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陈羿如

金秋时节，走进宁城县大双庙镇南马架子村的果园，一

颗颗成熟的果子沉甸甸地挂满枝头。

果园的负责人赵学金带着工人忙着采摘已经成熟的果

实，一片丰收景象。

赵学金告诉记者，2016 年，他承包了这片山头开始种果

树，把村后的大片闲置土地建设成了美丽果园，不仅美化了

环境，还增加了收入。

今年是赵学金种果园的第七个年头，果树种植从一开

始的几百棵树苗，发展到现在的 300 亩苹果、40 亩梨和 15 亩

鸡心果。果树生长的时候，每一棵树他都要仔细察看，剪枝

摘果，丰收的果实倾注着他的辛劳汗水。

“你别看这一个树杈上有好几个苹果，刚长果子的时候

比现在还多，看着好看，但是得摘下来一半，要不哪个也长

不大。”看着压弯枝头的苹果，赵学金告诉记者。

今年年初，赵学金又投入资金 30万元用作酵素施肥，使

用酵素施肥的苹果不容易氧化，还可以有效改良土壤的有

机质，让果树正常发育生长，帮助果树产生生长激素，减少

病虫害的发生。虽然前期会增加一部分的成本投入，但是

酵素苹果的果质上去了，提高了卖价，增加的收益十分可

观。

赵学金说，今年的雨水丰沛，苹果收成很好，净收入 100
万元没问题。说话的时候，喜悦之情在他的脸上流露出来。

在赵学金百亩果园的山脚下，是南马架子村民另一个

经济增收点——千亩蔬菜大棚。

2000 年，南马架子村实施种植蔬菜大棚，到今年已经发

展到了 2500亩，种植大棚蔬菜的好处是不受季节限制，一年

四季都能赚钱，且投入少、周期快，可以让村民稳定增加收

入 ，村 里 常 住 人 口 靠 着 蔬 菜 大 棚 ，人 均 年 收 入 可 以 达 到

21300元。

到了 2018 年，在原有 2500 亩蔬菜大棚基础上，国家能

源集团有限公司投资援建了 500亩扶贫产业示范园，建设日

光温室 47 个，年产尖椒达 1700 吨，产值高达 680 万元，很多

家庭困难的村民，在政府支持下承包扶贫产业示范园的蔬

菜大棚，种植辣椒、黄瓜等优势农产品，增收十分可观。

如今，南马架子村民在获取土地流转租金收益的同时，

还能到园里务工赚钱、年底享受分红，收入日渐增高，村民

的日子越来越有盼头。

南马架子村书记王志军告诉记者：“现在村民收入比以

前翻了一番，这是他们自己辛苦努力的结果，以后我们将发

挥现有资源的最大优势，以产业兴旺助推乡村振兴。”

南马架子村南马架子村：：
种植走出致富路种植走出致富路

□记者 赵广志

丰收时节，硕果流金，牛羊肥

壮。地处克什克腾旗西南部浑善达

克沙地腹地的浩来呼热苏木，通过

一系列改革举措，带动农牧民增收

致富，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描绘出

“一抹红”“一抹金”“一抹绿”。

为 了 把 产 业 转 型 升 级 落 到 实

处，壮大集体经济，浩来呼热苏木始

终坚持“党建引领、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优牛优羊、转型升级、提质增

效”的发展思路，以“苏木、嘎查、企

业、机关”联建的形式，成立了浩来

呼热苏木党建引领肉牛肉羊产业共

同体，实现了党的基层组织、畜牧业

产业经营主体与牧民党员群众有机

衔接、深度融合。同时，逐步推行

“党支部+合作社+牧户”产业发展

模式，进行“三变”改革，把资源、资

产、资金整合打捆使用，打开传统畜

牧业养殖的“小网子”，打造集打草

场、轮牧场为一体的“大网子”，实现

美丽与发展双赢，带动苏木走向集

中集聚集约的现代化畜牧业发展之

路。

“现在合作社养的安格斯母牛

每头价格最少也得 12000 元，卖了

30 多头，收益 40 万元左右，而自己

家的牛现在还没卖呢，平均能达到 1
万元左右就不错了。”布墩山嘎查集

体经济合作社成员谢景成说。

苏木政府副苏木达贾春杰向记

者介绍：“我们在布墩山嘎查集体经

济合作社内以饲养安格斯母牛为

主，安格斯牛胴体具有品质好、净肉

率高以及耐粗饲等特点，有效降低

了饲养成本，大大提高了养殖户的

收益。我们不仅要打造肉牛产业园

区，走集约化畜牧业高质量发展之

路，更要让家家都养牛、家家养好

牛。”

2020 年、2021 年苏木投入资金

108 万元，先后在伊和诺日嘎查、碌

碡湾嘎查、布墩山嘎查建设改良站，

培训改良员 20 名。截至目前，苏木

共有专业养殖大户 55 户、规模化家

庭牧场 70家、改良黄牛 2650头。

浩来呼热苏木充分发挥金峰公

司国家核心育种场的辐射带动和好

来牛市的市场引导作用，着力打造

浩来呼热苏木肉牛肉羊产业园区。依托全旗畜牧行业人大代

表之家平台，通过聘请畜牧行业专家开展集中培训、网络授课

等形式，不断提高农牧民专业化养殖水平，提升产业园区的生

产效能和辐射范围，为走集约化、产业化、市场化畜牧业高质

量发展之路奠定坚实基础。

在大力发展壮大嘎查集体经济发展产业的同时，浩来呼

热苏木统筹治沙与致富、生态与生产之间的关系。“为了有效

治理草场沙化，苏木不仅常态化开展禁牧监管，严厉打击超载

放牧、违规出牧等违法行为，还设立了治沙奖励基金，制定了

奖励实施方案，对在防沙治沙方面表现突出的个人和集体提

供经济支持。”贾春杰说。

20222022 年以来年以来，，浩来呼热苏木已完成林业重点工程建设浩来呼热苏木已完成林业重点工程建设

3580035800 亩亩，，其中蚂蚁森林人工造林建设项目其中蚂蚁森林人工造林建设项目 1480014800 亩亩、、京津风京津风

沙源工程人工造林建设项目沙源工程人工造林建设项目 2100021000亩亩。。

在这片美丽富饶的土地上在这片美丽富饶的土地上，，浩来呼热苏木将踏踏实实走浩来呼热苏木将踏踏实实走

产业富民的路子产业富民的路子，，用智慧和汗水铺就一条通往乡村振兴的阳用智慧和汗水铺就一条通往乡村振兴的阳

光大道光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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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迎二十大

内蒙古草原金峰畜牧有
限公司肉羊养殖场。

赵广志 摄

□记者 王丽超实习生 李欣

九月，秋风飒飒，走入松山区初头朗镇福山庄

村，整齐的菜畦、金黄的田垄映入眼帘，一派欣欣

向荣的丰收景象。

清晨五点，天刚蒙蒙亮，68 岁的刘万学就

向自家的大棚走去。“我们种植的是硬果番

茄，一年两茬。你看，这西红柿像小红灯笼

似的多招人稀罕，那个大的差不多有半斤

重，一年下来，就是我们老两口也能挣上

16-18万元呢。”刘万学高兴地说。

时间倒转，回到 2015 年。为打破传统、

单一的土地经营模式，福山庄村计划通过土

地流转的方式将土地整合发展设施农业。但

这对于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来一直守着自家一

亩三分地的农民来说绝非易事。

“一提土地流转，好多老百姓担心土地流转出去

就不是自己的了。”村党支部书记赵国江说。于是，走

家串户、讲政策、做工作、搞动员成了赵国江上任党支部书

记的第一件事，在一次次的走街串户后，终于有一小部分人

决定跟着赵国江试一次，刘万学便是其中一位。

要做就做最好的、最先进的。下定决心搞设施农业后，

赵国江便带领村民们四处学习，邻近的喀喇沁旗、宁城县，

山东省、辽宁省都成了福山庄村的学习地。画图纸、搞设

计、做可研，福山庄村的村民们个个成了全能选手。结合优

秀经验及本地情况，村民们决定盖新式日光暖棚。新式日

光暖棚种植面积较原来传统日光暖棚种植面积提高 45%以

上，村民们给棚内作物安上了锅炉，可最大限度确保冬季作

物正常生长。

“第一年种植西红柿我们就大赚了一笔，当年山东寿光

受灾，我们的西红柿大卖，不仅还清了盖大棚欠下的债，还

净赚了不少。”种植户李艳华说。

土地流转后，福山庄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目前，福山

庄村发展的经济作物多为西红柿、土豆、胡萝卜、油菜，均采

用滴灌方式进行浇水，相较于之前的用水量节约近 54%。

如今，福山庄村发展现代新式日光暖棚 155 栋，占地

1200 亩，2021 年村民人均纯收入 1.8万元左右。在乡村振兴

的战略背景下，福山庄村在积极探索基层治理、生态文明与

产业发展互融互促，打造青山秀水、绿富同兴的产业生态文

化旅游融合发展的康庄大路上阔步前行。

福山庄村福山庄村：：
希望田野上的振兴之作希望田野上的振兴之作

□记者 傲敏

金秋，巴林草原一派丰收的美

景 尽 收 眼 底 。 一 条 条 笔 直 的 水 泥

路 ，一 排 排 整 齐 的 房 屋 ，路 边 葱 茏

的 树 木 和 在 暖 阳 下 拉 着 家 常 的 老

人……巴林右旗宝日勿苏镇赛音勿

苏 嘎 查 美 丽 新 农 村 的 气 息 扑 面 而

来。

走进嘎查（村）部大院，一排排

光伏发电板在秋日的阳光下折射出

耀眼的蓝色光芒。赛音勿苏嘎查在

宝日勿苏镇党委、政府统筹规划、分

步实施的安排部署下，投资 50 余万

元建设总规模 65KW 的分布式光伏

发电项目。“光伏发电是一种清洁高

效的新能源，发展光伏发电产业不

仅可以有效利用闲置资源、创造经

济收入，而且可以达到保护环境的

目的，契合美丽乡村建设理念。”赛

音勿苏嘎查驻村工作队第一书记胡

斯楞说：“通过光伏发电，每年可为

村集体经济带来 3万元的收益。”

赛音勿苏嘎查距宝日勿苏镇党

政所在地西 10 公里，是以畜牧业为

主的牧业嘎查，共有 6 个独贵龙，户

籍人口 391 户、841 人，常住人口 192
户、539 人。全嘎查土地总面积 21.3
万 亩 ，其 中 耕 地 2.81 万 亩 、草 牧 场

18.3 万亩，牲畜存栏 4.2 万头。如何

在不断推动畜牧业发展的前提下做

好环境治理、提升村容村貌、改善人

居环境，是以牧业为主的赛音勿苏

嘎查探索已久的课题。

“2015 年 至 2016 年 ，嘎 查 投 资

300 余万元，完成危房改造 104 户、街巷硬化 30余公里，新建一

个休闲文化广场、一处文化活动室、一处医疗卫生室，完善基

础设施，粉刷院墙 31680 平方米……”提起农村人居环境优化

整治工作，嘎查书记巴特尔朝鲁记得清清楚楚。多年来，赛音

勿苏嘎查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作为美丽乡村建设的“头号工

程”，坚持以党建引领为纽带，2021 年成立了由党支部书记任

组长的环境整治领导小组及网格队伍，制定计划、挂图作战，

定期召开“人居环境集中整治”行动动员大会，明确嘎查干部

的具体责任，实行网格化管理模式。坚持党支部在农村牧区

环境综合整治工作中的引领地位，强化党支部书记责任落实，

组织带领广大党员、种植大户有效清理农田残膜以及农资农

药等塑料废弃物，动员群众门前三包、垃圾分类，组织网格员

定期清理小巷、沿路沿线、河道，做好公共场所卫生。及时转

运、填埋处理垃圾，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网络化整治模

式，实现对接无缝、上下联动的管理常态化。坚持以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为总抓手，积极推动乡村生态振兴，通过树立典型、

表彰先进，以点带面将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在全嘎查铺开。以

党建引领环境整治，引导两委干部及全体党员牧民成为整治

环境、移风易俗的标杆，使人居环境整治理念深植人心。“我们

每年从嘎查集体经济中拿出 10%的经费用于购买环境治理机

械用具、奖励农牧民、举办相关宣传活动等。”巴特尔朝鲁说。

如果说发展光伏发电产业是赛音勿苏嘎查统筹兼顾生

态环保与经济发展的一次成功尝试，那么建设饲草加工颗粒

厂便是该嘎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有力举措。

今年，赛音勿苏嘎查投资 87 万元建设饲草加工颗粒厂，将废

弃的秸秆和丰富的锦鸡儿资源有效利用起来，制成营养价值

高、成本投入低的颗粒饲料，壮大了集体经济收入，缩减了牧

民养殖成本减少了资源浪费，为绿色永续发展增添了新动

能。如今的赛音勿苏嘎查村容整洁、邻里和谐、百姓富足，在

建设美丽宜居新农村的道路上，一幅崭新的画卷正徐徐展

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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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山庄村新式日光暖棚。
王丽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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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马架子村扶贫产业示范园大棚刚南马架子村扶贫产业示范园大棚刚
种下的青椒种下的青椒。。

陈羿如陈羿如 摄摄

环境治理网格员在清
理道路两旁杂草。

傲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