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强化人才“引擎” 赋能乡村振兴

下先手棋，走创新路，勇当科创发展开路先

锋。我旗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出

台《达拉特旗关于加快推动“专精特新”中小企

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激励企业走出高质量

发展新路子。3000 万元的真金白银投入，实现

了奖励资金零的突破，详实的申报条件，实现了

服务企业从“探路”到“引路”的变化。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自治区、市关于培

育一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提升中小企业

创新能力的部署要求，我旗从 2022 年开始，

旗财政将每年安排不少于 3000 万元，支持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为其提供

“点对点”服务。

对国家认定的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给予

200 万元一次性奖励；对已认定和新认定的国

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专精特新”示

范中小企业、创新型中小企业分别给予 150

万元、100 万元、50 万元一次性奖励；对已认

定和新认定的自治区级细分领域专业化“小

巨人”企业、“专精特新”示范中小企业、创新

型中小企业分别给予 100 万元、50 万元、30

万元一次性奖励；对新认定的市级细分领域

专业化“小巨人”企业、“专精特新”示范中小

企业、创新型中小企业分别给予 50 万元、30

万元、20 万元一次性奖励；对新认定的旗级细

分领域专业化“小巨人”企业、“专精特新”示

范中小企业、创新型中小企业分别给予 30 万

元、20 万元、10 万元一次性奖励。

新出炉的《达拉特旗关于加快推动“专精

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包含

了重点实施政策扶持、梯度培育、创新驱动、

产业转型、融资服务、精准招商等六大工程，

涵盖了 16 项工作任务，涉及相关企业发展的

方方面面，条条靶向精准，条条奖励资金明

确。主要目标是：到 2025 年，认定国家级专精

特新“小巨人”企业、“专精特新”示范中小企

业、创新型中小企业三类企业分别不少于 2

家；认定自治区级细分领域专业化“小巨人”

企业、“专精特新”示范中小企业、创新型中小

企业三类企业分别不少于 5 家；认定市级细

分领域专业化“小巨人”企业、“专精特新”示

范中小企业、创新型中小企业三类企业分别

不少于 10 家；认定旗级细分领域专业化“小

巨人”企业、“专精特新”示范中小企业、创新

型中小企业三类企业分别不少于 15 家。

方案的出台，犹如一场“及时雨”，一支

“助推剂”，在全旗各大中小企业中引起强烈

反响。2010 年成立的亿利生态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目前已取得 26 项发明专利，2021 年企

业荣获了自治区级“小巨人”殊荣，并获得了

100 万元奖励资金。企业 500 多平米的通用管

道车间实现了机械化作业，三名员工在中控

室就拿下了所有工作量。

企业技术主管赵晶晶说：“了解到旗政府下

达的‘专精特新’‘小巨人’奖励政策后，让我们备

受鼓舞。近年来，公司由于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一

直积极开展科技创新工作，希望通过科技创新提

升企业竞争力。各级政府能够出台奖励政策支持

企业持续开展科技创新工作，不仅减轻了我们研

发投入的压力，也更加坚定了我们以科技创新求

发展的动力和决心，我们将继续坚持自主创新，

不断研发高技术、高质量产品。”

要获得国家级“小巨人”企业殊荣，必须

在关键领域、关键环节、关键项目有所突破。

2021 年，内蒙古新威远生物化工有限公司投

资环保设施 1.04 亿元，板框废气烘干废气实

现了零排放。废气经过喷淋洗涤净化，深度降

温除湿后再预热，达到闪蒸进风温度要求后

用于烘干进气使用，在同行业首次实现了闭

路循环零排放。因为这一技术创新，企业也获

得了国家级“小巨人”荣誉。

内蒙古新威远生物化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吕烨介绍说：“这个方案中有许多含金量高的政

策，在我们企业人才引进、市场开拓、金融服务

等方面考虑周到，对企业发展有极大帮助。未

来，我们将继续发挥自主创新动能，全力拓展阿

维菌素上下游产业链条，形成产业区块优势，在

产品质量与产量上实现双双提升。”

“一个旗县拿出 3000 万元奖励资金，鼓励

企业走绿色高质量发展路子，已走在全区所

有旗县的前列。方案的出台也更加明确了清

晰的时间表、路线图和任务书，按照‘十四五’

规划和建设方案明确的建设任务，达拉特旗

将不断搭建跨区合作载体，在关键环节、关键

领域、关键项目、关键人才等方面优化要素资

源配置，进一步把绿色发展工作做深做实。”

旗工信和科技局干部安永伟说。

每年奖励 3000 万元 “小巨人”无畏拓新程

秸秆变“绿” 点“草”成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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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ZONG HE XIN WEN

本报记者 王晓丽

焚烧秸秆，农民的传统习惯？以前可能

是，但今后，不再是了。

达拉特旗的秸秆资源有多少？据旗农牧

局数字统计，全旗耕地面积 279.38 万亩，主

要种植的作物有玉米、小麦、向日葵等。2021

年，全旗总播面积 224.7 万亩，玉米作为主要

粮食作物，种植面积更是高达 150 万亩，还有

小麦 8 万亩，水稻 3 万亩，向日葵 16.2 万亩。

秸秆资源主要以玉米秸秆为主，主要农作物

秸秆资源总量约 112.7 万吨，可收集量约

101.3 万吨。

数量如此之大的玉米秸秆资源，如何能

利用好？其实，早在 2018 年，旗农牧局编制

的《达拉特旗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实施方案

（2018-2020）》就已经给出了答案———

要以提高秸秆综合利用率为目标，以科

技创新为动力，坚持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并

重，标本兼治，因地制宜，稳步推进，通过秸

秆肥料化、饲料化、燃料化、原料化、基料化

（简称“五化”）利用，培育和壮大秸秆综合利

用产业，为全面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

型社会作出贡献。

以前，秋收之后，地里总会留下一些散

乱的玉米秸秆。来年春天，为了方便，村民们

往往选择就地焚烧，风大时，还会引起火灾。

而现在，记者跟随旗农牧技术推广中心工作

人员行走在乡村田间，再也不见焚烧秸秆的

滚滚浓烟。

看看当下的达拉特旗，满地的玉米秸秆

去了哪儿？

为全面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

意见》 和中央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部

署，推进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加快秸秆资

源化利用，减轻农业面源污染，我旗积极贯

彻落实农牧业高质量发展理念，坚持因地制

宜、农用优先、就近就地、政府引导、市场运

作、科技支撑的原则，以玉米秸秆综合利用

为重点，兼顾向日葵、水稻等其他农作物秸

秆，积极探索秸秆综合利用模式，提高秸秆

综合利用率，把昔日的废秸秆变成了如今的

宝贝疙瘩。

2021 年秋收刚过，王爱召镇杨家营子

村秦飞忙不迭地找来了合作社的深翻犁，把

地里刚收割打碎的玉米秸秆翻到地里进行

还田。

从 2017 年起，我旗就已经

开始了秸秆还田技术的示范推广。2019 年，

秸秆还田技术在王爱召镇大面积示范。依托

国家秸秆综合利用、社会化服务、耕地质量

保护与提升等项目的实施，2021 年我旗开展

秸秆粉碎深翻还田 6.5 万亩，辐射带动秸秆

粉碎深翻还田面积 20 万亩，秸杆还田利用约

17.4 万吨，秸秆肥料化利用率约 17.2%。

在展旦召苏木黄木独村饲料加工厂

里，地上整齐码放着一袋袋装有“天然牧草

颗粒饲料”字样的编织袋。“喏，你们看，这

就是你们要找的玉米秸秆，不过现在啊，经

过加工它已经变成了牛、羊、驴等动物的饲

料了。”黄木独村党支部书记郝云抓起一把

饲料说。

从 2021 年 11 月开始，黄木独村饲料加

工厂紧锣密鼓开始生产饲料。除了供给固定

的销售商外，饲料还优先向村民提供。

李喜就是采购饲料的村民之一，他决定

从 200 多只羊中选择 40 只羊，先行试喂。以

前，喂秸秆太浪费，吃剩的秸秆李喜得专门

找时间收拾，堆在一起后一把火烧掉，生活

环境脏乱不说，还污染了空气。现在，换成饲

料后，每天按顿按量按时投喂就行，一只羊

每天 2 斤半左右的饲料，最主要的是不用天

天守在家里，还能在村里打个工。

“刚喂饲料才一个星期，我就觉得比喂

秸秆省事儿多了。我真是太欢迎这个饲料

了！”李喜亲身体验，深受其益。

黄木独村饲料加工厂储草棚内堆满了

方形草捆。“棚内满满的一棚草才 600 多吨，

还有 500 多吨临时堆放在外面，就这将近

1200 吨的草捆根本不够用，最多维持生产 3

个多月，只能一边运转一边外购草捆。”郝云

似乎看到了饲料厂的美好前景。

秸秆饲料化也是目前我旗

秸秆综合利用的主要方式。全旗已建成 10

处大型秸秆生产深加工企业及秸秆收集加

工储运站，饲料化利用量 70.1 万吨，饲料化

利用率 69.2%。

离黄木独村的不远处，在树林召镇关碾

房村也有一个饲料加工企业———鄂尔多斯市

九欣农牧业有限公司。这家企业除了生产颗

粒饲料外，还有一项任务就是生产颗粒燃

料，就是把低矮的玉米秸秆、农作物废茬、枯

枝等加工成颗粒燃料。

记者来到鄂尔多斯市九欣农牧业有限

公司，正好碰到了前来购买颗粒燃料的食

品经销商白先生。白先生告诉记者，由于食

品加工生产时不允许使用煤，所以现在的

食品加工商都选择采购清洁无污染的颗粒

燃料。“食品生产环境更干净了，人们才能

吃上更加安全放心的食品，颗粒燃料清洁

环保。”

鄂尔多斯市九欣农牧业有限公司负责

人白利军介绍，全旗城区像白先生这样的食

品加工商，几乎都从这里采购颗粒燃料。今

年，鄂尔多斯市九欣农牧业有限公司又与树

林召镇政府签订了 3-5 万亩的秸秆收储订

单。2021 年 11 月份生产开始，目前已经转化

秸秆 3-4.5 万亩了。这样看来，3-5 万亩的秸

秆收储订单根本满足不了九欣农牧业有限公

司的生产需要。

秸秆燃料化利用是我旗秸

秆综合利用的短板。像鄂尔多斯市九欣农牧

业有限公司生产颗粒燃料的企业，目前在我

旗仅有 4 家，不过这 4 家也都是饲料燃料并

存，平时还是以饲料生产为主。2021 年，全旗

燃料化利用约 4.7 万吨，燃料化利用率约

4.6%。

为补齐这一短板，2021 年，旗委、旗政府

通过招商引资引进中天同圆（内蒙古）生物

质能科技有限公司，采用由公司与中国工程

院、清华大学和北京林业大学研发成功的生

物质颗粒柱塞成型技术，计划建设规模为年

生产生物质颗粒燃料和全价颗粒饲料 40 万

吨的试点示范项目基地。项目建成后，每年

可为我旗供应牛羊全价颗粒饲料 20 万吨，生

物质颗粒燃料 20 万吨，预计年实现产值约 3

亿元，年实现利税约 0.6 亿元。每年通过收购

村集体木质削片和秸秆，可实现农民增收约

1.2 亿元。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105.6 万

吨。目前，昭君镇秸秆综合利用项目 5 万吨

的试点示范基地已建设完成。

令人欣喜的是，在 2021 年第十届中国

创新创业大赛中，有一个项目赢得了各界专

家的好评，并荣获内蒙古赛区初创组三等

奖，这个项目就是达拉特旗现代服务业创意

创业园孵化的鄂尔多斯市鼎运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生物质高分子流态化反应系统”项目。

这一项目可将生物质的纤维素、木质素、半

纤维素等高分子成分高效分离，广泛应用于

新能源、可降解材料、冶金、生物医药等多个

领域，使得秸秆附加值提升 10 倍以上，实现

了生物质更高效、无污染、成本低的分离，使

得秸秆基料化、原料化更高效利用成为可

能。现阶段，该项目正在积极筹备前期各项

工作，并与当地农牧民达成了 1 万多亩玉米

大豆套种的合作意向，到时直接将农牧民的

秸秆进行回收利用。

2021 年，全旗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达

91%，比上年提高了 5 个百分点，达拉特旗的

秸秆变“绿”可生“金”。

近年来，我旗聚焦乡村振兴重点任务，实

施乡村人才振兴“百千万”示范工程，多渠道引

进百名高层次人才，多举措培育千名农村牧区

实用人才，多方面带动万名农牧民增收致富，为

乡村振兴蓄强人才动能。

我旗树立“不求

所有，但求所用”的理念，加大柔性引才力度，通

过举办城市推介活动、“揭榜挂帅”等方式，与清

华大学、中国农业大学、上海海洋大学等 18 个

高等院校开展交流合作，柔性引进农牧业技术

专家、产业领军人才 34 名，盐碱地综合治理、红

葱产业研究、基层社会治理等团队 11 个，挂牌

建立乡村振兴工作站、专家研发基地、大学生实

习基地等平台 8 个。截至目前，引进人才团队完

成盐碱地改良 7 万余亩，治理退化耕地 2.1 万

亩，示范推广南美白对虾养殖 1000 亩、稻蟹养殖

1200 亩，极大提振了农牧业产业发展和技术攻

关能力。我旗通过公开招聘，引进 132 名大学毕

业生到基层一线开展服务，为嘎查村发展注入

了“新鲜血液”。

我旗立足全

旗特色产业优势，着力培育一批“土专家”“田

秀才”，重点打造 7 个实训基地，实行“分段

式、分专业、重实训、参与式、强服务”培训模

式，建立层次丰富、形式多样的培训机制，通

过“理论教学 + 实践教学”相结合的方式对农

牧民开展全方位培训。截至目前，共培育科技

示范户 826 户、种养殖大户 1576 户、高素质农

牧民 984 人，并常态化开展科技特派员、农牧

专家服务基层活动，“组团”为农牧民答疑解

惑，有效解决了种植如何增产、养殖如何增收

问题。

我旗实施农

村牧区实用人才“领头雁”培养计划，从涉农企

业、专业合作社（协会）、家庭农牧场等新型经营

主体中，选拔一批政治素质好、领富带富能力强

的“领头雁”培养人选，通过政治吸纳、项目支

持、考察培训、结对帮扶、搭建平台“五位一体”

跟踪培养措施，加快形成头雁效应，引领带动农

牧民增产增收。目前，已选拔“领头雁”培养人选

78 名，打造蔬菜产业协会、肉羊养殖联合体等产

业联盟 8 个，领办、创办市级以上农牧业产业化

重点龙头企业 6 家，实现农牧民“家门口”就业

1200 余人，直接带动 632 户农牧民年均增收超

过 3 万元，帮助周边 1 万余农牧民改良养殖品

种、种植经济作物增加收入。

通讯员 张佳乐

党建引领强服务 打造社区“梦享家”

近年来，白塔街道恒润社区立足实际，创新

“一核三聚四共建”党建工作模式，以党的建设

为引领，织密党的服务体系、强化队伍建设；聚

联合党委、社会组织、基层主体多元力量提高服

务水平；建设四型社区，打造“梦享家”党建特色

服务品牌，逐步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

新格局。

建就业创业型社区助梦就业

恒润社区党支部为帮助居民实现就近就

业，引进羊绒衫纺织、职业培训学校、手工编织

协会等社会组织，开展“巾帼增能、巧手圆梦”就

业创业项目、创业就业培训等，累计开展面点培

训、小儿推拿、手工编织等技能培训十三期，培

训 350 人次，为 52 位无业妇女解决了就业问题，

实现了灵活就业。

纺织厂郝丽霞说：“现在我们在家门口就可

以上班，下班也不耽误照顾孩子，一个月最低有

2000 多元收入，我们这些妇女姐妹在家门口实

现了多年以来的就业梦想，心里特别开心。”

同时，恒润社区寻找辖区能人，将他们招募

到社区，以场地置换服务的方式，开展“梦想课

堂”项目，开设口才、绘画、书法、编程等课程，在

解决辖区能人就业问题的同时，为困境儿童、留

守儿童减免课程费用，激发社区儿童的兴趣，让

他们在社区找到爱的归属。

建和谐宜居型社区共享福祉

恒润社区为改善辖区居民生活，增进民

生福祉，深入了解居民所需、所想、所盼，把居

民反映集中、强烈、长期未得到解决的民生问

题进行梳理汇总，建立“我为群众办实事”项目

清单。社区协调解决了恒润小区电热膜改大暖

工程，完成恒润小区、万通家园小区城市管网

碰接工作，更换恒润小区自来水水表 2358 块，

解决了供暖、污水处理、自来水饮用等居民最

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民生问题。同时，联系

共建单位筹集社区公益金 11.6 万元，新建智

能充电车棚 14 处，消除了安全隐患；完成恒润

社区 1.1 万平方米小广场硬化工程，为 3200

多户居民提供了户外活动场所；打通八幼、八

完小门前断头路，硬化水泥路 1.2 公里，彻底

解决上下学交通拥堵、安全隐患问题，受益群

众 2 万多人。

建关爱互助型社区筑家乐园

恒润社区结合老年人的实际需求和硬件

条件，社区因地制宜，精心打造了筑家乐园耆

英荟养老服务品牌，围绕年满 60 周岁以上的

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中医理疗、精神慰藉和

家政服务等一系列养老服务。社区新建完善了

日照室、老友厨房、理发室、缝纫室、理疗室、乒

乓室、台球室、书画室、手工编织、舞蹈室、心理

咨询室、图书室等多项功能区，建成了集老年

人娱乐休闲、健身养性、终身学习于一体的综

合性服务场所，让辖区长者老有所养、老有所

乐、老有所学、老有所为，切实提升了他们的归

属感和幸福感。

截至目前，恒润社区已为辖区 457 位 60 周

岁以上老人提供低于市场价的助餐、理疗服务，

其中 45 位空巢老人、独居老人、老党员、老退役

军人享受到了价值 200 元的免费助餐、理疗、理

发、缝补等服务项目，真正让老人们体会到了社

区养老的便利与温馨。

通讯员 赵荣

本报记者 王耀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