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李国萍 通讯员 宋福恒

入秋一场透雨，山梁上、沟湾里喝足了水
的野草伸枝展叶贮藏养分，阵阵秋风在摇曳的
穗头染上金色，为牛羊长肉贴膘备足了纯绿色
饲草。

坐落于永兴梁山腹地的乌兰察布市凉城
县天成乡四十七号村北的黄羊岭沟里，溪流淙
淙、绿草遍野。村民王宏义的晒牛场就设在沟
中离村 2 里多的平坦处。10 多头各种肤色的
牛或静卧反刍，或站立甩尾，更有牛犊翘起尾
巴追逐嬉闹。刚过晌午，王宏义兴匆匆来到这
里，他满面笑意地看看大白牛、摸摸公牛，然后
从树干上解开缰绳，牵着牛先到溪边饮过山泉
水，再赶着牛群转向山中的饲养场，那里已备

足晒干的带籽肥草，让牛儿们吃个够。
现年 48 岁的王宏义从小在山里生活，性格

也像老黄牛一样勤劳踏实，一直以来日子过得
紧巴巴的，虽然成了家生有一子，却因贫穷又
打了光棍儿。他痛恨山里的困窘生活，于是把
孩子交给父母养育，自己独身走岀大山闯荡。
但是没有文化、不懂技术，只能干粗活、笨活、
重体力活，一天累死累活刚够糊口度日。走出
山 沟 摆 脱 贫 困 的 梦 ，随 着 时 间 的 推 移 逐 渐 消
失。思前想后，王宏义拳头一攥，牛劲儿来了：

“咱不能这样一直穷下去，得谋出路呀！”
2016 年，正好赶上脱贫攻坚战刚刚打响，

当地包村干部和驻村工作队深入各家各户摸
底排查，详细了解了王宏义家的情况后，随即
电话通知他回村，商量发家致富大计。在困境
中苦苦支撑的王宏义听到乡音，激动得夜不能

寐，第二天便踏上回家路。
凉城县天成乡四十七号村山大沟深、树木

茂密，优质牧草遍及其间，最适宜养畜。王宏
义回村后的当晚，天成乡党委委员侯东平就来
到家，坐在炕头上与他促膝长谈，鼓励其在村
里发展产业。从小喜欢牛的王宏义，心里热乎
乎的，当即拍板。5 天后，侯东平送来 5000 元
产业扶贫款。王宏义用产业扶贫款加上自己
多年的积蓄，买回一头基础母牛。“经过精心饲
养，母牛生母牛，5 年多时间就成了群。县里派
下技术人员指导，还用冷配技术培育优良肉牛
品种，现在仅西门塔尔牛就有 5 头，去年纯收入
3 万多元。”就是凭着这股牛劲儿，王宏义趟出
了一条生路。

养牛刚起步，父母相继去世，孩子也考入
大学。“光杆司令”的王宏义虽然觉得孤单、无

力，但他一直有个信念，就是摆脱困窘。心中
有方向，脚下有力量。王宏义每天东方刚亮就
起身，把牛赶往晒牛场，再清理牛棚。吃罢早
饭，粉碎好饲料、上山坡下沟壑割青草，运到山
里饲养场晾晒。午饭后稍作休息，就来到黄羊
岭沟的晒牛场，把牛赶往备好草料的饲养场。
太阳将要落山时再赶着牛回家。

夜深人静的时候，王宏义坐在炕头上，静
静地听棚舍里牛儿清脆的吃草声、母牛护犊儿
的亲昵声，幸福感油然而生：“等牛满膘后，把
土 种 牛 卖 掉 ，买 几 头 西 门 塔 尔 牛 ，扩 大 养 殖
业。就靠这山里的水草、地里的粮，发展绿色
养殖，肯定能卖个好价钱。到时候再给儿子在
城里买套楼房成个家，自己也找个老伴⋯⋯”
凭借这股“牛精神”，王宏义“牛日子”肯定能越
过越好。

凭借“牛精神”定能过上“牛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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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慧玲 实习生 黄欣红

凉风习习，秋色宜人。兴安盟科右前旗阿
力得尔苏木红光村马产业养殖基地里，膘肥体
壮的马儿们在圈舍里潇洒地踱着步，不时地传
出一阵阵嘶鸣声。

“什么叫‘穷家难当’？村集体经济要啥没
啥，这种‘无米之炊’的日子我们过了好多年。”
红光村党支部副书记薛凤凯说，“村集体经济薄
弱，发展受到严重阻碍。”

于是，谋出路、寻突破、搞发展就成了红光
村“两委”的心头大事。近年来，村“两委”四处
奔忙，不是在去取经的路上，就是在学政策、问
项目。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凭着这样的韧劲和
信念，村集体发展的思路打开了，他们牢牢把握

“资源、资金、资产”三要素，通过土地流转、合作
社带动等方式，迈开了破茧成蝶、迅猛发展的步
伐。

“发展村集体经济，就要打好特色牌。村
‘两委’按照‘因地制宜、一村一品’的发展思路，
认真分析发展方向，综合本地产业特点、资源禀
赋、交通区位优势和群众发展意愿后，村里决定
发展马产业，带领群众‘马’上致富。”薛凤凯
说。

去年，国家农业农村部印发了《全国马产业
发展规划（2020-2025）》，自治区出台了《关于
促进现代马产业发展若干意见》，更为红光村吃
下了政策支持的定心丸。

2020 年，红光村以村集体作为经营主体，
通过京蒙扶贫协作资金、扶持发展壮大嘎查村
级集体经济项目资金投入 110 万元，依托红光

村众诚养殖专业合作社养殖场，建立马产业养
殖基地。经过学习，了解到轻型温血马养殖成
本低、抗病能力强、损失率低，且销售行情好、经
济效益可观、有较好的发展前景，于是引进轻型
温血母马与血统种公马进行繁育，通过代代杂
交，不断改良马匹血统，增加其经济价值。

“为扩大养殖规模，融合个体力量，带动群
众致富，我们在村集体主体经营养殖的基础上，
为个体‘托管’马匹，他们投入所需费用，我们降
低养殖风险。同时，咱们的村民可以通过出力、
出草料等方式入股，获取收益。”薛凤凯说，这
套发展方法，老百姓非常认可。

经过标准化舍饲养殖、科学配方饲喂，马儿
骨骼健壮、肌肉发达，膘情良好。如今，红光村
有繁育母马 65 匹，种公马 2 匹。去年，村集体出
售 10 匹，除去人工、草料、疫病防治等费用支

出，创收 15 万元。今年可繁育马驹 50 匹，按每
匹 1.2 万元计算，纯收入可达 35 万元。同时，马
产业养殖基地可吸纳劳动力就业，为困难群众
提供了可持续的收入来源。

不少村民依靠养马致富了。今年，红光村
又把目光集中到了发挥马文化特色上来——在
本地开展赛马活动，吸引本地、通辽、赤峰、呼伦
贝尔等地马产业经营者及马爱好者来红光村参
赛，本地特色马产业的名气迅速打响，同时也扩
大了本村马产业市场。

如今，红光村的马产业还在马不停蹄地向
前发展，圈舍规模不断扩大，标准不断提高，铡
草机、粉碎机等机械设备也在逐步完善。下一
步，村里会继续依靠马产业壮大村集体经济、依
靠马文化发展旅游，让群众共享集体经济发展
成果，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红光村的“马”上致富经

转型引种特色水果
实现“三赢”

〖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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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者：巴彦淖尔市乌拉特中旗呼勒
斯太苏木哈拉图嘎查 温良

我叫温良，今年 37 岁，是巴彦淖尔
市乌拉特中旗呼勒斯太苏木哈拉图嘎
查的村民。

从 2015 年开始，我们嘎查开始尝
试种植拱棚红树莓，并成立了树莓种植
专业合作社，有发展意愿的村民通过土
地入股的形式加入合作社，探索红树
莓+红薯、红树莓+富硒西瓜等特色套
种模式，企业采取“公司+合作社+项
目+基地+农户”的运营模式，种、养、
加、销一体化。

种植了这种“稀罕水果”红树莓，不
仅改变了我们村的种植结构，拓宽了我
们农民的就业和增收渠道，还实现了生
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三赢。我
家从2017年开始，将原来的大田作物改
成红树莓。从这几年种植情况来看，种
植红树莓远比种植玉米、葵花收入高，是
我家的致富增收果。2019 年，我家 110
亩拱棚红树莓地里套种西瓜，年收入约
40 万元。今年，我家 110 亩拱棚里的红
树莓又迎来了收获季，从 7 月下旬开始
进入盛果期，陆续采摘上市。按照近年
来的市场收购价，加上套种西瓜，今年预
计收入也能达到40万元左右。

近几年，红树莓基地紧紧围绕红树
莓绿色发展提质增效栽培技术示范、红
树莓林下经济套种技术、控膜提效技
术、水肥一体化技术、红树莓根腐病、果
蝇绿色防控技术，通过这些技术的应
用，生产绿色农产品，促进农业增效、农
民增收。这些技术我们都已经牢牢掌
握，并且成为指导我们种植的标准。

今年，我们合作社社员已达到 60
户，种植红树莓面积达到 500 多亩，并
采用套种红薯、西瓜的方式和社员签订
了最低收购协议，合作社社员可以以采
摘的形式自行出售，出售不了由合作社
以最低保护价收购，解除了社员的后顾
之忧。

（本报记者 张慧玲 整理）

□张慧玲

乡村振兴，如何抓好产业振兴是至关重
要的环节。要抓好产业振兴，如何最大限度
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让群众参与进来，实现
共建共享，这更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兴

安盟科右前旗的“马”上致富项目，给了我们
一个现实的模板：做给群众看，带着群众干。

做给群众看，绝不是作秀，无论是群众
的衣食住行，还是致富项目发展门路，都应
该通过党员干部或致富带头人的实际行
动，让群众看到希望和信心；带着群众干，
要干在实处，就是要找准适合当地经济发

展的突破口和切入点，破解好群众“不敢
干”“不会干”的难题，积极帮助群众提高致
富的技能，辐射带动群众共同致富。

干事创业，其实就和带兵打仗一样，不
能光喊“给我上”，而是要带头冲锋，让大家

“跟我上”。只要能始终与群众想在一起、
干在一起，难题便能迎刃而解。

〖新景〗

包头市
“快递进村”覆盖率
达到 85.2%

本报 9 月 14 日讯 （记者 李
国萍）自“快递进村”工作开展以来，
包头市邮政管理局积极协调邮政、
快递和第三方物流企业展开合作。
目前，全市“快递进村”服务覆盖率
达到 85.2%，提前完成“快递进村”
年度工作目标。

为确保“快递进村”下得去、运
行好，包头市邮政管理局近期连续
组织邮政、京东、顺丰 3 家企业召开
座谈会，就合作协议签订、系统技术
对接、服务时限、服务标准等事宜进
行协商讨论，推动开展试点工作，目
前土右旗邮政与京东进入合作测试
阶段。

赤峰市
党建促发展
户均增收 5251元

本报 9 月 14 日讯 （记者 薛
来）赤峰市自开展“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以来，积极探索“党建
联合体+产业化联合体”发展模式，
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引领作用，
因地制宜，集中集约集聚发展优势
产业，增强农村牧区经济活力，让农
牧民切实收获产业发展带来的“红
利”。

截至目前，赤峰市通过党建引
领产业发展模式，共动员 7 万余名
党员投身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
振兴有效衔接工作中，带动嘎查村
集体经济直接增收 7824 万元，全市
2059 个嘎查村年集体经济收入全
部达到 10 万元以上，直接带动农牧
民 85.2 万余人参与产业发展，实现
户均增收 5251 元。

敖汉旗
坡改梯项目
让喇嘛板村变了样

本报 9 月 14 日讯 （记者 张
慧玲）记者从自治区水利厅获悉，
近年来，赤峰市敖汉旗牛古吐镇喇
嘛板村实施坡改梯水土保持生态
综合治理和高质量农田建设，完成
了水平梯田建设 1.086 万亩，占全
部坡耕地面积的 77.57%。对还未
改 造 的 3000 亩 坡 耕 地 已 列 入
2021 年水平梯田建设项目计划，
实施后全村耕地水平梯田建设将
实现全覆盖。

该村高标准农田坡改梯地块实
施高效节水膜下滴灌项目现已完成
0.76 万亩，对未实施膜下滴灌项目
的 0.7 万亩梯田地也已列入“十四
五”规划，实施后全村水浇地将实现
全覆盖。

乌拉特中旗
以产业基地建设为抓手
提升农技推广服务水平

本报 9 月 14 日讯 （记者 韩
雪茹）记者从自治区农牧厅获悉，今
年，巴彦淖尔市乌拉特中旗充分发
挥农牧业科技试验示范作用，以向
日葵种植产业基地建设为抓手，提
升农技推广服务水平。

据了解，该旗向日葵种植产业
基地位于乌加河镇兴永胜村永胜
一组，是旗级科技示范园区，也是
向 日 葵 科 技 成 果 转 化 示 范 小 院 。
该基地总建设面积 1.3 万亩，其中
核 心 区 1000 亩 ，辐 射 带 动 5 万
亩。基地依托亿丰惠农专业合作
社经营，是集产前订单种植、产中
技术服务、产后精选销售于一体的
社 会 化 服 务 示 范 基 地 ，已 经 实 现
1.3 万亩技术全覆盖。基地通过推
广各种统防和绿色防控技术，减少
向日葵螟、向日葵菌病、向日葵黄
萎病的发生。同时，减少了农药使
用量、农药对田间有害动植物的抗
药性、农药对土壤地下水的污染，
有效减轻了农业面源污染。相关
技术试验示范提高了经济效益、社
会效益、生态效益。

做给群众看
带着群众干

□本报记者 赵弘

金秋九月，赤峰地区进入大丰收
季。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土龙岗村
的春棚尖椒种植基地里，大大小小的
红绿尖椒挂满枝头。

怀抱满满一箱红尖椒的土龙岗村
村民邵森满脸堆笑：“这尖椒的收益确
实好，玉米一亩地最多收入 2800 元，
这春棚尖椒一亩地能收入 15000 元，

每亩地 12200 元的差价，这是多大的
效益啊，明年我还要扩大种植规模。”

2016 年，林东镇政府开始大力发
展尖椒产业，邵森把目光集中到了尖
椒种植上，为熟练掌握春棚尖椒种植
管理和病虫害防治技术，他自己到赤
峰实地考察学习了 10 余次。功夫不
负有心人，勤劳苦干的他尝到了种植
尖椒带来的甜头，年收入平均达到了 9
万元，他的春棚尖椒发展到了 6 亩。
2018 年，他不仅自己种植尖椒，还当

起了尖椒经纪人，“今年这两项加一
起，年收入 15 万元不是梦。”

土龙岗村党支部书记张浩春介绍
说：“今年村里尖椒大丰收，6 月份上市
时，绿尖椒每斤能卖到 1.5 元，红尖椒
可以卖到 3 元，9 月份价格保持在 2 元
左右，今年村里九成以上的农户收入
都在 3 万元以上。”林东镇土龙岗村，
共有日光温室大棚 660 亩，目前参与
尖椒种植的农户有 200 多户。

红绿尖椒红绿尖椒

挂挂
枝头枝头

采摘。 装箱。

装袋。 干尖椒生产车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