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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着清晨的暖阳，走进
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高新技
术 产 业 开 发 区（以 下 简 称

“高新区”），放眼望去，平坦
的马路两旁绿树成荫，一幢
幢整齐划一的房屋亮丽耀
眼，一片片规划齐整的草坪花
坛浓淡相宜……一幅独具田
园特色、充满生机活力的乡村
美景尽入眼底。

如何抓实发展促乡村振
兴？近年来，高新区坚持以党
建为引领，积极探索城乡一体、
共同富裕的新路径，以壮大集
体经济为支点撬动乡村振兴，
按照“一村一品”，因地制宜发
展特色产业，多渠道实现群众
增收致富，蓄能乡村振兴。

“生命之果”
筑起产业发展新希望

走进高新区乌兰毛道嘎查
日光温室大棚，温棚里光照充
足，樱桃长势正好，一排排枝繁
叶茂的樱桃树整齐排列。“温棚
里的樱桃树又可以创收10余
万元。”乌兰毛道嘎查村民马振
良兴奋地说。

今年67岁的马振良是黄
河水利工程移民搬迁至此的村
民，多年来，他不断尝试种植适
宜本地水土的特色农产品，经
过几年的摸索，终于掌握了种
植樱桃的方法。

樱桃树对环境的要求格外
严格，温度、湿度、土壤、光照等
细节容不得一点差错。自从引
进了樱桃树，马振良便把樱桃
园当成了“家”，浇水、剪枝、授
粉，大部分时间都待在温棚
里。马振良给记者算了一笔
账，今年三个日光温棚预计产
出樱桃1500公斤，纯收入可达
到10万多元。

“樱桃树已经开始挂果了，
水果小柿子马上也成熟了，在种
植初，我们就已和合作社达成了
共识，等采摘后交给合作社销
售。”马振良心里很踏实。

百姓想致富，要有好项

目。高新区坚持党建引领、合
作社带动、培育致富带头人等
措施，积极引导嘎查农牧民结
合自然资源和发展实际，谋划
特色产业项目。“我们嘎查像这
样的种养殖户还有好几家，在
嘎查集体经济合作社的带领
下，积极寻求技术部门指导，不
断提升种养殖水平。这样一
来，不仅使农牧民们的腰包鼓
起来了，还解决了部分闲置劳
动力的务工难题，同时充分调
动了群众积极性，托起了产业
发展新希望。”乌兰毛道嘎查党
支部书记阿迪雅说。

“富民之果”
拓展产业发展新路子

阳光玫瑰、妮娜女皇等品
种葡萄晶莹多汁、酸甜可口、营
养丰富，很受消费者青睐。在
位于内蒙古乌兰布和沙漠东南
缘的巴彦木仁苏木乌兰素海
嘎查的 30座温室大棚内，刚
挂果的葡萄鲜嫩翠绿，一串串
小葡萄翠玉珠般挂满枝头，长
势喜人。

乌兰素海嘎查与法国波尔
多处在同一纬度，属温带大陆
性气候，昼夜温差大、日照时间
长、有效积温高、无霜期达

156—165天、水土光热资源丰
富，适宜蔬菜瓜果生产，特别是
适合葡萄种植。

相比传统露天种植，温棚
种植葡萄不仅结果早、产量大，
还能节水节肥，葡萄的品质提
高了，经济效益也大幅增加。
目前，嘎查种植了阳光玫瑰、玉
波2号、妮娜女皇、蓝宝石等多
个葡萄品种。今年6月，这里
14座温棚的第一批葡萄上市，
每个温棚产量大概在 500 公
斤，计划2026年增加到30座
温棚，每座产量达到 1500 公
斤。今年，温棚承包收益将继
续作为63户村民收益，温棚前
后土地租金收益作为嘎查集体
经济收益，不断增加嘎查集体
经济积累。

目前，在巴彦木仁苏木乌
兰素海嘎查，温棚种植技术已
经成熟。这两天，内蒙古沙泉
绿洲农业有限公司的工人们
正忙着给葡萄定穗、修剪枝
条，为葡萄丰产丰收打基础。
公司技术负责人陈广明介绍
说：“葡萄去年首次上市，价格
还行，‘阳光玫瑰’不到80元一
公斤，‘妮娜女皇’每公斤售价
在80到90元。”

乡村要振兴，产业必先
行。温棚葡萄不仅夯实了巴彦
木仁苏木乌兰素海嘎查集体经
济的发展基础，也在节水农业、
优化沙生作物种植结构上进行
了有益的探索实践，沙地生态
葡萄结出了“富民之果”，为当
地农牧民致富增收、助力乡村
振兴开辟了新路子。

“百蛋之王”
激活产业发展新亮点

灰褐色大长腿、长脖子的
鸵鸟从围栏探出一个个小脑
袋，时而优雅散步，时而嬉戏玩
耍。在巴彦树贵嘎查鸵鸟养殖

场，鸵鸟养殖正成为该嘎查的
一个全新产业。

“刚当选为嘎查党支部书
记的时候，我就时常在想，嘎
查要振兴，我到底该怎么做、
从哪里做起呢？偶然看到鸵
鸟 养 殖 ，这 给 我 带 来 了 灵
感。”巴彦树贵嘎查党支部书
记安玉莲这样说。

经了解，鸵鸟成鸟体重
100至150公斤，4至5岁龄母
鸟年产蛋80至100枚，孵化期
约42天。鸵鸟经济价值较高，
可提供皮、肉、骨、羽毛、内脏
等副产品，而且鸵鸟对环境的
适应能力较强，养殖成本低、
病害少、好饲养，巴彦树贵嘎
查的自然环境十分适合饲养
鸵鸟。

“鸵鸟浑身都是宝，肉可
食用，我们算过一笔账，每年
每只鸵鸟光羽毛、蛋、幼苗就
可以赚1万多元，而且鸵鸟蛋
号称‘百蛋之王’，味道鲜美
营养价值高，还可以做蛋雕
工艺品，都是一笔不小的收
益。”安玉莲说。

2021年，经过多次市场调
研和论证，最终巴彦树贵嘎查
两委决定尝试黑蓝颈杂交鸵
鸟特色养殖，并申请自治区

级、盟级乡村振兴衔接资金58
万元引进300只鸵鸟幼苗，采
取“企业+农牧户”模式来发展
鸵鸟养殖产业。

刚开始，因缺乏养殖经验，
养殖鸵鸟经历了一波三折，出
现了部分鸵鸟死亡情况。经过
内蒙古拓王鸵鸟发展有限公司
技术人员现场指导，养殖户们
逐渐掌握了科学养殖技术。“鸵
鸟是杂食动物，不挑食，喜欢
相对干燥的环境。我们还把
鸵鸟按照大小分成两个片区
管理。”现在，养殖户只要往鸵
鸟群一瞅就能察觉出来哪只
鸵鸟有恙。

目前，嘎查已与内蒙古拓
王鸵鸟发展有限公司建立长
期合作机制，公司负责提供鸵
鸟幼苗以及养殖技术服务，由
嘎查合作社负责鸵鸟养殖，最
后由公司回购。如今，300只
鸵鸟已经长大，个个活力十
足，预计11月出栏，纯收入可
达11万余元。

安玉莲说：“为推进鸵鸟
养殖基地可持续发展，下一
步，我们还将采取‘企业+农
牧户’的方式养殖，打造集鸵
鸟孵化、养殖、观赏、销售于一
体的鸵鸟养殖特色产业链，带
动群众增收，不断壮大嘎查集
体经济，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和
幸福感。”

产业兴则乡村兴。高新
区坚持党建引领，按照盟委
（扩大）会议中“加快培育地方
特色产业体系，夯实富民产业
根基”的部署要求，通过政府
搭台、嘎查带动、群众参与等
多种措施，因村制宜确定嘎查
集体经济发展方向，不断培育
特色产业，引导发展有机种
植、绿色养殖、沙产业和农产
品加工等产业，全面提升经济
效益，在带领农牧民增收致富
的同时助力乡村振兴，书写党
建引领产业发展的乡村振兴
新篇章。（图片由内蒙古自治
区阿拉善高新区融媒体中心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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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工人们正忙着给葡萄定穗、修剪枝条，为葡萄丰产丰收打基础。

■中国城市报记者 叶中华 通讯员 杨占军 王 进

在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高新区，充满生机活力的乡村美景尽入眼底。

鸵鸟蛋号称“百蛋之王”，味道鲜美营养价值高，壳还可做蛋雕工艺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