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展看台

土左旗塔布赛乡塔布赛村
以建设“全国红色美丽村庄试点
项目支持村”为契机，重点打造

“草原星火”红色乡游品牌。通
过“一景六星”“七一工程”和

“2＋3工程”三大文旅板块，努
力探索出了一条以红色乡游为
核心，集红色教育、研学旅游、餐
饮文创、农俗体验、农业采摘、农
业观光等为一体的发展新路子。

漫步在塔布赛村，崭新的
村道、葱茏的绿树映入眼帘，
让人感叹于新时代乡村的蓬

勃活力……
塔布赛村以村党总支为核

心，不断加强村级治理，全力谋
划发展集研学教育、精品民宿、
餐饮文创、农事体验、农业采摘、
农业观光等为一体的特色产业，
积极协调相关部门，全力支持优
腾农牧业采摘园、塔布赛村飞岳
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特色产
业发展，在谋划全村产业发展
上，有针对性地争取休闲农业、
特色农业政策、资金配套支持，
指导支持合作社重点开展订单

式育苗服务，为周边口肯板村、
玻勒圪沁村、新圪太村等提供香
瓜、小西瓜、贝贝南瓜、大西瓜种
苗培育服务。

暑假期间，不少中小学生
来到乌兰夫故居开展红色研学
活动，追寻红色足迹。塔布赛
村以乌兰夫故居为依托，先后
建成土默特红色教育基地、红
色故事展播厅、塔布赛国防教
育基地、百年老街、百年民居、
百年老井等红色文化点。通过
与塔布赛村百年老街、红色文

化主题广场、非遗传承手工体
验坊、塔布赛村村史馆、红色大
讲堂等实践教育教学基地有效
衔接，大力传承红色基因、赓续
红色血脉。2023 年入选“中国
美丽休闲乡村”。

为提升村民文明素养，塔布
赛村通过开展“星级文明户”“最
美庭院”“廉洁家庭”评选，设立

“移风易俗评分榜”，建立“做好
事、存积分、兑实物”正向激励机
制，引导村民向上向善，激发乡
村善治活力。村内成立了由村

“两委”成员组成的积分评定小
组，按照参与村内事务、美化环
境卫生、传承家庭美德、践行社
会公德、遵守村规民约等 10个
方面对参与积分制管理这项活
动的村民，以户为单位进行实时
评议赋分。同时通过完善村规
民约，推动村民议事会、道德评
议会、红白理事会、禁毒禁赌会
等群众组织发挥作用，遏制陈规
陋习，反对铺张浪费，引导村民
向上向善、孝老爱亲、重义守信、
勤俭节约，树立文明乡风。

塔布赛村还将以“诚、孝、
俭、勤、和”为核心的新民风建设
融入农村环境整治中，将环境整
治纳入村规民约，把保持卫生融
入家规家训，统一制作、张贴精
美的宣传牌，加强文化传导，营
造全民共建卫生环境的良好氛
围，塑造干净卫生的文明新风
尚，通过相互影响，让村民自觉
维护家园的环境卫生，让爱护环
境成为村民的自发行为。

秋分已过，农事渐忙。眼下正是
青贮玉米的收获季节，也是饲草料储
备的黄金期。连日来，托县种植户和
养殖企业抢抓农时，为牧场牛羊备足
越冬“口粮”。

在托县新营子镇常家营村，大型
收割机正穿梭在“青纱帐”里作业，农
机的轰鸣声和镰刀收割声不绝于耳，
种植户、合作社抢抓农时，驾驶着一台
台大型收割机在田间驰骋，在运输车
的协同配合下，一排排玉米被快速整
齐切割、粉碎、传输装车，玉米收割实
现全程机械化生产作业。

青贮玉米饲料被誉为“草罐头”，

具有极高的营养价值，能够为牲畜提
供充足的能量来源，是牲畜养殖过程
中不可或缺的优质饲料。常家营村党
支部通过“订单农业企业+农户+合作
社”的青贮饲料收贮模式，构建起种养
结合、粮草兼顾的新型农牧业结构。

“今年村里种了6000亩青贮玉米，每亩
均产两吨多，每吨能卖 600元，全程机
械化采收，全部让附近牧场买走了。”
常家营村党支部书记杨增祥说。

目前，托县新营子镇利兴牧场已储
藏3万吨青贮饲料，预计整个青贮季可
储藏 6万吨。这些优质的青贮饲料不
仅为牧场的奶牛养殖提供了充足的养

分保障，也为周边地区带来了显著的经
济效益。经初步估算，可为周边带来
3600万元的经济收入。同时，利兴牧
场的良好发展也带动了周边市场的活
跃，青贮饲料的需求促进了种植户的生
产积极性，形成了良性循环。“我们牧场
通过科学管理和运营，充分利用当地丰
富的玉米资源，不仅提升了牧场自身的
发展水平，也为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贡
献了力量。”利兴牧场负责人张睿说。

近年来，托县积极响应国家奶业振
兴战略，制定一系列扶持政策，为奶业
发展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吸引企业投
资建厂，有力促进了奶业产业的集聚发

展。同时，推动奶业企业与种植户签订
收购合同，建立起玉米种植与牧业养殖
的紧密联系，通过青贮玉米的种植和收
割，为牧场养殖提供优质饲料，实现了
种植业与养殖业的良性互动，既确保了
青贮玉米的销售渠道，稳定了农民收
入，又保障了企业的原料供应。

今年，托县玉米种植面积达 89 万
亩，其中预计收割青贮玉米 26万亩。
在此基础上，托县大力加强奶业产业
链各环节的协作，在青贮玉米收割期，
为确保收割工作顺利进行，积极引进
现代化的收割与装车作业模式，极大
地提高了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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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县：26万亩青贮玉米开镰收割
●本报记者 苗青/文 通讯员 乌力更 张玮/图

■乡村广角

土
左
旗
塔
布
赛
村

乡
村
振
兴
添
活
力

移
风
易
俗
树
新
风

●
本
报
记
者

杨
彩
霞

文/

图

“科技兴蒙”上海交通大学行动计划项目
在呼和浩特进展顺利

本报讯（记者 武子暄 通讯员 杜占
江）近日，呼和浩特市2024年第一批科技
特派员团队公示结束，新增15支科技特
派员团队，至此，呼和浩特市已备案的科
技特派员团队总数达67个，这些团队涵
盖种植业和养殖业的主要产业方向，为呼
和浩特的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自2023年以来，呼和浩特市积极探
索建设农业科技特派员团队，通过专家
带团队、团队带农户的模式，有效推动
了农业新技术、新品种、新装备的示范
推广。团队通过系统技术培训和人才
培养，不断壮大农村科技力量，赢得农
户的广泛认可和好评。

其中，依托内蒙古简耘科技有限公
司成立的马铃薯数字化种植技术推广
服务团队，自2023年12月以来，已在赛
罕区和武川县服务面积超过 16000亩。
该团队不仅提供数字化服务，还通过

“种植适应性积分评价系统”对农业种
植地区过去 5至 10年间的积温进行了

分析，为农业相关部门和生产者提供关
键信息，助力农业活动的科学规划和风
险降低。武川县哈乐镇农户刘俊峰表
示，简耘科技特派员团队将复杂的种植
数据解读成通俗易懂的表述，同时提供
全生育期灌溉和营养管理指导方案，使
种植变得更简单，农户对实现增收也更
有信心。

此外，和林格尔冷凉蔬菜科技特派
员团队也在新品种和新技术上取得了
显著成果。今年，该团队共筛选出甘
蓝、胡萝卜、西兰花等 20多个新品种进
行示范，并引进自动化流水线育苗设
备，建立了蔬菜集约化育苗技术体系，
通过病虫草害绿色防控和水肥一体化
节能灌溉模式，进一步提升了冷凉蔬菜
的生产效率和品质。得益于团队的技
术支持，和林县的冷凉蔬菜产业在短时
间内实现了创新发展和蓬勃壮大，部分
冷凉蔬菜每亩毛收入达到 1.6 万元以
上，纯收入超1万元，同时带动了村里众

多闲散富余劳动力的就近就业。
今年以来，呼和浩特的科技特派员

团队实现对全市 95%以上农业园区基
地的覆盖，示范推广近 200项比较成熟
的技术和品种，开展 900多次现场培训

指导，解决300多项生产中的技术问题，
培养700多名一线农业技术人员。在科
技特派员团队的助力下，服务区的农户
户均增收达5000多元，农业发展取得明
显成效。

首府：科技特派员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

科技特派员高婧实地指导设施蔬菜生产

本报讯（记者 云艳芳）为充
分发挥武川县村党组织书记在
乡村振兴工作中的“头雁”作用，
激发大家立足岗位、干事创业的
工作热情，全方位推动全县党建
引领乡村振兴工作再上新台阶，
武川县近日举办了农村基层党
组织书记乡村振兴“比武争星”
擂台赛活动。

此次“比武争星”擂台赛采
取“实地观摩+现场述职”的形
式，坚持以“真抓实干、能讲会
说”为标准，为“勤于总结、善于
提炼、敢于展示”的优秀“领头
雁”提供平台。

在擂台赛上，12 位村党组织
书记聚焦产业兴旺、生态宜居、
基层治理、乡村建设四项重点任
务进行实地观摩“比武”，围绕能
力素质、组织建设、“坚强堡垒模

范支部”创建、民族团结、乡风文
明等方面进行现场述职，达到了
互学互鉴、对标提升的效果，形
成了比学赶超的良好氛围。

经过激烈角逐，评委现场评
分，最终评选出一等奖 1名、二等
奖两名、三等奖 3名，并现场颁发
了获奖证书。

此次“比武争星”擂台赛，不
仅是一次工作成果的展示和交
流，更是一次相互学习、共同进
步的契机。通过比拼，各村党组
织书记找到了差距、明确了方
向，纷纷表示将以此次活动为新
起点，进一步强化责任担当，提
升工作能力，以更加饱满的热情
和更加务实的举措，探索符合各
村实际的特色发展路径，抓好基
层党建，全力提升乡村建设与治
理水平。

本报讯（记者 武子暄）金秋时
节，记者走进位于玉泉区小黑河镇
民案村的农牧种养加循环产业项目
核心示范田看到，首批鲜食玉米已
经收获，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项
目首席科学家周培正带领着科技人
员种植毛叶苕子，“这毛叶苕子可是
优质绿肥，可以进一步提升土壤肥
力，促进来年示范田的增产扩产。”
周培说。

作为上海交通大学内蒙古研究
院“科技兴蒙”上海交通大学行动计
划的“农牧绿色种养加循环产业融
合综合体关键技术集成与示范”项
目于今年 5 月开始在民案村进行核
心示范，目前已初具规模。

“我们结合呼和浩特地区典型
盐碱地块特征，采用碳基生物源、氢
耕、种植毛叶苕子等绿肥作物、菌液
肥水一体化等措施，建立了针对盐
碱地改良的整套方案，有效提高了
试验盐碱地块的土壤质量，大幅提
升了鲜食玉米产量与品质，同时显
著降低了试验地生产过程的碳排
放。”周培介绍，与对照地块相比，示
范田产量提升 10%以上，玉米甜度
更高，同时土壤 pH 显著下降，有机
质含量增加 11%，脲酶和碱性磷酸
酶活性分别提高 23%和 17%，土壤
微生物多样性明显提高，尤其是芽
孢杆菌属等有益微生物显著富集。

该项目的实施不仅解决了农牧
废弃物的资源化科学合理利用，有
利于当地农牧业的可持续生态发
展，而且将对有效推动乡村振兴起
到积极作用。“项目组将技术模式进
行推广应用，进一步从种植、加工和
生物质资源化高效利用环节进行升

级改造，为打造低碳种养循环高科
技产业园区奠定坚实的基础。”周培
说。

从长三角到北疆大地，从高校
实验室到田间地头，从科技研发到
乡村产业振兴，上海交通大学内蒙
古研究院作为内蒙古自治区与上海
交通大学全面合作的依托平台，通
过设立“科技兴蒙”上海交通大学行
动计划，支持上海交通大学专家团
队在内蒙古开展产学研合作和成果
转化，目前已有 121个科研团队前来
开展科研活动，持续助力地方产业
转型升级。

“农牧绿色种养加循环产业融
合 综 合 体 关 键 技 术 集 成 与 示 范 ”
项目立足呼和浩特市产业发展定
位，重点配合高标准农田建设，开
展 土 壤 提 质 增 效 、农 牧 循 环 资 源
化 低 碳 利 用 、农 牧 绿 色 低 碳 智 慧
化模型构建以及农产品保鲜与精
深加工等产业链关键技术研究与
示范，打造集农牧生产技术展示、
科普培训与人才培养于一体的现
代化示范园区。

据了解，该项目通过与呼和浩
特市本地企业合作，为首府地区乡
村振兴产业提供科技支撑。近日，
上海交通大学内蒙古研究院组织上
海交通大学农业农村部都市农业重
点实验室与内蒙古禾益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基于“农牧绿色种养加循环产业融
合综合体关键技术集成与示范”项
目合作基础之上，双方将进一步加
强在低碳节能绿色循环农业领域的
合作，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转
型升级。

武川县举办农村基层党组织书记
乡村振兴“比武争星”擂台赛活动

本报讯（记者 徐桂敬 李海
珍 通讯员 韩新梅）今年以来，
和 林 县 新 店 子 镇 按 照 产 业 兴
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
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找准
农业增收“小支点”，撬动乡村
振 兴“ 大 杠 杆 ”，立 足 特 色 资
源，因地制宜发展乡村种植业、
旅游业、休闲农业等新产业新
业 态 ，贯 通 产 加 销 ，融 合 农 文
旅，推动乡村优势产业提档升
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绘就了

“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
富”的新图景。

新店子镇用好用活惠农政
策，培育壮大西沟子村肉牛养
殖、黑石兔村小杂粮蔬菜等特
色产业，持续深化农业发展，抓
好示范带动，全面促进农业产
业提档升级、提质增效。截至
目前，新店子镇共有畜禽养殖
规 模 户 95 户 ，存 栏 肉 牛 4474
头，存栏羊 73456 只；种植蔬菜
401 亩 ，玉 米 大 豆 套 种 3504.4
亩 ，马 铃 薯 种 植 2783 亩 ，中 草
药 种 植 400 亩 ，绿 色 小 杂 粮 种
植 4.2 万亩，葵花种植 3400 亩。

新店子镇以特色农业产业

发 展 为 重 点 ，大 力 推 广“ 党 支
部+合作社+企业+农户”模式，
充分发挥龙头企业、合作社带
动能力，积极培育壮大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依托特色优势产
业，推动发展种养结合、生态循
环 、产 业 融 合 等 新 模 式 新 业
态。深挖榆林城村、浮石山村
土壤资源，鼓励和扩大辣椒等
农产品种植规模，发展农产品
加工业，推动农副产品转型提
升，提升“新店子品牌”的市场
影响力。

与 此 同 时 ，注 重 农 旅 融 合
发展，今年“五一”成功举办了
和林县前窑子水库第二届渔猎
文化节，累计接待游客 1.2 万人
次，大幅提升了新店子镇农旅品
牌的知名度。和林县还积极打
造了胶泥湾村集种植、养殖、采
摘、体验、休闲、观光为一体的绿
色有机农业综合旅游区——女
神塞外桃园田园综合体项目；
圣山、小板申汉墓、明长城、旅
蒙商道等旅游节点，都为新店
子旅游业发展奠定了基础，游
客数量明显增加，文旅产业发
展新格局正在逐步构建。

和林县新店子镇

农业增收“小支点”撬动乡村振兴“大杠杆”

收割后的玉米通过传输进入运输车斗中 收割机在麦田中穿行而过
收割机和运输车在大地上切割出一条条

充满几何美感的线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