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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杨彩霞）眼下，正
是胡萝卜的丰收季，走进赛罕区黄合
少镇后窑子村，一垄垄胡萝卜在田间
排列整齐、绵延铺展，运输胡萝卜的车
辆在田间地头穿梭，采收工人将一个
个颜色鲜艳、大小均匀的胡萝卜从沙
土地里拔出，分拣、去缨、装袋，现场一
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

后窑子村地理环境优越，土壤优
良，为胡萝卜的生长提供了理想的环
境。有机胡萝卜全程采用绿色无公
害方式种植，所产的胡萝卜大小均
匀、口感甜脆，除了供应本地市场需
求外，还销往外地，赢得了市场和消
费者的青睐。

“我们正在紧锣密鼓地采收胡
萝卜，我们的有机胡萝卜种植基地
大 约 有 两 千 亩 ，今 年 预 计 产 量 达
3500 吨，纯收益有望突破 100 万元。
目前，胡萝卜主要是通过互联网平
台直播带货销售，每天能卖 1 万单，
有 35 吨到 40 吨的胡萝卜销往全国
各地。”后窑子村委会党支部书记赵
利俊向记者介绍。

从2021年开始，后窑子村委会因
地制宜打造“一村一品”特色产业，流
转村里闲置的坡梁旱地用来种植有机
胡萝卜，带动本村产业发展，农民增
收。经过四年的发展，胡萝卜种植已
成为当地农业增产增收的主要产业。

本报讯（记者 高翠清 李海珍 通
讯员 贾子怡）时下，和林格尔县舍必崖
乡水口村辣椒种植基地迎来丰收，火红
的辣椒为田野增添了一抹亮色，村民们
穿梭于辣椒地里，忙着采摘、分拣、装
袋、上称，奏响了一曲动人的秋收“椒”
响曲。

记者看到，田间地头红绿黄相宜、笑
靥成趣，丰收的场景让忙碌的村民喜上眉
梢。据基地负责人李满介绍，今年基地种
植了1000多亩辣椒，品种为“红龙23”和

“千金红”，具有色泽鲜亮、辣味适中和高

产、抗病、节水等特点。进入采收期以来，
每天都有300多名工人在采收成熟的辣
椒，亩产达4500斤左右，属于订单和代办
式销售，主要用于制作食品辣酱、食用色
素以及工业化妆品原料色素提取。

随着辣椒采收季的到来，基地也吸
引了很多当地村民前来务工，实现照顾
家庭和务工增收两不误，小小辣椒摇身
一变成为了带动村民增收的“致富
椒”。“家里面的玉米都收割完了，就到
这边摘辣椒挣个零花钱，一天 200块
钱，挺好。”水口村村民王俊元笑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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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城区深入推进“四好农村路”建设

连通乡野阡陌 驶往乡村振兴

■发展看台

本报讯（记者 刘沙沙 通讯员 梁
良）早饭后，晨光将大青山顶的山林勾
勒出金色的轮廓，把农具搬上电动车，
一首小曲还没哼完，陈连振就到了自
己打工的花卉基地。“现如今路修好
了，不仅修到了家门口，还直通基地大
棚。”家住新城区讨思浩村的陈老汉
说。

同一时间，甲兰板村村民陈海燕
开着小汽车送孩子上学，以前的摩托
车早已不知去向。她说：“自从村里的
土路硬化以后，村里买车的人越来越
多，我买得还算晚的呢。”

驱车行驶在新城区乡村公路上，
道路两旁的村庄、农田和远处的大青
山相互映衬，一幅乡村振兴的美丽画
卷沿着平整宽阔的农村公路徐徐展
开。虽然只是一条条农村路，但现在
的这里美得像一道道景观道，俨然成
为了美丽乡村的一部分。

“以前，我们这里的路不仅‘十八
弯’，还是窄窄的‘腰带路’。”回忆起曾
经的出村路，保合少镇水磨村党委书

记、村委会主任白银焕十分感慨。
在新城区境内，依大青山而建的

村庄不止水磨村一家，“苦在路上”的
村庄曾有很多。

从土路到水泥路、再到沥青铺就
的柏油路。随着“四好农村路”建设的
推进，新城区越来越多的农村路变得
越来越好，真正实现农业产业“因路而
兴”，农村农民“因路而富”，生态环境

“因路而美”。
“通过‘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建设，

深入推进农村公路建、管、护、运协调发
展，目前已形成‘一环、二横、十一纵’的
区域综合交通路网体系。”新城区农牧
水利局副局长段剑云说，“截至目前，新
城区行政村通客车率达100%。”

阡陌变通途。新城区以“四好农
村路”为引领，唤醒更多沉睡于乡野山
间的好山好水好风光。

“如今村里的路面宽阔又整洁，因
此进圣水梁景区旅游观光的游客也越
来越多。”新城区保合少镇面铺窑村村
民石红梅感慨道，“我们也跟着吃上了

‘文旅’饭。”
石红梅口中的圣水梁生态旅游公

路建设项目，是新城区在巩固自治区
级“四好农村路”示范区成果的基础
上，继续推进农村公路的建设和养护
工程中的一项。

圣水梁生态旅游公路的建设项目
于 2023年 7月主线通车，有效改善周
边村民的出行环境，提升圣水梁旅游
的通行能力，在公路建设过程中，创新
使用了旅游公路“红黄蓝”彩色标线，
推进“交通+旅游”融合发展。

圣水梁和面铺窑村的故事并不是
个例。

新城区将自然生态、产业发展、历
史人文等元素融入了农村公路建设、
管养全过程，积极探索“农村公路、旅
游、现代农业”融合发展。

宽敞通畅的交通网络，助力新城
区各村“以路兴业、以路促旅”，不仅让
市民可以感受美丽的乡村，也让大青
山前坡各村大棚里的特色果蔬第一时
间来到市民的餐桌。

“交通方便了，大大缩短了草莓和
花卉的运输时间。”在新城区乌兰不浪
村的呼和浩特市鑫冠种养殖农民专业
合作社负责人李银旺说，“合作社的业
务范围也在逐渐扩大，可以最快速度
将新鲜的农产品销售到周边各市。”

大青山前坡的条条乡村路打通了
前往水磨村、大窑村、水泉村等地的道
路。草莓、玉米、燕麦等农特产品走出

“山门”。青山圣水、大窑古韵重焕生
机，迎来八方客。四季采摘、生态露营
等特色产业愈发红火……一条条与旅
游业发展、特色产业开发等相结合的

“四好农村路”延伸在青山绿水间，带
旺百业发展。

如今，平坦宽敞的路边，绿化树木
郁郁葱葱，大小车辆往来穿梭，实现了
村民出行“出门水泥路、抬脚上公交”
的夙愿。一条条蜿蜒交织的农村公路
修到了村民家门口，通进了村民的心
坎儿里，更串联起机遇与希望，成为村
民家门口的致富路、幸福路、连心路、
振兴路。

本报讯（记者 陈瑛 云艳芳）近年来，
武川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养老工作，不
断完善基本养老服务体系，通过健全机
制、项目实施、优化服务等措施，初步构建
了县、乡、村（社区）三级养老服务体系。
建成综合养老服务园区1个、乡镇综合养
老服务中心6个、村级综合养老服务站点
30个、社区综合养老服务站点7个，可镇
城区范围打造“15分钟养老服务圈”，为老
年人提供个人照护、保健康复、休闲娱乐、
心理慰藉等托养服务，真正让老年人实现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
“这里吃得好，住得好，上午下下象

棋，下午看看电影，护理人员服务周到，让
我们老年人过得特别舒心。”正在吃午饭
的张大爷高兴地说。

位于武川县昌兴西街与迎宾路交会
处的武川县养老服务园区，可同时容纳
380名老人居住，园区集医养结合、智慧
养老、普惠养老、居家养老、旅居养老、康
复保健服务于一体，同时设有景观餐厅、
运动场馆、棋牌室、书画室等附属配套设
施，是呼和浩特市旗县区首家涵盖“养
老、护理、医疗、康复、兜底、助残”等功能

的综合性养老示范产业园区。
养老服务园区探索智慧养老新模

式，通过智能床垫、智能枕头、智能化一
键呼叫器、智能血压计、定位呼叫器、智
能药箱等设备对老人可能出现的各种健
康异常进行实时监测、预警，线上守护老
年人安全。

武川县上秃亥乡白泥壕村养老服务
中心刚运行不久，就备受老年人和家属
的好评。该中心集助餐、助浴、康复护
理、心理慰藉等服务于一身，覆盖周边6
个行政村，近千余名60岁以上老人可享
受便捷服务，切实解决了老年人特别是
高龄、孤寡、独居、空巢老人最现实、最迫
切的难题。持有专业职业技能证书的人
员为有康复理疗需求的老年人开展服
务，提供康复功能训练指导、健康推拿、
肢体康复、慢性病管理、心理咨询、营养
咨询等特色医疗服务，满足老人对优质
中医服务的需求。不仅可以参加下棋、
手工编织、剪纸等娱乐项目，还在春节、
中秋、重阳节等重要节日，组织老人开展
欢度佳节的活动，极大丰富了老年人的
精神文化生活。

本报讯（记者 武子暄 通讯员 查斯
娜 李顺鹏）近日，内蒙古电力集团呼和
浩特供电公司工会组织开展了“消费帮
扶金秋行动”现场会活动，党员干部职
工及志愿者积极认购各旗县农产品和
特殊儿童手工制品，以实际行动助农增
收、关爱特殊群体，助力乡村振兴。

活动中，各旗县农户代表和农村
供销社代表详细介绍了种植过程、食

物口感和营养价值等，使大家的购买
热情高涨。

“今年旱地的土豆产出不多，我们
家这个都是自己家里种的，特别感谢供
电公司的爱心帮扶，不一会儿就把 60
袋土豆都卖出去了。”武川县农户马丽
霞高兴地说。

当日，通过现场活动共销售农产品
13820.2元。

武川县：“养老”到“享老”服务亮新招

消费帮扶爱心认购助农增收

又是丰收的季节。首府各地田间地头呈现出一幅丰富多彩的画面，庄稼地里的玉米、藜麦、高粱都已成熟，丰收的气味扑面而来，令人陶醉。图为玉泉区小黑
河镇沙梁子村的五彩藜麦。 ■本报记者 阿柔娜 通讯员 李建华 于腾蛟 摄

今年是“快递下乡”工程启动十周年。农村快递
是连接城乡生产和消费的重要纽带，是现代流通体
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水平直接关系着城乡经
济循环质量。近日，国家邮政局相关负责人提出，着
力构建功能集约、便利高效的农村快递服务新模
式。探索构建农村快递服务新模式，是打通农村快
递服务“最后一公里”、畅通城乡经济“微循环”、推动
城乡融合发展的必要条件。

农村快递服务的升级与变革，首先体现在“新模
式”的探索上。随着“快递下乡”“快递进村”及“一村
一站”等举措的落地实施，农村快递网络的覆盖率显
著提升，农村地区的快递业务量快速增长。然而，传
统的农村快递服务模式仍面临运营成本高、配送时
效慢、快递基础设施共享难等问题。这些问题不仅
制约了农村快递服务的升级与变革，还削弱了企业
推动快递服务往村覆盖、向户延伸的积极性。为此，
农村快递服务模式亟需向功能集约、便利高效的方
向转型。其中，功能集约的核心在于资源整合、设施
共享与信息协同，旨在通过深化快递企业间的合作，
实现仓储、分拣、运输、配送等基础设施的共建共享，
从而降低快递企业运营成本，实现物流资源的最优
化配置和高效利用。而便利高效则聚焦于提升农村
快递覆盖面和配送效率，通过缩短配送时间、提高快
递配送服务质量，确保农村居民能够享受到与城市
居民同等便捷、高效的快递服务。

探索构建功能集约、便利高效的农村快递服务
新模式，是畅通城乡经济“微循环”的重要举措。这
一新模式的构建，不仅是农村快递服务智能化、现代
化的必然选择，更是打通农村快递服务“最后一公
里”、推动城乡经济深度融合的关键所在。

一方面，新模式的探索将有助于打通农村快递
服务“最后一公里”。通过整合和优化农村快递服务
资源，构建功能集约、便利高效的服务体系，可以更
有效地连接农村与城市、买方和卖方，确保快递服务
能够深入农村腹地，覆盖每一个需要的角落。另一
方面，新模式的探索还有助于畅通城乡经济“微循
环”。新模式不仅便利了农产品上行渠道，使其能够
快速到达城市，为城市消费者提供更丰富、更优质的
农产品选择。同时也显著改善了工业品下行的通道，让农村居民能够更加
便捷地获取所需的生产生活物资，从而有力推动城乡经济的紧密互动与融
合。

值得注意的是，农村快递服务新模式的探索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
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需要做好顶层设计，强化政策引导、技术支撑、设施保障
等。

加强政策引导与支持。良好的政策环境是促进快递行业高质量发展的
催化剂。应加大在税收、资金、土地等方面的扶持力度，引导和鼓励企业积
极建设和升级农村快递服务网络。发挥快递行业协会组织功能，推动组建
快递配送联盟，鼓励快递企业间资源共享和渠道共用，开展统一的分拣、运
输、投递等服务。积极推进农村快递运力资源整合，开辟农村“客货邮”运输
新线路，探索农村客运公交兼营货物运输服务。

深化智能技术在农村快递服务中的应用。充分利用物联网、大数据等
前沿技术，优化农村快递服务的作业流程和管理模式，运用智能算法精准规
划农产品的运输路线、配送时间等，缩短农产品运输周期。持续强化快递服
务信息化建设，建设先进的智能物流管理系统，实时监测农产品在运输过程
中的新鲜度和品质，并根据数据及时调整快递运输策略。针对人口密度较
低或地理条件复杂的乡村区域，探索无人机和无人车配送技术，解决“最后
一公里”难题。

加快农村快递基础设施建设。农村快递基础设施直接关系农产品的输
出与农业物资的输入，是农村经济活动的血脉。持续加强县级公共寄递服
务中心、乡镇服务站点及村级快递综合服务站等便利高效的快递基础设施
建设，让村民享受“购物不出村、销售不出村”的优质快递服务。同时，针对
农产品冷链物流存在的短板，加快布局乡镇农产品冷链物流配送设施，并在
田间地头增设更多仓储保鲜库，推动农村快递服务向农业生产前端延伸。

（据《经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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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广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