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铁们，这就是烟薯 25 号。它是稀
面黄瓤儿，煮熟了糖汁滴滴答答的，特
甜！”别看现在王洪岩在直播镜头前介绍
家乡特产一套一套的，最初直播带货时，
49 岁的他可是硬着头皮上的。当初，他
在镜头前说，村民们一旁捂嘴乐。王洪岩
只有小学文化，而且不善于表达，但就是
村里6个品种的地瓜，让他找到了自信。

奈曼旗青龙山镇有独特的褐土。王
洪岩所在的互利村，祖祖辈辈都种地瓜，
味道甘甜。今年初受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村里积压了 5 万斤地瓜。当地网红
走进直播间，短短 7 天，滞销地瓜售罄。

近 3 年，奈曼旗在北京市通州区的

大力援助下，搭建了电子商务完善的销
售平台，通州区出资近百万元协助建设
的奈曼旗电商扶贫运营中心正式运营。
培训人员走进村子教村民直播带货，直
播间里有农村大炕、有灶台，能炖小鸡
儿、烀苞米。

经过 10 多次的直播，王洪岩直播间
的粉丝从零星几个涨到了 500 人，他上
镜的状态也越来越自然。“虽然粉丝数量
不算多，但我现在干劲儿十足。微信电
商我做得早，尝到了甜头，直播也不能落
下。最重要的，直播确实能让网友直接
看到村里的绿色产业链。”王洪岩信心满
满地说。

变化不止一旗一县一镇一乡。近
年 来 ，通 辽 市 以 本 地 农 特 优 产 品 为 媒
介 ，用 网 络 搭 桥 梁 ，让“ 养 在 深 闺 人 不
识”的优质特色农产品搭上互联网快车
销往全国，探索出一条电商助农、富农
的发展之路。

鞍马犹未歇，战鼓又催征。乡村振
兴的战鼓已经擂响，通辽全市上下将牢
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感恩奋进，大力弘
扬脱贫攻坚精神，乘势而上、再接再厉、
接续奋斗，着力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不断夯实农
村发展基础，在千里沃野闯出一片崭新
的天地。

农民更有劲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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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在脱贫攻坚辉煌的成就里，通辽市累计脱贫 22.49 万人，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实现现行标准下全部稳定脱贫，626 个贫困嘎

查村全部出列，6 个贫困旗县全部退出摘帽，贫困户家庭年人均纯收入达到 1.1 万元以上，区域性绝对贫困问题彻底解决。如
今，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接力棒”引领着通辽市各族儿女继续前进，也传递着他们稳稳的幸福。

栽树、浇水、剪枝⋯⋯每当天气回
暖，进入造林季，科左后旗努古斯台镇
努古斯台嘎查牧民春梅都会来林地打
工 ，每 天 收 入 100 元 左 右 。 春 梅 家 有
580 亩地，由于沙化严重，其中 520 亩都
不能耕种。2014 年，科尔沁沙地综合治
理工程启动，春梅将沙化严重的土地全
部流转给国有林场，拿到 5 万元流转费
后，购买了 4 头基础母牛发展养殖业。

“我们这里是黄牛之乡。养牛每年收入
2 万元，种地也能收入 2 万元，加上打工
挣的钱，现在全家年收入 6 万多元。”春
梅说。

治沙与致富，实现同步，国贫旗涅
槃重生。

在大规模生态修复建设过程中，科
左后旗“绿富”同兴，通过实施退耕还林
还草、建设饲草料基地、推广经济作物
等措施，大力发展肉牛产业、林果产业、

药材产业、旅游产业，从土地流转、苗木
培育、务工管护、板材加工、产业发展等
各个环节挖掘经济潜力，为贫困人口创
造就业、带来收益。

如 今 ，这 里 的 贫 困 发 生 率 降 至
1.21%，过 去 5 年 里 累 计 减 贫 11688 户
30353 人，今年宣布退出贫困旗县序列，
2019 年荣获全国脱贫攻坚奖之组织创
新奖。

在科左后旗，从放养到圈养再到规
模化养殖，践行新理念的“牛人”村村都
有。农牧民算好了生态账，“为养而种、
为牧而农”，着力转变养殖方式，探索舍
饲养牛、种草养牛和科技养牛等新的科
学养殖模式，黄牛成了农牧民脱贫致富
达小康的“香饽饽”。

这是一场从生态入手的历史性变
革。

把培育生态产业、发展壮大绿色经

济作为脱贫攻坚的重要路径之一，科左
后旗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
民，在实施“三北”防护林建设、天然林
保护、科尔沁沙地综合治理等重点生态
工程中，通过种树种草、以造代育、参与
管护、生态旅游等途径，促进农牧民增
收。通过推动土地流转、引导务工就业
等方式，让群众在生态良好的基础上实
现共同富裕。

科左后旗的探索是通辽市美丽乡
村建设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通辽市高度注重产业后续
长期培育，结合各旗县资源优势，继续
优先支持脱贫旗县发展现代农业产业
园、科技园、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等，做
好 脱 贫 地 区 培 育 绿 色 食 品、有 机 农 产
品、地理标志农产品，打造农村产业融
合发展的平台载体，以此延伸农业产业
链，拓展农业多维功能，发展新业态。

日子更有奔头

夏日，碎碎的野花艳了一望无际的
草原，幽幽的芳香弥漫空旷的山野。有
着“中国最美山地草原”美誉的扎鲁特草
原开始热闹起来。

生态环境和旅游业的有机结合，使
游玩中国最美山地草原、享受民族特色
美食、感受民族文化成为扎鲁特旗旅游
业的一大亮点。

为了让旅游红利更多惠及农牧民，
扎鲁特旗以全域旅游为契机，鼓励各苏
木镇农牧民大力发展牧家乐、农家乐。
通过骑马、摔跤、射箭、搭建蒙古包等内
容丰富的娱乐实践活动，让游客体验民
族传统文化生活。扎鲁特旗格日朝鲁苏

木霍日格嘎查的不少牧民依靠当地地理
优势和优美的自然环境，开办了牧家乐，
挣上旅游钱。

“去年 6 月开业至 9 月，一共接待游
客 5000 多人，旅游收入少说也有 12 万
多。”霍日格嘎查牧家乐主人布仁朝格图
笑着说。为了给游客提供更多、更好玩
儿的体验项目，今年牧家乐在旅游项目
和饮食上融入了更多民族特色，让游客
在这里不仅能欣赏到美丽的风景，品尝
特色美食，还能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的
魅力。

近年来，扎鲁特旗大力实施收缩转
移战略，自 2008 年以来，投资近 10 亿元

进行草原生态修复治理、移民搬迁和安
置改善群众生产生活，对温都尔敦吉、哈
拉嘎图、明日格图、那仁宝力皋等 11 个
牧 民 嘎 查 实 施 生 态 移 民 搬 迁 。 789 户
2116 人迁离后，百万亩草原成为无人无
畜的生态保护区。

如今，这片保护区里已是碱草齐腰、
野麻没车，大批野生动物回迁草原，成为
鼠兔与禽鸟的自由天堂。

舞动山水兴旅游，一业兴起百业旺。
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百姓更加关注自身
健康、生活品质和生存环境。如今，大力
发展美丽乡村建设，推动乡村旅游，助力
通辽乡村振兴发展的格局悄然形成。

农村更有看头

筑梦乡村绘新景筑梦乡村绘新景

—
—

通辽市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综述

□康桂君

脱贫后农牧民
的文化生活更加丰
富多彩。

康桂君 摄

手工编织技艺
让农村妇女找到了
增收的路子。

康桂君 摄

开鲁县标准化
种 植 的 60 万 亩 红
干椒喜获丰收。

郭洪申 摄

采摘富农家。
胡建华 摄

外地游客对扎鲁外地游客对扎鲁
特 旗 的 刺 绣 一 见 钟特 旗 的 刺 绣 一 见 钟
情情。。 康桂君康桂君 摄摄

散落在乡村牧区的农家乐散落在乡村牧区的农家乐、、牧家乐引来了远方游客牧家乐引来了远方游客。。 郭洪申郭洪申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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