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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河县“四好农村路”
赋能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发展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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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瓜上市采摘忙 特色产业促振兴

哈乐镇庭院经济助力乡村振兴道路越走越稳

本报讯（实习记者 若谷 通讯员
乌力更 张玮）瓜果馥郁，硕果盈枝。
眼下，正是托克托县香瓜丰收的黄金
时节。走进托克托县五申镇刺尾沟
村的香瓜种植田，绿油油的瓜蔓铺满
大地，一个个圆润饱满的香瓜藏匿于
绿叶之下，若隐若现，散发着阵阵甜
香，瓜农们头戴草帽，熟练地采摘、搬
运，打包、售卖，忙得热火朝天。

闲暇之时，大家纷纷将自己采摘
的香瓜聚拢在一起，展开一场别开生
面的香瓜比拼大会。比一比谁采的
瓜个头大，晒一晒谁的瓜品相佳，尝
一尝谁的瓜更香甜。

托克托县香瓜种植区拥有富含
氮、磷、钾等多种营养元素的土壤，较
大的昼夜温差，更是香瓜种植的理想
之地，种出的香瓜清脆香甜，口感极
佳，熟时皮色微黄，色泽鲜亮，且耐储
存，耐运输。

今年，托克托县种植香瓜 327
亩，亩产约 3500斤，总产量达 100余

万斤，将为瓜农带来近 500万元的收
入。每天从市区及周边地区赶来购
买香瓜的客商络绎不绝，平均购买价
格为每斤 4元。“今年的香瓜品质好，
上市早，一上市就供不应求。”五申镇
刺尾沟村瓜农刘瑞军说。

近年来，托克托县不断优化农业
产业结构，实施农产品规模化种植、
标准化生产、产业化经营，依托地理
优势，改变传统种植模式、选优培强
特色农业等举措，大力发展“一村一
品”产业，通过培育葡萄、辣椒、瓜果
种植、黄河渔业养殖等特色农业，不
仅为农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收
入，也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奠定了
坚实基础。

下一步，托克托县将持
续发力，进一步加大对特色
农业产业的扶持力
度，为打造美丽乡
村注入源源不断的
动力和活力。

本报讯（记者 祁晓燕 通讯员 张元元）“这里的园子美，
杏好吃，价格又实惠，特别适合周末带着家人来采摘游玩。”
近日，从市区开车前来东乌素图村采摘的王女士一边采摘一
边说。

盛夏时节，走进回民区攸攸板镇东乌素图村，放眼望去，
翠绿的枝叶间颗颗饱满新鲜杏子圆润如珠，空气中都是杏子
的甜香味。在村内的一片果园内，前来采摘的游客络绎不
绝，大家拎着篮子、提着袋子，在景色宜人的杏树林里采摘品
尝、打卡拍照，享受恬静的田园时光。

东乌素图村林果资源丰富，种类繁多，以大杏种植为主
要特色，大杏的成熟期在每年6至7月，这里产
有兰州大杏、胭脂红、骆驼黄、白杏等 20余种
杏。依托种植产业，村内形成以 8.3公里村路

为主动脉，沿线 60余家独具特色的农家乐为“末梢神经”的
乡村旅游带，打造完成千亩杏园综合体项目。

东乌素图村以农促旅、以诚招商，努力打响特色大杏品
牌的同时，不断丰富种植种类，雪桃、西梅、毛樱桃、苹果等应
有尽有，不断延长采摘期。近年来，东乌素图村获评全国乡
村旅游重点村、第七届自治区文明村镇等。

下一步，东乌素图村将进一步打造乡村观光旅游品牌，
实现农文旅深度融合，奋力描绘乡村振兴新画卷。

本报讯（记 者 云 艳 芳）近 年 来 ，清 水 河 县 将 建 设“ 四 好 农 村
路”作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先手棋”和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基
础设施，全力推动“四好农村路”全国示范县创建工作。境内现已
形成“四横二纵八出口”的公路交通路网格局，已实现乡镇、建制
村通硬化路和乡镇、建制村通客车“四个 100%”，农村物流网络日
益完善，交通助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成效明显，群众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不断提升。

清水河县近五年硬化通村道路 780.924 公里，有力提升了农村
道路整体风貌和形象品质。2022 年以来，顺利完成县道 011、016、
021 和乡道 703、702、701 及村道 154 等一批“四好农村路”示范路
（美丽农村路）项目建设。以推动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为抓手，因
山就势打造以乡村旅游公路为主的两条精品旅游环线 288 公里，
推动沿环线的老牛湾黄河大峡谷旅游区公路建设，建设了冯家塔
至老牛湾红色旅游公路 26 公里、正峁沟至正峁梁旅游公路 6 公
里，实施了曹家沟至老牛湾旅游公路 44 公里养护工程和附属设
施 精 细 化 提 升 工 程 ，引 导 农 户 建 成 休 闲 观 光 农 家 乐 83 家 。 畅、
安、舒、美的通行环境，为沿线老牛湾黄河大峡谷旅游区、老牛湾
国家地质公园、浑河国家湿地公园、老牛坡红色教育基地、北堡明
长城遗址、后城咀龙山时期石城遗迹等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
有力支撑和高品质运输服务。沿线路衍经济欣欣向荣，农家乐、
民宿、海红果基地、小香米、黄米、米醋、胡油等基地产业快速发
展，老牛湾景区全年接待国内外游客约 3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300 万元。

清水河县全面推行县、乡、村“路长制”，配齐 114 名路长，做
到上下联动、横向到边、纵向到底、无缝监管。将管护经费和人员
工资全额列入县财政预算。加快构建农村客运＋农村物流＋邮
政快递融合发展，依托乡村超市、农村销售点、邮政营业网点和快
递网点，县、乡物流网络节点覆盖率达 100%，进一步打通农产品
进城、电商进村、快递服务入户的双向运输服务，城乡物流网络越
织越密。有效推动杂粮富民、养殖富民、旅游富民等“八大富民”
产业高质量发展，推动形成大园区+小庭院融合发展新格局。

本报讯（记者 云艳芳 通讯员 魏慧
荣）走进武川县哈乐镇卜圪素村村委
会院内，大大小小的箩筐、纸箱平地而
放，一筐筐小鸡仔叽叽喳喳叫个不停，
村民们有序地排队登记领取鸡苗，脸
上都洋溢着开心的笑容。村民郭补根
说：“这几年村里发展好了，村委会用
村集体经济的收入红利给每只小鸡补
贴 10 元，我家已经连续养殖‘补贴鸡’
好几个年头了。”

为进一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
村民增收致富，哈乐镇把乡村振兴战

略与庭院经济结合起来，积极引导村
民以农户为阵地、以庭院为载体，努力
发展庭院经济，把庭院的“方寸地”建
成“增收园”。鼓励村民利用房前屋后
闲置土地、院落发展庭院经济，为村民
寻 找 更 多 的 增 收 门 路 ，助 力 乡 村 振
兴。今年，哈乐镇向辖区内 11 个行政
村的农户陆续发放鸡苗 2万余只，受益
农 户 1700 余 户 ，每 户 增 加 年 收 入 约
2000 至 3000 元，以养殖产业拓宽农民
致富渠道。

今年，哈乐镇党委结合武川县“7

个 1”安排部署，谋划打造义兴元庭院
经济示范村，发展种植新思路，利用
义兴元房前屋后约 10 亩闲置空地种
植海棠果 1000 株。义兴元村党支部
书记史文光说：“2023 年就考察过庭
院经济发展模式，最终决定从通辽引
进优质海棠果种植，据调研亩均纯收
入可达到 4000 元左右，如种植技术成
熟 后 ，将 采 取‘ 一 院 一 景 ’的 发 展 方
式，培育一批特色鲜明、引领带动强
的庭院经济示范户，带领义兴元村走
出一条小庭院、低成本、高效益的特

色增收之路”。
哈乐镇聚焦乡村振兴战略，创新工

作机制，紧紧围绕武川县“两麦一薯一
羊”、全力打造“四个产业基地”定位目
标，继续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
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要求，
深耕庭院经济，大力发展以特色民宿、
庭院采摘、庭院种养殖为主的“庭院+”
发展模式，推动庭院经济和乡村旅游
深度融合，真正让农家小庭院成为村
民增收致富的“后花园”，让闲置土地
成为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宝地。

杏园飘香迎客来 农旅融合促发展

粮食比较效益低，关键是产业链条短。农业
农村部日前在答复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
3793号建议时指出，加大农业全产业链支持力度，
实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升行动，探索粮食产业
经济发展新模式。需要指出的是，推进粮食全产
业链发展，一定要防止农民被挤出、受损害，坚持
完善联农带农机制，让小农户搭上现代粮食产业

“顺风车”，分享粮食全产业链增值收益，确保农民
持续获益。

粮头食尾、农头工尾，是现代粮食产业的重要
发展方向。粮食产业一头连接田间地头，一头连
接消费者餐桌，从“粮”到“食”要经过生产、加工、
包装、运输、批发、零售、消费、广告等众多环节，粮
食附加值不断提升。我国粮食产业链条短、产业
各环节分散、产品附加值低，是导致粮食经济效益
比较低的重要原因。发展粮食生产，不能只盯着
田间地头以及生产环节，要突破“原字号”思维定
式，从全产业链谋划粮食产业发展，构建全产业链
经营模式，整合产业链上各种资源要素，做强一
产、做优二产、做活三产，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推动粮食从抓生产向抓链条、从抓产品向抓产
业、从抓环节向抓体系转变，有效拓展粮食增值增
效空间。

支持粮油龙头企业向上游延伸产业链条，把
“第一车间”建在田间地头，从源头上提升粮食价
值链。针对粮食种植规模小、标准化程度低、跟风
生产的问题，支持粮油加工企业与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小农户签订粮食生产订单，从“市场有什么
加工什么”向“市场需要什么加工什么”转型，实现

“小生产”与“大市场”有效对接。在订单生产模式
下，企业采取统一供种、统一耕种、统一田间管理、
统一收割、统一加价收购，实现标准化生产，既能
有效保障企业有稳定的优质粮源，又能化解农民
面临的销售难题，带动种粮农户增收致富。

支持粮油加工企业向下游加速延伸产业链，
促进加工层次由粗到精、加工业态由少到多、加工
链条由短到长，不断提升价值链，拓展农业增值增
效空间。以前农村主要发展种植养殖业，衍生出
的二三产业都放在城市，导致城乡差距越来越
大。近年来，有关部门强化项目扶持，支持发展壮
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队伍，初步构建起国家、
省、市、县四级联动的龙头企业队伍，引领带动粮
食全产业链发展。实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升行动，鼓励其参与
粮食产业发展，加强仓储、加工等关键环节能力建设，推进粮食生
产、储存、加工、销售一体化经营，做好粮油品牌建设，带领农民从

“卖原粮”向“卖产品”“卖品牌”“卖服务”转变。
农民是粮食生产的主体，发展粮食产业关系农民就业和增收，

应让农民深入参与粮食产业发展，更多分享农业全产业链增值收
益。除了完善种粮农民利益补偿机制外，建立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与农户利益联结机制，是当前保护农民利益、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
抓手。有关部门加大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利益联结主体的支
持力度，支持各地发展一批龙头企业牵头、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
跟进、广大小农户参与的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引导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通过订单收购、保底分红、二次返利、股份合作、吸纳就业、村企对
接等多种形式带动小农户共同发展，防止农民在粮食产业发展过程
中被挤出、受损害。未来，要进一步健全粮食产业联农带农机制，让
农民更多分享产业增值收益，为保障粮食安全提供有力支撑。

（据《经济日报》）

发展粮食生产，要突破“原字号”思维

定式，从全产业链谋划粮食产业发展，构

建全产业链经营模式，整合产业链上各种

资 源 要 素 ，做 强 一 产 、做 优 二 产 、做 活 三

产，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瓜农们正在采摘香瓜

瓜农将采摘的香瓜装车运输

杏满枝头惹人醉市民在东乌素图村杏园内采摘大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