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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是冬日，在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白泥井镇侯
家营子村蔬菜种植户林俊雨的蔬菜大棚里，藤蔓上却
挂满了小灯笼一样的西红柿，不久就可以上市了。

来自该镇农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站的工作人员正
在对种植户的种植环境及种植农产品进行检测取样，
并现场将跟踪检测内容实时上传到手机 App，这样的
检查不仅可以确保这些农产品的质量安全，还会为这
些农产品上市提供合格的“身份证”。

“你看，我种植的蔬菜是有‘监护人’的，这样进入
市场以后，消费者买得就放心了。我呢，也不用怕因为
农药超标这些问题赔钱，一举两得不是？”林俊雨乐呵
呵地说。

达拉特旗从创建自治区农畜产品安全县以来，全
面落实属地管理责任，构建“政府负总责、旗镇有机构、
监管到村组、主体全覆盖”的监管体系，让农畜产品安
全放心地到市民的菜篮子、米袋子中。

目前，通过“互联网 + 监管”模式，监管人员利用
手机 APP 软件，就可以对监管对象进行标准化监管，
将检查过程和检测数据同步至云平台，形成电子档案，
随时可以调取查阅，实现农畜产品质量安全痕迹监管、
智慧监管。据了解，通过对农资市场的监管、对种植养
殖过程的监管、对上市前对农产品加强检测这 3 个环
节，达拉特旗的农畜产品检测合格率达到了 98%以上。

（转自《内蒙古日报》）

蔬菜有了“监护人”
内蒙古日报记者 张慧玲

本土红葱搭乘电商快车直通市场
本报记者 王晓丽

“今年的红葱是一点也没剩下，除一户村民
家的葱有点小毛病外，其余的都卖了！”在恩格贝
镇黄母哈日村村委会，这是村党支部书记李瑞军
和记者说的第一句话。

在红葱上市之际，村里的红葱就已经被销售
一空。有些商贩打电话要下订单，可是这葱呀，断
了货。

采访中村民们告诉记者，红葱的畅销离不开
电商平台。今年，黄母哈日村种植红葱 500 多亩，
网销量达到 80%。

黄母哈日村的气候和土壤条件非常适合种
红葱，村里已经有多年的种植历史了。然而，尽管
种葱的效益比种农作物的效益高，但是农民们却
从来不敢大规模种植。“以前种是少量的种，每户
人家种三亩、二亩，最多五六亩，就怕卖不了，光
靠自己电话联系。”道劳窑子社村民田奋荣说。

2017 年，村里成立了内蒙古蓿亥图红葱种
植专业合作社，组织村民发展红葱种植业，并且
找来经验丰富的吴利祥当社长。本以为专门有人
跑市场，葱就不愁卖了，但是没想到跑市场的吴
利祥却碰了壁。“村里种的葱，葱白短、细，市场上
需要的是葱白长且独苗的葱，咱们的葱没了市
场。”吴利祥说。

虽然碰了壁，但是吴利祥却没有因此放弃种
葱，反而发现了新商机。市场上的新品种葱白长、
价位高，效益十分可观。

回村后，吴利祥想引进新品种，尝试发展红
葱规模化种植。然而，同合作社的村民们商量后，
村民们都不敢冒这个险。于是，吴利祥决定自己
先试一试。在农牧业局农技人员的帮助下，吴利祥试种了
近百亩的试验田。他不仅在浇水施肥等各方面进行了优
化，还选用了新品种的红葱，又试种了效益较好的白葱。
测产结果出来后，试验田的葱要比普通种植户的葱亩产
高出 1000 斤左右，每斤就有 0.1 元至 0.15 元的价格差距。

到了葱的收获时节，我旗现代服务业办的工作人员，
把村民们的葱放到电商平台上销售，并配上葱的实际效
果图，让目标客户一目了然。这一放，果然吸引了不少客
户。“呼市的一个进菜公司把试验田的葱直接全订了。”吴
利祥高兴地说。种植新品葱有了效益，吴利祥还想扩大规
模，但是他觉得应该在十拿九稳的情况下再扩大规模，一
来不盲目，二来也能让更多的农户跟着他共同受益。

田奋荣说：“种了十几年葱了，今年最多，种了 90 多
亩，保守说纯利润应该十万出头了。明年我还要继续与合

作社合作，扩大红葱的种植规模，不用愁销路。”
在田奋荣家，记者见到了从乌兰察布市凉城县来这

里收购红葱的任利利。任利利是通过一亩田电商平台得
知村里有红葱的，这是她头一次来村里。“今天是我来村
里的第四天了，来的有点晚了，村里的葱差不多都卖完
了。院子外那辆货车上只有半车葱，今天田师傅好不容易
又帮我联系了几户村民，他们答应帮我起点葱，够不够一
车只能这样了，因为再没有葱了。”任利利显得有点着急。

田奋荣告诉记者，等这车葱拉走后，村里的葱就彻底
卖完了。

为了这葱，有人是忙里忙外，有人是跑前跑后，还有
的人是在线上线下忙活着。这么多人，竟因为一根葱，
一个电商平台，联系在了一起。

农产品坐上“电子商务快车”，既能帮助农民增加
收入，也助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致富。尽管互

联网购物已经如此火爆，但对于许多农民来说，什么是真
正的电商，如何做电商，却还是相对模糊的概念。

2016 年，我旗成为全市首个荣获国家级电子商务进
农村综合示范县的旗区。我旗现代服务业办借助专业的
平台，破解农产品“卖难”的问题，不失为一条捷径。随着
电商平台的大力发展，除了解决红葱“卖难”的问题，我旗
现代服务业办更加注重打造红葱的品牌效应，提供全方
位的信息服务，多方联系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为农牧
民进行技术指导，引导农牧民实现规范化、标准化种植，
把先进的电商运营理念与红葱产业相结合，以产业发展
助推农牧民增收致富。

受限于原始的土地条件，树林召镇关碾房村虽位于
我旗近郊，农业产业发展却相对缓慢。而就在今年冬天，
一项惠及全村农民，覆盖全村三分之二耕地的项目正在
火热推进，引领村子逐步打开高效农业的大门。

已入严冬，虽然气温逐日下降，关碾房村的高标准
农田建设模式创新试点项目依然在紧张火热的施工中。
工人们正赶着在土地彻底封冻之前，完成 90 公里输水
管道的铺设和 13 公里农田作业路的沙石奠基工作。该
项目是旗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为关碾房村争取到的自
治区级涉农项目，也是其作为包联单位帮助村子提升农
业产业发展水平所作的探索，项目覆盖了全村 1.8 万亩
耕地面积的三分之二，计划总投资 1525 万元。“为了保
证工程进度，确保明年不耽误村民耕种，我们工人实行
倒班制，三班工人不停施工中。”农综办工作人员赵景平
说道。

项目的落地也架起了农综办和关碾房村的连心桥，
为了进一步实施好项目，让关碾房村的农业早日步入现
代农业发展的行列，农综办成为关碾房村的包联单位，
赵景平也成为关碾房村驻村工作队队长、第一书记。

自上任后，赵景平走访群众，认真征求村民对项目
实施的意见和建议，着力推进项目建设步伐，“10 月 17
日项目正式开工，现在已经完成了总工程的 30%，地埋
管道完成了 80%，完成了农田作业路的土基工程，计划
到明年 5 月份完工。”赵景平介绍道。

关碾房村紧邻我旗城区，虽然交通区位优势明显，
但是沙质土壤发展农业需水量与水资源不足之间的矛
盾凸显，成为制约村子农业发展的瓶颈。从第二轮土地
承包以来，关碾房村就没有实施过任何的农田水利项
目，致使涉农企业无法引进来，规模化种植没有条件开
展，农民依旧是每家每户守着自己的零散地块耕种，加
之人均耕地面积只有 3 亩左右，农业产出有限。作为包
联单位，农综办针对关碾房村的实际情况，争取了高标
准农田建设项目，内容包括 1.2 万亩滴灌管道覆盖，10
公里高低压线路，配套 100 眼机井改造，0.24 万亩土壤
改良等，从根本上帮助关碾房村改善耕地条件，助力全
村现代农业发展。

项目完成后，每年可实现节水 137 万立方，还可以
节省肥料、电和大量的人工，有效助推了全村农业生产

由粗放经营向现代化作业转变，为全村农业走上高效高
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项目的实施也进一步提振了村民的发展信心。村民
郭银喜每天都要到施工现场看一看，一心盼着项目早日
完工。“包联单位给我们带来了福，这么好的项目没想到
这么快就在我们这里实施了，以后我们老两口再也不用
为浇水发愁了，我还能再多承包点土地，以后的日子肯
定越过越红火。”郭银喜高兴地说道。在施工现场，记者
见到了村民郝志军，他曾是关碾房村 2016 年的国贫户，
现在虽然已经脱贫，但郝志军想着继续扩大种植不断增
加收入，早日步入小康生活的行列。项目的实施正好覆
盖了郝志军自己的土地以及包种的土地，看着自己种了
几十年的土地一点点被改良升级，郝志军看到了新的希

望，“之前我也想上滴灌，可是没钱，这次项目实施，我的
所有地都在这个项目里头，上起滴灌后我再多包些地，
还能腾出一个人去打工，这样地上的投入也省下了，开
支小，利润高。”

“多少年都没有农业项目走进村，全村农业发展跟
沿河现代农牧业发展差距越拉越大，这个项目的实施使
全村的农业基础有了全面改观，同时也带给我们很多实
实在在的利益，一方面可以促使土地增值，另一方面也
能促进土地流转，规模种植也能实现了，我们村的发展
一 定 会 越 来 越
好！”关碾房村村
委主任刘喜信心
满满地说道。

过去的两年，对中和西镇红海村一社的赵
四女来说，是最辛苦的一段日子，又是值得高
兴的一段时光。因为在镇党委政府的帮扶下，
赵四女靠养猪逐步走上了脱贫路。

日前，记者来到了赵四女的家，她正在家
里忙活着。“这两年要不是在党和政府的帮扶
下养了几口猪，这日子还真是不知道咋过了！
感谢党的好政策，感谢这么多人的帮助。”

61 岁的赵四女，是村里出了名的勤快人，
家里家外都是一把干活儿的好手。在丈夫生病
的前期，赵四女一边照顾丈夫一边种地，农闲
时就近打点零工挣点钱。丈夫病重期间，赵四
女只能陪在丈夫身边一心照顾着他，抽空种着
自己的那点地。全家一年为数不多的土地收入
连看病吃药都不够，一直过着贫困的日子。2016
年，赵四女一家被评为村里的建档立卡贫困
户。

2016 年，随着脱贫攻坚战的全面开展，赵
四女的生活也发生了变化。被评为贫困户后，
党委政府及帮扶人曾多次来到赵四女家里和
她一同探讨脱贫项目，最终确定了养猪这个项
目。2016 年 7 月，赵四女花 1 万余元先后买了
2 头母猪和 5 头小猪。除了政府拨付的 8000 元
产业扶贫资金外，剩下几千元的资金缺口，赵
四女只好跟卖猪的人商量先赊着。正当赵四女
为种猪的事儿犯难时，镇里帮扶责任人又主动
找到她，帮她联系了附近一家猪场的种猪。这
下，赵四女的问题解决了，心里满满的都是感
激。

当年底，赵四女的脸上终于有了笑容。因
为她养的猪下了 2 窝 14 头小猪。还未等满月，这些小猪都以
每头 800 元的价格被抢订一空。这回，赵四女的心里看到了希
望。2016 年底，赵四女靠着这些猪脱了贫。

可不幸的是，2017 年 2 月，丈夫因病去世，留给赵四女的
是因看病而欠下的几十万元外债。赵四女刚看到的一丁点希
望，因为丈夫的离开几乎要被浇灭了。

“当时真是愁了，这下可咋办？没活头了简直。”可话锋一
转，赵四女说，“唉，活着的人还得继续好好挣钱过日子了，天
天难受管甚用？”

于是，2017 年 6 月初，赵四女贷了 5 万元的款建起了一百
多平方米的猪窝，还买了一头种猪。在赵四女的精心饲养下，
她家的猪窝里又先后多了 26 头小猪。赵四女将这些母猪繁育
的小猪卖掉，还了部分外债。

赵四女家中，客厅桌子正中间摆放着一块奖牌，上面写着
“2017 年中和西镇扶贫攻坚办公室年 终表彰脱 贫攻坚奋 进
奖”。家中的一切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那块奖牌就是最好
的佐证。

“愁是愁了，但是国家有这么好的政策，再愁也不愁了。就
像土话说到，人家（政府）帮着我缝个衣服身身，我自己得再缝
个袖袖哇，今后继续努力养好我的猪，先把外债都还清。只要
行情好，外债也不愁。”赵四女奔向美好生活的脚步没有停歇。

到目前，赵四女家中的猪窝里还养着 12 头猪。她家通过
养猪脱贫项目的收入，还清了 2 万多元债务。望着猪窝里的肥
猪和一天天长大的猪
仔，盘算着今后的收
入，赵四女憧憬着未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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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碾房村：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助力农民脱贫致富
本报记者 张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