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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看台 ■乡村广角

武川县海拔高，气候冷凉，光照
充足，昼夜温差大，具有发展绿色、有
机蔬菜的天然条件，特定的气候奠定
了冷凉蔬菜非凡的品质，冷凉蔬菜成
为了武川县农业优势产业之一。武
川县依托可镇、耗赖山乡“两大载
体”，聚焦稳量、提质、增效“三大要
求”，以莴笋、西蓝花、洋葱、香菜和娃
娃菜等蔬菜种植为主，坚持以市场为
导向，以科技创新为动力，以绿色有
机为主线，分期分批建设一批绿色有
机冷凉蔬菜生产基地，有序扩大种植
面积，逐步打造呼和浩特市冷凉蔬菜
示范种植基地。

近年来，可镇福如东村把冷凉蔬
菜种植业当成农民致富的新引擎。
村党支部不断探索产业发展新模式，
因地制宜打造“当家菜”。按照支部
引领+企业合作+农户自种的经营化
模式，在西城丰自然村建成了 195 亩
冷凉蔬菜育苗种植产业园，规划大棚
100 座，努力实现规模化、机械化种
植。目前，已形成一茬四批的育苗种
植与大田种植一体化模式。

“以前一个中棚种植农作物的收
入是 1.5 到 1.8 万元，现在建了大棚
后，收入预计能达到 3 万元左右，效
益很明显。”福如东村党支部书记郝
树平说。

走进武川县日新种植专业合作
社，一排排长满绿油油蔬菜的大棚

旁，还有正在育苗的大棚。2015年返
乡创业的高玥荣，正在棚里细心地为
农户讲解种植要点。从起初的 100
亩到 500 亩，到后来的 1000 亩，再到
现在的 2500亩。9年的时光里，高玥
荣开辟了武川县规模化冷凉蔬菜种
植新天地。

“起初我们只有娃娃菜和甘蓝两
个品种，发展到现在，我们已经有莴
笋、生菜、水果苤蓝、黄金勾豆角等十
几个品种，能满足大部分人的需求。”
高玥荣说。

作为呼和浩特市规模最大的冷
凉蔬菜种植基地，如何能够更好地
为首府“菜篮子”工程作贡献，高玥
荣每天都在大胆创新。她革新了传
统畦田种植模式，改变为新型起垄
膜下滴灌冷凉蔬菜种植模式，同时
施肥方式也从单施化肥，变为有机、
化肥、生物菌肥、氨基酸肥、水溶性
肥综合配套施肥技术，除农家肥、商
品有机肥外，其他肥料基本实现水
肥一体化。她还引进改造耕整、播
种、收获机械，逐步实现全程机械
化，引进穴盘播种器，实现精量点
播，既提高工人工作效率，也节约了
种子成本；在育苗棚安装微喷设备，
实现苗床科学灌溉，还注重对工人
进行技术培训，让工人掌握一整套
育苗、移栽、管理等技术。

今年，作为武川县高质量发展重

点项目，武川县日新种植专业合作社
积极响应武川县委、县政府的产业规
划，在合作社原有基础上，广泛引进
新技术和更高层次人才，同时注册了
内蒙古绿川冷凉蔬菜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作为冷凉蔬菜发展的龙头企
业。现在除了拥有核心技术的耗赖
山冷凉蔬菜种植基地，今年，高玥荣
又在福如东村建立了冷凉蔬菜育苗
种植产业园，现已完善建成了 67 座
育苗大棚，20座用于育苗。

日新种植专业合作社连续几年
不断发展壮大。2019 年引进中国农
科院院士团队入驻合作社，组建了冷
凉蔬菜院士专家试验站，同时内蒙古
自治区农牧科学院、内蒙古农业大
学、自治区和呼和浩特市两级农牧技
术推广中心将该合作社作为技术研
发推广基地。

“我们有了自己的品牌‘后山高
老大’商标。冷凉蔬菜其中的 3 个品
种（娃娃菜、莴笋、生菜）获得国家绿
色食品认证。”高玥荣兴奋地说：“未
来，我们还要继续引进示范冷凉蔬菜
新品种、新技术，增加种植品种，扩大
种植规模、开拓销售市场、引进初加
工包装技术，延伸产业链条，多种方
式提高产业效益，增加企业经济实
力，带动更多农民投身到冷凉蔬菜种
植产业中来，实现经济、生态、社会效
益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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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凉蔬菜大棚

眼下正是土默特左旗西瓜成熟
的季节，日前，记者来到土默特左旗
北什轴乡主根岱村，这里种植的近
百亩西瓜陆续成熟上市。

在主根岱村瓜农郝满意的西瓜
田里，绿油油的瓜蔓爬满地垄，一个
个圆滚滚的西瓜藏在藤叶间，个头
喜人。郝满意和家人忙着采摘、搬
运、装车，呈现出一派忙碌而喜悦的
丰收景象。

说起今年的收益，郝满意很满
意：“我家今年种了 6 亩西瓜，品种
是沙漠一号，亩产在 5000 斤左右。
今年西瓜的行情不错，前几天是 4
毛一斤，这几天涨到了 6毛一斤，预
计每亩可以收入 3000多元。”

据介绍，今年主根岱村全村共
种植西瓜 100 多亩，村里 30%的农
户加入了种植西瓜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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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要
依托本地农业特色资源，因地制宜
发展乡村特色产业。

近年来，呼和浩特以乡土特色
为依托，深入挖掘优势资源禀赋，立
足“土”、突出“特”、培优“产”，通过
写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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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宽农民致富增收渠道。

在离主根岱村不远的北什轴乡
沙梁子村，玉米地也丰收在望。沙
梁子村党支部书记刘方方向记者介
绍，沙梁子村玉米种植总面积 1300
余亩，其中甜玉米 10余亩。

眼下还不到粮饲兼用型玉米收
割的季节，却是作为鲜食玉米的甜
玉米上市销售的好时节。刘方方介
绍，沙梁子村的甜玉米在 4 月 15 日
前后种下，7 月 15 日左右就可以成

熟销售，相对于其他玉米品种种植
周期短，上市时间相对较早。

“我们村的甜玉米主要销往市
区，已经有了基本固定的客源。相
比于粮饲兼用型玉米，鲜食甜玉米
收入更高，每亩可收入约 4000元。”
刘方方说。

初秋是吃葡萄的好时机，又到
了托克托县一溜湾地区葡萄成熟的
时节，托克托县黄河湿地管护中心
郝家窑村生态采摘园，吸引市民前
来采摘品尝。

“一溜湾”是位于托克托县黄河
岸边一条绵延 30余里的葡萄湾，包
括 4 个盛产葡萄的村子——皮条沟
村、格图营子村、东营子村、郝家窑
村。独特良好的小气候，成就了色
美、皮薄、味香、含糖量高的一溜湾葡
萄。

“我们这里的葡萄穗长、粒大、
味道香甜。价格从十几年前的每斤
1.5 元提升到每斤 10 元，葡萄种植
面积由原来的 1500 亩增加至 3000
亩，人均收入也由原来的 5839元增
加至 28600 元。葡萄仅采摘一项，
全村年收入就达 2000 多万元。村
民无需外出推销，靠游客采摘便能
销售一空。村风村貌也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彻底扭转了村民出行
难、村集体经济零收入的局面。”皮

条沟村的葡萄种植户陈小林说。
据介绍，托克托县河口管委会

“一溜湾”地带已形成生产较为稳定
的露地葡萄种植基地，种植面积约
5000 亩，主要包括托克托县葡萄、
玫瑰香等 30 多个品种。该县正形
成以葡萄种植业为核心，以葡萄酒
酿造和葡萄特色健康产品加工业为
引领，葡萄休闲观光等服务业为支
撑的葡萄产业体系。

本报讯（记者 武子暄）近年来，
清水河县窑沟乡不灿洼村委不断加
强和创新基层治理，多措并举营造
了和谐、安定、文明的乡村氛围。

整 合 内 部 资 源 。 加 强 与 网 格
员、片区民警联动，村民间有小矛
盾，通过网格员说法讲理妥善处理，
化解在小网格；遇民事纠纷等大事
情，由辖区民警出面，解决在大警
格，不断提升网格与警格融合共建，
强化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依托网格
化服务管理中心，将交通、林草等多
部门聘用的公益性岗位人员列为兼
职网格员，推动形成多网融合、一网
统筹的服务管理模式，实现共同参
与、共同治理。

践行文明实践。建立新时代文
明实践站，每年组织开展乌兰牧骑

慰问演出、农民运动会等，丰富村
民文化生活。通过“双扶一固”“积
分争文明星”“孝扶共助”“红黑榜”
等活动，鼓励村民积极参与文明实
践和义务劳动；评比文明乡村、诚
信户，评选表彰先进典型，持续扬
新风、聚正气，形成人人参与基层
治理的良好风貌。

加强宣传引导。在节假日邀请
党员干部、村民分享红色故事，发挥
榜样引领崇德向善的力量。组织开
展千名律师进乡村宣讲、平安建设法
治宣传等活动，积极为村民解疑释
惑，引导群众学法、知法、守法、用
法。线上依托新媒体平台，线下结合
乌兰牧骑文艺演出活动，加强法治宣
传，教育引导村民增强法治观念，提
高法治意识。

不灿洼村：创新基层治理 营造和谐乡村

本报讯（记者 阿柔娜）近年来，
玉泉区小黑河镇动态调整优化镇村
空间布局，因地制宜编制村庄提升
改造方案和农房改善图集，全力打
造“一村一景、一村一特”，各美其
美 、百 花 齐 放 的 画 卷 正 在 徐 徐 展
开。

小黑河镇深入挖掘优秀传统文
化资源，不断激发乡村文化活力，
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促进文化
产业向好发展，乡村文明焕发新气
象，乡村文化振兴呈现百花齐放、
亮点纷呈的良好态势。近期，小黑
河镇在达赖庄村文化大院开展了

“强基工程”歌唱技能集中培训。
在培训现场，玉泉区乌兰牧骑

队员向达赖庄村表演团队及周边各

村喜爱歌唱艺术的村民提供了合唱
技 巧 的 培 训 ，指 导 村 民 从 基 础 发
声、气息等开始练习，掌握不同声
部的发声技巧，体验合唱的魅力。

“今年，小黑河镇联合相关部
门，积极整合辖区文化艺术资源，
用文艺的形式推进精神文明建设，
增强社会凝聚力，助力乡村振兴。
接下来，小黑河镇将持续开展‘强
基工程’各类培训会，以文化赋能
助力乡村振兴。”小黑河镇相关部
门负责人介绍说。

下一步，小黑河镇将结合自身
特点、科学高位谋划，把好事办好、
实事办实，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让乡村成为人人
向往的美好之地。

小黑河镇：激发乡村文化活力 丰富群众文化生活

本报讯（实习记者 若谷）新城区
保合少镇恼包村的夜，要从日暮斜
阳开始说起。随着日暮西沉，来恼
包村的人也渐渐多了起来。游客们
似乎并不急着找寻“夜”的影子，反
而更喜欢在恼包村漫无目的地闲逛
一番。

市民王喆告诉记者，她下午 5
点乘车来到恼包村，计划着和朋友
们一起先逛逛，然后再吃个特色美
食，“反正夜还长，我们可以一直玩
到深夜。”

和王喆有着一样计划的游客
并不在少数，从郑州来游玩的吴渊
一家就是其中之一。

“我是特意把恼包村的行程定
在晚上的。”吴渊说，为了在呼和浩
特玩得开心，他特意在网上做了详
细的游玩攻略，“来了之后确定这
个选择没错，这里的夜色好美。”

“恼包村的摩天轮并不是我坐
的最大的摩天轮，却是最特别的一

个。”来自英国的游客米切尔说，他
从没想到在这样一个小村子里能
有一个地标式的摩天轮。

米切尔表示，摩天轮带给他的
是另一个角度的中国农村。

多元化的风格汇聚于此，却不
是游客眼中最美的风景。

“在我眼中，恼包村最美的风
景是质朴善良的民风。”贵州游客
刘静感慨称，恼包村的民风让他们
感受到了首府人民的热情好客。

“在村里走到哪里都会有人笑
着来帮忙，我以为是工作人员，后
来才知道他们其实都是这里的村
民。这里的乡风文明程度真让人
刮目相看。”

入夜时分，恼包村灯火璀璨，
各式建筑被霓虹勾勒出轮廓。

“车如流水马如龙”的描述并
不足以描绘恼包村的夜晚。这里，
从不缺活力四射的美景，更不缺创
造美景的奋斗中的新农民。

硕果累累迎丰收 沃野田畴奏欢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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恼包村：璀璨夜生活寻味烟火人间进入秋季，呼和浩特市武川县的天

气格外凉爽，昼夜温差更大了。在可镇

福如东村，一座座冷凉蔬菜大棚排列整

齐，棚内长满绿油油的蔬菜。时下正值

冷凉蔬菜成熟上市之际，棚内三五成群

的农民在忙碌着，一派繁忙景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