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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的赛汗乌素村美丽的赛汗乌素村。。王超王超 摄摄

这些天，位于海南区巴音陶亥镇沙葱产
业生态园的沙葱基地迎来了今年第一茬收
割。放眼望去，沙葱地里绿油油一片，村民们
都忙活着收割，享受丰收的喜悦。

“我们这里有 50个大棚，目前已启动 36
个大棚种植沙葱，沙葱播种一次，可连续采收
15年，一年能收割5到7茬，一茬大概收500公
斤左右。”巴音陶亥镇沙葱产业生态园负责人李
万瑞高兴地说。经过几年发展，这里的沙葱种
植得非常成功，现在每到沙葱采收的日子，附近
村民纷纷加入沙葱“采收队”，利用农闲时间增
加收入，真正实现了务农、务工两不误。

“我们来割沙葱，一天平均下来可以收入
300 元左右，割得好的话可以达到七八百块
钱。”巴音陶亥镇村民丁秀芝告诉笔者。

据介绍，多年来巴音陶亥镇东兴村党总
支创新“党支部+基地+农户”的发展模式，盘
活村内50栋闲置大棚，将沙葱种植发展为特
色农业产业，带领更多村民走向致富的道路。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基础。近年来，
海南区因地制宜大力发展规模农业、特色农
业、智慧农业，推进“一乡一业、一村一品”的
产业发展路径，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
为乡村振兴赋能。

海南区从加强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入
手，坚持守住基本农田保护红线，持续稳定粮

食种植面积，稳步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
配套实施高效节水灌溉工程，切实为农业发
展打好基础。同时，以保元蛋鸡、盐碱水对虾
等养殖企业为示范，加快推进荣冠生猪等标
准化养殖项目建设，广泛吸纳养殖户入驻羊
路井村集中养殖区，逐步形成农牧结合、循环
发展的新型种养结构，推动农牧业产业集约
化、规模化、高端化发展。

作为“葡萄之乡”，海南区充分发挥葡萄产
业优势，着力打造以阳光田宇为中心的葡萄种
植及葡萄酒产业集聚区，稳步扩大葡萄种植面
积，初步形成了葡萄面积9500亩，年产鲜食葡
萄1660吨，年酿葡萄酒1517吨的规模。

同时，该区积极引导扶持龙头企业和规
模化生产合作社开展“二品一标”认证工作，
持续提升保元鸡蛋、阳光田宇红酒等农业品
牌知名度，不断扩大“乌海葡萄”“巴镇万亩
滩”品牌影响力，构筑具有本地特色的区域品
牌体系。

年初以来，海南区立足乡村振兴的要求，
持续优化调整产业结构和布局，横向调优产
业结构、纵向延长产业链条，点上布局产业项
目、面上拓展产业形态，打造特色果蔬种植示
范区，积极引进和推广新技术、新品种、新模
式，扩大特色瓜果蔬菜种植面积，推动特色资
源向优势区域集聚，实现特色产业融合发展。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在推进乡村
振兴过程中，海南区从提升农区基层党建入
手，加强各村党组织建设，通过党建引领，助
力乡村振兴跑出“加速度”。

过去，拉僧庙镇曙光村一直以饲养成本
高、生长周期长、出肉率低的本地牛为主，每
年养殖户获取的经济效益并不高。聚焦解决
村民的“急难愁盼”，这些年村党组织带领养
殖户积极调整养殖产业发展思路，通过引进
新品种牛，加强技术指导，为养殖户申请资金
支持，让村里养殖业走出发展困境。

除了发展养殖业，曙光村党总支还积极
与企业合作在村里建起了面粉加工厂，这也
让很多村民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挣钱。

“只要能带着大家伙致富，就是我们村干
部最开心、最有成就感的事了。”这是曙光村
党总支书记王胜勇心中的信念。

近年来，海南区聚焦夯实“五级书记”抓
乡村振兴政治责任，印发《关于健全完善区
委常委和区级党员领导干部党建工作联系
点的通知》，落实区级领导包联、镇（街道）班
子成员包村、机关干部包户的“三包”制度和

“八个一”工作机制，建立抓党建促乡村振兴
工作周调度、月通报、季总结工作机制，形成
了“区级负总责、镇（街道）抓推进、村级抓落
实”的责任体系。

聚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海南区充分发挥集体经济组织和
相关职能部门作用，就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
做出阶段性规划，坚持因地制宜、一村一策，
大力促进“一村一项目”活动，推动“党建+产
业”融合发展。

同时，该区大力实施村党组织“星级管
理”“最强党支部”提质升级，目前全区8个村
党组织均达到9星级，其中达到10星级的有4
个，8个村党组织达到“最强党支部”标准，为
乡村振兴提供坚强组织基础。

乡村振兴，人才先行。海南区持续推进
人才助力乡村振兴工程，引导各类人才向一
线流动，选派医疗、教育、农业等领域专业性、
实用性人才开展产业指导、农技培训等服务，
在破解关键技术难题、推广实用技术等方面
起到了积极作用。不断充实农村基层干部人
才队伍，持续更新村干部后备力量人选库，8
个行政村储备干部27人。全面落实村“两委”
干部待遇“5432”薪酬体系，调整后村干部人
均工资增长800元，兑现选调生到村任职补助
资金 6.34万元，优先晋升驻村工作队员职员
等级10人，不断激发干事创业劲头。该区还
不断深化“一村班子一名大学生”，目前8个行
政村班子共有大学生 13名，村领导班子结构
不断优化，持续提升乡村振兴发展动力。

别具特色的崭新民居、干净整洁的农家庭院、奔
走于村中的志愿队伍……初夏时节，走进海南区黄河
岸边的赛汗乌素村，文明和谐之风扑面而来。

“如今村里人养成了不随手扔垃圾的好习惯，大
家都自觉维护房前屋后的卫生，我们从昔日的落后村
蝶变成为第五届全国文明村镇。”说起村里这几年的
变化，在这里驻村工作多年的刘占林很有发言权。

这些年，在乡村振兴好政策的助推下，赛汗乌素
村的整体面貌发生了巨大改变，村民们搬进了集中新
建的农舍，在致富产业的带动下，收入也增加了。村
里还完善了文化设施，大家的精神文化生活也丰富起
来。每到农闲时，村民们聚集在文化广场上跳舞，用
欢快的歌舞演绎自己的幸福生活。

为巩固这来之不易的成果，村里还成立了卫生环
保、政策理论宣讲、文化文艺服务、扶贫帮困等16支志
愿服务队，志愿者全部由村民构成，平日里大家各尽所
能、齐心协力维护村庄的美丽整洁。与此同时，赛汗乌
素村制定了村规民约，对社会治安、邻里关系、环境卫
生等5个方面作出具体规定，并充分发挥新乡贤、村民
议事会、道德评议会、红白理事会、禁毒禁赌协会等作
用，每年开展乡风评议活动，树立了文明新风。

乡村美，看“颜值”更看“气质”。如今在海南区各
乡村，文明已成为村民的自觉，淳厚的文明乡风也越
来越浓。

在美丽乡村建设中，海南区坚持以培育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本，通过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主题广场以及绘制图文并茂的文化墙等方式，大
力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村民将点滴的文明
行动化为常态化的行为习惯；同时，以思想价值引领
为出发点，围绕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建设，
把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打造成“传播思想、实践文
明、成就梦想”的百姓之家。

海南区还大力倡导树立移风易俗新风尚，推动完
善“一约四会”，从扩大正面宣传教育入手，着力营造
喜事新办、白事简办的社会氛围；有效治理铺张浪费、
大操大办、薄养厚葬等社会陋习，弘扬文明健康节俭
的社会新风。

同时，海南区充分发挥先进模范在乡风文明建设
中的倡导作用，广泛开展“文明家庭”“身边好人”等先
进典型创评活动，并注重发挥农区优秀基层干部、道
德模范的示范引领作用，通过定期组织群众开展道德
模范、身边好人好事宣讲活动，让他们的言行垂范乡
里，涵育文明乡风。

农技专家指导农户种植葡萄农技专家指导农户种植葡萄。。郝飚郝飚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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崭新的农舍整齐划一，致富的产业蓬勃兴起，文明的乡风浸润民心……如今在乌海市海南区的农
区大地，一幅“农业强、农区美、农民富”的美丽新画卷正在徐徐展开。作为乌海市农区面积最大的辖
区，海南区是该市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主战场。近年来，海南区紧紧围绕“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
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抓关键、打基础、增后劲，乡村振兴工作取得显著成效，一个个乡村
不仅景色宜人、设施完善，而且产业兴旺、充满活力，农区居民的幸福指数节节攀升。

产业兴旺农户富裕产业兴旺农户富裕

村干部直播带货助力特色农产品走出去村干部直播带货助力特色农产品走出去。。郝飚郝飚 摄摄

文明新风吹遍乡里文明新风吹遍乡里开榨酿酒开榨酿酒。。郝飚郝飚 摄摄

海南区巴音陶亥镇发展盐碱水南美
白对虾养殖项目。 路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