开发有限公司合作建设中国北方国际种

苗特色小镇。说起建设种苗小镇的初衷，村党委副书记张波坦

言：“经过我们多方考察得知，到 2018 年末，赤峰市设施农业面

积达到 170 多万亩，外加周边的河北北部、辽宁等地设施农业总

面积达 350 余万亩，种苗需求量约 70 亿株，种苗产业市场需要

一个‘超级工厂’。”

作为赤峰和润农业的二次创业项目，种苗小镇具有和润农

业过硬的“技术背景”。“我们有大专院所支持的种苗研发技术

团队，规范育苗流程，负责育苗期管理，我们还是内蒙古地方标

准制定单位，这为种苗小镇以种苗为‘根’、进一步发展为融合

一二三产业的农业生态休闲小镇提供了技术支持。”公司总经

理常瑞青说。小镇项目全部达产后，预计将实现年产各类蔬菜

种苗 10亿株，直接安排就业 1万余人，带动就业 3万余人。

如今，种苗小镇已成为建昌营村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带动

村民增产增收的新路径。前不久，210 多家国内外科研机构、企

业云集这里，多家企业就蔬菜、花卉、中草药种植和种苗研发、

推广等 9 个项目签订了合作协议，未来这些新种苗将成为赤峰

及周边地区农民增收致富的新希望。

与时俱进，引领潮头。据统计，截至 2021 年末，建昌营村

工、农业总产值 8 亿元，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3 万元，村集体收

入 1600 万元，位于全市、全区前列。建昌营村相继获得“全国先

进小康村”“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文明村”“全国乡村治

理示范村”等诸多国字号荣誉。

星光不负赶路人。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道路上，建昌营

村依靠调整完善产业结构，加速助跑不掉队，闯出了一条产业

加速转型发展的新路，搭上了以产业为支撑的乡村振兴快车。

企业获发展，村民得实惠，乡村有新貌，建昌营村在新时代开启

了新生活、新奋斗。

建昌营村：
产业转型闯新路

□记者 张宁宁刘波 张丹丹 季晶晶

8月 6日一大早，位于红山区文钟镇三道井子村的“花海”逐

渐热闹起来，市民纷纷驻足花海旁，合影留念。“妈妈，这些花好

漂亮，有红色的、黄色的，还有紫色的，我要在这儿拍照！”一个

女孩儿穿着漂亮的花裙子在花海旁摆好姿势，让妈妈为她拍下

美丽的瞬间。

这片吸引了众多市民前去观赏、采风的“花海”，如今成了

乡村休闲旅游的“打卡地”，它的主人也跟着出了名，他就是三

道井子村孵化的乡土种植人才代表王军。他今年种植的 300 多

亩“花海”，秋天时将会为他带来一笔可观的收入。

“我没想到，自己种的花田如今成了市民旅游观光的好去处，

真是不错！”王军说。2019 年，他开始摸索种植串红、鼠尾草、琉

华菊等花卉，一点一滴积累种植经验。经过 3年多的摸索，他的

花卉种植步入正轨，不仅为他带来了可观的收入，还带动村民由

传统种植向花卉种植转变。依托王军种植的“花海”，三道井子村

建设了文旅体验园，为市民又增添了一个近郊游的好去处。

走好乡村振兴路，关键在人才。特别是扎根在基层、活跃

在民间的乡土人才，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不可少的宝贵资

源。近年来，三道井子村以乡土人才为抓手，扎实开展人才孵

化工作，着眼于产业振兴，打开了工作新格局，带动了一批种养

殖人才、致富带头人脱颖而出。

“一人富不算富，带动大家一起富，才是真正的富。”这是村

民王德龙经常说的一句话。过了而立之年的他，不仅自己打拼

出了一片天地，还带动村民搞种植、发展近郊旅游，在致富路上

一起前行。

王德龙是文钟镇基层供销社有限公司总经理，2017 年以

前，他在外地务工，借着乡村振兴的东风，他回到家乡，开起了

农家乐。赤新旅游公路的建成，将文钟镇的景点、产业连为一

体，依托赤新旅游公路，三道井子村特色种植与近郊游产业逐

渐火了起来。王德龙一边经营农家乐，一边通过文钟镇基层供

销社帮助村民统购物资，销售农副产品，逐渐发展成为致富带

头人、经营“小能手”。

村镇发现了王德龙的经营才能，将他纳入乡土人才资源库

和实用人才库，对他着重培养。文钟镇成立乡土人才孵化中心

后，三道井子村通过将人才“请上门”和创业政策支持等方式，

把种养殖能手、经营能人、乡村电商、致富带头人等各类长期活

跃在乡村发展一线的人员纳入中心，建立健全乡土人才信息库，

动

态 掌

握人才

培 养 情 况 。

为了让他们更好

地 投 身 乡 村 建 设 ，文 钟 镇 组

织乡土人才走出去参观交流学习，培养他们开放性思维。“我

们经常出去学习、培训、参加研讨会，这让我的思路与眼界更

开阔、经营更灵活。”王德龙说。

乡村振兴呼唤人才，人才成长需要沃土。乡村振兴事业正

如火如荼地展开，乡村变化日新月异，背后离不开扎根农村的

乡土人才的倾情付出，他们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成为乡村

振兴的“领头雁”，在哺育自己的沃土上继续耕耘、熠熠生辉。

三道井子村：
乡土人才助力乡村振兴

花合硕村冷棚花合硕村冷棚。。
宁波宁波 摄摄

市民在花海中拍照市民在花海中拍照。。
张宁宁张宁宁 摄摄

呼特勒嘎查党支部书记孟和呼特勒嘎查党支部书记孟和
陶格套在畜舍检查饲草情况陶格套在畜舍检查饲草情况。。

斯琴苏道斯琴苏道摄摄

中国中国··北方元宝山国际种苗特色小镇北方元宝山国际种苗特色小镇。。
张斐然张斐然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