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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近年来，托克托县郝家窑村积极探
索“精神文明+乡村振兴”融合发展路
径，因地制宜布局乡村旅游、农家乐特
色餐饮、葡萄规模化种植等优势产业，
引入4A级神泉景区、3A级黄河印象观
景平台等文旅项目。通过产业转型升
级与文旅资源深度开发，村集体经济
实现跨越式发展，村综合收入近 6000
万元，村民人均收入提升至 3 万元。
昔日的传统村落，如今已蝶变为生态
宜居、产业兴旺、文明和谐的示范村，
村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得到
显著提升。凭借“精神文明+乡村振
兴”融合发展的亮眼成绩，郝家窑村先
后获评“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全国乡
村旅游重点村”、内蒙古自治区“一村
一品”示范村，2024年入选全国“四季
村晚”秋季“村晚”示范展示点，2025年
获评“全国文明村镇”。

在托克托县委、县政府的统筹推

进下，郝家窑村依托沿黄生态廊道建
设工程、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投入
专项资金，建成 11 公里沿黄廊道与
1.3公里沿黄步道，栽植桧柏、山杏、花
冠等果木 5.6 万株，重点打造的云中
绿博园项目，让昔日黄沙梁变身“花
果山”，构筑起坚实的绿色生态屏障。

依托深厚的文化积淀与得天独厚
的自然资源，郝家窑村全力打造文旅
品牌。黄河、沙漠、林地、山梁等壮美
景观与独特的气候孕育了黄河鲤鱼、
托县葡萄、灯笼红辣椒等特色农产
品。“观黄河流凌 品开河鱼宴”“漫步
葡萄园 品味葡萄甜”“黄河龙舟赛”等
特色活动吸引了众多游客，“农民丰收
节”、首届中国・托克托“力争上游”休
闲垂钓大赛、“行走大运河”全民健步
走等文旅活动精彩纷呈。两条涵盖历
史文化游、休闲观光游的精品线路，更
是主动融入黄河“几字弯”文化旅游风
情带建设。

曾经稀疏的葡萄藤，如今已发展
成万亩果园，仅郝家窑村 5000亩特色
葡萄种植，就能实现年创收 5000余万
元，村党支部还借助电视平台开展葡
萄义卖，帮助村民销售 6万余斤葡萄，
进一步拓宽增收渠道。如今，郝家窑
村的葡萄产业已
辐射周边格图营、
皮条沟、东营子等
村，生态效益与经
济效益协同发展，
绘就出“河畅、岸
绿、景美、民富”的
乡村振兴新图景。

此 外 ，33 家
星级农家乐凭借

“ 黄 河 一 遛 湾 套
餐”等特色美食，
年创收超 1000 万
元，惠及 200 余户
村民。

一位来自北京的游客感慨：“在
郝家窑村，既能沿着黄河岸线感受大
自然的鬼斧神工，又能在民俗表演里
触摸到千年文化的脉搏，热气腾腾的
炖鱼配上老乡亲手剪的窗花，真正让
人体验到‘诗与远方’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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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罕区曙光村：

多元兴业 统种共富
●本报记者 杨彩霞

近年来，赛罕区曙光村深度
挖掘资源潜力，汇聚多方力量，优
化整合各类资源，积极推动产业
多元化发展，实现村集体经济和
农民收入双提升，带领村民走上
共同富裕之路。

在曙光村的大棚种植区，村
民李万强正忙着给葡萄叶掐尖。
今年，他种植的反季节葡萄长势
良好，常年种植的黄瓜、西红柿也
能实现年均 8万元的收入。

曙光村依托全村 300 栋厚墙
体温室大棚，由村党支部牵头，组
织 12名党员及种植能手发挥示范
引领作用，带动村民规模化种植
各类蔬菜瓜果，打造草莓、葡萄等
水果采摘业，以及百余种特色蔬
菜种植产业，每栋大棚年纯收入
超 3万元。

曙光村村党支部书记高二忠
告诉记者，村集体依托新建的高
标准、高智能厚墙体温室大棚，与
内蒙古蒙苗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深
度 合 作 ，携 手 共 建 蒙 苗 育 苗 基
地。这一举措每年为村集体带来
20 万元的增收，同时辐射带动种
植户增收 2250 万元，还创造了 30
个就业岗位，实现资源向资产的
有效转化。

为有效盘活集体闲置用地，曙
光村积极引入内蒙古蒙草种业，流
转村集体南河湾鱼池及周边 900
余亩土地用于蒙草种业育种。流
转费用按比例分配，70%用于村集
体经济组织成员股东分红、30%归
集体所有。2024年流转费收入达
58万元，村集体收入 15万元，有效
推动集体和农民收入双增长。

今年，曙光村进一步整合土
地资源，依托村集体经济股份合
作社，以“化零为整、集体托管、规
模经营”模式，整村推进土地全程

托管。“全村 4000 亩土地（其中托
管村民土地 2367亩）被统一整合，
实现‘小田变大田’，提升耕地地
力，有效降低种植成本，提高种植
利润。合作社年终收益 30%留作
生产备用金，70%按托管户家庭户
籍人口平均分红。村民除每亩
900元保底收益外，还可参与年底
分红，实现‘统种共富’目标。”高
二忠说。

在曙光村“正北方云仓”的打
包流水线上，村民李根院正在忙
碌着。作为“正北方云仓”的打包
员 ，每 天 经 他 手 的 快 递 有 近 万
件。“我在这里工作 4年了，工资在
5000元左右。”李根院说。

“正北方云仓”的蓬勃发展，
解决了村里闲置劳动力的就业问
题。目前该公司吸纳了本村 60多
名村民就业，每月人均工资 3500
元到 5000 元。同时，“正北方云
仓”利用短视频带货的优势扩大
销量，结合周边乡村生态产业优
势，实现了产品的多样化销售，构
建起村民广泛参与、优势农产品
推广销售的新渠道。

内蒙古正北方云仓有限公司
总经理高宇告诉记者：“直播间的
很多粉丝都表示想体验一下农村
生活和农村美食，下一步我们想
发展农村旅游这项业务。”

“2024 年曙光村村集体经济
收入已达 112 万元，村民人均收
入 从 2001 年 的 3650 元 ，增 加 到
了 40850 元。今年村集体收入预
计达到 400 万元。”高二忠说，未
来 ，曙 光 村 将 持 续 整 合 土 地 资
源、深化农村电商发展、成立物
业服务公司，壮大村集体经济股
份合作社，积极探索规模化发展
新路径，引领农民迈向共同富裕
之路。

回民区回民区：：让让““农文旅流量农文旅流量””转化为转化为““经济增量经济增量””
●●本报记者 祁晓燕 通讯员 李珍 文/图

盛夏时节，回民区东乌素图
村杏果飘香。走进东乌素图村
茂泓特山庄采摘园，金灿灿的
早熟杏果挂满枝头，空气里弥
漫着清甜的杏香，吸引众多市
民前来体验采摘的乐趣。

“看这果子长势多喜人。”庄
园负责人李润芝自豪地说，“这
批成熟的‘五月鲜’属早熟优质
品种，6月中旬进入最佳采摘期，
比 其 他 品 种 提 前 近 一 个 月 上
市。今年光照充足，所以杏果甜
度高、果肉厚，很多老顾客提前
半个月打电话预订杏果。”

果园里，带着孩子前来采
摘的市民王晓菲一边拍照一边
说：“带孩子体验亲手采摘果实
的乐趣，感觉很有意义。”

为了让“采摘经济”持续升
温，李润芝的采摘园跳出单一
杏季的局限，除了栽种北京红
杏、珍珠杏、白杏、凯特、贵妃等
16 个品种 6400 余棵杏树外，园

内还先后种植李子树、西梅李、
玉黄李、雪桃、新疆大枣、寒富
士、陕西富士、朝鲜梨、红梨等
果树，确保不同季节都有鲜果
可采。同时，李润芝又在果园
里饲养了大鹅，真正实现了“种
养结合、生态循环”。“每年种植
的收益能达到 30 万元。”漫步

“杏”福树下，丰收的喜悦洋溢
在李润芝的脸上。

李润芝的“杏”福密码，不
仅 在 于 回 民 区 独 特 的 自 然 风
光，更在于回民区依托“杏”产
业探索的“农文旅+生态”融合
发展的创新实践。

近年来，回民区坚持“生态
优先、环境优先、绿色发展”的
战略，以特色产业培育、推进农
文旅融合发展、促进农民增收
为目标，立足资源禀赋优势，优
化发展布局，延伸产业链条，将
现 代 农 业 与 生 态 治 理 有 机 融
合，不断加快推进设施农业提

档升级，大力发展林下经济。
依托大青山前坡“生态绿

带”及丰富的林下经济业态和
“杏坞番红”历史文化的人文优
势、自然资源优势，回民区突出
乌素图“大杏”品牌效应，精心
打造了“杏福树下”特色品牌，
建设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乌素
图杏花谷，探索种植 100 亩桑
葚，升级打造特色项目——乐
谷丰综合性农业观光产业园，
推动乡村旅游连片发展、扩容
升级，形成了以 8.3 公里村路为
主动脉，沿线 50 余家独具特色
的农家乐为末梢神经的乡村旅
游 带 ，走 出 了 一 条“ 种 植 + 观
光+休闲+民宿”的多元化特色
乡村旅游发展之路。

回民区以杏花节、杏子采摘
季为契机，在保持原有村落风
貌的基础上，对“杏福树下”“幸
福泉”“古树广场”“杏花谷”等
网红景点进行改造升级，推出
赏花游、采摘游、民俗体验等特
色活动，通过打造西乌素图村
北疆文化艺术基地、杏花谷北
疆文化创作实践基地等，推动
旅游产品向观光、休闲、度假方
向转变，形成了以点带面的农
文旅发展大格局。

一颗颗饱满的杏果，不仅
承 载 着 果 农 沉 甸 甸 的 丰 收 喜
悦，更成为撬动乡村振兴的“杏
福果”。如今，回民区的“杏”产
业已形成规模化发展格局，杏
树种植面积达万亩，构建起“4
月赏花、7 月品果”的特色旅游
模式。围绕乌素图大杏产业，
回民区深耕产业链条，带动农
文旅产业拓展，有力促进农民
增收。通过“赏花经济”与“采
摘经济”的联动发展，回民区实
现了传统农业向农旅融合的转
型升级，走上了一条产业兴、农
民富、生态美的可持续发展之
路。

“第一次刷到恼包村的视频
时，我以为就是个仿古建筑的小
镇，结果来了才发现美景不只如
此 ！”陕 西 游 客 郑 友 友 笑 着 说 。
2018 年至今，他每年都会来此打
卡，从“江南水乡”游园，到民俗大
集、建成摩天轮、举办音乐节……
他见证了恼包村持续升级。

村 西 是 青 砖 灰 瓦 的 晋 风 院
落，村东矗立着欧式楼宇；民俗大
集飘着刀削面的香味，隔壁超现
实风格的水世界嬉闹声不绝。多
元风格的混搭毫无违和感，让游
客们不禁感叹：“烟雨蒙蒙时，仿
佛穿越到古诗里的江南！”

在游客挤满游乐场时，村民
索 女 正 带 着 孙 子 走 进 文 化 大
院。村史馆里陈列着不少独轮
车、破陶罐和老照片，她指着泛
黄的照片告诉记者：“得让后辈
们了解历史。”这座在建设初期
就落成的文化大院，藏着村子的
精神内核。村史馆、民俗馆、成
果馆围在一处，用老物件讲述着
恼包村的历史。

文化设施建设走在前，乡风
文明建设更不能落在后。“村子火
了，可咱不能‘飘’！”恼包村村党
总支书记李恒彪的这句话印在了
村民们的心底。事实上，恼包村
已经把乡风文明的滋养渗透在村
民生活的点滴细节当中。

为丰富村民文化活动而组成

的威风锣鼓队已成为恼包村的
“网红表演”，新农人用自己的方
式宣传着新时代的好声音，一路
唱进了首都的大舞台。村民自编
自演的二人台、三句半，把抵制高
额彩礼、提倡崇尚科学、反对铺张
浪费等观念融入朗朗上口的台词，
让这些乡规民约变成村民挂在嘴
边、记在心头、做在当下的行为规
范。11 支由老党员、村民代表、
返乡大学生组成的志愿服务队
活跃在恼包村的各个角落，帮助
游客寻找失物、解决村民实际困
难、维护活动现场秩序……在他
们 的 努 力 下 ，共 解 决 群 众 急 难
愁 盼 问 题 1000 余 个 、化 解 矛 盾
纠 纷 200 余 起 ，连 续 10 年 实 现
零信访。

在恼包村文明团结超市，村
民杨丽娜用 50 积分兑换了一个
电水壶，这些积分是她主动清理
门 前 垃 圾 、帮 助 引 导 游 客 获 得
的。“以前大家比谁家房子大，现
在都比谁家积分多！”她笑着告诉
记者。

近年来，恼包村立足大青山
前坡和敕勒川草原这一得天独厚
的区位优势，大力推动农商文旅
融合发展，不仅从贫困村一跃成
为村集体年收入突破 10 亿元的
富裕村，更通过实施一系列移风
易俗工作的创新做法，成为了乡
风文明建设的标杆。

新城区恼包村：

乡风文明 浸润乡村
●本报记者 刘沙沙

村民在高标准、高智能厚墙体温室大棚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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