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棚里直播，樱桃销售火热
点点手机，基地轻松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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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梁婧姝）“直播间的宝宝们，快来看看我
们聚宝庄村的樱桃结得大不大。想吃大樱桃的快来下
单。”为了宣传和扩大影响力，吸引更多游客来到清水河
县宏河镇聚宝庄村采摘大樱桃，驻村干部变身主播直播
带货。

大棚里，红彤彤的樱桃在绿叶的衬托下格外耀眼。
“这两天正是聚宝庄樱桃的采摘季，大概能摘到 6月中
旬。我得赶紧做好宣传。”驻村干部吕晓艳告诉记者：“我
们这个直播账号申请快两个月了，粉丝已经突破5000人，
目前有小30万的浏览量。”

如今，短视频和直播正成为“新农具”，助力新农人销
售农产品，介绍乡村生活，学习和交流种植、养殖经验
等。吕晓艳说：“我和同事们要好好利用这个‘新农具’，
销售好我们的农产品。”

“目前，聚宝庄村建成温室大棚225座，包括133座温
室蔬菜棚，25座温室葡萄棚，62座温室樱桃棚和5座杏树
棚。”农业技术员刘勇告诉记者。

轻点手机，通风口缓缓打开，五良太乡中清·嘉仕数
智农场葡萄示范基地的大棚里，阳光玫瑰正在茁壮成长。

据了解，中清·嘉仕数智农场葡萄示范基地的每个大
棚内部都有一个智能温控系统，电子屏幕上会显示各项
环境实时数据，便于管理人员监测葡萄的长势、湿度、光
照、温度等指标。

“如果棚里面缺水了，控制系统就会自动喷水；温度
高了，也能喷水降温；通风时，侧风口和天窗可以自动打
开；光照不足时，大棚外面的遮阳网会自动拉起来。这个
智能温控系统完全能满足葡萄整个生长周期对温、光、
湿、气的要求。通过手机智能系统就可以一键式管理大
棚。”工作人员马平告诉记者。

“中清·嘉仕数智农场葡萄示范基地高标准打造全区
一流的现代设施农业示范园区，园区总占地面积 3000余
亩，建成智能日光温室1891亩174栋，温室结构为全落地
式热镀锌钢结构，配套建设数字农业大数据管理平台，引
进种植‘阳光玫瑰’葡萄、蓝莓、羊肚菌，园区预计年产优
质葡萄210万斤、蓝莓144万斤、羊肚菌35万斤，年产值达
1亿元以上，葡萄、蓝莓可实现错季上市，市场竞争优势明

显。”清水河县农牧局副局长苏雪萍告诉记者。
“现代设施农业基于水肥一体化系统，以 5G技术对

区域内的灌溉设备进行集中管理，管理员可根据实时气
象环境监测和视频监控，通过手机即可实现远程管护，定
时精准灌溉，人工成本降低 50%、节水 10%—35%，减肥
10%—30%。”苏雪萍说，“下一步，清水河县将充分发挥自
身生态、气候、区位和资源优势，按照‘强特色、提质量、延
链条、创品牌、拓市场、兴产业’的设施农业发展思路，探
索走出一条以‘现代智慧设施种植’为引领的特色设施农
业产业发展道路。”

本报讯（记者 杨彩霞）走进土左旗善岱
镇蘑菇种植产业发展示范基地，一排排温
室大棚里上万只菌菇棒排列整齐，菌菇长
势喜人。

近年来，土左旗以产业振兴为抓手，结合
精准扶贫，按照“发展产业、技术融合、优势
互补”的原则，在善岱镇成立了党建引领蘑菇
种植产业发展共同体，通过 9 个党组织联建
共建，共同助力乡村产业振兴。

“我们种植的蘑菇肉厚、腿短、蛋白高、口
感特别好……”善岱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
任胡占军向记者介绍：“由于香菇的生长对温
度、空气、水分、光线等环境条件有严格要
求，为提高香菇的品质，我们分别设置了 3.5

米和 4.5米高的遮阳网，并为每个菇棚设置了
通风口，配有专人根据外界温度、光照等情
况，通过开放遮阳网和通风口调节菇棚环境
条件。”

如今，善岱镇 100 多个大棚全改成智能
化、自动化温控大棚，精准施肥、浇水，精确
控制温度，基地蘑菇产量和品质不断提升。
随着设施农业建设资金投入不断加大，又新
建了育菌棚、冷库，购进数控菌棒装袋机、食
用菌装袋流水线、菌袋节能环保灭菌柜、反烧
气化灭菌炉、香菇烘干机等设备，一步步实现
了从种菌到销售的“全包干”产业链生产加
工，做到统一供种、统一标准、统一收购、统
一销售。

在毕克齐镇阿勒坦上十里坡果蔬种植基
地，记者看到，遍地羊肚菌正探着“脑袋”茁
壮生长，工人们穿梭在大棚内的菌垄间，忙着
采摘、分拣。

羊肚菌作为食药兼用菌，其香味独特，营
养丰富，富含多种人体需要的氨基酸和有机
锗，被称作“菌中之王”。但因其种植受菌
种、土壤、气候等多种条件制约，产量较少。
阿勒坦上十里坡果蔬种植基地克服了种植技
术难关，羊肚菌种植已实现统一进行技术培
训、技术指导、产品质量把控、回收烘干和订
单销售。

种植羊肚菌在整地、摆放营养袋、采收、
烘烤等环节需要不少劳动力，家住上十里坡
村的赵埃桃，在春耕闲暇之余就会约上几个
村民，一同来到果蔬基地大棚里收割羊肚菌。

“我们家就在附近，去年我就来这里打工
了，既能照顾到家里，也可以补贴一部分家
用，到现在已经挣了两万多元了。”赵埃桃说。

“把羊肚菌这一珍贵食用菌类品种带到
咱们果蔬种植基地，既丰富了种植品种，让产
业发展有了新方向，同时还满足了当地村民
在家门口就业的需求。”基地负责人田野告诉
记者：“下一步，基地将继续引进新技术，培
育新品种，把这项收益高、见效快、市场前景
广阔的特色产业做好，依托专业技术力量，壮
大羊肚菌种植规模，带动当地特色产业持续
发展，农户增收见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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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徐桂敬 李海珍）近年来，和林县盛
乐镇台基营村不断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把小苜蓿做成
了大产业，村民生产生活质量得到大幅提升。

为进一步壮大集体经济，台基营村“两委”充分盘
活土地资源，以土地确权为契机，按照“先确权、后流
转、再整合”工作方案，对全村土地进行统一规划改
造，开发闲置院落、地块，整合形成集体连片土地
3200亩，联合富源牧业公司种植优质苜蓿，农户每亩
土地流转费用收入达 1200元。与此同时，打造集中
连片集体经济林234亩，种植杏树、李子树、海红树等
林果树木3.3万株，现已全部挂果。修建鱼塘2处，新
建面积 632平方米冷藏库 1个、面积 400平方米的中
转储备库 1个，集体经济收入稳步提升，为下一步发

展休闲观光农业打下了坚实基础。
为进一步服务好村民，台基营村融合党建与中

心工作，将全村划分为六个网格，构建了“网格党支
部—网格党小组—党员包联户”组织架构，建立村

“两委”联系党小组、党员联系农户的“双联”机制，引
导 12名有能力的党员按照“就亲就近原则”包联常
住户 128 户。为提升为民服务效能，开设“足不出
村”代办窗口和党员先锋岗，整合网格员、村级后备
干部、入党积极分子等村级骨干力量，重点围绕社
保、民政、低保、各项补贴等民生事项，提供帮办代办
业务。为提高自治管理水平，不断修订完善村规民
约，发挥村民议事会、红白理事会、道德评议会等村
级议事机构作用，成立矛盾纠纷调解工作室，引导村

民在公共事务办理、村内纠纷调解、民意通达等方面
积极“发声”，推动民事民议，真正实现了“小事不出
村、大事不出镇”。

同时，台基营村将废弃危房、残垣断壁、烂圈烂舍
全部拆除，将道路街巷两侧、房前屋后、重要公共区域
进行了绿化，村里小菜园、小花园、小果园日益增多。
村内新建公共厕所4座、无污染固化垃圾处理站1处，
道路街巷、房前屋后绿化 135亩，新建柏油路 4公里，
增加路灯 100盏，全村安装无线监控设备 34个，成立
由 18人组成的环境卫生管理队，每日保洁时间 12小
时以上，村容村貌得到极大提升。村党支部还积极运
用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文化活动室等宣传教育主阵
地，定期开展政策宣传、理论宣讲等活动。

本报讯（记者 云艳芳 通讯员 伊丽雅）“诚信村”
“农村牧区集体经济发展样板村”“全区民族团结进步
先进个人”……武川县可镇天力木图村支书赵永刚
说：“这些荣誉奖牌，每一块都凝结着全村干部群众的
辛勤汗水。”

近年来，天力木图村通过基层党支部规范化建设，
不断强化学习，提升“两委”班子成员的政策理论水
平。党支部规范化任务清单上墙，严格落实“三会一

课”“基层组织建设二十个一”等，并成立民族团结进步
创建领导小组，把党的民族政策和有关法律法规纳入
中心组学习。同时充分利用“政策宣讲队”“农民讲堂”
等形式深入宣传党的民族团结政策和法律法规，使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深扎根在群众心中。

天力木图村坚持因地制宜发展产业，积极探索推
进“农机社会化服务、股份制肉牛养殖、胡羊特色养
殖、马铃薯仓储及清洗加工”四大产业，形成“服务创

收型、入股经营型、项目带动型、资产租赁型”四大发
展模式，村集体经济收入从 2017年的零收入发展壮
大到2023年的98万元。

与此同时，天力木图村广泛开展民族团结创建活
动，使民族团结的文明乡风吹遍全村的角角落落。“暖
洋洋志愿服务队”关爱空巢老人、留守儿童，“夕阳红
促和谐志愿服务队”有效调解纠纷，倡导孝老爱亲、志
愿帮扶。后营子村村民李某患心肌梗死失去劳动力，
家庭生活极度困难，村委会把该户纳入监测户，给予
大力帮扶，病情好转后吸纳李某为种植基地技术员，
他的妻子激动地说：“村委会一直真心帮助我们，太感
谢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强化科技和改革双轮驱动，加大核
心技术攻关力度，改革完善‘三农’工作体制机制，为农业现代
化增动力、添活力。”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的
今天，发挥好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的驱动引领
作用，对于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具有重要意
义。

推进农业现代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把发展
农业科技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智能化，
可给农业现代化插上科技的翅膀。从利用无人机进行播种、施
肥和洒药，到建设智能温室大棚降低生产经营成本，再到安装
病虫害智能监测预警系统为农作物丰收保驾护航……当前，许
多智能科技的应用，大幅提升农业作业精度和效率，为农业增
产、农民增收提供了有力支撑。在人员教育培训、装备研发投
入、数字设施建设等方面持续发力，不断丰富智能科技在农业
生产中的应用场景，使农机农艺与智能科技有机融合，将进一
步推动农业生产提质增效。

产业振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重中之重。智能科技广泛应
用，可使农村新产业新业态发展的动能不断增强。依托网络信
息技术、智慧物流体系和数字金融服务，推动农村电商蓬勃发
展，能在促进农产品规模化销售的同时，提升品牌效益。借助
新媒体平台，乡村旅游、生态旅游、健康养老等特色产业可更广
泛地吸引客流。吸引高科技企业和人才来到乡村全面振兴一
线，建设集生产、加工、销售、科研、观光于一体的农业科技产业
园，有助于带动农民在家门口就业增收。充分利用智能科技创
新农村产业发展模式，推动更多资源和要素向农村聚集，农村
产业就能不断发展壮大。

智能科技的推广应用，还能让乡村生活更加智能、更加便
捷。比如，借助互联网和5G技术，农民足不出户就能获得在线
教育服务；智能垃圾分类回收系统，帮助农民营造干净整洁的生
产生活环境；智能技术引领乡村数字文化发展，助力培育文明乡
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农村党务政务村务信息化建设，帮助基
层干部及时了解和回应群众诉求，充分调动农民群众参与乡村
治理的积极性；等等。把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作为出发点和
落脚点，更好发挥智能科技的作用，持续提升农村公共服务供给
水平，才能让广大农民群众享受更高品质的现代乡村生活。

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现代化，数字化、智能化是重要手
段。新征程上，让智能科技更好融入田间地头、走进千家万户，
我们一定能不断绘就乡村全面振兴壮美新画卷，为加快农业农
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增添新动能。

（据《人民日报》）

武川县可镇天力木图村：

民族团结一家亲 携手共走振兴路

和林县盛乐镇台基营村：

党建引领促发展 强村富民举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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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走深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