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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顶层设计 合力创建示范样板

■乡村广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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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县：

探索发展新模式
激发乡村振兴活力

我市认真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
略，整合用活各类资源，着力打造一批
叫得响、有活力、可复制的乡村振兴示
范典型样板。2022 年，全市集中力量
创建1个县、10个乡镇、63个村为乡村
振兴示范样板，2个乡、23个村成功申
报创建国家乡村振兴示范乡、村，2 个
县（武川县、和林格尔县）、2 个乡、12
个村成功申报创建全区乡村振兴示范
县、乡、村。

市委、市政府科学谋划，抢抓机
遇，适时启动乡村振兴示范县、乡、村
三年行动。先后印发《呼和浩特市推
进乡村振兴示范创建实施方案》《呼和
浩特市 2022 年乡村振兴示范县乡村
创建实施方案》，明确示范样板创建原
则、目标、内容、标准、制定5个方面24

项工作举措，通过示范样板引领带动
乡村全面综合发展。市乡村振兴局牵
头组织深入一线督导调研示范样板创
建40余次，推动样板创建地区进行不
断提升完善。

在乡村振兴示范创建过程中，各
旗县区结合自身实际和地区发展规
划，加大力度整合地区、部门、单位
及 社 会 资 源 ，向 示 范 县 、乡 、村 倾
斜。2022 年样板区共投入各级各类
财政资金达 1.08 亿元，实施产业、小
型公益等项目 54 个。同时，完善乡
村人才培育机制，对示范样板地区
致富带头人、生产经营人才、农村劳
动力和乡村振兴干部队伍进行“全
覆盖”培训，科技特派员重点向示范
地区倾斜，为农户、农企提供技术服

务、专业指导。

围绕全市“六大产业集群”中绿
色农畜产品加工产业集群，进一步整
合资源，充分挖掘样板地区产业发展
潜力，探索“企业进乡村，产业建基
地”的发展路子，提升乡村产业附加
值，促进农业多环节增效、农民多渠
道增收。

在乡村振兴示范村创建中，深入
挖掘地域特色文化，精心打造有乡愁
韵味、有地方区域特色的乡村振兴示
范样板。深入推进农村水、电、路、
气、通信、广播电视和物流“七配套”
建设，开展“三清理三整治四提升”农
村清洁专项行动，积极打造美丽宜居

的新乡村。

选优配强示范样板地区“两委班
子”，持续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积极
探索党建引领、党员带动、党群共建
的模式，持续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
设，不断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
育和公共文化建设，推进移风易俗、
培育文明乡风，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提色增亮。

下一步，我市将进一步整合各方
资源、形成合力，打通城乡融合发展

“最后一公里”，促进城乡要素流动，
形成党建引领、产业发展、服务齐
全、治理有效，集民俗旅游、人居环
境、乡风文明相融合的首府乡村振
兴示范样板集群，建设首府宜居宜
业和美乡村。

“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这里种
植的草莓是有机栽培、无农药、无残留，既
健康营养，又口味清甜……”2 月 7 日，呼
和浩特市科技特派员徐晓宇在位于新城
区讨思浩村附近的绿源高档草莓采摘园
内直播带货。

这段时间我市草莓已经进入销售旺
季，种植户通过直播带货、线上销售、对接
商超等方式增加销售渠道，保障新鲜草莓
供应。目前，我市草莓产业已成为特色品
牌产业，2022 年栽培面积达到 2000 余亩，
预计总产量300万公斤，产值近亿元。

2022年以来，我市乡村振兴工作取得
了进步，农业农村各项事业得到全面发展。

位于回民区攸攸板镇段家窑村的内
蒙古乐谷丰农业有限公司现代日光温室
大棚基地绿意浓浓、硕果累累，大棚内各
种蔬菜、草莓蓬勃生长。村民张海霞和丈

夫温六旦每天在这里工作8个小时，采摘、
包装等，夫妻俩月收入 7000 多元，生活过
得有滋有味。正值寒假，又逢春节期间，
很多人来到采摘园采摘草莓。

“真好吃！”这边，小女孩拿着红彤彤的
草莓在妈妈的怀抱中发出稚嫩的话语。那
边，三五个孩子提着篮筐，在大人的陪伴
下，穿梭于垄沟之间，高兴地采摘着、品尝
着。来采摘的市民李女士告诉记者，“平时
工作比较忙，冬天可以玩的地方又很少。
过年了，约上几个邻居、带着孩子来这里采
摘是个很好的选择，也很有意义，还能品尝
到新鲜的草莓，真的特别好。”

2022年，我市农业农村各项事业得到
了全面发展。粮食总产量达到36.6亿斤；
伊利18万头奶牛智慧养殖示范园区、蒙牛
为牛牧业万头牧场、盛健 50 万只奶山羊、
清水河 5 万只奶山羊等项目开工建设，新

增奶牛 41 万头，奶山羊存栏达到 5 万只；
正大食品一期建成投产；完成高标准农田
建设37万亩；新增设施蔬菜1212亩、露地
菜 1.3 万亩；大力推进农村人居环境综合
整治，完成农村户厕改造1.7万户；恼包村
被评为国家级美丽乡村，水磨村、章盖营
村、野马图村等57个村入选自治区乡村绿
化美化示范村，农业农村各项事业得到全
面发展。

2023年，我市将继续提升农业农村发
展水平。推动农业基础更加夯实。新建改
造高标准农田 12 万亩，新增优质苜蓿草 6
万亩、青贮玉米 10 万亩，优质苜蓿草自给
率达到 45%以上；新增设施蔬菜 1000 亩、
露地菜5000 亩，新建蔬菜产地保鲜冷藏库
12座；推进实施宏福高端设施农业园等项
目；深入落实“奶九条”政策，新建续建规模
化奶牛牧场10个，新增奶牛6万头以上。

推动农村发展更有活力。大力发展
现代都市型农业，培育休闲观光、采摘体
验、赏花品果等业态，促进一产与二三产
业深度融合；引进培育新型经营主体 120
个，创建国家级、自治区级农牧业产业园
各1个；开展深度节水控水行动，全面推行
农业水价“以电折水”综合改革，引导农民
提高有偿用水、节约用水意识；加强农村
人才培养，培育高素质农民 1500 人以上、
青年农牧场主和致富领头雁 300 人以上、
农技推广人才 550 人以上，选聘科技特派
员150人以上。

推动农村环境更加宜居。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巩固
农村“七配套”建设成果，完成户厕改造
1.3 万户；创建国家级、自治区级“四好农
村路”示范县各1个；打造国家级乡村振兴
示范样板乡镇 2 个、村 23 个，自治区级示
范样板县 2 个，市级示范样板村 60 个，以
点带面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强化顶层设计 加大投入力度加强产业支撑 挖掘地域特色

我市高水平打造乡村振兴示范样板
●本报记者 苗欣

强化要素保障 持续加大投入力度

强化精神文明建设 着力培育文明乡风强化产业支撑 充分发掘发展潜力

强化基础建设 建设美丽乡村

本报讯（记者 苗青 通讯员 乌力
更）托县以选优培强基层干部、强化
基层治理制度以及推动党组织联建
共建为抓手，不断激发乡村振兴新动
能，助力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强化选优配强，夯实组织堡垒。
托县持续派强用好驻村第一书记和
工作队，为30个村共选派驻村干部46
名，并将驻村干部管理工作纳入《领
导班子实绩考核目标》、党委（党组）
书记抓基层党建工作述职评议考核
内容。注重村级后备力量源头培养，
要求每个村至少有 3 名后备干部，建
立村级后备干部队伍信息库，做好后
备力量的管理，目前村级后备干部
402 名，女干部 112 名，35 岁以下 185
名。注重提升村干部能力素质，开展
了“抓党建促乡村振兴”专题培训，共
1715人参加。组织实施“一村班子两
名大学生”培养计划，持续巩固换届
后“一村班子两名大学生”成果，有
146名村“两委”干部正在接受学历提
升教育，目前，743 名村“两委”成员
中，大学生 262 名，女干部 205 人，36
岁以下干部90人。

强化党建引领，提升治理效能。

托县成立由县委书记任组长、县长任
常务副组长的全县城市基层党建与
基层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将城市基层
党建纳入全县党建整体工作，建立统
一领导、协调各方的工作运行机制。
按照“1+6+N”三级党建网格模式，建
设了 1 个县级、6 个镇级、136 个村（社
区）级综治中心，在村（社区）建立网
格党小组 283 个，配备网格员 956
名。建立“1+10+N”党员联户机制，
422名党员联系户覆盖群众29252户，
先后解决困难问题500多个。

强化联建共建，打开致富新路。
托县依托“产业链”探索党组织联建
共建，建立 11 个共同富裕党建联盟，
联建共建党组织 99 个，涉及企业 32
个 ，合 作 社 数 量 13 个 ，统 筹 推 进

“5112”（5000亩蔬菜瓜果、10000头牲
畜、1000 亩辣椒产业、2000 平方米产
业配套规模）农村产业发展，辐射带
动农户数 5417 户。在黄河一遛湾沿
线，整合郝家窑、皮条沟、格图营 3 村
及神泉景区共 4 个党支部力量，积极
创建“一遛湾”黄河景观党建文旅示
范基地，加强村旅游产业发展，带动
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3万元。

本报讯（记者 祁晓燕 通讯员 李
珍）非遗醒狮采青、川剧变脸、威风锣
鼓、社火、二人台互动展演、河口老龙、
民俗文化活动非遗展演、非遗传统灯
笼展……春节期间，位于回民区段家
窑村的莫尼山非遗小镇把黄河文化、
非遗民俗、重走万里茶道及北方年俗
文化相结合，安排了丰富多彩的民俗
活动。近百项非遗活态传承展示展演

“你方唱罢我登场”，精彩纷呈的表演
吸引了不少市民和游客前来驻足观
看。

从杭州回来过年的刘浩然看社火
表演后兴奋地说：“看到这么精彩的社
火表演感觉特别棒，尤其是舞龙、舞狮
的演员，让我感受到了咱们青城人的
热情，也祝愿我的家乡发展得越来越
好。”

回民区紧紧围绕“文化旅游特色
发展城区”定位，深入挖掘景区景点、
历史文化、自然生态、旅游重点村镇等
资源禀赋，广角度、深层次、宽领域地
打造以产业为核心、文化为灵魂、旅游
为主线的农文旅融合的优秀项目。向
外敞开“怀抱”，“内修”提档升级，依托

“农文旅融合+旅游公共服务”乡村发
展模式，着力打造“千年白道川 魅力回
民区”文化旅游品牌，用创新理念和跨
界思维蹚出一条切实可行的乡村振兴
之路，推进了区域农文旅融合高质量
发展。

回民区境内旅游资源非常丰富，
有风景秀美的井尔梁高山草原、历史
底蕴丰富的乌素图召景区、乌素图国
家森林公园、赵长城遗址等。近年来，
回民区紧紧抓住首府打造“京津夏都”
和大青山生态公园的有利时机，进一
步完善回民区旅游基础设施，通过将
农耕文化、红色文化、生态保护、绿色
发展、乡村振兴相结合，服务半径不断

扩大。在启动全域旅游的基础上，回
民区整合资源、融合项目，深挖各地亮
点以文促旅赋能乡村业态，不断提升
农文旅产业发展“活力值”，在传统文
化、祈福文化等方面进行了深度的挖
掘放大，这些让人流连忘返的人文自
然景观巧妙地将自然风光和文化资源
相糅合，通过特色鲜明的旅游风格吸
引着众多游客的目光。继攸攸板镇入
选第二批自治区乡村旅游重点村镇之
后，回民区又成功打造了段家窑网红
涂鸦村、一间房文化创意研学产业园，

“杏福树下”品牌也成为回民区农文旅
融合新名片。2022年，莫尼山非遗小
镇被评为全国第一批农耕文化实践营
地，成功入选第一批“全国非遗与旅游
融合发展优选项目名录”，乡村旅游知
名度进一步提升。

为了丰富市民游客在回民区的旅
游体验，回民区还通过举办“杏花节”

“采摘节”“丰收节”等活动，以田园为
舞台，以乡村为背景，以文艺表演的形
式，通过农文旅融合吸引游客，拉动农
特产品消费。不少村落结合当下热
点，推出露营、烧烤、采摘体验等项目，
不仅让游客留下来，也通过文创产品
销售走出了一条村民不离乡、不离村、
不离土的增收新路子。在满足人民群
众物质生活需求的同时，也不断丰富
了当地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

今年，回民区将以“文旅+”为核心，
依托大青山丰富的历史文化和自然人
文景观资源，高标准编制完成沿线文旅
产业整体发展规划，推动农文旅融合发
展。重点建设东、西乌素图村区域性文
化休闲旅游区，推动段家窑村申报国家
乡村旅游重点村，坝口子、一间房村申
报自治区乡村旅游重点村，打造成留得
住绿水青山、闻得到杏果飘香、记得住
乡音乡愁的美丽田园。

回民区：

“农文旅”融合
让乡村业态“火”起来

■发展看台

电力赋能乡村致富路
●本报记者 武子暄 通讯员 王瑜

新城区塔利园区蝴蝶兰种植基地的花卉种植产业

工人在新城区讨思浩村的百鲜现代农业园区内采摘草莓

近日，赛罕区新建20万只奶山羊集中养殖示范基地盛健集团神达万头奶山
羊牧场一期完工并投入使用。

据了解，目前牧场二期正在抓紧建设中。牧场达产后可实现日销售优质鲜
羊乳15吨，安排就业超100人，形成产业发展与农户致富双赢。

■本报记者 王中宙 摄

“感谢供电公司及时给我们安装
了变压器，修好了线路，真是为农户解
决了大难题。”走进武川县二份子乡公
营盘村刘林元养殖场，一排排牛舍排
列整齐，草料堆放在一旁，牛羊正在吃
草，正值傍晚天色渐暗，打开牛舍的
灯，一下子亮堂堂的，刘林元的心情格
外舒畅。

该养殖场共养殖牛羊 250 余头。

2022年12月3日，刘林元提交了用电申
请，呼和浩特供电公司武川供电分公司
受理这项“三零”报装业务后，为其新装
200 千伏安变压器一台，10 千伏线路
3.47 公里，仅用了 9 个工作日便成功送
电，切实为农户增产创收提供了有力的
电力支持。

在土左旗善岱镇敕勒川41°蘑菇种
植基地，130座大棚排列整齐，一朵朵饱

满的香菇散发着菌香。随着基地生产
模式日渐标准化，香菇的产量和品质不
断提高，吸纳当地村民前来务工增收，

“自基地成立以来，供电部门给予我们
充足的电力保障，网格经理定期上门对
接，对电力设备、线路进行巡视检修，提
醒我们安全用电，指导我们通过线上渠
道办理用电服务，为我们解决了不少问
题。”种植基地负责人说。

乡村振兴，电力先行。2022 年以
来，呼和浩特供电公司已累计投资5013
万元，不断加大农村电网建设力度，努
力构建安全、可靠、绿色、高效、智能的
现代化农村电网。2023年，该公司计划
投资 2.962 亿元，全面满足农村地区用
电需求，用坚强电路保障和暖心电力服
务助力乡村强、乡村美、乡村富，奏响新
时代田园牧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