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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干部直播带货助力特色农产品走出去。郝飚 摄

乌海葡萄成为品牌受到市场青睐乌海葡萄成为品牌受到市场青睐。。高瑞鹏高瑞鹏 摄摄

扩数量 推动标准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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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国家
重要农畜产品
生产基地，是
习近平总书记
交给内蒙古的
五 大 任 务 之
一，也是保障
国 家 粮 食 安
全、加快把内
蒙古建设成为
农牧业强区，
促进农牧民增
收致富的战略
举 措 。 近 年
来，乌海市把
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作
为各项工作的
主线，按照“生
态、高 效、特
色、精品”都市
型农业发展思
路，不断完善
农业基础设施
建设，提升本
地农畜产品供
给能力，擦亮
“葡萄之乡”金
字招牌，有效
促进了农区居
民增收致富。
如今行走在乌
海市的农区大
地，一个个乡
村不仅产业兴
旺、充满活力，
而 且 景 色 宜
人、设施完善，
农区居民的幸
福指数节节攀
升，乌海市正
用实际行动为
建设国家重要
农畜产品生产
基 地 贡 献 力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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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质量 促进产业化发展

保障粮食安全始终是国计民生的头等大事。冬日的
乌海，田野褪去了丰收的色彩，一栋栋温室大棚内却生机
盎然，反季节果蔬种植乘势而上，迎来产销旺季。新建温
室“忙”了，沉睡资源“醒”了，“冬歇”变“冬忙”，这些喜人
的变化只是乌海市不断推进农业农田标准化建设的一个
缩影。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
建成高标准农田。”近年来，乌海市深入推进国家重要农
畜产品生产基地建设，扎实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不断扩
大优质农田和设施农业面积，于 2023年制定印发《高标
准农田建设方案（2023—2025年）》，明确“一率先、两增
加、三示范、四控制、七配套”的工作目标，同时先行启动
高标准农田基础配套项目，为全域建设打基础、做示范。

同时，乌海市持续开展撂荒地复耕复产工作，推进实
施三个千亩粮食生产示范片区和一个高产村建设项目，
落实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等保护机制，不断压实粮食安全
工作责任，多措并举提高粮食产能。目前，8800亩高效
高产创建示范项目已完成，下达各类补贴资金1321.5万

元，全市完成粮食播种面积 8.48万亩。持续加大发展设
施农业工作力度，通过组建工作专班，摸清全市设施农业
底数，盘活闲置温室，实现资源再利用，今年新增设施农
业 300亩，盘活闲置温室 240.73 亩，全市设施农业面积
达 1.15 万亩。2021 年开始，持续推进荣冠生猪标准化
养殖、丰和百亩设施草莓、阳光田宇现代化智能自主蓄
热式高效日光温室等一批新建扩建项目落地实施，设施
农业面积增加 15%左右，设施农业利用率达 95%以上。
在“生态、高效、特色、精品”的都市型特色农业发展思路
带动下，乌海市的“菜篮子”拎得更稳了，“果盘子”种类更
丰富了。

在发展现代农业过程中，乌海市不断巩固提升农牧
业产业化、品牌化、绿色化发展水平，聚焦地膜回收率及
秸秆综合利用率均100%的目标要求，制定出台了《乌海
市农产品产地环境提升行动实施方案》，目前全生物降解
地膜覆膜面积占乌海市覆膜总面积的 55%以上，远超自
治区平均水平。计划开展秸秆肥料化试验示范，推进实
施万亩秸秆深翻还田项目，不断提高秸秆肥料化利用率。

今年，乌海市的葡园绿道“吸粉无数”，这条全长16.8
公里的葡园绿道将原本各自封闭的 9个农业产业园和
9500余亩苗圃一体贯通，将观光、农家乐、采摘、露营、研
学串珠成链，从一条普通的乡间道路变身为美丽乡村示
范片区建设和乡村振兴成果的集中示范区。如今，三产
相融互促发展的乌海葡萄产业不仅是城市的闪亮名片，
还成为农业增效、农区居民和企业增收的支柱产业。

从“乌金之海”，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葡萄之
乡”，乌海市多年来不断延伸农业产业链条，拓展产业

功能，推动农文旅商融合发展。目前，乌海市已储备
产业项目45个，计划投资27亿元，国家农业产业
强镇、自治区现代农业产业园、田园综合体等一
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项目进展顺利。

与此同时，乌海市积极开展新型农牧业
经营主体提升行动，将龙头企业、适度规模
化经营主体联合起来，发挥各自优势资源，
协同开展农业产业化经营，促进农业产业
增值增效，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家庭农
牧场较2021年分别增长3%、20%和6.5%。

作为自治区规模最大的葡萄商品生产

基地，多年来，乌海市通过政策引导和项目资金支持，不
断推进葡萄产业发展壮大。目前乌海市葡萄保有面积近
3 万亩，种植品种达 100 余种，葡萄酒年生产加工能力
14300余吨，位居自治区同行业之首。100%葡萄果汁、
有机葡萄干等项目陆续开工建设，乌海葡萄深加工产品
开始由单一葡萄酒向多品类发展，全市葡萄产业初加工
率达100%，深加工率达 40%。

同时，乌海市还被列为黄河中上游欧亚种葡萄优
势栽培区，第三批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乌海葡萄”
获国家首批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注册了国家地理标
志证明商标，入选全国农业品牌名录，品牌价值达10.44
亿元；“汉森”获中国驰名商标，“吉奥尼”“云飞”等 5家
企业品牌获内蒙古著名商标，“乌海葡萄”及葡萄酒在国
内外质量评比大赛中获奖 200多项，形成了具有较强市
场竞争力的“乌海葡萄”及葡萄酒品牌。乌海市持续加
大“乌海葡萄”区域公用品牌打造提升力度，建立葡萄产
业链项目库，储备项目 18个，发布乌海葡萄“蒙”字标团
体标准，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让更多绿色优质农
畜产品走出地方、走向全国，农畜产品知名度及影响力
得到了进一步提高。

聚能量
乡村振兴添动力

乌海市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扎实推进美丽乡村示范片区建设和农文旅
商融合发展，大力发展村集体经济，打造了一批年收
入50万至100万元的村级集体经济组织。聚焦乡村
建设、乡村治理，有序提高农区基础设施完备度、公共
服务便利度、人居环境舒适度，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
村，促进农业全面升级、农区全面进步、农区居民全面
发展。

“今年养殖情况挺好，现在一共有25只羊，16头
牛，前段时间出栏了2头牛，收入2万多元，地里今年
收成也不错，日子越过越好，有奔头。”脱贫户赵子清
家住海勃湾区千里山镇巴音乌素村，在“一户一策”帮
扶计划中，赵子清通过小额信贷、教育帮扶、技术指导
等方式搞起了养殖，依靠自己的双手实现增收致富。

现在，赵子清家的院内一派牛羊满圈的热闹景
象。今年，赵子清还通过小额信贷扩大了养殖规模，
大力发展家庭牧场，增加收入。受惠于帮扶政策的赵
子清感受到了满满的踏实感和幸福感。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稳定收入是关键。长期
以来，乌海市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持续落实防返贫监测和帮扶机制，做好精
准识别、精准救助、精准管理，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
返贫底线任务，2023年前三季度全市农区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18076元，位居自治区第二位，同比增长
6.3%。

乌海市各村镇以党建为引领，精准施策、量体裁
衣，通过“一村一品”“一村一业”的产业发展模式，进
一步在村级集体经济产业支撑、品牌培育上下功夫，
带动农区居民增收致富。围绕葡萄种植、蔬菜种植等
特色产业，大力推广“企业+农户”“合作社+农户”等
模式，进一步完善农企利益联结机制，按照“一二三产
业融合”的发展思路，依托农业综合体，推进特色文化
旅游全产业链融合发展。

千里沃野绘新景，“农”墨重彩著华章。踏上新征
程，乌海市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在推动农牧业高质量发展上闯出一条扩大数
量、提高质量、增加产量的共赢之路，全力推动“五大
任务”见行见效，用实际行动书写中国式现代化乌海
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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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音陶亥镇的盐碱地养出致富虾。郝飚 摄

乌达区现代生态园成为乌海市的乌达区现代生态园成为乌海市的““菜篮子菜篮子””。。王超王超 摄摄

现代化蛋鸡养殖现代化蛋鸡养殖
基地基地。。 王江宇王江宇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