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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亭台楼榭绿树间，水系环绕通幽
处，书院静谧闻墨香，瓜甜果美产业
兴。”这是内蒙古巴彦淖尔临河区干召庙
镇民主村的新样貌。

10 年前，民主村可没有这番美景。
由于管理不到位，村里矛盾滋生，许多
公益事业和惠民政策难以落实。2015
年，我当选村党支部书记，当时就暗下
决心，一定要改变旧面貌，让民主村真
正民主起来，走上共同富裕之路。

乡村振兴，完善基层治理是关键。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完善办事公开制
度，拓宽基层各类群体有序参与基层治
理渠道，保障人民依法管理基层公共事
务和公益事业。”大事小情都要让群众明明白白、共同
参与，这样大家才能有共建共治共享的积极性。

这些年，我们把村里有威望、有文化、有能力、
有觉悟的村民推选出来，与党小组长、村民小组长组
成议事小组，实现村民家门口的民主治理。通过议事
小组工作法，解开了群众“心结”，树立了党员干部威
信，打开了工作局面。

创新形式做好村务公开。我们在每个村民小组建
立村级党务、村务、财务阳光公开微信群，直接把粮
补煤补发放、低保调整、精准扶贫政策落实、水费收
取等工作全部在群中公开，实现村有公开栏、组有大
喇叭小黑板、户有微信群，既给村干部一个清白，也
给群众一个明白，让过去村组干部的“独角戏”变成
现在干部群众的“大合唱”。

创新管理模式，让村民们的精神面貌有了很大变
化，有了更大动力发展产业，拓宽增收致富渠道。

苹果梨是我们村的特色果品，个大色好、汁多味
浓，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卖不上好价，成为果农们
的一块心病。

为此，我和村两委成员积极与农技部门对接，引
进推广20多个新品种，邀请市区两级专家给果农“手
把手”传经验、教技术，实行精细化管理和科学种
植，并注册商标，制定从栽培到采摘的全链条标准，
提高产品的附加值。苹果梨由原来的每公斤2元卖到6
元，并远销江苏、广东等地。

苹果梨产业发展撬动了乡村休闲旅游的兴起，乘
着乡村振兴的东风，我们村每年都会举办梨花节、“乡
村大嫂”拉面大赛等活动，吸引各地游客品尝具有地
方特色的拉面、农村炖笨鸡、河套面筋等美味佳肴。

“去民主村逛逛”成了不少人休闲游玩的新选择，实现
了以农兴旅、以旅促农，把村庄变景点、村居变客
房、土特产变商品。

现在，民主村成为河套地区远近闻名的乡村振兴
“明星村”，先后荣获全国“最美乡村”“最美乡村示范
村”“美丽乡村百佳范例”“美丽休闲乡村”“文明村
镇”等荣誉。

下一步，我们要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引，进一
步把组织优势和治理优势转化为治理能力和治理成效，
不断推进乡村振兴，打造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
区，进行 5G 牧场建设和全自动脱
水菜深加工厂建设，让村民在共同
富裕的路子上走得更稳更好。

（作者张三明为党的二十大代
表、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临
河区干召庙镇民主村党支部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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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起良繁体系，三年更换
一次良种

一缕缕阳光照射进实验室内，一罐
罐玻璃瓶整齐摆放架子上，一株株绿色
嫩芽在玻璃瓶中茁壮生长……这是位于
乌兰察布市商都县的内蒙古希森马铃薯
种业有限公司的组培中心。

“这些玻璃瓶中的绿色嫩芽就是我们
培育的马铃薯脱毒苗，我们在显微镜下
将影响马铃薯生长的花叶病毒、皱缩病
毒、黄萎病毒等去除，保证种苗的健
康。”组培中心总经理黄兆文拿起一罐玻
璃瓶，仔细观察后告诉记者，“良种繁育
对于马铃薯增产增收至关重要，由于马
铃薯连续种植会出现品质退化，易受各
类病毒侵害，导致产量大幅降低。所
以，我们每年都要生产更新种薯种苗。”

“我们作为国家级马铃薯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为了不被国外‘卡脖子’，坚持
培育我们国家自己的马铃薯新品种。”黄
兆文说，但过程十分艰难，往往需要数
年甚至十数年才能选育出1个合格的新品
种，“确定新品种后，便要将脱毒苗不断
培育扩繁，1 株变 5 株、5 株变 25 株，如
此往复，为满足生产需要，我们一年要
生产5000万株脱毒苗。”

脱毒苗经过培养后种植在大棚内，
生长成为如鹌鹑蛋大小的原原种，这便
是马铃薯繁殖良种的基础种子；原原种
在经过休眠期后，再次播种，半年后成
长为原种；原种之后再进行种植，才能
生长为可以销售给农户的一级种薯。“从
一株脱毒苗到一颗一级种薯，每个过程
都需要很长的时间。”乌兰察布市农林科
学研究所马铃薯研究室主任林团荣说。

在商都县七台镇喇嘛板村，脱贫户
高发正在政府投资的大棚内，为即将种
植脱毒苗做着准备。他给记者算了笔
账：“种业公司通过订单模式提供脱毒
苗，全程给予我们免费技术指导，每个
大棚一亩地能种 7万株脱毒苗，生长 3个
月后，一株脱毒苗能长3粒原原种，最终
一个大棚能收 21 万粒原原种，公司再以
每粒 0.25 元的价格收购，最终一个大棚
收入5万元，一年纯挣两万元，能够稳定
脱贫增收。”目前喇嘛板村全村有大棚
300个，承包种植的均为脱贫户。

“4 月播种原种，10 月收获的就是一
级种薯，我们在商都县流转了 7 万亩土地
进行良种繁育，每年种植3万亩原种，其他
土地则通过轮作倒茬，种植莜麦、青贮玉
米等，保持土壤肥力。”黄兆文介绍。

目前乌兰察布全市良种繁育基地面
积稳定在 40 万亩，已成为全国重要的种
薯生产基地。“现在本土企业登记的马铃
薯品种有 11 个，引进推广应用马铃薯品
种有 20 多个，实现了‘百薯争艳’的局

面，全市脱毒种薯种植比例
达到 100%，良种增产的贡
献率可达 50%以上。”乌兰
察布市农牧局马铃薯办公室
主任王晓煜告诉记者。

据统计，乌兰察布全市
现有种薯企业 16 家，2022
年生产脱毒苗 2.5 亿株、原
原种 5 亿粒、原种 12 万吨，生产的种薯
除满足本市需求外，还远销广东、福
建、山东、河南等 20 多个省份。乌兰察
布积极推广应用雾培技术、试管薯技
术、容器薯技术、基因组技术等马铃薯
繁育新技术，已形成从茎尖脱毒、组培
快繁、温网室生产原原种到原种繁育一
整套良繁体系，达到了全市马铃薯种植
每三年更换一次良种的能力。

打造产业带，带动农户增
收致富

走进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三岔口乡
十二洲村村民张连奎家中，老张将一盆
热乎乎的烤马铃薯端上炕桌，“我们这的
马铃薯淀粉含量高，适合蒸煮炖烤，口
感沙面，味道香糯，快尝尝。”老张边笑
边招呼记者品尝。

“前些年我动员在外地的外甥回乡，
和我一起承包260亩地种马铃薯，选取品
相好、价格优的国产新品种，如今种了3
年，年均纯收入近 20 万元，不仅摘掉了
穷帽子，还实现了稳定增收。”身为脱贫
户的老张脸上满是笑容。

“目前全乡每年马铃薯种植面积都稳
定在1万亩以上，通过种植马铃薯人均年
纯收入达 1800 元。为了调动村民种植马
铃薯的积极性，市旗两级出台了包括良
种、有机肥、机械使用及残膜回收等 13
项马铃薯种植补贴优惠政策。”三岔口乡
党委书记秦占世告诉记者。

记者来到察右后旗红格尔图镇南二
海村时，圣吉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负
责人吕海英正安排一辆辆农机，准备前往
别村进行翻地春耕。“我们祖祖辈辈都种
马铃薯，过去传统粗放式的人工耕作方
法，费时费力，干得多却收得少，如今翻
地、撒肥、旋耕、播种、起垄、收获，从种到
收都是全程机械化生产，合作社 100 多套
农机能服务1.5万亩地。”吕海英介绍。

马铃薯品种更新、高垄栽培、配方
施肥、膜下滴灌、综合病虫害防治和标
准化生产措施等精细化科学种植方式，
令马铃薯产量不断提升。“10年前我们这
的马铃薯亩产是 5000 斤，如今通过科学
种植，每亩地产量提高三四千斤，亩产
达到 8000 多斤。”合作社社员郝志永说。
如 今 ，“ 良 种 、 良 法 、 优 良 设 施 三 配
套”，让农民在增收致富之路上迎来新

“薯”光。
对于 80 后返乡创业青年郭晨慧来

说，家乡察右后旗乌兰哈达苏木七顷地
村出产的“后旗红”马铃薯，为她打开
了一扇创业大门。曾在北京打拼 10 多年

的她，几年前，将父母所种的马铃薯图
片晒到了朋友圈，没想到引来众多好友
的“围观”，不少人想下单购买，这让她
发现了商机。

“2016 年，我回乡创业，开起了网
店，也运营实体店，专职卖起了家乡的

‘后旗红’马铃薯。”郭晨慧回忆道。为
让家乡的马铃薯卖出好价格，她开始了

“精致”卖马铃薯。“我带着乡亲们，在
地里分拣挑选，选出的土豆必须品质
好、大小匀称且达到规定重量，将一颗
颗泛红饱满、圆润光滑的马铃薯用水果
纸包好后，再用网套保护放入精选礼
盒。”郭晨慧介绍。

慢慢地，精选礼盒装马铃薯在网上
走红，还卖到了北京、上海等大城市。

“好马铃薯卖出了苹果价，在电商平台，
一斤马铃薯卖到了8元钱，乡亲们也越来
越信任我。”郭晨慧笑道。她每年还拿出
部分资金优先收购本村及乡里脱贫户的
土豆，带领周边农户增收致富。如今，她
的网店线上线下年销售总额达 800 多万
元，受益农户1500户，户均年增收1090元。

近年来，随着乡村振兴力度不断加
大，乌兰察布市打造形成了从兴和县大
库联乡到四子王旗东八号乡约250公里长
的马铃薯产业带，马铃薯种植几乎覆盖
了全市有劳动能力的所有农户。目前，
全市已脱贫人口中，人均来自马铃薯产
业的收入已占种植业总收入的1/2。

发展精深加工，不断延伸
产业链条

一颗马铃薯，除了直接蒸煮烹炸
炒，还能做成什么？在位于察右前旗的
内蒙古薯都凯达食品有限公司的现代化
加工车间内，一颗颗马铃薯在这里经历
了华丽变身。

马铃薯经过筛选、清洗、切割、油
浴、拌料等工序后，最终成为薯条。“我
们除了现有的休闲薯条、法式薯条以及
薯饼生产线外，还建设了淀粉提取工厂
以及废渣废料回收生物工厂，将不适合
做薯条等产品的马铃薯用于淀粉或有机
肥原料，使其得到充分利用。”该公司办
公室主任石霭童告诉记者。

乌兰察布市农牧局副局长周晓介
绍，“我市现有重点马铃薯加工企业 32

家，市级以上龙头企业较 2019 年增加 5
家，淀粉年加工能力 24 万吨，薯条薯饼
年加工能力 44 万吨，鲜切生产能力 5 万
吨。特别是正在建设蓝威斯顿公司 12 万
吨薯条薯饼加工项目、福景堂集团 20 万
吨马铃薯淀粉加工项目，项目投产后，
我市将成为全国最大的薯条加工基地和
薯淀粉生产基地。”

乌兰察布市马铃薯加工产品从最初
仅有的淀粉，增加到目前的全粉、薯
条、薯片、方便粉丝、马铃薯醋、马铃
薯酱油、马铃薯料酒、马铃薯淀粉餐具
以及薯纤维、薯蛋白等，并开发出速冻
薯条、速冻薯泥、脱水性膳食纤维、无
矾水晶粉等深加工制品。同时充分利用
马铃薯加工废渣、废水，研制开发薯蛋
白、动物饲料等产品，最大限度提高废
渣废液资源综合利用效率。

“精深加工逐步发展，全市年转化鲜
薯能力达 200 万吨，较 2019 年提高 50 万
吨，年加工转化率 41%，产品售往山西、
陕西、重庆、四川等地，马铃薯全产业
链产值达到70亿元以上。”周晓说。

马铃薯产业链条不断延伸，乌兰察
布马铃薯的“品牌”效应也日益凸显。
乌兰察布市被中国食品工业协会命名为

“中国马铃薯之都”、被农业农村部确定
为“马铃薯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

“乌兰察布马铃薯”成为国家工商总局注
册的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农业部认证的
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产品……如
今，乌兰察布马铃薯产品凭借品牌效
应，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有重要地位。

随着乌兰察布马铃薯名声越来越
响，全市马铃薯仓储能力也显著提升，
总仓储能力达274万吨，使马铃薯销售旺
季有序、淡季不淡、均衡上市。同时，
全市成立营销协会 20 多个，销售高峰期
参与营销人员达2万余人。加之电商销售
助力，产品销售半径不断扩大，“足迹”
遍布全国 20 多个省份，且远销俄罗斯、
韩国、新加坡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

“下一步我们将按照内蒙古自治区党
委、政府安排部署，推动马铃薯产业全
产业链发展，以建设国家优势特色产业
集群为切入点，打造产能超百万吨、产
值超百亿元的‘双百级’马铃薯产业发
展示范区，真正把马铃薯做成‘大文
章’。”乌兰察布市委书记隋维钧表示。

4 月 17 日，江苏省惠山高新区在北京举
行了2023年无锡航空航天产业园发布暨投资
环境推介会，吸引了国内外航空航天领域众
多专家学者、企业家代表参加。当天，21个
重点项目集中签约，总投资额超230亿元。

在推介会上，无锡市惠山区委副书记、惠
山高新区党工委书记吴虹娟坦言：“惠山高新
区走的是一条‘无中生有’的路子。”仅用两
年时间，惠山高新区从零起步，驶入航空航
天新赛道。

下决心转型

站在惠山区洛社大桥上远眺，无锡航空
航天产业园建设工地一派热火朝天，工程桩
基施工已基本结束。

惠山区洛社镇是“苏南模式”的发源地

之一，工业基础扎实、产业门类齐全。但经
过几十年高速发展，高产值与低收益等矛盾
日益显现，发展方式高质量转型迫在眉睫。

航空航天产业是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
被誉为“制造业皇冠上的明珠”。2021 年，
洛社镇获批筹建惠山高新区。获批当年，惠
山高新区便瞄准新赛道，揭牌成立了无锡航
空航天产业园。

“发展航空航天产业，惠山高新区并不具
备先天优势，靠的是敢为、敢闯、敢干、敢
首创的决心和勇气。”吴虹娟说。围绕航空航
天等主导产业，惠山高新区专门成立了 3 支
招商小分队，常年奔赴全国各地开展招商推
介。在小分队骨干队员赵宇佳的办公桌上，

摆放着一张招商地图，上面画满了红色的
圈，每个画圈的城市，他都拜访过。

惠山高新区还制定了促进航空航天产业
发展的12条专项政策，引入10亿元的惠萃恒
益产业母基金。两年来，海克斯康赋能中心
及产业园项目、匈牙利玛格努斯飞机制造项
目、合众思壮北斗产业园项目、航天宏图卫
星遥感项目等相继落户惠山高新区。

服务有温度

高效体贴的服务是惠山高新区招商引才
的“法宝”。惠山高新区主张服务精准、快速
响应，坚持“无事不扰、有求必应”。

航天宏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执行总

裁施莲莉表示，之所以选择惠山高新区，很
重要的原因是看好这里的服务：“每次跟惠山
高新区领导见面，他们都会问我，‘你再仔细
想想，你们还有什么需求？’”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无锡研究院是较早一
批入驻无锡航空航天产业园的科研院所，该
研究院执行院长孔祥浩说：“这里的服务专
业、周到，有温度，营造了良好的创新氛
围，让我们能安心于科研攻关和成果转化。”

产学研融合

在惠山高新区，产学研深度融合，激发
人才创新创业活力。

经过30多年攻关，中国工程院院士、西

北工业大学教授李贺军团队突破了“卡脖
子”技术，研发出一种碳纤维增强碳基复合
材料，在航空航天领域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2022年，李贺军团队碳基复合材料产业化项
目签约落户惠山高新区。“航空航天产业园为
我们配备了科创载体，实现了我们产业化的
迫切愿望。”李贺军说。

江苏心源航空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
于航空动力系统研发制造的科技型企业。总
经理刘超说，自己毕业后选择创业，但缺乏
技术成果转化的平台，“直到在南京航空航
天大学无锡研究院的帮助下，我们企业扎根
惠山高新区，这才走上了科技成果产业化的
道路。”

拥抱产业新风口，抢抓发展新机遇。今
年，无锡航空航天产业园计划完成30万平方
米的科创载体建设，新增 800 套人才公寓，
储备 3000 亩土地用以落地优质项目。未来 5
年，惠山高新区计划筹措50亿元作为现代产
业基金，重点支持航空航天产业发展。

记者手记▶▶▶

张
武
昌
绘

扫
码
观
看
视
频

江苏省惠山高新区：

从零起步，驶入航空航天新赛道
周好雨 颜丙松

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推动马铃薯产业全产业链建设——

致富路上迎“薯”光
本报记者 陈沸宇 张 枨

气温回暖、天气晴好，地处内蒙古自治区中
部的乌兰察布市迎来了春耕备耕的好时节：旋耕
农机在田间地头不断翻整土地，种植户们在育种
大棚细心呵护马铃薯原原种……

乌兰察布市日照充足、雨热同期、昼夜温差
大，加之肥沃疏松的沙质土壤，十分适合马铃薯
生长，是国内公认的马铃薯产业“黄金带”。作
为国家重要的马铃薯种薯、商品薯和加工专用薯
生产基地，乌兰察布全市马铃薯种植面积长年稳
定在300万亩左右，总产量近400万吨，占全国
马铃薯种植面积和产量的近5%，马铃薯全产业链
产值达70亿元以上。

为实现马铃薯产业的转型升级，近年来，乌
兰察布市积极实施“马铃薯产业提效增值行
动”，强化基地建设、完善良繁体系、优化品种
结构、发展精深加工、提升仓储能力、打造区域
品牌，推动马铃薯产业全产业链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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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发展不止步
张 枨

发展永远是硬道理，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在全力推动马
铃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不止步、不懈怠，不断拓
展发展新空间。

乌兰察布市积极打造研发创新平台，建设良繁基地，
培育种薯企业，全面开展马铃薯新品种选育与优质脱毒种
薯商品化生产，在马铃薯生产技术推广方面，坚持走绿
色、可持续的发展道路，逐步由粗放式生产向绿色、精
准、高效、集约化生产方式转型升级，为马铃薯产业高质
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乌兰察布市农林科学
研究所马铃薯研究室主任林
团荣 （左） 在观察马铃薯新
品种生长情况。

本报记者 张 枨摄

▲位于商都
县 的 内 蒙 古 希 森
马 铃 薯 种 业 有 限

公司组培中心大棚内种植
的原原种。

本报记者 张 枨摄

◀乌兰察布马铃薯种
薯吸引采购商的关注。

张晓鹏摄

◀乌兰察布农户收获
马铃薯。 阿古拉摄

◀乌兰察布农户收获
马铃薯。 阿古拉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