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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广角

和林县：
高效安全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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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赛罕区黄合少镇朱亥村的温室里，来自日
本的细香葱和万丰小葱已经开始越冬。

“这些葱是去年 9 月种植的，共 30 多亩，到
今年 4 月底就可以上市销售，之后可以继续种植
网纹瓜，实现循环种植。”呼和浩特市赛音农业
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李国庆介绍说，循环种
植葱和网纹瓜是赛因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摸索
出来的一种相对稳定且收入较高的种植模式，4
月至 8 月可以种植网纹瓜，9 月到第二年 3 月就
可以种植耐寒的葱，一年四季生产不停，温室得
到了充分利用。

去年，赛罕区以乡村振兴战略为抓手，通过
政策扶持、持续加大资金投入、培育龙头企业等
措施，在巩固原有设施蔬菜面积的基础上，不断
提高种植水平，全年实施设施农业项目 17 个，新
建大棚 590 栋，种植面积达 1600 余亩，其中金河
镇曙光村、榆林镇东干丈村的设施农业项目实
现当年建设、当年投入使用。

走进呼和浩特市绿联种植专业合作社的蔬
菜大棚，棚里的蔬菜长势喜人，社员们忙碌的身
影穿梭在郁郁葱葱的蔬菜棚里。棚里满眼嫩绿
的景色为新春增添了一份勃勃生机。

呼和浩特市绿联专业合作社成立于 2010年 9
月，占地面积 240 亩，共有温室 61 栋、冷库 1 座。
近年来，全面改进升级温室设备，加强特色产业
的种植和培育，并建立保鲜冷库和产品展示厅。

“每年冬季基地以越冬蔬菜为主。如今品牌
已经在市场上打开了销路，得到了很多市民的
认可。今年，将进一步扩大种植面积，并在市区
开设一家直营店，让更多的市民能够吃到我们
种植的新鲜蔬菜。”呼和浩特市绿联种植专业合
作社的负责人陈俊英说。

按照“串点连线成片”的产业发展思路，赛罕
区设施农业已经形成“四线五地多点”布局。目
前培育蔬菜相关龙头企业 35家，建设规模化种植
基地 45个，设施种植成为了农民丰收致富的主要
途径，同时也是产业扶贫的有效途径。此外，赛
罕区还通过整合涉农资金，维修了基地温室的厚
墙、钢架等基础设施，对部分基地温室的后坡进
行了防火防草改造，对棉被、棚膜等配套设施进
行了补贴，并通过科技特派员引进推广适合赛罕

区种植的新品种、新技术，丰富市民的“菜篮子”。
“今年，赛罕区将继续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大力发展都市现代休

闲农业，吸引市民走入乡村进行消费，延伸休闲农业产业链，通过招商引
进有实力的公司以及龙头企业，新建高标准的温室和园区，逐步培育农
旅融合新业态，做大做强首府的‘菜篮子’。”赛罕区农牧水利局工作人员
徐俊彩说。

在位于赛罕区金河镇碾格图村的优然牧业金
河牧场里，由企业自主研发的“CTB”一体化智能
好氧发酵设备正在工作人员的操作下有序作业，
经过严格把关的撒料车正在为奶牛供应新鲜饲
料，厂区现代化程度之高让人不由赞叹。

优然牧业金河牧场是配套伊利现代智慧健康
谷的一座奶源基地，于 2021 年 4 月开工建设，2022
年 10 月建成并投入使用，牧场规划奶牛养殖规模
10000头，项目总投资 4.8亿元。

“牧场始终坚持绿色环保低碳发展理念，致力
于环境友好、生态平衡、循环利用的可持续生产模
式，在牧业行业率先提出了‘碳中和’战略举措，
研发了能氮平衡技术、酶工程营养调控技术、氨基
酸平衡技术等养殖关键技术，通过提高奶牛饲料
利用率，减少奶牛瘤胃发酵过程的温室气体排放
量，为奶业振兴作出了积极贡献。”企业相关负责
人介绍说。

在金河镇羊盖板村的富源国际赛罕牧场里，
自动化挤奶车间的两台八十位转盘挤奶机正在平
稳运转，把来自乌拉圭的荷斯坦奶牛产的奶输送
到蒙牛牛奶加工厂，然后再运往全国各地。

为保证挤奶科学高效进行，及时检测产奶量
及奶牛健康情况，牧场引进瑞典利拉伐的国际先
进挤奶设备系统,牛舍均安装全自动喷淋、风扇等
降温系统。牧场采用集约化饲养模式，在全球范
围采购优质饲料并种植优质玉米青贮。同时，采
用世界先进日粮配方软件和一流奶牛营养专家制
作的奶牛日粮，奶牛饲喂采用 TMR 精准饲喂系
统，保证奶牛日粮搅拌均匀及配方的一致性，满足
奶牛均衡优质营养需要，保证奶牛高产优质健康。

近年来，赛罕区多措并举推进畜牧业各项重
点工作落实落地见效，全力以赴推动畜牧业健康
蓬勃发展，奋力开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新局面。

2022 年,赛罕区畜禽产能稳定增加，牲畜总存
栏 19.24 万头（只），同比增长 22.6%，奶牛存栏 1.87
万头，同比增长 18%。种植优质青贮玉米 7 万亩，
续建规模化奶牛牧场（优然牧场）1 个，续建规模
化奶山羊养殖场（神达牧场）1 个，改造提升中小
牧场 2 个，全部投产运营。在扩大产业规模的同
时，为确保畜牧业健康发展，赛罕区常态化开展动

物防疫，截至目前，重大动物疫病群体免疫密度维持在 90%以上，其中应
免畜禽免疫密度达到 100%。

“近年来，赛罕区按照上级奶业振兴扶持政策，改进提升了 19 个奶牛
养殖场，建设标准化牛舍 14 栋、标准化奶站 4 个、奶食品加工企业 4 处，推
进赛罕区 20 万只奶山羊场项目落地。通过项目实施，极大地提升了赛罕
区畜牧业养殖水平，推进了赛罕区畜牧业现代化发展。”赛罕区农牧水利
局工作人员段海燕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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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杨彩霞）去年，和
林县积极对上争取资金，全力推进
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任务，力求通
过集中连片高标准农田建设使项目
区达到田地平整肥沃、水利设施配
套完善、灌排渠系畅通、田间道路通
达、农田抗灾减灾能力提高、农业提
质增效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去年，
全县建成高标准农田2.6万亩，预计
粮食总产量突破 34万吨。2019年
以来，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面积
53.9万亩。

和林县将高标准农田建设作为
发展现代农业的主要抓手，充分发
挥高标准农田提升粮食生产能力和
抵御自然灾害的基础性、支撑性作
用，建设易于耕作、旱涝保收的农业
综合生产基地，打造了一批精品工

程和示范工程，提高耕地保护和利
用效率，实现“田、水、路”综合治理。

去年，在新店子镇上脑亥村和
大红城王家二十号村，通过土地平
整，将村里原来的土地改造，9000
多亩旱地变为水浇地，便于机械化
耕作，建成了土成型、田成方、渠相
连、路相通、旱能灌、涝能排、产量高
的高标准农田。

为高效、安全推进高标准农田
建设工程，今年，和林县将逐级压实
责任，倒排工期，对照建设标准和施
工进度，合理安排施工，确保不误农
时完成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夯实
农业生产基础、巩固粮食产量、确保
粮食安全。同时，明确责任分工，努
力把项目区建成农业绿色高质量发
展样板区和现代农业示范区。

位于新城区保合少镇的恼包
村，近年来因其江南水乡园林风光
和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成为远近
闻名的网红村。春节期间，网红村
里的民俗表演吸引了大量游客，表
演队伍中，踩高跷的被人们称为

“大波浪”的邢楷林因技艺高超而
引人注目。“看他踩高跷特别喜庆、
有年味。”很多游客都是在抖音、快
手短视频平台看到这一网红的精
彩演出慕名而来。

邢楷林1996年出生，身为小伙
子的他为了能演好这一角色，不断
揣摩，做好每一个细节，惟妙惟肖
的演出也让他成为一名拥有 5.8万
粉丝的网红，也成为呼和浩特非遗
文化高跷表演的标志性人物。

说到造型，邢楷林介绍说，“服
装造型是经过4年不断揣摩才定下
来，这套服装很有历史感，红大衣
是我妈妈当年出嫁姥姥给的衣服，
绿毛衣是奶奶给的。”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邢
楷林经过十几年的专业技巧学习，
才能在 1.7米的高跷上灵活表演。

“我从小喜欢表演，9岁就和姥姥扭
秧歌，刚开始姥爷就拿家里桌子腿
卸下来做了一个高跷给我练习，12

岁上大高跷。我觉得踩高跷特别
威风，正是这份喜欢让我坚持了十
几年。为了提高动作专业性，我师
从自治区非遗文化传承人——‘跷
王’王全伟，刚开始我的反串还扭
得不太像，一颦一笑，每一个动作，
都离不开师傅王全伟的精心设计
和指导。”

在邢楷林看来，演好“大波浪”
这一形象的秘诀一就是和观众热情
互动，“演出的时候我的眼睛就基本
不离开观众，我要看他们的状态来调
整我的状态，一来一去不就演活了。”
秘诀二就是创新动作，“我的动作别
人模仿不了，其他人扭是上半身扭或
下半身扭，我是半个身子上下一起
动 ，为了确保安全，每个动作我先在
地上练习了百遍以上才上高跷表
演。此外，我在坐跷时加入两腿摆
动、下腰等高难度动作。”

其实，踩高跷并不是邢楷林的
本职工作，“我是一名中医大夫。
作为赛罕区非遗文化的传承人，这
个身份也让我多了一份责任，在业
余时间我给高跷爱好者讲授技巧，
我的学员最小 4岁，最大 50多岁，
累计教授30多人，希望能将非遗文
化代代传承下去。”

邢楷林:踩高跷成网红
传承非遗不遗余力

●实习记者 刘艳霞 文/图

“多亏了这些科技特派员团队的
专家们，又专业又负责，真是帮了我大
忙了！”和林县泰佳源牧场场长郝睿敏
高兴地说。居高不下的饲养成本一直
以来是郝睿敏的“心病”，当他拨通了
内蒙古农业大学奶牛高效养殖科技特
派员团队的电话后，3名专家便共同前
来，经过一番考察和沟通后给出了综
合建议。几个月后，改建后的牧场发
生了很大的变化：犊牛日增重明显增
长，发病率、死淘率控制在 4%以内，新
产牛状态得到很大的改善。

这一切都得益于我市充分挖掘驻
区高校、科研院所的科研人才资源，将
原来科技特派员单兵作战、单一服务
的形式，改变为法人科技特派员组团
作战、全方位服务，进而形成学科对接
产业、产业带动创新、创新推动产业的
良性机制。相较于科技特派员个体服
务的“势单力薄”，法人科技特派员拥

有人才、技术和资源的聚集优势，为困
境破解提供了更优方案。

2021年 5月，市科技局与内蒙古农
业大学开展实质性产学研合作，建立
了首支法人科技特派员单位，依托高
校的特色学科、人才及平台优势，组建
了 10 支专业团队为呼和浩特服务，此
后，10 支科技特派员服务团队一直活
跃在基层，通过现场调研、培训和技术
咨询服务等多种形式，运用专业知识
帮助奶牛养殖企业解决实际问题 180
多次，受益农民达 8800多人次，培养乡
村振兴产业带头人 60名。

“大的农业园区基地都将有固定
的专家到位，小的园区基地可随时联
系专家到位，普通农户可通过市科技
局及旗县区科技部门统筹安排实现
技术服务和需求及时到位，共享科研
资源。”市科技局农村科技科科长刘
博表示，法人科技特派员制度为首府

实现农业科技服务“三到位”添上了
关键一环。

截至目前，我市在内蒙古农业大
学、内蒙古工业大学和内蒙古自治区
农牧业科学院均建立了法人科技特
派员单位，科技特派员专业团队达到
了 18 个，专家人数达 155 人。从早些
时候开始，内蒙古工业大学的 4 支专
业 团 队 36 名 专 家 就 深 入 金 山 高 新
区、呼和浩特经济技术开发区等 60
多家企业开展专项技术培训指导活
动、召开科技成果对接及发布会 20
多次，协助解决生产技术难题 18 项，
实现了科技成果转化 5 项。内蒙古
自治区农牧业科学院筹建的 4 个科
技特派员团队，有 19 名专家走出实
验室和试验田，手把手为农户和企业
传技术、送服务，目前已解决农牧业
生产中的技术难题 6 项，发布技术成
果 3 项。

从 实 验 室 走 向 农 田 、走 上 生 产
线，法人科技特派员逐步推动我市科
技成果就地转化。覆盖范围涉及奶
牛、生物饲料、特色果树、设施农业、
肉牛、食用菌等当地农牧业重点发展
产业领域，聚焦生物发酵、智能制造、
太阳能利用、智慧能源等领域和重点
产业等科技创新工程。

2023 年，我市还将至少建设 2 家
法人科技特派员单位、组建 10 支以
上专业科技特派员团队，实现对大园
区基地服务的全覆盖。按照《呼和浩
特市科技局 2023 年工作规划》，法人
科技特派员还将发挥更大的实际意
义，“通过法人科技特派员这种模式
来破解个体在服务过程中的势单力
薄，我们要以托管式为抓手，促使法
人 科 技 特 派 员 深 度 参 与 问 题 攻 坚 ，
2023 年帮助基层解决至少 60 个实际
难题。”刘博说。

本报讯（记者 苗青）记者日前
从内蒙古农业大学获悉，2022 年
度内蒙古农业大学围绕国家和自
治区农牧业重点领域重大创新需
求持续发力，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项目申报中取得可喜成绩，共获批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5项，包括
重点专项项目 3项、政府间国际科
技创新合作专项项目 2项；获批国
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 8项、子课题
31项，立项总经费1.4亿元。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具体
为：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张和平
教授主持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食品制造与农产品物流科技支
撑”重点专项“高效乳酸菌发酵剂
及特色发酵乳制造关键技术研究
与应用”项目；农学院刘景辉教授
主持的国家重点研发“乡村产业
共性关键技术研发与集成应用”

重点专项“内蒙古典型农牧交错
区优势特色产业关键技术集成与
示范”部省联动项目；草原与资
源环境学院任海燕副教授主持的
国家重点研发“典型脆弱生态系
统保护与修复”重点专项青年科
学家项目“草种包衣技术研究及
其在草地生态系统保护修复中的
应用”，该项目也是“十四五”期间
内蒙古农业大学获批的第一项国
家重点研发计划“青年科学家项
目”；动物科学学院苏蕊教授主持
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政府间国际
科技创新合作专项“中国与阿拉
伯国家羊种质资源创新联合实验
室”项目 ；生命科学学院韩冰教
授主持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政府
间国际科技创新合作专项“中蒙
燕麦种质资源收集评价与创新利
用”项目。

内蒙古农业大学2022年度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申报创佳绩

专家走出实验室 组团服务“零距离”
法人科技特派员手把手为农户和企业传技术

●本报记者 武子暄 通讯员 杜占江 包文洁

邢楷林邢楷林（（中中））在演出前化妆在演出前化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