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晒一晒

□本报记者 阿妮尔
通讯员 赵海娟

春暖农事忙。在赤峰市元宝
山区五家镇北台子村，一台台秸秆
打捆机开足马力来回穿梭在农田
里。伴随着机器轰鸣声，秸秆被

“吞入”打捆机“腹”中，不一会儿就
打捆装车了。

“以往，玉米收获后大量的秸
秆都会残留在地里。秸秆怎么处
理，成了村民最头痛的事儿。现
在，我们用机器把秸秆打成草捆，
按每斤 0.35 元卖给本地和周边地
区养殖户，不仅节约了资源、保护
了环境，还增加了农民收入。”北台
子村村委会副主任宋志纲说。

眼下，正是春耕备耕关键期。
五家镇鼓励种植大户购置全自动
秸秆打包机、运输车，利用“到地即
捆、捆完即运、运即变现”的回收模
式开展秸秆回收工作。该镇还为

当地及周边牛羊养殖大户搭建平
台进行秸秆销售，实现镇域秸秆饲
料化综合利用全覆盖，不仅节约了
养殖生产成本，还极大地缓解了秸
秆焚烧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

“2023年，五家镇玉米种植面
积达到20334亩，秸秆回收率达到
98％以上。按照每斤 0.35元的收
购价来计算，仅玉米秸秆回收一项
就实现收入 500余万元。”五家镇
副镇长王丛宝说。

“秸”尽所用，变废为宝。五家
镇畅通秸秆收、储、运、售渠道，通
过加工生物炭基肥料、养殖饲料和
生活燃料的“三料”处理方式，实现
生态和经济效益“双赢”。

走进五家镇食用菌协会鲜菇
种植基地大棚，清新的菌香扑鼻而
来，一排排整齐的菌棒映入眼帘，
一簇簇水灵灵的平菇破袋而出，长
势喜人。

“以前种蘑菇使用的培养基
是棉花籽壳，成本较高，经济效益

不佳。现在利用秸秆、高粱壳等
农业废弃材料，通过培养料配制、
灭菌等流程，让秸秆、高粱壳‘变
身’为蘑菇的培养基，成本降了一
半，产量还增加了，而且培育出来
的 蘑 菇 鲜 嫩 可 口 ，品 质 也 更 好
了。”五家镇食用菌协会负责人赵
洪才告诉记者，蘑菇生长周期结
束后，这些培养基还能再次利用，
一来可以做成有机肥直接回田促
进庄稼生长，再者可以做成燃烧
颗粒当燃料用，解决了当地农民
处理秸秆的难题。

五家镇只是元宝山区积极探
索秸秆综合利用有效途径的一个
缩影。近年来，元宝山区以生态循
环农业为导向，以饲料化、肥料化、
燃料化为主要方向，全面推进秸秆
收储运、秸秆粉碎还田、秸秆堆沤、
秸秆青黄贮、秸秆粉碎压块、食用
菌生产等技术培训和推广服务。
目前，元宝山区玉米秸秆综合利用
率已达91%以上。

秸秆利用提质 环保增收双赢
□实习记者 方圆

宽敞整洁的道路、整洁有序的屋舍、摆
放整齐的垃圾桶……走进包头市石拐区五
当召镇缸房地村，靓丽的村容村貌让人眼
前一亮。

过去，缸房地村却是另一番模样。“以
前村里环境不好，垃圾靠风刮，污水靠蒸发，
村庄道路坑坑洼洼，雨天一片泥泞，晴天一
片灰尘。”缸房地村村民杨存荣说，人居环境
整治专项行动实施后，村庄环境大变样。

看得见的是美景，看不见的是治理。
近年来，石拐区深入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专项行动，持续推动村庄从干净整洁向
美丽宜居升级。

“我们成立了国有环卫公司全面负责
城乡环境卫生工作，实现城乡环境卫生一
体化管理。公司与各属地环保环卫工作无
缝对接，实现石拐区17个嘎查村人居环境
网格化全域治理。同时，聚焦完善环卫基
础设施，实现石拐区所有嘎查村生活垃圾
收运体系全覆盖，卫生厕所普及率达到

91.75%。”石拐区农牧局农牧股股长张素青
介绍说。

近日，农业农村部发布《关于 2023年
度全国村庄清洁行动先进县名单的公
示》，遴选出99个 2023年度全国村庄清洁
行动先进县。根据公示名单，我区鄂尔多
斯市准格尔旗、包头市石拐区、巴彦淖尔
市乌拉特中旗、呼伦贝尔市阿荣旗 4地拟
入选。

农村牧区要成为安居乐业的家园，离
不开科学有效的治理。近年来，我区持续
发力，聚焦重点环节、重点领域，不断推动
农村环境整治工作向深里走、往细里去，助
推乡村人居环境焕新颜。

在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村民们正在
成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参与者、贡献者、
受益者。

走进长胜店村积分超市，墙壁上挂着
的积分评比兑换榜分外引人注目。这张积
分评比兑换榜详细记录着每家每户的积分
情况。这样的村级积分超市，在准格尔旗
已有115家。

“近几年，村里通过‘积分榜+红黑榜’

模式鼓励村民主动参与人居环境整治。村
民只要遵守环境卫生、垃圾投放等方面的
村规，就能获得积分并兑换生活用品。村
民参与积极性特别高，村里的环境好了，大
家的心情也更好了。”长胜店村党支部书记
高波说。

只有长效管护，才能让乡村人居环境从
“一时美”变为“一直美”。准格尔旗创新农
村物业管理模式，在全旗行政村以“众筹+补
贴”的形式，每年向农户“众筹”100元，政府
按照每村实缴金额给予1:1的补贴，并将此
项资金统筹用于村庄绿化美化、环境整治、
公共基础设施维护等民生实事。目前，该
模式已覆盖全旗92.4%的行政村。

人居环境扮靓，美丽乡村入画。下一
步，我区将按照“十县引领、百乡提升、千村
和美”的思路,在全区部署开展“十县百乡
千村”创建行动,带动全域宜居宜业和美乡
村建设渐次展开。还要扎实推进农村牧区
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加快实施农
村牧区生活垃圾和污水治理“135”行动,以

“清洁乡村、净美家园”为主题,积极开展村
庄清洁行动,整体提升村容村貌。

人居环境扮靓 美丽乡村入画

走进鄂尔多斯市乌审旗图克镇呼吉尔特羊肚菌种源
基地，只见一个个羊肚菌大棚整齐划一、错落有致，呼吉
尔特村党支部书记张拴成和村民正忙着浇水、催菇，一派
繁忙景象。

“现在种植技术比较成熟，羊肚菌长势很好。羊肚菌冬
种春收，不影响种蔬菜、玉米等其他作物种植。现在已经陆
续有人到基地咨询订购，不愁销路。”张拴成笑呵呵地说道。

羊肚菌被誉为“菌中之王”，属于低温型菌类，采取
“冬种春收”栽培模式，种植周期短、效益高，市场供不应
求。2018年，张拴成萌生了暖棚种植羊肚菌的想法，自掏
腰包到四川、河北等地考察调研、培训学习，不断探索羊
肚菌种植技术。

耐心细致地观察温度、湿度，聘请专家进行现场技术
指导和线上答疑解惑，经过上百次反复试验，张拴成终于
在2019年 9月成功培育出菌种。2022年，张拴成探索出
了适合北方气候的“羊肚菌暖棚中膜种植法”，他积极搭
建线上线下平台做好产品营销推广，鼓励村民种植。他

还带领村“两委”班子协调包联帮扶单位，组织成立呼吉
尔特羊肚菌种源基地，通过构建新型农业生产经营模式、
健全农业服务体系、发展规模经营“三管齐下”，探索建立

“党支部+公司+农牧户+美食体验店”的利益联结机制，
推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目前，基地已建成600平方米的羊肚菌培育厂房及生
产车间、420平方米的地下冷库，是鄂尔多斯市首个可自
制菌种且大面积种植羊肚菌的现代化羊肚菌种源基地。
下一步，呼吉尔特村将充分发挥辐射带动作用，形成引进
一个、带动一批、辐射一片的产业发展态势，为周边农牧
民增收致富增添新门路。

羊 肚 菌 丰 收 了羊 肚 菌 丰 收 了
□本报记者 王玉琢 通讯员 吴晓峰

本报4月22日讯 （记者 韩雪茹）记者从自治区农牧
厅获悉，为解决克氏原螯虾养殖种苗问题，我区首批引进的
30万只克氏原螯虾抱仔苗近日成功投放。

克氏原螯虾俗称小龙虾，适应性广，繁殖能力强，在一般
水温就可以正常生长，是我国重要的经济养殖品种。本次投
放选用的品种是克氏原螯虾，具有生长速度快、抗病力强、适
应性强的特点，采用设施温棚进行人工培育。

在投放前两周内，技术人员做足放苗前期准备，对池塘
进行彻底消毒，清除池塘中的野杂鱼等敌害生物，同时进行
伊乐藻等水草种植，为幼虾攀爬、栖息和隐藏提供场所，保证
幼虾生长所需要的良好环境。

下一步，自治区农牧业技术推广中心水产技术处将组织
技术骨干到示范点开展克氏原螯虾抱仔苗日常投喂、水质调
控等技术指导，积极推进克氏原螯虾人工培育与养殖技术研
究，并进行养殖技术试验示范与推广，加快推进克氏原螯虾
养殖规模化、产业化进程。

内 蒙 古 投 放 首 批
30万只克氏原螯虾抱仔苗

本报4月22日讯 （记者 李国萍）记者从自治区市场
监管局获悉，为贯彻落实自治区做优做强农牧业品牌工作方
案，打造“高标准”的“蒙”字标品牌形象，“蒙”字标工作推进组
办公室组织60家获证企业共同商讨品牌建设“五统一”措施。

据悉，品牌建设“五统一”措施，包括统一品牌，以“蒙”
字标——大草原优品区域公用品牌统领全区区域公用品
牌；统一标准，以“蒙”字标认证为牵引，制定大草原优品产
品认证标准；统一标识，在产品包装上统一使用“蒙”字标认
证标识；统一宣传，以“生态内蒙古 绿色好味道”+“‘蒙’字
标——大草原优品”为唯一主题，开展品牌发布、线上线下
展示推介；统一营销，推动建立区内外营销中心，为获得

“蒙”字标认证企业产品搭建输出平台、对接销售渠道，统一
打造“蒙”字标——大草原优品品牌。

与此同时，今年我区将精心打造“蒙”字标大草原优品直
播间，充分发挥“传递信任、保障品质、服务经济”的核心价
值，让企业在“蒙”字标品牌宣传、推介、营销等方面发挥合
力，促进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 五 统 一 ”打 造
“蒙”字标大草原优品

本报4月22日讯 （记者 李国萍）记者从自治区市
场监管局获悉，我区首家盟市级农牧业领域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鄂尔多斯市农牧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日前揭牌
成立。

该委员会将以标准化专业引领和推进农牧业产前、产
中、产后相关标准的研制和实施，建立健全覆盖农牧业各个
专业领域的全产业链标准体系规范,指导农牧业生产活动，
为鄂尔多斯市农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化技术支撑。

截至目前，鄂尔多斯市制定发布的农牧业地方标准达到
39项，其中自治区地方标准19项；申请建设自治区高质量标
准体系项目达到5个；已验收的国家级标准化试点达到2个，
在建和已验收的自治区标准化试点达到9个；对标达标标杆
示范农牧业企业2个。全市绿色优质农畜产品不断增加，绿
色有机农畜产品达到220个，地理标志农产品达到14个，名
特优新农产品打到67个。

全区首家盟市级农牧业领域
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成立

讲述者：班凤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蒙古包营造
技艺代表性传承人）

我出生在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从 18岁起跟随父
亲学习制作蒙古包，30多年来从未间断。我还创办了一
家企业，目的就是将蒙古包营造这项老手艺做成新产业，
带动当地农牧民就业创业，同时也让传统文化传播得更
久、更远。

前些天，农业农村部发布《关于第一批乡村工匠名师
拟认定名单的公示》，拟认定首批共 273 名乡村工匠名
师。其中，内蒙古共入选 8人，而我是锡林郭勒盟唯一入
选乡村工匠名师名单的人。这让我十分自豪，我能为乡村
振兴做更多的事儿了。

创业的过程中，我发现随着消费场景的改变，市场需
求也在不断变化，只有不断创新才能让老手艺焕发新
生。于是，我在传统技艺的基础上，研制了“双喜”牌实木
雕刻蒙古包、直径 25米的庆典宴会蒙古包等，在保留传
统蒙古包木制骨架的同时，增加了蒙古包的功能性、舒适
性、实用性。很快，我们制作的蒙古包受到越来越多客户
的青睐，重庆、江苏、福建、上海、深圳、香港等地的旅游及
餐饮企业与我们开展合作，公司的蒙古包制作也逐渐实
现了规模化。

随着我的创业之路逐渐走上正轨，我也越来越有能力
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公司招聘时，我会优先录用当
地农牧民，为农村牧区的乡亲们提供更多就业机会。旗里
有很多农村牧区年轻人选择外出打工，无法顾及父母、妻
儿的生活。为了让更多的青年能回到家乡谋发展，我招聘
了多名返乡年轻人，带着他们从头学习电脑雕刻等技术，
从而让他们在家门口就业。

一年之中，牧民也有“忙时”和“闲时”之分。为了
让家乡牧民闲时也有一份收入，每年我都会招聘牧民
来公司做兼职。经过专业培训后，他们能够从事蒙古
包的缝纫、陶脑制作、安装等工作，积累技能的同时还
能增加收入。

2008年，蒙古包营造技艺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2023年，我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项目蒙古包营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于是，我带领企业
建立了蒙古包营造技艺非遗研学基地,让研学和非遗文化

“联动”，在保护传承非遗的同时，推动乡村文旅融合，拓宽
农牧民增收致富渠道。

传统技艺承载着当地群众生产生活的智慧。未来，我
将继续坚持与时俱进，努力让家乡传统技艺不断发展与传
承下去，将蒙古包营造技艺和乡村特色产业结合起来，让
更多的家乡人吃上蒙古包营造的“产业饭”。

把老手艺做成新产业
□实习记者 方圆

本报4月22日讯 （记者 张慧玲）记者从自治区水利
厅获悉，近年来，内蒙古突出“降水耗”导向，牢牢牵住农业水
价综合改革的“牛鼻子”，加快完善农业用水管理、农业水价
形成、工程建设和管护、节水奖补4项机制，推动农业用水由
粗放低效向节约集约转变。

据悉，由于农业灌溉用水受地域影响较大，内蒙古将农
业区划分为温凉半湿润半干旱农业区、温暖半干旱农业区、
温暖干旱农业区、温热半干旱农业区等4类，并针对水稻、小
麦、玉米等41种主要种植作物，制定了751个用水定额值。

数据表明，2021年至今，内蒙古平均农业用水总量稳定
在 122亿立方米左右，占总用水量的 63.8%，与全国农业用
水平均占比几乎持平。

目前，内蒙古涉及改革的73个大中型灌区已全部实现取
水口在线计量，并完成新一轮成本监审或定调价工作，65万眼
农灌机电井完成“以电折水”计量。2023年，内蒙古新增农业水
价综合改革实施面积401.74万亩，超额完成全年计划任务。

我区 73 个大中型灌区
实现取水口在线计量

□本报记者 李国萍

眼下正是绒山羊春季抓绒的关键时
期，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棋盘井镇乌仁都
西嘎查牧民吉雅图忙碌在他家的剪毛棚
内。抓羊、剪毛、梳绒……不到半小时，在
牧民们娴熟的操作下，一团团纤细、洁白的
羊绒便从山羊身上轻松“脱”下。“从目前的
出绒量来看，今年又是丰收年，预计羊绒收
入可突破10万元。”吉雅图说。

毛绒产业是我区优势特色产业和重要
民生产业。近年来，自治区市场监管局所
属纤维质量监测中心主动发挥技术创新优
势，通过从源头抓品质、从交易建机制、从
技术注活力、从品牌谋发展，全方位推动毛
绒产业创新发展。

“现在，我家的羊都是纯正的阿尔巴斯
绒山羊，羊绒细度80%以上都在15.5微米
以下，最细的已经达到了 12微米以下，相
当于不到 1根头发的 1/5。好山羊不仅绒
价高，政府给的补贴还多。”乌仁都西嘎查
牧民斯庆毕力格说。

羊绒品质好不好，种源是关键。从
2011年开始，自治区纤维质量监测中心积
极发挥毛绒纤维质量监测职能，全面指导
羊绒主产区的农牧民、合作社在养殖前端
分群饲养、分等级钊绒和加强种羊选育。

通过推广纤维细度动态监测服务，不仅提
高了农牧民养殖优良品种的信心和积极
性，而且对于保障全区绒山羊整体品质,推
动羊绒产业从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益型发
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据悉，2023年自治区纤维质量监测中
心监测数量比2022年翻了一番，达到7.05
万个，覆盖鄂尔多斯市、阿拉善盟、巴彦淖
尔市和赤峰市等优质毛绒集中产区，创造
历史新高。依据以毛绒细度为主要参数的
监测数据，农牧民“淘粗补细”，选取优质品
种进行选育、饲养，从源头上提升山羊绒、
细羊毛整体品质。

享受到了养好羊、精养羊的红利，农牧
民也从过去的“被动引导做”转变为现在的

“主动申请做”。今年春节过后至今，该中
心已接到 8.9万个纤维细度动态监测样品
的申请，预计今年监测数量将再创新高。

与此同时，监测结果形成了地区分析
报告反馈给当地农牧部门和种羊场，地方
政府和企业根据监测报告调整扶持补贴
政策，确定优质优价奖补标准。按羊绒细
度等级，在收购价基础上每公斤再增加
50～500元奖补，让农牧民在不增加养殖
数量的基础上实现增收。2023年 6月份，
仅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发放优质优价奖补
资金就达到600多万元，农牧民户均增收2
万余元，单户最高奖补14.4万元。

“公证检验为我们的细羊毛做质量见
证，让优质毛卖出了优质价。”鄂尔多斯市
乌审旗阿布达尔音希丽种养殖专业合作社
负责人哈斯其劳对记者说。去年，乌审旗
农牧民利用检测数据进行分部位抓绒与分
等级包装，每户年均增收1万元以上。

规范的交易行为推动羊毛实现优质优
价。目前，市场上已形成共识，持有公证检
验的羊毛比未经检验的羊毛交易价格每公
斤高4—5元，经过公证检验拍卖的羊绒也
比同等质量未经检验的羊绒平均拍卖价格
每公斤高5—10元。

传统产业转型发展，科技创新永远是
动力。近年来，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围绕山
羊绒原产地溯源认证、标准制定、快速检测
方法、检测设备研发以及毛绒产业技术难
点进行攻关，推动产业创新发展。目前，

“‘科技兴蒙’鄂尔多斯市绒山羊良种选育
和产业创新发展示范”“基于大数据下的毛
绒品质追溯、评价和合理利用”等科研项目
的项目区内，示范户的阿尔巴斯白绒山羊
最细的羊绒细度达到了 12微米以下。细
算下来，养殖户在毛绒品质提升这一项上
户均增收达20000元以上。

企业健康稳定发展，产业才能实现优
化升级。围绕自治区毛绒企业存在的困难
问题与发展瓶颈，自治区纤维质量监测中心
制定了“纾困解难、提质增效”10项措施，为

毛绒生产加工企业提供技术服务，在生产加
工环节搭建检测设备共享平台和技术交流
平台，实现与企业设备共享、技术共享，有效
解决企业检验检测能力不足的问题。

内蒙古鹿王羊绒有限公司是一家龙头
生产加工企业，但在新产品研发上遇到了
瓶颈。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中心相关技术
人员积极想办法、拓思路，发挥自身技术优
势，与企业共同研发了石墨烯纤维等新型
纤维与羊绒混纺技术，实现了羊绒制品抗
菌抗静电功能，不仅提升了产品的科技含
量和附加值，同时给企业带来了新的经济
增长点。

“像我们这样的中小企业，很多技术装
备根本负担不起，在纤维质量监测中心免
费提供的质量检测报告的支持下，公司顺
利实现了线下经营向线上销售的转型。”赤
峰市格尔雅公司负责人王海成激动地说。

与此同时，为推动实现自治区毛绒产
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自治区纤维质量
监测中心联合自治区农牧业科学院、中国
纺织工业联合会社会责任办公室、蒙草生
态等科研院所、机构、企业筹建了毛绒产业
碳中和研究院，对毛绒产业、羊绒制品全生
命周期开展碳足迹测算、分析，指导前端养
殖环节绿色节能减碳和后端产品绿色生产
制造，推动我区毛绒产业向绿转型、向高迈
进、向新而行。

“创新+服务”双轮驱动 助推毛绒产业向新而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