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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人返乡”产业兴
在科右前旗察尔森镇察尔森嘎查，一处古色古

香的民宿坐落于此。2022年 1月份，返乡创业大学
生王志强投资100万余元创建了半亩方田民宿，累计
接待游客600人次，年收入20万元左右，带动当地旅
游收入10万余元。

这几天，他正忙着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为自己
“充电”。“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这不仅为乡村发展指明了方向，更让我们这些
返乡创业的大学生振奋不已。接下来，我会努力经
营好自己的民宿，在发展乡村旅游业的同时带动更
多村民稳定增收。”王志强深有感触地说。

在扎赉特旗好力保镇，由“返乡能人”吴瑞新夫
妇创立的博民服装有限公司内，80余名周边村屯妇
女正在认真学习缝纫技术，一针一线编织着自己“农
闲增收”的幸福时光。

“今天是培训的第10天，等15天培训期结束后，
我就可以开始制作成品，按件收入，不用出门也能赚
钱！”车间内，村民李瑞芳正在实践刚学来的制衣技
术，学成后预计月增收1500元以上。

“2022年，政府给我兑现了6万元能人返乡补贴
资金，盟乡村振兴局还把我的公司评为就业帮扶基
地，补贴30万元帮助我开展技能培训，让我带着乡亲
们创业更有底气。我将补贴资金全部用于学员培
训，学员无论兼职还是全职，订单收入都有保障。”博
民服装有限公司负责人吴瑞新介绍，经过政府的政

策和资金支持，他的公司已经累计培训本地妇女400
余人，安排就业岗位201人，人均年增收2万元以上。

为扎实推动“能人返乡”工作，2022年 3月31日，
兴安盟“能人返乡”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邀请北
京的行业能人、乡友代表，向全国兴安“能人”发出倡
议书，吹响“能人返乡”集结号，并建立了盟级能人信
息库，入库教育能人、农技能人、医疗能人共484人，
各旗县市共入库能人 3090人；全盟已落地“能人返
乡”项目 35 个，计划总投资 3.45 亿元，已完成投资
1.28亿元。

“市民下乡”经济活
2022年，突泉县不少城市居民在乡村拥有了自

己的“小菜园”。“在离家不远的城郊，能带着孩子一
起耕种土地，看着作物生长，体验农村生活的同时，
收获纯天然的食物，很开心。”市民张伟笑着说。

按照乡村振兴发展全域旅游的工作要求，突泉
县突泉镇南厢村依托近郊优势，打造百亩“城市菜
园”项目，以“果丰菜鲜”为主要特点，开发多功能的
生态休闲之地，积极助推“市民下乡”，全面激发城乡
发展活力。

寻找雪地盲盒、打冰尜、玩雪圈……日前，科右
前旗2023冰雪嘉年华启幕，在活动分会场之一的科
尔沁镇番茄公社里，一场欢乐的“科尔沁亲子运动
汇”正在火热进行，前来游玩的家长和孩子们在冰天
雪地里尽情地撒欢，享受着亲子时光。

“孩子们从小在城里长大，没怎么接触过乡村
生活，今天特意带他们来这里玩，体验一下乡村冰
雪游戏，孩子们很开心，也很惊喜。”乌兰浩特市游
客辛欣说，番茄公社离市里近，驱车 20分钟左右就
能到，以后要多带孩子们来这里游玩，感受不一样
的乡村美景。

兴安盟持续在“产业、消费、智力”方面着力，推
动“市民下乡”破题起步。围绕农牧业领域14个重点
产业链，制定《兴安盟“四乡工程”——市民下乡发展
乡村产业指导目录》，明确了重点产业发展优势区
域、鼓励发展方向和扶持政策项目等，为“市民下乡”
发展产业开辟渠道、指明路径。

立足农村牧区实际需要，兴安盟组织业界专家分
级开展休闲农业、乡村旅游、电子商务等专业技能培训
138期。深入开展“万名律师进乡村”活动599次，办理
农牧法律援助案件69件，开展涉农牧法律咨询和普法
专题讲座活动170余场次，受益群众达7.4万余人。

“干部到乡”解民忧
突泉县水泉镇龙胜村玉米种植户较多，为了提

高玉米的产量，突泉县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派驻
水泉镇龙胜村第一书记徐宏伟带领村书记和种植大

户到乌兰浩特市义勒力特镇高产出农田示范基地学
习高产玉米种植，引进浅埋滴灌覆膜、水肥一体化等
先进技术，帮助村民实现增产增收。

同时，徐宏伟鼓励引导群众通过大葱和小笨鸡
种养结合的模式发展庭院经济，利用小空间、小投
入、低强度劳作换取大效益，逐步带动村民增收致
富。“徐书记指导我们在院子里养了100多只小鸡，种
了半亩地的大葱，一年多挣了4000多元。”村民李海
介绍说，去年龙胜村有75家农户种植大葱，113家农
户养殖小笨鸡，户均增收3000元以上。

“2022年以来，旗乡各级干部每个月都到我们村
里入户调研、核算群众收入账、了解群众生产生活需
求、排查调解矛盾纠纷，切实帮助群众办实事，也带
动了我们村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扎赉特旗好力
保镇永兴村党支部书记申国富说。

为将“干部到乡”工程抓准抓实，兴安盟确定了
党员领导干部联系到乡、各级干部结对到乡、驻村工
作队常态到乡、专家人才服务到乡4种方式，让到乡
干部工作有方向、见实效。

从上到下部署、由点到面践行，一项项举措、一
次次推动，兴安盟各级干部扑下身子，扎根泥土，沉
在一线。兴安盟2.4万名干部与3.9万户群众结对认
亲，驻村工作队帮扶常态到乡，开展“四到村五到户”
帮扶活动，积极落实建强嘎查村党组织、推进强村富
民、提升治理水平、为民办事服务等4项工作任务，特
派专家人才服务到乡，让村民的“难事儿”不再难。

2022年，兴安盟各级农业部门开展农牧专家送
经验行动，下派农牧专家569人次，推广指导大豆玉
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甜菜机械化种植。盟科技局
开展科技专家送技术行动，选派水稻、玉米和牛、羊、
猪等产业科技特派员423人，深入814个嘎查村进行
培训指导。盟教育局开展教育专家送知识行动，组
织优秀教研员、学科名师347人次开展入校指导、教
学质量检测、高考备考指导等活动……整合农技、医
疗、教育等优质资源，选派专业人才“组团式”下沉一
线开展服务，变“点状供给”为“系统供给”，为乡村全
面发展把脉问诊。

“企业兴乡”释潜力
大雪过后，兴安大地，银装素裹。在乌兰浩特市

乌兰哈达镇三合村的民俗风情街上，不少身着朝鲜

族服饰的少男少女正趁着雪景打卡拍照。唯美雪景
和民族风情两相映衬，别具一番景致。

近年来，乌兰浩特市乌兰哈达镇三合村以“民
俗”和“旅游”为突破口，积极开发朝鲜民族特色文化
保护项目，培育“民族民俗文化+稻田风光”特色旅游
产业，全力建设乡村振兴样板村。

“2022年 6月，我们启动了南北民俗风情步行街
项目，通过挖掘本地特色朝鲜族民俗文化，结合当地
的稻田景观优势，推进三合村农旅融合进程，形成了

‘水稻产业+民俗旅游’的发展模式。”据乌兰哈达镇
副镇长照日格图介绍，民俗风情步行街建设由内蒙
古森发林业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帮扶完成，总投资
达6270万元。

“我们以打造三合村民俗步行街为契机，在三合
村流转了闲置的9个宅基地，投资450万元新建3栋
300平方米的经营业态用房，投资270万元与农户合
作建设经营用房900平方米，并将6栋民房改造成特
色民宿、餐饮、小商业等，将使用权划给村集体，助力
村集体通过发展旅游提高收入。”内蒙古森发林业开
发（集团）有限公司运营部部长陈爽说。

“助力乡村振兴是我们国有企业义不容辞的责
任。”云南中烟红云红河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乌
兰浩特卷烟厂党委书记、厂长王力家介绍，乌兰浩特
市义勒力特镇义勒力特嘎查是他们对口帮扶的重点
嘎查，结合“企业兴乡”工程，该企业按照“因地制宜、
突出特色、典型带动、整村推进”的总体思路，向义勒
力特嘎查捐赠了 100万元，用于发展脱贫户庭院经
济、民宿打造、建设旅游标识、完善游玩设施、开展河
道治理及环境美化绿化工作。

聚合资源，握指成拳，“村企”联动让嘎查村发展
势头更加强劲。

兴安盟积极引导盟内民营企业、金融企业、国有
企业、商会组织及外埠兴安商会与嘎查村建立结对
关系，目前共有416家盟内外企业与453个嘎查村建
立了帮联关系。“企业兴乡”释放出不竭的乡村潜力。

在科右中旗巴彦茫哈苏木，兴安盟吉祥爱里农
业发展有限公司通过“企业+基地+农户”的模式，壮
大庭院经济，带动农民增收。“种豆角不愁卖，就这个
小院子就能收入1万多元，开春我打算多种一些。”种
植户白金泉笑着说。

方寸之地“做文章”，小庭院成“聚宝盆”。随着
公司发展壮大，不仅拓宽了村民增收渠道，也改变了
乡村面貌。2023年，该公司合作种植豆角的农户多
达600户，每户种植面积0.5亩至5亩，预计平均增收
2400元至 3万元，同时为该苏木村民提供30余个稳
定岗位。

一件件干货满满的政策“大礼包”、一个个实打
实的产业项目、一座座极具发展资源优势的乡村，让
返乡能人、下乡市民、到乡干部、兴乡企业信心更足、
干劲倍增，在党的二十大精神指引下努力绘就乡村
振兴共同富裕的壮美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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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安盟全力推进“四乡工程”提质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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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兴乡企业兴乡””打造三合打造三合
村民俗风情街村民俗风情街。。

▲▲““返乡能人返乡能人””单坤朋在大棚单坤朋在大棚
内忙碌内忙碌。。 包宝音德力格尔包宝音德力格尔 摄摄

▲▲农牧技术推广研究员深农牧技术推广研究员深
入嘎查村为群众解决难题入嘎查村为群众解决难题。。

游客体验稻田观光小火车游客体验稻田观光小火车。。毕力格毕力格 摄摄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乡村振兴”再度成为一个热词。
伴随着振兴之梦在兴安大地跳跃升腾，一场如火如荼的“四乡工程”在兴安盟全面铺开。“能人返乡”成为致富领路人、“市民下

乡”释放城乡发展活力、“干部到乡”提升基层治理能力、“企业兴乡”增强发展后劲……启动“四乡工程”，是兴安盟委、行署为持续巩
固脱贫攻坚成果、促进乡村振兴、推动农村牧区高质量发展作出的一项重要举措。

从2022年初启动“四乡工程”以来，兴安盟以爱才的诚意、聚才的良方，让八方人才竞相涌流到乡村这块发展热土上。

俯瞰科右前旗科尔沁镇平安村俯瞰科右前旗科尔沁镇平安村
番茄公社番茄公社。。 包宝音德力格尔包宝音德力格尔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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