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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们的胡麻油零添加、零勾兑，过大年炸麻花、
炸馓子都能用得上，家人们放心下单吧！”岁末年初，
在呼和浩特市赛罕区金河镇曙光村的正北方云仓带
货直播间，村民李志英和同伴热情洋溢地向网友介绍
手中的产品。

人们习惯称呼李志英为鲜梅子，这是她在农村题
材短剧中所饰演角色的名字。2023年 3月，“那年今
日”账号在短视频平台开通，曙光村村民们自编自导
自演，讲述上世纪 90年代的乡村故事，目前已发布了
530多期。

“账号粉丝数上来了，我们开始带货了。胡麻油、
黄米糕面等特色农产品销量都不错。”李志英说，“以
前我 1分钱不挣，在家里相夫教子，如今每个月能赚
5000多块钱。每次出门遇到陌生人喊我鲜梅子鲜梅
子，心里都美滋滋的。”

2019年6月，曙光村提供平台吸引大学毕业生回
村创业，成立了正北方云仓电子商务公司，集电商物
流仓储为一体的农村电商平台——正北方云仓应运
而生。正北方云仓主要销售内蒙古各类特色农副产
品，构建起农民广泛参与、优势农产品推广销售的新
渠道。

分货、装箱、打包、贴快递单……正北方云仓的仓
库里一派繁忙景象，从这里打包好的货品发往全国各
地，年发货量约350万单。“我在这里工作3年多了，以
前当家庭主妇没有自己的收入，购物不自由。现在挣
了工资可高兴了，花钱也硬气了，工作之余不耽误照
顾家里老人小孩，完美！”村民裴华一边打包货品一边
兴奋地对记者说。

曙光村村委委员张秀清感慨：“正北方云仓带动
了60多名村民就业，大多数为女性。我们村的妇女们
在这里实现了自身价值，迎来了生活里的新曙光。”

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振兴，2023年，曙光村村集体
经济收入达到 103万元。近年来先后获评“全国文明
村”“国家乡村振兴示范村”等称号。农业更强、农村
更美、农民更富的曙光在曙光村闪耀光芒、带来希望。

近年来，赛罕区榆林镇东干丈
村坚持因地制宜、统筹兼顾、整体谋
划，致力打造“村在林中、房在园中、
人在景中”的美丽宜居村庄，先后获
评国家森林乡村、绿化美化先进村
庄等。

东干丈村坚持在人居环境整治
工作中“抓重点、攻难点、推亮点”，村

“两委”带领党员争当绿化美化建设
的排头兵，组织动员全体村民参与绿
化美化行动，扩大护村林、经济林种
植面积，开展村内公共绿地、主要街
道和庭院的绿化美化。2023年 5月，
组织成立呼和浩特市第一中学义务
植树基地和研学基地，让更多孩子参
与村庄绿化，走进“农耕劳动大课

堂”。加强万亩生态林建设，从 2019
年至今，改造荒山荒坡 8000 余亩，
2024年补栽各类树木 6000余棵，筑牢
北方生态安全屏障的“绿色长城”。
招商引进大连绿能有限公司，种植元
宝枫 100余亩，后续将投资约 2000万
元，在带来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同
时，同步解决当地农民就业问题。新
建公共厕所 4 座，户厕改造完成 201
户，户厕普及率达 90%以上。新建无
污染固化垃圾处理站 1处，新安置垃
圾桶 20个。2024年累计修复破损路
面 15处，美化村内道路 1.3公里，更换
自来水管道2000米。

村民是改善村庄环境、保持环境
卫生的受益者和主力军。东干丈村

委会突出村民主体地位，坚持共建共
治共享，选树村“两委”成员、党员干
部、村民代表等作为示范典型开展村
庄清洁工作；引导 10名有能力的党员
按照就亲就近原则包联常住户 275
户，带动村民积极参与村庄环境卫生
清理，形成“支部引领、党员带头、群
众参与”的良好工作格局。

为推进改善环境与产业发展相辅
相成、优势互补，东干丈村创新工作思
路，强化“点线面”统筹谋划、“规建管”
协同联动，以产业发展推动环境整
治。发展休闲观光农业，以万亩生态
林等为依托，建造红色窑洞文化主题
民宿和生态采摘示范园，打造露营基
地夏尔庄园和蒙景源旅游区，做到一

坡一景、一沟一景；发展集体经济，现
有大棚38座，项目区总占地面积约6.6
公顷，引进蓝莓新品种，已种植 10棚，
成活率 100%，带动村民增收致富；重
点打造“梦境空间”星空房创意民宿，
以远离喧嚣、亲近自然的优美环境吸
引周边游客慕名而来，让更多的人走
进乡村，了解乡村，爱上乡村。

下一步，东干丈村将继续为营造
干净、整洁、有序的人居环境赋能添
力，持续推动村庄清洁行动落实落
细；继续争做乡村建设治理的宣传员
和监督员，引导广大村民自觉规范文
明行为，主动增强环保意识，让好习
惯从“盆景”到“风景”、从风景到风
尚，实现美丽宜居村庄全民共享。

共建美丽乡村 共享美好生活
●本报记者 马妍 通讯员 赵媛

本报讯 近日，根据农业农村部
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官网公示，和林
贝贝南瓜、大葱、西瓜 3个产品通过
申报。截至目前，和林格尔县已有
20个产品被纳入“全国名特优新农
产品”名录。

名特优新农（畜）产品是具有独特
品种、优良品质、新颖特色和较高附加
值的农产品和畜产品。这类产品通常
具备独特的遗传特征和生长习性，营
养价值高、口感好、品质上乘，具有新
颖的包装、较高的经济价值和市场竞
争力等特点。

秉承绿色化、优质化、品牌化的
发展理念，近年来，和林格尔县农畜
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全力推动农牧业
向优质高效转型，大力普及与应用智
慧追溯大数据平台，完善全程可追溯
质量安全体系，推动和林格尔县绿色
食品、有机产品、农产品地理标志和
全国名特优新农（畜）产品数量逐年
增长，不仅提高了农（畜）产品的附加
值，而且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同时推
动和林格尔县农（畜）产品走出内蒙
古，享誉全中国。

（李海珍 韩新梅）

过去，综艺节目往往将镜头对准都市场景，聚焦明
星互动，传播潮流文化。近年来，越来越多综艺节目扎
根沃野乡村、记录新时代田园生活，涌现出不少佳作。

在《种地吧》见证庄稼丰收的喜悦，到《山水间的家》
聆听山乡巨变的拔节之声，来《宝藏般的乡村》感受绿水
青山间的生活之美……以乡村为主角，把大地放“C
位”，一个个乡村综艺如同一扇扇窗口，展现出乡土文化
的万千风情与乡村发展的勃勃生机，受到观众喜爱。

沾满泥土气息的“乡”味，是乡村综艺最宝贵的地
方。在《乡土中国》中，费孝通写道，“从基层上看去，中
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数千年“乡土中国”，使乡村文明
成为中华民族文明史的主体，使乡村成为我们精神的故
园、文化的原乡。一个农村老家、一缕炊烟袅袅，总能勾
起浓浓的乡愁。紧扣这份情感所系，勾染风土物候、捕
捉稻香阵阵，乡村综艺以充满泥土味与烟火气的写意笔
触，描绘出一幅幅“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
乡村画卷，让观众沉浸其间，感受来自大地深处的记忆
连接、精神脉动。

乡村综艺虽植根乡土，主要受众却是都市人群。舒
缓质朴的“慢”节奏，安宁和乐的“桃花源”，简单而治愈，
为紧张忙碌的都市人提供了别样的“精神绿洲”。这片

“绿洲”的价值，绝不仅限于呈现乡土的浪漫，更在于记
录耕作的不易。比如，在《种地吧》中，10名年轻人拿起
锄头、镰刀下地干活，用近200天在142亩土地上播种、
灌溉、施肥，将一粒粒麦子变成麦田。对农业生产的真
实记录，拉近了城乡间的距离，人们能够更好了解食物
的来之不易、体会乡村的发展变迁、领悟土地中蕴含的
劳动智慧。

乡村综艺之所以能走红“破圈”，还有一个重要的背
景——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如今，农村发展日新月
异，在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都取得了非凡成就，
这为乡村综艺的蓬勃发展提供了丰厚土壤。《我们的美
好生活》以乡村民宿为切口，展示“千万工程”带来的生
活变迁；《云上的小店》以便利店为载体，观察真实的新
农村生活；《出道吧！科技小院》将镜头对准扎根农村一
线的高校学生，探讨农业新技术落地应用、农业农村发
展等问题……产业跃迁、文化新貌，今天的乡村，有太多
故事值得被讲述。乡村综艺从乡村发展的脉搏中寻找
艺术的脉动，用镜头呈现乡村之美、奋斗之志、发展之
果，切中了人们对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美好期待，满足着人们对故土新生的
热情憧憬。

乡村综艺的价值，不仅在于展现乡村变化，还在于反哺乡村发展。《生机
勃勃的我们》打造“潮农”品牌，推动甘肃农产品销售。《种地吧》热播，带动节
目录制地农文旅融合体验基地建设。贵州雷山县西江千户苗寨等地，以综艺
为契机，加快配套设施建设、开发旅游资源，实现文旅新增长。今天，综艺、游
戏、沉浸式展演等文化新业态的乡村实践，正发挥强大的溢出效应，推动乡村
文化资源活化传承、乡村业态丰富发展。充分利用“文化+”解锁“流量密码”，
让更多目光向乡村汇聚、更多资源向乡村集聚，将更好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登高使人心旷，临流使人意远。”今天，千里沃野生机勃发。紧跟乡村发
展步伐，挖掘、书写、赋能时代中的乡村，广袤乡村必将舒展更加精彩的崭新
画卷。

（据《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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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马妍）近日，呼和
浩特市农牧技术推广中心第一期“首
府农牧大讲堂”开班。来自各旗县
区的基层农牧业技术骨干及玉米密
植整村推进村“两委”负责人、种植
大户及合作社负责人等参加培训。
内蒙古农业大学教授马达灵分别就
玉米密植精准调控高产技术、玉米
高产耐密品种选择与合理密植进行

了深入讲解。
据介绍，下一步，呼和浩特市农

牧技术推广中心将利用农闲时间，不
定期组织举办“首府农牧大讲堂”，围
绕粮食单产提升、设施农牧渔业发
展、种业振兴、奶业振兴、绿色农业发
展等方面内容，讲授农牧业先进适用
技术、品种，为春耕备耕、养殖产业等
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首府农牧大讲堂”开讲

“我们会继续加快产业链条融合，
以党建为引领，以产业为基础，以文旅
为支持，以生态为保障，争取在2026年
底实现村集体经济和村民收入再翻一
番。”近日，在呼和浩特市乡镇党委书
记和村党组织书记抓党建促乡村振兴

“比武争星”擂台赛上，新城区甲兰板
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韩文君讲
述了甲兰板村近年来翻天覆地的变
化，在亮晒比中描绘了村集体经济发
展的美好蓝图。

甲兰板村位于大青山脚下，这里曾
经房舍歪斜、村庄破旧。如今，村里屋舍

整齐、道路整洁，敕勒川礼物文创店、马
头琴国际音乐厅等特色产业项目比比
皆是，宛若一座文化小镇。这些变化，正
是韩文君返村担任带头人后的成效。

韩文君返乡后，组建了一支有想
法、敢干事的年轻班子。在他的带领
下，甲兰板村依托村内300多年历史的
古庙、古戏台，以“党组织+企业”发展
模式大力推进乡村招商引资，吸引各
类企业投资兴业，打造了食宿游购娱
为一体的马头琴小镇，接待休闲旅游
人数突破150万人次，极大地推动了乡
村经济发展。

马头琴小镇的建设，不仅让村民
生活得到改善，还带动了村民增收。
村子里的空闲房屋被租用作展馆、商
铺、工坊、民宿等，村民仅房屋租赁收
入就达到400多万元。

村子强了，村民富了，甲兰板村党总
支又开始谋划推动集体经济发展的新路
径。“我们既要让村民的口袋鼓起来，也
要让村民的脑袋富起来。”韩文君说。

村党总支召集村民开会研究后，
一致决定走“研学”致富的路子，由村
党总支牵头，采取“党组织+合作社+农
户”的模式，利用村内闲置院落打造以

国学、农耕、手工等传统文化为核心的
研学体验基地。自项目实施以来，已
建成党建展厅、陶艺馆、国学堂、科技
电子实践厅、中医文化展厅等多个研
学场馆，还将200亩村集体土地打造成
研学农耕实践园，种植各种蔬菜、瓜
果、粮食等农产品。韩文君介绍说：

“现在，我们每年至少能接待 5万名中
小学生来研学体验，仅此一项，村集体
经济收入就突破200万元。”

产业兴、乡村美、村民富……甲兰
板村实现了“改头换面”，美丽乡村的
画卷正徐徐铺展开来。

党建+文旅蹚出乡村振兴新路子
●内蒙古日报记者 薛晓芳

张素芬是和林格尔县忽通兔村卫
生室的村医，这天，她来到村民宋大爷
和李大娘老两口家里，为老两口检查身
体，做完血压测量和血糖测试后，她边
嘱咐注意事项边在本子上记录下测量
数据。

宋大爷老两口今年都 70多岁了，
高血压、糖尿病这些基础疾病也跟着找
上了门，药吃几顿、吃多少、什么时间
吃、什么时间减量、什么时候该去上级
医院检查，老两口说这些问题都有素芬
替他们操着心，因为张素芬不仅是村
医，更是他们签约的家庭医生。

“其实最早那会儿我们根本不知道
什么是家庭医生。”李大娘对记者说，抱
着试试看的想法，2023年 1月，他们决
定签约，慢慢地，村民和医生之间建立
起了稳固的健康医疗服务关系，张大夫
的称呼也成了素芬。

通过推行家庭医生签约，忽通兔村

卫生室建立起了数字化的村民健康档
案，从医疗知识宣传普及到定期上门体
检服务，村民就医实现了小病不出村。

据了解，在和林格尔县，家庭医生
签约服务费按照支付对象，非重点人群
每人每年 55元，其中医保基金支付 20
元，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支付30元，
签约居民支付5元；重点人群每人每年
150元，其中医保基金支付110元，基本
公共卫生服务经费支付30元，签约居民
支付10元。启动前3年（2023年—2025
年）签约居民暂不支付签约服务费。

首诊在基层，健康有保障。近年
来，和林格尔县以首诊在基层为目标，
积极推行家庭医生签约，签约人数超过
11万，覆盖150个村，逐步形成科学、合
理、高效、有序的慢性病与健康管理相
结合的服务体系，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
有“医靠”。

（李海珍 袁渊 皇永志）

家庭医生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有“医靠”

□新闻速读

“那年今日”拍摄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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