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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乌素图村：

林果病虫害防治 无人机大显身手

阳湾村：

田间地头种“豆”忙

本报讯（记者 杨彩霞）近日，在新城区保合
少镇甲兰板村研学基地的一间教室里，幼儿园
的孩子们在开心地制作风筝，相邻的教室里，一
群小学生在进行一场通过专注力来控制的“脑
控赛车”大战……

2022年，甲兰板村利用村里闲置院落打造
了集国学、农耕、手工等传统文化为内容的研学
体验基地。

据介绍，甲兰板村文旅研学基地项目是集
文教结合、旅教结合的研学基地和营地教育的
乡村文旅产业。该基地是经镇党委倡导，村党
总支提议，经“三委”会、村民代表大会，党员大
会一致表决通过，并以村民入股的形式成立的
村内有史以来第一个公司。基地的落成，为甲
兰板村带来了大量人流，从前冷清的乡村热闹
了起来，研学之旅俨然成为甲兰板村乡村产业
振兴农旅融合的“新干线”。

基地建有陶艺馆、国学馆、木工坊、中医文
化展厅、红色教育区域地名等 5座多功能实践
厅，总面积 1775.65平方米，还修建（整合）了村
史馆、研学实践工坊、食堂、研学农耕实践园，引
导在校学生体验田园生活、了解农耕文明，真正
做到劳动实践与文化实践相结合。运营以来，
甲兰板村研学基地迎来了一批又一批来自周边
的中小学生，不仅为孩子们提供了快乐的研学
之旅，也为甲兰板村经济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研学基地是村集体和村民以入股形式开
展的一种合作模式，以公司化运作，打造了一个
以国学、手工和传统文化、农耕文化为主的综合
体验基地。该基地建设的初衷是带动村集体经
济壮大和村民生活水平提高。同时，也可为学
生们提供一个学习传统文化、农耕文化的平
台。”甲兰板村党总支书记韩文君说。

据了解，甲兰板村还计划依托村内 300多
年历史的古庙、古戏台，全力打造具有乡村旅游
和民宿旅游的马头琴小镇。利用良好的生态环
境，浓郁的乡村风情特点，建设与本地风貌、人
文民俗、村庄环境景观相协调的民宿房屋。同
时，继续建设好村南千亩采摘园和村北千亩丁
香园，有效盘活村闲置土地资源，为下一步乡村旅游发展奠定环境基础。

如今，甲兰板村研学基地不仅吸引了大量人流，还带动了村内其他旅游
资源发展，推动了乡村发展的新格局。

本报讯（记者 祁晓燕）每年5月中下
旬6月上旬是果树结果关键时期，这时随
着气温逐渐升高和降雨增多，高温高湿的
气候容易导致重大病虫害的发生。为全
力做好果树的重大病虫害防控工作，回民
区攸攸板镇东乌素图村使用植保无人机
对千亩杏园进行病虫害防治作业，通过科
技手段助力田间管理，促进农业生产提质
增效。

拿起遥控传感器，盯住智能显示屏，
按下起飞按钮，植保无人机随着技术人员
的指令腾空而起，疾速向东乌素图村千亩
杏园飞去……随着螺旋桨的转动，机身下
的喷淋头喷出白色的雾化农药，均匀地喷
洒在农作物上。

“以往人工喷药非常辛苦，洒药均匀
度也不行。现在不一样了，有了无人机帮
忙，农药的使用更加科学安全，而且喷洒

均匀，雾化效果好，又省水省药，还不会重
喷漏喷，靠科技大大地节省了人力物力。”
该村驻村第一书记张月朋说。

无人机最大载荷量是 20公斤，每小
时喷洒180亩地，比人工多了10倍之余。
相比传统的人工打药模式，无人机喷洒农
药不仅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而且在飞行
过程中向下产生的气流能吹动一片片果
树叶，使果树接受农药喷洒更加均匀，防
治效果大幅度提升，大大减少人力成本和
用水量，提升了农药利用率，促进林果业
生产提质增效。

无人机喷洒农药技术的推广是推进
农业现代化、专业化、机械化的重要一环，
能够更好推动农作物增产增收。张月朋
表示，下一步，东乌素图村将坚持党建引
领乡村振兴，持续提升农业科技服务水
平，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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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报名要求详见挂牌文件及宗地简介

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宗地基本情况

经县人民政府批准，武川县自然资源局决定
以网上挂牌方式出让一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并委托呼和浩特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以下
简称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公开出让。现将
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宗地情况详见“附件：挂牌出让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宗地基本情况”，宗地面积以实测
面积为准。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法人和其他组织
符合条件的，均可参加竞买。竞买人可单独申请，
也可以联合申请。

三、本次交易采取挂牌出让方式，按照价高者
得原则确定竞得人。竞买人报价不得低于挂牌起
始价。

四、本次挂牌出让使用权的国有建设用地详
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挂牌文件》、《土地出让宗地简介》、《网上交易系统
用户手册》。

申请人可于 2023年 5月 26日至 2023年 6月
14 日 在 中 国 土 地 市 场 网（http://www.landchina.
com）、内蒙古自治区自然资源网上交易系统(以下
简称交易系统)(http://110. 16.70.81:8090/trade-en⁃

gine/trade/index)、呼和浩特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
理局官网（http://ggzy.huhhot.gov.cn/）查阅挂牌相关
信息，登录“内蒙古自治区自然资源网上交易系统
（http://110.16.70.81:8090/trade- engine/trade/in⁃
dex）”，点击“土地竞买”，在对应土地资源详情中
下载获取挂牌出让有关文件等。

五、申请人应当在 2023年 6月 14日（出让公
告期截止日）16时前，到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
心进行CA锁办理及企业诚信入库工作。首次登
录交易系统的申请人需进入互认平台进行认证，
查看《网上交易系统用户手册》操作流程，根据申

请人类型，办理网上报名、网上交纳竞买保证金
（以银行到账时间为准）等工作。

六、有意竞买者可自行前往地块进行现场踏
勘。

七、本次挂牌竞价时间自 2023年 6月 15日 9
时起至 2023年 6月 28日 15时 30分止。网上交易
系统接受竞买人竞买报价的截止时间为2023年6
月28日15时30分。

如果挂牌时间截止时仍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
续竞价，转入延时竞价，通过延时竞价系统进行报
价，确定竞得人。

八、特别提示
（一）申请竞买资格的截止时间和交纳竞买保

证金的截止时间均为2023年6月14日16时。
（二）申请人须使用CA锁登录网上交易系统，

并及时足额交纳竞买保证金，竞买保证金交纳时
间以银行到账时间为准。交易系统自动颁发的

《竞买资格确认书》作为申请人参与竞买的有效凭
证。

（三）申请人的基本账户是市公共资源交易服
务中心代收代退竞买保证金的唯一账户。

九、本次公开出让公告、挂牌文件、宗地简介

等如有变更或补充，以原发布渠道发布的补充公
告为准。

十、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呼和浩特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

心5楼（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丁香路2号）
联系电话：0471—4669396
联系人：魏女士 张女士
附件：《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宗地基

本情况》
武川县自然资源局
2023年5月26日

武川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武自然资告字[2023]6号

武川县作为马铃薯的优质主产
区，近几年，通过全力推进顶凌覆膜、
农资供应、技术服务、产业结构调整
等各项工作，实现了马铃薯产业稳步
发展。作为全县支柱产业之一，马铃
薯产业的发展壮大对农民增收和确
保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今年，受
去年马铃薯价格因素，武川县农民种
植马铃薯的热情更高了，全县马铃薯
种植面积预计可达 65万亩，增幅预计
可达 10%，总产量预计可达 180万吨，
产值预计可达24亿元。

从武川县耗赖山乡马铃薯覆膜示
范点连片成垄的农田上望去，深翻的
棕褐色土地格外醒目，振兴元村村民
王 亮 明 和 家 人 正 在 自 家 地 里 忙 碌
着。他告诉记者：“今年我家种了 150
亩马铃薯，种子、化肥、地膜都是通过
县里统一购买的，质量品质放心着
哩。”

为确保马铃薯种植所需农资供应

充 足 ，武 川 县 充
分发挥党组织作
用 ，各 乡 镇 党 委
组织农资销售企
业代表、农户，早
准备、早谋划，积
极做好农资储备
工 作 ，及 时 掌 握
农 资 市 场 动 态 ，
加强全县农资库
存 、销 售 和 市 场
价 格 的 动 态 监

测，全力保障各类农资供应，为春耕
播种打好坚实基础。

“得益于独特的地理、气候、土壤
等条件，我们武川县成为马铃薯种植
的黄金地带。返乡创业以来，经过几
年的种植，经济收入也很可观。县委、
县政府也持续加大对马铃薯产业发展
的支持力度，这让我更加坚定了发展
马铃薯种植产业的信心。今年我将积
极调整种植结构，依托机械化作业、有
机肥改良土壤、病虫害绿色防控、轮作
倒茬等技术，潜心研究马铃薯产业高
质量发展路径，希望能为武川县的马
铃薯产业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返乡
青年张成忠对马铃薯种植十分有信
心。

在推动马铃薯产业发展过程中，
武川县各乡镇充分利用资源优势，推
动各个合作社加大流转土地力度，将
农户的闲置零散土地流转统一经营，
推动抱团式发展。武川县农科局积

极举办种植技术培训班，下放科技特
派员，培训指导农户掌握新技术要
领，同时，帮助企业与种植户零距离
对接，降低农户销售成本。个别农户
还能到基地务工，每个月都有几千元
的工资收入，同时还能学习先进种植
技术，提升种植水平，增加收入。

武川县以农机农艺融合、机械化
与信息化融合、农机化生产与适度规
模化经营相适应为基础，以马铃薯生
产全程机械化示范区建设为抓手，优
化农业生产资料配置，大力推广马铃
薯生产全程机械化新技术、新装备。
目前，武川县已形成马铃薯播种、上
土、杀秧、收获全程机械化生产模
式。同时，县里还不定期组织技术专
家到田间地头，有针对性地为农户讲
解马铃薯栽培、管理、病虫害防治等
知识，确保马铃薯播种新技术应用工
作有序推进。

下一步，武川县将紧紧依托“两麦
一薯”产业发展定位，制定马铃薯产
业发展规划，建设成果转化平台及展
示应用基地，建设武川生态特色农牧
业科技示范园区和马铃薯产业园，挂
牌成立马铃薯首席科学家工作站，建
成马铃薯科技创新中心、智慧农场和
试验基地，组建马铃薯质量认证体
系，建立可追溯制度，打造马铃薯高
质量发展新样板。同时，武川县将依
托供港基地、川宝、薯元康等企业，持
续提高农产品附加值，保障合作社、
种植户持续稳定增收。

图为工作人员将农药装进无人机上的药桶内。

滤种

播种

城关镇榆西夭村是和林县谷子、高粱展示示范区，日前，在县农牧局农牧
技术推广中心技术人员的指导下，“看禾选种”平台机播工作如期开播，种植
行数、保苗密度、用种用肥等，都十分规范。

为加大农作物新品种示范推广力度，指导农民科学选种用种，加快良种更
新换代，和林县按照“引品种、建基地、促推广”的思路，逐步建立健全了农作物
新品种展示示范体系，将“看禾选种”平台打造成为农民选用良种的看台、种子
企业品种比拼的擂台、农牧部门推介新品种的平台，加快新品种更新换代步伐，
提高优良品种增产增效能力，保障农作物品种安全。

■李海珍 康茹 李宇天 摄

编辑：王晓茹李慧平 胡日恒 美编：晓行

本报讯（记 者 梁 婧 姝 通 讯
员 杨晓）近日，记者走进清水河
县 北 堡 乡 阳 湾 村 的 田 间 地 头 ，
2200 多亩坡改梯农田正在集中种
植大豆油料。

据悉，自 2022 年 3 月以来，该
村推进“坡改梯”项目，将低产坡
耕地集中改造为小型机械能够作

业的高产田，增强粮油生产能力，
今年统一规划种植大豆油料作物。

下 一 步 ，北 堡 乡 阳 湾 村 将 坚
持把发展产业作为乡村振兴的重
要抓手，积极发展大豆种植产业，
大力宣传种粮补贴等相关政策，
采取过硬措施，通过产业兴带动
农民致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