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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记嘱托 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阿拉善盟委宣传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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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风起，万物收。在孪井滩生态移民示范区广袤
的田野里，大片的青贮玉米已经成熟，棵棵玉米秸秆长
势喜人，空气中不时飘来一阵青草香，呈现出一片繁忙
的丰收景象。眼下，正值青储饲料储备的黄金期和关
键期，连日来，示范区的种植户抢抓晴好天气，积极组
织人力、机械开展青储玉米收割，确保应收尽收、应收
早收，为当地和周边牲畜越冬度春备足“口粮”。

走进示范区阿敦高勒嘎查的青储玉米地里，大
型青储秸秆收割机和运输车辆正开足马力在田间来
回穿梭，随着隆隆的机器轰鸣声，一排排两米多高的
玉米瞬间被连茎带穗地收割，粉碎成2厘米左右的青
储料装车后运往宁夏的养殖场。

“我们嘎查今年种了 8000多亩地玉米，现在青
储初步预计可能卖4000多亩地，今年我们的玉米长
得壮实，一亩地卖2300元。”阿敦高勒嘎查党支部书
记谢文清说。

近年来，示范区不断引导农民调整农业种植结
构，越来越多的农民选择种植青储玉米，经过多年的
探索种植，示范区株高、茎粗、穗位高、叶片厚的高质
量青储玉米吸引了当地和周边的大型养殖场签订订
单进行收购。

据了解，今年示范区播种玉米约8万亩，其中，青
储玉米收获面积约占30％，这种“以草促畜，种养结
合，循环发展”的方式，不仅为畜牧业发展提供了坚
实保障，也让群众的钱袋子鼓了起来，成了产业发展
的“助推器”、助农增收的“好帮手”。

在阿拉善左旗各苏木镇的农田里，随着青贮玉
米陆续成熟，农户们开始抢抓时间进行收割，繁忙的
景象构成一幅喜人的秋收画卷。

伴着机器的轰鸣声，在巴润别立镇农户周向军
的青贮玉米地里，大型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一株
株玉米连茎带穗被卷入机器，经过切碎和揉搓，变成
青贮饲料从排料口撒出，落入一旁的运输车内……
一派繁忙收获的景象。“今年青贮价格好，我种植了
700余亩青贮玉米，长势良好，亩产量能达到 3吨左
右，每吨可以卖到750元。”周向军说。

据阿左旗农技推广中心主任刘亚斌介绍，青贮
玉米生长周期短、产量高，全株青贮能够完整地保存
玉米的整株营养物质，经青贮发酵提高饲草转化率，
大幅降低养殖饲料成本，增加养殖效益，同时，还能
省去种植户在收玉米时的繁琐环节，节约人力物力，
实现了群众增收、秸秆禁烧、养殖产业发展“多赢”局

面。“我们将紧盯关键时期，协助种植大户抢抓有利
时机，做好青贮收割工作，助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刘亚斌告诉笔者。

进入9月以来，阿拉善青贮玉米收割工作陆续展
开，这也为从事玉米收割作业的农机手拓宽了增收
渠道。农户杨学元就是其中之一，去年，他购买了一
台青贮玉米收割机，在周边苏木镇提供收割服务，整
个收割季下来也有不菲的收入。从巴润别立镇到周
边苏木镇收割青贮，一亩地收取100多元的费用，一
年可以收割1个月，有20余万元的收入。

为做好青贮玉米收割工作，阿拉善盟农牧部门高
度重视，早安排、早部署，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农机安全
法治宣传和农机安全生产检查，并提前要求合作组织、
农机大户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充分利用近几天天气晴
好的有利时机，组织人力、物力和机械力量集中收贮。

据了解，今年全盟种植青贮玉米总面积 8.2 万
亩，目前已完成收获。“近年来，阿拉善盟以粮改饲为
抓手，结合各旗区产业布局，因地制宜引导广大农牧
民通过种植青贮玉米解决牲畜的饲料问题，为全盟
畜牧业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阿拉善盟农牧局
农业科科长谢金庭介绍道。

金色 9 月，正是洋葱收获好时期，阿拉善左旗
0.76万亩洋葱开始大面积采收，一袋袋捆扎好的洋
葱布满田间地头，承载着农民收获的希望。

9月 13日，在该旗巴润别立镇沙日霍德嘎查的
乌泽木农村牧业专业合作社示范基地的洋葱种植地
里，扑面而来的是洋葱特有的甜香，几十名工人正忙
着采收洋葱。他们把一个个硕大、滚圆的洋葱从土
里拔出来，清理泥土、修剪根叶，依次装进编织袋里，
田间一派忙碌的丰收景象。

今年，种植户聂民元承包了1450余亩地种植洋
葱，由于种植经验丰富，加上管理精细，洋葱长势和
产量都很好，亩产达到了7吨左右，还没采收就已经
被收购商提前预定了，一公斤的价格在 1.15元。“和
往年相比，产量和价格不相上下，今年又是一个丰收
年啊。”聂民元高兴地介绍着今年的收成情况。

同样沉浸在喜悦中的还有在家门口就业的村民
们。洋葱在育苗、覆膜、种植、间苗、锄草、管理、收获
等不同生长环节，都需要人工，这不仅带动解决了周
边村民的就业问题，还给他们带来了可观的收益。

“我和我们嘎查的十几个人，一直在这里干活，主要
是采挖、搬运洋葱，每天的工资也很高。”务工群众刘
富梅告诉笔者，这里离家不远，挣钱的同时也能照看
家里，一年下来也是一笔可观的收入。

“洋葱对土壤环境适应性强，种植技术简单易学，市
场经济效益好，在丰富居民‘菜篮子’的同时，也鼓起了种
植户的‘钱袋子’。”据阿左旗农技推广中心推广研究员袁
永年介绍，近年来，阿左旗始终把发展农业产业作为乡村
振兴的有力抓手，引企业，争资金，跑项目，积极调整产业
结构，大力发展黄芪、洋葱、向日葵等特色富民产业，壮大
了苏木嘎查集体经济，促进了农民增收。

洋葱产业只是阿拉善盟发展特色农业种植的一个
缩影。乡村振兴，产业先行。近年来，阿拉善盟以特色
农业为抓手，着力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加快传统农业向
集约化、高效化的新型农业转型升级，不断做大做强特
色种植产业，提高土地综合产出效益，增加群众特色种
植收入，在带动农民致富的同时，助力乡村振兴。

这几天，阿拉善左旗温都尔勒图镇4900亩葵花
陆续成熟，进入收获期，走进农田里，一排排成熟的

葵花盘与绿色的田园相映生辉，种植户们抢抓晴好
天气进行收割、晾晒，田间地头呈现出一派热火朝天
的丰收景象。

走进巴润霍德嘎查农户段开辉的葵花地，只见
一棵棵向日葵形似“金盘子”，沉甸甸的花盘将枝干
压弯了腰。工人们穿行其中，挥动着手中的镰刀，正
插盘晾晒，脸上洋溢着收获的喜悦。大型机器在田地
里来回穿梭，紧跟其后的拉运车将葵花盘拉运至晒场
晾晒、筛选。“今年我种了90多亩葵花，为了提高葵花
的品质，采用滴灌、干播湿出水肥一体化技术，既节约
成本，又保证质量和产量。今年葵花1斤6元左右，相
比于去年增长了1元多。”段开辉告诉笔者。

在嘎查的晾晒场，一车车的葵花盘被运到这里，
堆成一座座小山，几名工人轮番上阵，脱粒机开足马
力，不一会儿的工夫，葵花籽就被摊开晾在一旁。“你
看这个葵花盘比我的脸还要大，葵花籽颗颗饱满，市
场行情都不错，今年可是丰收喽！”农户张芬云笑着
告诉笔者，葵花种植到收割都需要大量的人力，农闲
时她还帮别人干农活增加收入，日子越来越有盼头。

据温都尔勒图镇综合保障和技术推广中心技术
骨干裴锋介绍，今年温都尔勒图镇葵花主要种植的
有三瑞11号、9号、363号等品种，由于降雨少，食葵
病虫害发生较轻，产量比往年有所提高，成熟的葵花
盘大厚实、有籽粒大且饱满性好，经过筛选、加工、炒
制后非常受市场欢迎。“去年全镇种植葵花的大约有
9户，种植面积 900亩。今年，为进一步巩固超采区
治理成果，发展特色产业，实现种植结构调整，种植
户增加到了30户，面积达到4900亩。”裴锋说。

葵花全身都是宝，葵花杆可以打碎还田、葵花头属
于上等饲料可以喂牲口、葵花籽还可以出售。葵花种
植，不仅给温都尔勒图镇增添了新风景，也为当地农户
带来新“钱”景。“接下来，温都尔勒图镇将不断调整产业
结构，加强政策宣传、技术推广和销售服务，进一步巩固
超采区治理成果，鼓励农户种植节水作物，突出黄芪、甘
草等特色中药材种植。”该镇副镇长李晓芳介绍道。

近年来，阿拉善盟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因地
制宜，优化调整农业种植结构，鼓励村民种植多元化
增收的经济作物，引导农户走上规模化、特色化种植

道路，为乡村振兴持续赋
能，助力村民增产增收。

初秋时节，孪井滩生态移民示范区嘉尔嘎勒赛汉
镇厢和图嘎查农民张有兵的 260亩葵花陆续成熟，走
进农田里，一排排成熟的葵花盘与绿色的田园相映生
辉，工人们正在熟练地割盘、插盘，进行秋收。

孪井滩生态移民示范区不断推进土地连片规模化
流转，集约化经营，大力调整产业结构，发展特色农业，
着力破解制约产业发展、农民增收的难题，真正让土地
活起来、农民富起来，激发乡村振兴新动能。

张有兵自家有110亩农田，常年种植玉米，去年他
抓住机会成功流转了 200多亩农田，先后种植了西瓜
和葵花，都取得了不错的收益，而且还消化了周边嘎查
剩余劳动力，让农牧民“不出村、有活干、把钱赚”。

“葵花种植从播种、管护再到收割、脱粒，都需要大
量的劳动力，为了方便我们会雇佣周边农牧民，不仅解
决了我们的用工需求，也为他们带去了额外的收入。”
张有兵说。

近年来，示范区加快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越来越
多的农民选择土地规模化经营，充分发挥种植大户和
合作社的优势，农业机械化使用率、作物产量和农民收
益逐年提高。同时还吸引了外地种植企业在示范区打
造精品种植业基地，形成集种植、销售、服务于一体的
现代化经营模式，持续塑造乡村振兴“新优势”，以“产
业兴”绘就“幸福美”。

“今年我们动员嘎查农民将农田以每亩地1000元
的价格承包给麒麟瓜种植基地，嘎查农民不仅有时间
照顾老人和孩子，还可以发展其他产业，这样一年下来
也可以增收不少钱，而且今年西瓜试种效果不错，大家
也有种植的意向，明年可以申请基地的技术员、指导员
指导咱们农民种植和管护，进一步丰富嘎查产业。”科
森嘎查党支部书记彭应胜说。

土地是产业兴旺、农民增收的主要生产要素。孪井
滩生态移民示范区因地制宜大力引导和规范土地流转，
着力推进适度规模经营和农业产业化发展，使土地流转

“流”出了特色，“转”出了活力。2023年，示范区发展特色
种植产业2500余亩，其中麒麟瓜500亩，苜蓿1000亩，
枸杞500亩，黄花菜100余亩，这些特色产业种植经济效
益可观，示范效应显著，有力促进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民以食为天，国以粮为安。孪井滩生态移民示范
区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强农惠农政策，及时完成2023年
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和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资金发
放，有效支撑粮食安全、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促进现
代农业高质量发展，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
村现代化提供坚实支撑。

今年，示范区乌兰恩格嘎查农民刘利军尝试玉米
套大豆种植模式，试种了400余亩“玉米+大豆”，不仅
得到了示范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技专家的帮助和指
导，更收到了每亩地500元的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

“今年我们是第一年试种玉米套大豆，近几年由于
化肥原料涨价、新冠疫情等因素影响，成本上涨，收益
下行，现在政府给我们宣传了新的补贴政策，种地有专
家指导，还能领到种植补贴，一定程度上也提高了我们
农民种粮积极性。”刘利军说。

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和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是国
家强农惠农政策的重要内容，是国家为了确保粮食
安全、推动提升耕地质量、保障耕地地力，提高农
民收入、保护和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所出台的
普惠性政策。今年，示范区主动作为、细化政
策落实、深化跟踪调度，扎实推进惠农补贴
工作落实落细，确保补贴资金及时、准确、
安全发放到农户手中，有效提高农民种
粮积极性，激发农业发展动力。

“今年我们提前做好准备工
作，在阿拉善盟还未出台相关政策
前，提前成立了入户核查工作组，
提早着手准备农户基本资料的收

集，实实在在将这项惠民政策落实
好。”示范区农牧林水局农牧办副主任

王海燕说。
近年来，孪井滩生态移民示范区严守

耕地红线和粮食安全底线，利用高标准农
田建设、土地综合整治等措施，让每一寸耕

地都成为丰收的沃土。同时，财政部门明确补
贴对象、补贴标准、发放程序、保障措施等内容，通

过财政惠民惠农补贴“一卡通”系统快速、精准将补
贴资金发放至农户手中，切实维护农民利益，有效提高农
民种粮积极性。2023年，该示范区计划发放补贴资金
306.55万元，惠及农户788户，补贴面积8.22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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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九月的大漠阿拉善，秋意渐浓，沃野飘香，处处涌动着生机和希望。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走进广袤的阿拉善农区田间地头，到处是一派热闹、

繁忙的秋收景象，大小机械陆续上阵，机车轰鸣、人头攒动，一幅幅秋收画卷渐次展
开，田野间处处演绎着如火如荼的金色丰收进行曲，处处呈现出一幅幅丰收喜悦的田
园画卷，绘就了美丽的秋日丰收图景和最美丽的诗篇。

洋葱葵花丰景好 多彩金秋入画来

青贮玉米收割忙 备足牲畜冬口粮

▲额济纳旗蜜瓜进
入丰收季节。

▲洋葱装满了车。

▲丰收的喜悦。

▲

孪井滩生态
移民示范区的麒麟
瓜装车后运往广东
各大商超。

阿拉善盟：

沃野奏响丰收交响曲
金色田畴处处美如画

□□刘宏章刘宏章 侍新元侍新元 杨欣杨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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