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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土特产”文章 开拓乡村致富路
●本报记者 杨彩霞 通讯员 刘权达 文/图

近年来，托克托县以乡土特色为依托，
深入挖掘优势资源禀赋，立足“土”、突出

“特”、培优“产”，通过做好“土特产”文章，
不断激发特色产业新动能，带动群众共享
发展成果，把更多收益留给农民，拓宽农民
致富增收渠道。

一方水土产一方物，千差万别的
气候、土壤、水源和文化孕育着独特的
物产，做好“土”字文章，要依托本地农
业 资 源 ，因 地 制 宜 发 展 乡 村 特 色 产
业。托克托县位于北纬 40 度黄金种植
带，同时地处黄河中上游分界线，特殊
的地理环境让农业发展拥有天然的优
势，土壤肥沃、灌溉便捷、光照充足，使
得作物种类丰富，在此基础上将资源
优势、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发展
优势。目前，托克托县农作物播种面
积稳定在 112.47 万亩，其中，玉米、高
粱、马铃薯等粮食作物播种面积 97.52
万亩；葵花、糖料等经济作物面积 11.77
万亩；苜蓿、燕麦等其他农作物面积3.18
万亩。

以打造独特品牌为契机，做好“特”
字文章，要突出地域特点，依托本地地理
位置、交通等优势，加快培育优势特色产
业，努力把好资源转化为好品质，好品质
升级为好品牌，打造出一批特色鲜明、质
量过硬、具有强劲竞争力的农业品牌。
托克托县瞄准黄河一溜湾潜在发展优
势，引导坐落此处的郝家窑、东营子、皮
条沟等村，大力发展托克托辣椒、葡萄等

特色产业，提升农作物品牌影响力，把独
具特色变为乡村特色产业链发展的着力
点。为形成规模化种植，皮条沟村党支
部采取公司+农户的模式，组织成立合
作社保障农产品的生产销售服务，截至
目前，已有社员 380 多户，生产的辣椒
销往全国各地；而发展葡萄种植的郝家
窑村，经过不断改良升级品种，现全村
葡萄种植面积达 1500 亩，年均葡萄产
量达 3000多吨，年创收达 5000多万元。

寻求产业融合大方向，盘活乡村新
业态，做好“产”字文章，要实现发展产品
到产业的转变，必须提高农业综合效益，
推动农村电商、休闲农业、乡村旅游等新
产业新业态发展。神泉生态旅游景区、
郝家窑葡萄园、黄河麦野谷等，不断吸引
各地游客前来游玩，加快了第一产业向
第二、第三产业融合发展的转变。同时，
从加强农产品加工、包装、仓储、物流、营
销上下功夫，延长产品产业链，围绕瑞沃
酒庄产业融合发展优势，结合本地葡萄
种植，拓展葡萄酒业发展，推动乡村产业
全链条升级，把土特产做大做优做强，不
断打造一批彰显地域特色、承载乡村文
化的乡村产业。

下一步，托克托县将立足三要素，从
本土出发，彰显特色，形成产业，不断增
加农产品的附加值，利用互联网平台直
播带货形式，开启农业电商新模式，加快
农业农村现代化，照亮农民致富路，绘就
乡村振兴新蓝图。托克托县红辣椒

■发展看台

做优“一村一品”特色产业 奏响乡村致富曲
●本报记者 杨彩霞 文/图

近日，记者走进和林格尔县舍必崖
乡同昌营村贝贝南瓜种植基地，看到工
人们正在热火朝天地采摘贝贝南瓜，装
袋、搬运、装车，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

据和林格尔县舍必崖乡同昌营村贝
贝南瓜种植基地负责人张全军介绍，该
基地年平均气温、降水、蒸发量适宜，无
霜期，光热资源丰富等特点为贝贝南瓜
的生长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

“ 今 年 共 种 植 1800 多 亩 ，亩 产
2600 多斤，现在的订单回收价是 1元/
斤 ，每亩地的收益在 500元左右。”张全
军介绍，这批贝贝南瓜已经与欧瑞公司
签署订单，1元是保护价，如果市场价上

涨，回收价格也将调整。
公司+基地+种植户的模式，不仅让

张全军吃了定心丸，也让流转土地的村
民直呼省心。

“这块是我的地，流转给他们种植贝
贝南瓜，春季给了我一部分费用，贝贝瓜
卖出后会再给一部分，比我自己种地省
心。”村民范开文对记者说，同时他还在
这里务工，从春季铺膜到夏季打杀草剂，
他的 50亩地，流转和务工加起来的收入
比自己种要高一些。

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才能拓宽农民
增收致富渠道。为更好地整合各类资
源，以优势产业带动集体经济发展，呼和

浩特市不少乡村坚持“一村一品”发展方
向，因地制宜、因村施策，积极探索高效
农业发展之路，大力发展特色产业，开辟
农民增收新路子，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
力。

这几天，土默特左旗塔布赛乡可沁
村的西瓜田里也是一派忙碌的场景。瓜
农赵铁柱正和家人忙着采摘、装箱。

“我们现在种植的黄瓤小西瓜品种
是经过几年的种植经验筛选出来的，每
亩 产 量 能 达 到 6000 多 斤 ，纯 利 润 有
10000多元，比原来每亩多收入 4000多
元。”赵铁柱说。

据了解，可沁村的土地中硒元素含

量丰富，是国家标准的两倍多。近年来，
可沁村充分利用得天独厚的土地资源，
通过村集体+村民代表+党员+合作社的
形式，大力发展西瓜种植产业，引导传统
农业走向高效农业，促进农民增收。同
时，坚持把党建引领作为助推乡村振兴
的引擎和驱动，聚焦发展所需，持续加强
基层党组织建设，大力发展集体经济，把
组织优势转化为乡村振兴的行动优势。

“村委会统一为种植户们采购种植
西瓜使用的地膜、种子，这样不仅可以为
种植户们节约成本，还能保证西瓜的品
质。”可沁村党支部书记赵海兵介绍。“不
仅如此，我们还申请到了壮大村集体经
济的经费，为种植户们建了冷库，摘下来
的西瓜，可以暂时放在冷库内，以此来保
证西瓜的品质和口感。下一步，可沁村
将继续扩大西瓜种植规模，通过订单农
业模式，提高黄瓤小西瓜的经济附加值，
让村民增加收入。”

工人们正在采摘贝贝南瓜

黄瓤小西瓜

本报讯（记者 武子暄 通讯员 查
斯娜）走进赛罕区榆林镇苏木沁村，
一排崭新的充电桩矗立在村委会停
车场。

得益于内蒙古电力集团呼和浩
特供电公司制定的“充电桩下乡计
划”，填补了村内无充电桩的空白，
有效缓解了新能源汽车下乡充电难
的问题，也为榆林镇发展乡村旅游
增添了“绿色动力”。

“现在村里使用新能源汽车的
人越来越多了，我们村里安装的充
电桩，不仅方便了村里的人也方便
了来往的人们。”正在充电的村民张
小平对新安装的充电桩赞不绝口。

加快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是内蒙

古自治区党委、政府的统一部署，更
是服务“双碳”、乡村振兴等国家重
大战略的具体实践和推动绿色发展
的重要举措。今年年初，内蒙古电
力集团呼和浩特供电公司对“组团
式”社会包联帮扶任务点——榆林
镇制定了“充电桩下乡计划”，经过
前期筹备与多次实地考察，最终在
苏木沁村村委会停车场确定了点
位，安装充电桩 6桩 12枪，并于 7月
1日正式投入运营。

榆林镇地理位置优越，西邻恼
包村文化旅游区，东接马鬃山滑
雪场，加之东干丈村梦境空间民
宿等特色文旅项目，吸引了大量
游客前来观光旅游，旅游业逐渐

兴起。伴随着新能源汽车的高速
发展，充电需求与日俱增，安置好
的充电桩在为村民生活带来便利
的同时，也为游客们畅通无阻的旅
行带来了便捷，进一步提升了村民
的居住幸福感和游客的旅游满意
度。

下一步，内蒙古电力集团呼和
浩特供电公司将紧跟乡村振兴建设
发展步伐，充分发挥自身专业优势，
不断优化充电设施布局和服务质
量，进一步拓展充电设施网络，构建
更加完善、便捷的充电服务体系，为
当地村民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用
电服务，为美丽乡村的绿色发展贡
献更多力量。

内蒙古电力集团呼和浩特供电公司：

充电桩进乡村 助力绿色交通

村民正在使用充电桩给新能源汽车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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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值暑期旅游旺季，国道旅游颇受
关注。纵贯天山南北的独库公路（217国
道）、被称为“中国北境公路之王”的 331
国道近段时间迎来一拨又一拨骑行和自
驾爱好者，让这些交通要道成功“切换”
成旅游线路。笔者注意到，除了国道旅
游本身，国道所贯穿的地区也顺势走进
人们视野，有的村子借此一举成名，在旅
游市场上占据了一席之地。

国道旅游，先有“路”，再有“游”。得
益于近年来我国交通大动脉的不断完善
和“四好农村路”的建设，如今人们得以
顺畅无阻地跨越于省际之间、往返于城
乡两头，说走就走。前段时间阿勒泰旅
游“破圈”走红之后，阿勒泰的“风”不仅
吹出了玉门关，乘着四通八达的道路交
通网络，还一路吹到了全国各地。与阿
勒泰一同“火”起来的，还有331国道。这
条边境国道西起阿勒泰，向东延伸到辽
宁丹东，在吉林省全长1400多公里，沿线
串联了216个边境村。近一年来，沿着这
条国道线，仅吉林省内A级以上的景区就
增长到 30 个，10 家职工疗休养基地挂牌
运营，其中长川村、柳洞村一跃成为小有
名气的边境旅游村。

过去我们架桥修路是为了人们进城
回乡更方便，把农产品更快送出村。近
几年来乡村旅游发展势如破竹，许多乡
村乃至边境村加速聚集了各类资源要
素，连接城乡的道路让乡村见到不少“回
头钱”，甚至有人夸张地认为乡村道路就
是一条“旅游路”。但实际上，旅游业只
是乡村产业的一个代表，是观照乡村发
展的窗口之一。的确，乡村旅游的热度
让我们看到了乡村道路作为基础设施之
外，还具备资源要素流通加速器的功
能。而若要全面盘活各类资源要素，落
点不仅有旅游一条路，乡村还有很丰富
的产业类型值得我们发现和挖掘。从这个意义来说，桥已架成、
路已铺好，除了借势发展旅游业，以基础设施建设为契机，乡村
发展的“路”还有很多条。

一方面，要抓住产业发展机遇，将乡村资源拓展出去。乡村
旅游成功将一二三产业融合推向大众视野。以农业为基础，人
们可以在地研学旅游、赏花摘果，向外延伸，既可购买加工包装
后的土特产品，又能体验手工技艺的制作过程。可以说，乡村旅
游受追捧，不仅在于资源优势的得天独厚，更在于对既有资源的
共建互补。因此，相比各村“单打独斗”，“抱团发展”或许是个突
破口。许多乡村之间山水相连、人文相亲，孕育出的产业往往依
托同类资源禀赋，有资源共享的基础。不妨试着借助交通互联
优势，打破地域限制，在区域内打通产业链、聚集产业集群，建立
规模化的产业发展模式。前不久笔者在内蒙古牧区采访时看
到，道路的修建让当地牧民出行更方便，也给产业发展带来新机
遇。一家养殖牛羊的合作社为扩大产能，和几家牧场达成标准
化养殖合作，接下来还会联合周边乡村统一对接畜牧加工厂。
这种“三个和尚有水喝”的合作方式不仅促进了产业链资源的集
聚，也带动了牧民增收。

另一方面，要创造有竞争力的条件，将外界要素引回来。市
场竞争力不是一成不变的，就拿乡村旅游来说，过去人们想要的
或许是“采菊东篱下”的悠然自得，随着旅游新需求的释放，乡村
旅游也要向不断融进新潮玩法的方向转变。对其他产业发展来
说，增强外界投资黏性亦是如此，只有结合市场发展需求，将本地
的资源优化路径打通，才能源源不断地吸引各类要素向内回流。
要做到这些，“人”是关键一环。前文提到的吉林边境村初具热度
之后，当地迅速将住房设施建设改造提上日程，将学校门口的硬
化路联通至331国道，现代便捷的生活吸引许多年轻人回乡，也为
边境村聚集了许多企业的投资目光，发展之路未来可期。

不管资源要素进城还是返乡，关键还是要把乡村道路管好
护好，才能让乡村发展借势而为、水到渠成。古时的羊肠小道尽
管便利度不及当下，但是凉亭石座、古桥古井是标准搭配，各地
之间商贸往来更加便捷和繁荣。如今城乡之间正在不断融合发
展，以“路”做文章，同样需要以人的需求为本位，将乡村道路管
好护好运营好，沿途配备必要的生产生活设施，让人们的出行顺
畅高效。也应看到，乡村道路的功能不仅在于让城乡之间渐行
渐近，道路本身的功能也在不断扩大。和国道旅游类似，有些道
路在沿线打造各类景观节点，成为远近闻名的风景路线，还因知
名度吸引多项体育赛事落地于此，为乡村道路探索出了更多元
的发展空间。

乡道悠长，青山可见。道路联通城乡，不只是各类资源要素
的加快流通，寄托在乡村绿水青山间的宝贵资源，也等待着更多
新的打开方式，让乡村发展的“路”更长、更远、更丰富。

（据《农民日报》）

近日，由玉泉区科协牵头，组织亿祥源科技特派员团队，邀请内蒙
古自治区农牧业科学院、内蒙古农业大学专家，深入玉泉区小黑河镇
新村、达赖庄村特色规模种植基地，开展了“科普万里行”兴农惠民行
动，专家们为农民提供技术服务，助力当前农业生产。

■本报记者 武子暄 通讯员 孔佳欣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