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王晓丽 张静） 4 月 26 日，全旗农

村牧区工作现场观摩会召开,对农村牧区农牧业产业“六

化”发展、“五抓一带”扶贫模式、脱贫攻坚、土地规模化经

营、人居环境整治等重点工作推进情况进行现场观摩,进

一步查找问题、正视不足，互通有无、取长补短，总结经

验、强化举措，切实把农村牧区各项重点工作完成好，确

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旗领导奇·达楞太、高怀京、苏智雄、赵咏峰、苏振平、

王蛟、尚振飞、曹俊杰、王永丰、黄建军、白国东、朝格图，

各苏木镇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现场会。

本次现场会采取现场观摩、现场点评的方式进行。

建立互帮互助机制，是中和西镇持续做好防贫减贫

济贫工作探索建立的一种新的社会扶贫机制，其核心关

键在于如何构建“需要什么、帮助什么”的社会扶贫氛围，

集中解决谁来帮和帮什么的问题。

在中和西镇乌兰计村，听取人居环境整治、土地规模

化经营等情况介绍后，奇·达楞太强调，要充分利用春季

有利时机，及早谋划全盘工作，积极探索建立一种符合当

地实际的发展机制，扎扎实实做好农村牧区各项重点工

作的落实；要选树典型，通过典型引路的方式进一步推动

全旗农村牧区工作；要强化基层党的建设，选优配强村委

班子，选好发展带头人；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组织群

众，真正与老百姓打成一片，做老百姓期盼做的事情；要

坚持统筹兼顾，统筹推进农村牧区各项工作；要结合各村

实际，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制定详细的发展计划，切切实

实抓好落实，共同把全旗农村牧区存在的问题解决好，让

老百姓的生活过得更好、更幸福。

吉格斯太镇蛇肯点素面业公司成立于 2018 年 12

月。2019 年，公司按照“党支部 + 公司 + 贫困户 + 农户”

的运行模式，全面为农户代加工小麦 143 万斤，农户从出

售小麦改为出售面粉，每斤增收 0.5 元，全年加工并销售

面粉 25 万斤，实现村集体经济收入 19 万元。

参观完蛇肯点素面业公司后，苏智雄分享了自己的

感受。苏智雄说，近两年各村的村集体经济发生了质的变

化，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尤其是抓好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思

想认识明显提高，在推动村集体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有了

实实在在的成果，全旗村集体经济全部实现清零。同时，

在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的同时，基层党组织战斗力、凝聚

力、向心力不断增强，战斗堡垒作用得到充分发挥。苏智

雄建议，在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的同时，要提前认真研

究、及早谋划，避免项目发展同质化；要坚持党建引领，因

地制宜、整合资源，形成合力、统筹推进，科学规范管理好

村集体经济项目，持续增强村集体经济内生发展动力。

在特色产业种植方面，近年来昭君镇积极引导鼓励

农民有效改造盐碱地种植水稻，成立水稻种植协会，注册

“昭君传奇”商标，初步形成“公司 + 协会 + 农户（贫困

户）”的绿色有机水稻产业发展模式。目前，全镇共有水稻

种植企业 13 家，水稻加工厂 4 家，水稻种植户 1257 家，全

镇水稻实现产值 8000 余万元，平均每户增收万元以上。

在昭君镇沙圪堵村听取介绍后，曹俊杰建议，要进一

步提升水稻品质，集中打造一个区域性公用水稻大品牌，

探索建立价格优势竞争机制。同时，结合电商平台，立足

本地优势，支持发展“电商 + 龙头企业（合作社）+ 农户

（贫困户）”的直销模式，鼓励搭载影响力大而广的大型电

商平台，积极开展消费扶贫，帮助贫困户销售农产品。

2018 年以来，白泥井镇在不断提高土地流转率的基

础上，进一步扩大土地合作经营规模，形成了以侯家营子

村官牛犋社“入股分红”、海勒素村黄胡圪梁社“联合经营

(代耕代种)”、金泰禾公司和金丰公社“土地托管”等为代

表的典型土地合作经营模式，不断强化农企利益联结机

制，大力引进社会化服务，有效实现种养殖提质增效。同

时，被解放出来的劳动力可以从事养殖、务工，进一步增

加收入。利用“联合经营代耕代种”模式人均可增收 3393

元以上，利用“土地托管”模式人均可增收 1152 元以上，利

用“入股分红”模式人均可增收 4220 元以上。

在白泥井镇海勒素村听取介绍后，黄建军说，目前

全旗土地规模化经营已经达到 130 万亩以上，规模化经

营率达到 60%以上。黄建军建议，积极探索建立一种符合

我旗实际的土地规模化合作经营机制，更好解决怎么种

地、谁来种地的问题；有效整合社会化服务资源，集农资

统购、测土配方、农机作业、农技咨询、信息服务、金融保

险、市场销售等服务于一体，建立完善社会化服务标准，

进一步提升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扩大社会化服务范

围。

人居环境整治方面，展旦召苏木制定了“1234”工作

法，利用“3+X”网格化管控服务模式，抓好“软激励”和“硬

要求”，定村民小组长、定责任区、定责任户，包室内外、包

房前屋后、包入户道路，通过宣、讲、看、传四种宣传引导

方式，引导农牧民积极投身到环境整治工作中。

在展旦召苏木井泉村听取介绍后，白国东建议，要抓

住人居环境整治“三革命、两行动”工作开展的有利时机，

扎实推进全旗各苏木镇户改厕、农村生活污水、农村生活

垃圾治理等工作，积极开展好村庄整治行动、农业面源污

染治理行动，加强人居环境联合执法，以人居环境整治为

契机，努力打造美丽宜居环境。

观摩结束后，苏智雄作了总结发言。苏智雄表示，各

苏木镇的农村牧区工作各有所长，思路好、措施实，各项

工作也抓得非常细、非常实。同时要深入贯彻旗委、政府

各项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实好农村牧区各项工作举措，

切切实实推动全旗农村牧区工作再上新台阶。

观摩团一行还到树林召镇鲜农现代产业园、展旦召

苏木中化农业、恩格贝镇电子商务孵化运营中心、吉格斯

太镇张义城窑村、白泥井镇华羊牧业有限公司等地进行现

场观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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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旗农村牧区工作现场观摩会召开
3小时农产品成交额达 86万余元

奇·达楞太直播带货助力农副产品销售

为确保“两会”顺利召开，我旗建立了“两会”期间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落实及应急处置机制，并成立疫情防控组。

会议期间，旗卫健委等相关单位派出业务骨干进驻接待酒

店和会场实施全程驻点监管，现场指导并协助疫情防控保

障工作，做到疫情防控全覆盖，为“两会”顺利召开提供了牢

固的健康保障。

“这是您的资料包，请拿好！”跟往年相比，代表、委员

在领取会议资料的同时，还同时获得一份装有口罩、免洗手

消毒液、手套等物品的特殊“伴手礼”。宾馆大堂里，一台热

成像测温仪格外引人注目。参会代表委员们在工作人员的

引导下，佩戴口罩通过测量体温，进行来客登记，出示健康

码等一道道“关卡”，有条不紊地开展疫情防控登记。

为严格落实“两会”期间疫情防控工作，会议期间，所

有参会人员实行间隔而坐；会场等区域一律停用中央空

调并加强通风换气，对不能采取自然通风的，则采取机械

强制通风，保持室内空气卫生质量；在住宿方面，代表、委

员们实行一人一间，每日消毒；在就餐方面，使用自助餐

形式，保持 6 人一桌就餐，桌与桌间隔 1.5 米，使用公筷、

公盘，每日消毒；每天组织专人对公共区域加强卫生清

扫，保持清洁；每天对室内空气、物体表面进行消毒，电梯

按钮、各类开关、门把手等频繁接触部位视情况增加消毒

次数，保障代表委员在“两会”期间吃得放心、住得舒心，

一心一意参会履职。

代表、委员们一致表示，会议期间将严格遵守大会纪

律，认真履行职责，充分发挥代表、委员职能作用，以强烈的

使命感、饱满的政治热情，以及良好的精神状态，认真听取

报告，积极参与讨论，反映人民群众的心声和意愿，为全旗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履职尽责。

“两会”期间 疫情防控不松懈

本报讯 （记者白晶晶李慧龙王锴） 4 月 26 日晚 8

时，“亮丽黄河湾·多彩达拉特”助农直播活动在电子商务

公共服务中心开播。旗委书记奇·达楞太走进直播间为农副

产品站台直播，为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加油鼓劲。通过“多彩

达拉特”抖音平台，推介“黄河几字湾”公共品牌农副产品，

包括风水梁獭兔肉、风水梁鲜食玉米、蒙祥羊肉、四村大米、

蒙欣面粉、大树湾黄河鱼、雷大姐酱菜、响沙纯粮酒等，在直

播开播 1.5 小时后，加购额突破 200 万元，当晚 3 小时的直

播，共吸引了 180 万余网友围观，成交额达 86万余元。

直播开场，奇·达楞太介绍了达拉特独特的区域气候、

地貌特征和丰富的农牧业资源，使达拉特农牧业产业发展

在规模和质量上兼具优势。

通过直播介绍，让网友们隔屏领略达拉特独特魅力。

天下黄河九十九道湾，最壮美、最宏大、最丰饶的就是几字

湾，黄河过境达拉特旗 190公里，是黄河几字湾区域内 5省

区所辖旗县地理位置最为特殊的一个地区，拥有广阔的冲

击平原，土质肥沃，气候适宜，光照充足，具有发展种植业和

养殖业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生产条件，是绿色有机食品

盛产地，黄金纬度种植带。我旗先后被评为全国粮食生产先

进县、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正在创

建国家农畜产品质量安全县。我旗从 2019 年开始实施黄河

几字湾区域品牌战略，现已入选的产品达到 78 种，这些产

品都是经过层层检测的而且都有溯源系统，黄河几字湾公

用品牌的农畜产品品质优、口感好、味道美。

直播中，奇·达楞太还变身“厨艺大师”，在现场“秀”起

了厨艺，亲自制作起了手扒肉，“制作手扒肉有这么几个重

点：一是需要冷锅、冷水、冷肉，羊肉要多一点，不同部位的

羊肉一起下锅煮，这样羊肉的香味才能更好得融合在一起，

水要漫过肉，等锅开了以后再放入姜片、红葱、盐，这样就能

煮出一锅美味的手扒肉了。”随着各种食材的下锅，一时间，

整个直播间现场肉香扑鼻。

直播现场，除了用来做手扒肉的蒙祥羊肉，还有鲜香

肥美的大树湾黄河鱼、晶莹剔透的四村大米、麦香浓郁的白

泥井面粉，清脆爽口的雷大姐酱菜、香甜软糯的鲜食玉米、

有“百味肉”之称的风水梁兔肉……这些都是达拉特黄河几

字湾区域公用品牌下的品牌。

“旗委书记带货，快买！”“书记推介的产品质量肯定

可靠，价格又实惠，我已下单购买。”“我也要为助农增收贡

献自己的一份力量。”……网友们纷纷慷慨解囊，用实际行

动支持着书记带货，并纷纷留言为书记点赞、加油。

2020年是脱贫攻坚收官之年，我旗积极推动“直播+

扶贫”的电商助农新模式，助力农牧民增收致富。当晚参与直

播的还有树林召镇党委副书记、政府镇长乔有世，内蒙古雷

大姐食品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雷碧霞。“3、4 月份的黄河鱼

经过一个冬天的休养，最是肥美可口，而且这时候会有天鹅

在黄河湿地栖息，欢迎大家来达拉特品尝美味的黄河鱼，观

赏美丽的天鹅。”“酱芋头、泡菜、油黄瓜……雷大姐泡菜是随

着不同的季节会推出不同的产品，今天也会推出书记直播价

的福利，欢迎大家下单。”他们在介绍产品的同时还不时与

广大网友们进行亲密互动，回答网友提出的问题，引导网友

参与直播活动抽奖，引得网友频频点赞，直播现场一片火热。

内蒙古雷大姐食品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雷碧霞说“：

通过书记直播带货，我们今天晚上下的单特别多，简直是爆

单了，我相信我们达旗的农副产品都会走出去，走向更远的

市场。”

相对于专业主播，党员干部算是直播间的新手，他们

的优势在于，身份更受关注，诚意更打动人，信誉更有保证，

旗委书记奇·达楞太带头参与“直播带货”活动，为乡亲们吆

喝农特产品，与网民直播互动，展现着亲民形象，践行着为

民服务的宗旨。这种直播带货方式，传递的是互联网加农牧

业碰撞出来灿烂火花，打破了信息藩篱，既能让广大消费者

买到本土优质的农产品和服务，又能帮助农牧民解决销售

难题，还可以把党和国家的新政策、产业发展的新理念带进

来。领导干部以接地气、亲切自然的网络视频直播方式为本

地农产品“代言”，背后有旗委、政府的信誉支撑，是买的放

心，吃的安心的活招牌，为农产品品牌化和农牧业产业化发

展，注入了新活力。我们期待有更多的“带货官”以及驻村干

部、草根主播、农牧民，进行这方面的实践，让手机成为新农

具，农田成为直播间，直播成为新农活，在促进小农业衔接

大市场的同时，助推达拉特打赢脱贫攻坚战。

旗工信和科技局副局长侯君海说：“下一步，我们将加

大推广宣传“达拉特旗人人帮电商扶贫商城”力度，利用“京

东达拉特扶贫馆”、“饿了么”、美团、邮乐购等电商平台销

售地方农畜产品，拓宽线上销售渠道。同时，加强“黄河几字

湾”区域公共品牌化建设，提升产品品质、价值和知名度，以

品牌服务乡村产业。”

本报记者 白晶晶 王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