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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正值春耕备耕关键时节，呼和浩特
市各相关部门坚持早谋划、早行动、早落实，
紧盯农资安全、农机保障、提升农牧业科技
服务水平等关键环节，组织多部门联动发
力，打出“执法监管+服务保障”组合拳，全力
确保春耕生产开好局、起好步，为全年粮食
稳产增收筑牢根基。

近日，赛罕区公安分局生态环境食品药
品犯罪侦查大队与呼和浩特市农牧业综合
行政执法支队、赛罕区农牧水利局开展农资
市场专项联合检查，以法治之盾护航春耕生
产安全。在联合执法过程中，重点排查隐蔽
性“黑窝点”制假售假、网络平台跨区域流窜
售假、游商“忽悠团”虚假宣传、套牌侵权私繁

滥制等行为。工作人员现场抽检实物质量、
核查包装标识规范，溯源购销台账、倒查渠道
合法性，比对品种审定证书、验证知识产权合
规，织密全链条监管网络。同时，执法人员深
入种子经营门店，重点核查品种审定证书、授
权文件等资质材料，严查套牌侵权、私繁滥制
等违法行为，并向经营者普及相关知识，建立
企业联系服务机制，为春耕生产系上“安全
带”，给农民群众吃上“定心丸”。

为确保辖区农户能够顺利开展春耕生
产，赛罕区相关部门积极行动，开展农机安
全生产检查，并为新购置农机办理验车上户
补贴，助力春耕备耕。

在赛罕区金河镇平发种植农民专业合

作社、内蒙古博扬农机合作社，工作人员认
真调研大型拖拉机、播种机等配套机具性
能，仔细查看农机维修保养情况，排查安全
隐患，为春耕生产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在内蒙古禧乐丰农牧机械有限公司，工
作人员仔细查验每一台新购置的农机，包括
车辆外观、发动机号、车架号等重要信息，确
保车辆符合上户要求。截至目前，该公司已
为10台新购置农机完成验车上户工作，涉及
辖区多个村庄，有效解决了农民春耕期间农
机上户难问题，进一步增强了农民对农机管
理的重视，提高了农机上户率。

“播种前要加强对秸秆、废旧地膜的回
收，减少‘白色污染’……”日前，由呼和浩特

市农牧局、农牧技术推广中心承办的全区春
耕备耕指南第一场直播在土默特左旗塔布赛
乡举办，呼和浩特市“蒙农创”科技110服务团
队成员王建华现场为农民朋友带来了一场内
容丰富、实用性强的春耕备耕知识讲堂。直
播从耕地平整到种子、化肥、地膜等农资的正
确选择和科学使用，以及病虫害防治等方面
作了详细的介绍，围绕玉米单产提升给了广
大种植户实用性的建议，并现场为农民解答
疑问。

为进一步提升呼和浩特市农牧业科技
服务水平，解决农牧业科技“最后一公里”问
题，呼和浩特市农牧局搭建了呼和浩特市

“蒙农创”科技 110服务平台，开通了首府农

牧业技术服务专属热线电话“96326”。
为切实提升农业主推技术的落地应用，稳

定粮食和蔬菜保供生产，近日，呼和浩特市植
保植检中心农技人员分赴武川县耗赖山乡耗
赖山村、大豆铺村旭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及
赛罕区榆林镇，开展了备春耕生产技术培训。

培训针对武川县冷凉蔬菜栽培过程中凸
显的实际问题及有效解决对策、马铃薯生产
中的病害防控技术、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
技术与病虫害综合防治，以及科学安全用药
和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等专题展开深入
讲解。培训活动还精心准备并针对性发放了

《禁限用农药名录》等一系列科普资料，助力
农户更好地掌握农业技术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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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彩霞

本报讯（记者 云艳芳 通讯员 段
致一）近年来，武川县哈乐镇积极推
进“农文旅+”模式，打造德胜营村机
车文旅融合微度假目的地乡村旅游
项目，发展“五大特色”规模化种植养
殖休闲农业，通过创新驱动，实现产
业升级迭代，整体提升农村发展水平
和治理水平，有效带动当地劳动力就
业，农民普遍增加收入，激发了乡村
振兴新活力。

坚持因地制宜，精琢“乡村+机
车”产业。哈乐镇充分利用德胜营村
辖区内 104省道交通便利以及周边生
态植被、自然环境优美优势，发挥第
三方企业运营策划优势，联合途远集
团，打造以德胜营村为核心的机车旅
游产业，重点推进“摩旅机车+旅游”
产业一体化发展产业链。优化“住+
X”民宿建设模式，以“山居民宿聚落+
民俗产业”为核心，有效整合资源，推
进德胜营文化旅游产业建设，同时充
分利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5G、
VR等高新技术，通过创意设计，构建
新消费场景和互动体验，形成集智慧
管理、智慧服务、智慧运营于一体的
综合服务区，全力打造一站式全龄全
包全时的休闲旅游体验服务，形成

“吃住游行”产业链，将德胜营村打造
成集融合机车文化体验、户外运动、
骑行拓展等于一体的微度假乡村旅

游基地，2022 年，德胜营村被确定为
国家级乡村振兴示范村。

坚持增收优先，力推“庭院+特
色”经济。聚焦服务村民实现务农、
顾家、增收“三不误”，推动解决村集
体闲置劳动力、半闲置劳动力增收问
题，围绕“庭院+特色种植”，在义兴元
村打造“庭院+特色”多元化发展经济
的庭院经济示范村，坚持“小庭院、大
经济”的思路，让庭院经济成为村民

增收的新渠道。积极引导村民在房
前屋后和空闲土地以及村委会门前
小广场集中种植海棠果树，在增收的
同时也起到绿化美化庭院的作用，实
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今年
预计带动 22 户农户领栽海棠果树苗
308 棵，在村委会小广场路南集中种
植果树 692 棵，预计亩均纯收入可达
到 4000元左右。

引导村民坚持“变废为宝”思路，发

挥手工制品优势。义兴元村带动村民
制作一批丝网花、剪纸、串珠编织、抱枕
印花、干花相框等，通过电商等渠道打
通销路，推动农民实现多渠道增收。

坚持产业升级一以贯之，将融合
创新作为最强动力最优路径。在推动

“农文旅+”模式过程中，哈乐镇坚持创
新发展思路，积极推动一二三产业融
合发展，努力开拓庭院种植、采摘体
验、度假体验、休闲康养等新业态，融
合农业、旅游、畜牧业等产业，拓展了
市场空间，延伸了产业链条，提升了农
产品附加价值，同时打造发掘一批文
化产品，推动历史文化资源和绿色生
态资源有效转化为经济社会价值，助
力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

和林格尔县：抢抓农时保生产
●本报记者 高翠清 李海珍 通讯员 王效平 孙国利

德胜营村创意住宿区

德胜营村机车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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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看台

本报讯（记者 祁晓燕 通讯
员 费娟）“蓝莓结果枝长度需控
制在25—30厘米，超长枝要保留
基部2—3芽重剪，这样既能控制
树冠，又能促进侧枝分化花芽。”
在宇生乐谷丰现代农业产业园
的蓝莓种植区，内蒙古农业大学
的老师把农技课堂搬到了田间
地头，对设施农业开展“手把手”
教学（见图）。

为充分发挥科技助力乡村
振兴，为全年丰收开好头、起好
步，回民区工信和科技局借力

“农业科技人才下基层”，邀请
内蒙古农业大学两位教授深入
回民区攸攸板镇段家窑村化身

“田间医生”为当地农业生产
“把脉问诊”，送技术、破难题，
通过理论讲解和实地指导为农

户带来前沿农业技术支持，以
科技力量护航春耕生产。

在宇生乐谷丰现代农业产
业园，授课老师以“果树标准化
生产关键技术”为主题开展专题
培训，从产业规划源头切入，系
统讲解了果树选址的八大要素，
并针对北方常见灾害，重点解析
了“水肥一体化精准调控技术”和
霜冻、干旱、病虫害三级防御体
系。在面对面交流环节，农户纷
纷抛出困扰已久的生产难题：“病
虫害抗药性越来越强怎么办？”

“倒春寒如何防范？”面对这一连
串“接地气”的问题，专家们耐心
解答。农户温雪平感慨：“专家的
良方送得真及时，连叶片卷曲这
种细节都能找到数据支撑的解决
方案，让我们信心倍增。”

本报讯（实习记者 吴香凝 通讯
员 杜宜娟）4月 14日，记者走进土左
旗善岱镇善岱村蘑菇种植基地2号大
棚，只见菌架上层层叠叠的香菇簇拥
成团，工人们戴着棉布手套，食指轻压
菇柄根部，手腕轻旋间，巴掌大的香菇
稳稳落入筐中。“用专家教的‘旋采法’
采摘不伤菌丝，采完这茬儿 3天后又
能冒新菇！”村民边采摘边向记者说。

与2号大棚采收盛景相映成趣的
是 8号大棚里涌动的科技热潮，内蒙
古自治区农牧业科学院研究员孙国琴
手持菌棒正在开展“沉浸式教学”。“像
这种出菇过密的菌棒，必须及时间
蕾。”孙国琴指尖轻点菌棒上拥挤的菇
蕾说，“每个菌棒保留8到15个优质菇
蕾，间距保持两指宽，这样长出的香菇
品相好、肉质厚。”

“我们把科技特派员培训的知识
用在基地的种植加工上，大大提高了
基地的产量和蘑菇品质。目前，善岱
村已建成蘑菇大棚 131栋、生产线两
条、烘干车间两个，蘑菇日产能达到
5000—6000斤，年产能达到 150万斤
左右，吸纳村民就近就业50余人。此
外，善岱村蘑菇基地从菌棒制作、灭菌
接种到出菇管理都有专家全程指导，
朵大、菇厚、松脆可口的善岱蘑菇深受
市场欢迎，远销河北、河南、陕西等
地。”善岱村党支部书记胡占军说。

“今年基地引进了香6和610两个
新品种，这两个品种都很适合在本地
种植，对今年的销售和产值都非常有
利。”说话间，胡占军拾起一朵香菇轻
轻擦拭：“别小看这蘑菇，它托起的可
是乡亲们的致富梦。”

小蘑菇托起农民致富梦武川县哈乐镇：

以“农文旅+”模式激发乡村振兴新活力

春风轻拂沃野，大地回暖复苏，又到了一年中
春耕备耕的关键时期。和林格尔县紧紧抓住农时，
早做安排、精心谋划、迅速落实，全方位、多举措扎
实推进春耕备耕工作，力求在新一年的农业生产中
拔得头筹。

春耕备耕，农资先行保供应。在和林格尔县舍
必崖村的农资销售点，呈现出一派繁忙热闹的景
象。各类化肥、农药、种子等农资产品一应俱全，整
齐有序地堆放着。农户们接踵而至，挑选着自家所
需的农资，销售人员一边熟练地称重、打包，一边耐
心细致地为农户讲解种子培育、科学施肥以及打药
的最佳时机和方法等实用管理知识。

农资销售点一家公司负责人张永瑞告诉记者：
“为充分满足农户的多样化需求，销售点加大了储
备力度。除了保证充足的农资产品供应，还为农户
提供测土配方施肥、专业农技指导、贴心送货上门
等一系列优质服务。”

同时，和林格尔县相关部门提前组织各经销商
积极调运和储备种子、肥料、农膜、农药等重要农
资，通过农资进村入户、经销商送货上门等便捷方
式，全力保障春耕备耕农资供应充足。截至目前，
和林格尔县已储备化肥 3 万吨、农药 26 吨、农膜
3675吨、种子 1500吨。此外，和林格尔县农牧业综
合执法大队联合县公安、市场监管部门开展协同联

动执法行动，重点针对种子、农药、化肥、农膜等农
资质量开展专项检查，严厉打击假冒伪劣农资，从
源头严防其流入市场，切实维护农户的合法权益。

农技培训，助力丰产强技能。和林格尔县农牧
局举办基层农技推广体系建设项目培训会，特别邀
请了业内资深的专家，围绕单产提升这一核心目标
开展技术培训。培训内容涵盖玉米高产种植技术、
土地保护利用、农机报废更新补贴政策以及地膜科
学使用和回收等关键知识。专家们用通俗易懂的
语言、生动形象的案例，将原本复杂晦涩的农业知
识深入浅出地讲解出来，确保每一位参训学员不仅
能听得懂，更能学得会、用得上，切实有效提升了参
训学员的农业生产技能。

农机安全，健康“上岗”促生产。连日来，和林
格尔县农牧局农机服务中心组织专业农机技术人
员积极开展农机具检修保养工作，力求让每一台农
用机械都能以健康状态投入春耕（见图）。

在检修现场，旋耕机、拖拉机、播种机等各类农
机具整齐排列在院内。农机技术人员对“冬眠”数
月的农机具进行全方位、无死角的检修调试，确保
每台机械都能以最佳状态参与春耕生产。

金融“活水”，滋润春耕解难题。和林格尔县信
用合作联社坚守服务“三农”的主责主业，积极开展

“春耕备耕 利农惠农”贷款利率优惠活动，为农牧
户、家庭农牧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种养殖大户等各
类农业经营主体量身定制金融产品。同时，专门安
排“春耕备耕”专项资金，优先保障农牧户的贷款需
求。目前已累计为 300余户办理重新授信，授信金
额达8000余万元，为全县农业生产注入强大的金融
动力，奠定了坚实的资金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