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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版 ■值班主任 刘 悦

近日，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官网公
布《2024年度科技志愿服务先进典型
的通知》，市科技馆科普大篷车志愿服
务项目获得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最佳科
技志愿服务项目”称号，市科技馆成为
内蒙古自治区唯一获此殊荣的单位。

近年来，市科学技术协会、市科
技馆深入开展科技志愿服务行动，充
分发挥科普大篷车“小型流动科技
馆”平台作用，聚焦青少年、农牧民、
产业工人、老年人、领导干部和公务
员五大人群，以“科普四季行”“暖城
科普零距离”“大篷车联合行动”等品
牌活动为载体，将科普服务触角延伸
至学校、机关、乡镇、社区（村）、企业
等基层一线，开展科普大篷车现场巡
展、科普咨询、志愿服务等活动，推动

全民科学素质提升迈上新台阶。
自2017年项目启动以来，科普大

篷车累计开展科普志愿服务超 500
次，发放科普宣传资料超 30万册，惠
及群众达 40 余万人次。2020年，鄂
尔多斯科技馆科普大篷车被评为科
普大篷车项目“明星车队”；2022年被
内蒙古自治区科学技术协会评为“全
区二十佳科普大篷车”荣誉称号。

下一步，市科学技术协会、市科
技馆将以此次获奖为新起点，着力
汇聚科学技术协会组织合力、深化
科技志愿服务内涵、厚植科技志愿
精神土壤、延伸组织服务覆盖范围，
携手广大科技志愿者和科技志愿服
务组织，共同书写新时代科技界的

“雷锋故事”。 （市科协供稿）

□马婷脑明其格乐

夏季的鄂托克前旗敖勒召其镇，绿意苍翠，田
畴沃野，成片的果蔬苗茁壮成长、一条条滴灌带不
知疲倦地滋润幼苗、田地里忙着施肥浇水的人们挥
洒着汗却不时发出欢乐的笑声，处处彰显着追“新”
逐“质”、全速向前的火热激情。在这一片温暖之
地，多元产业遍地开花，特色种养殖基地陆续建成、
集体经济创业园拔地而起，一个个产业“新秀”活力
迸发……

乡村振兴，产业为基。近年来，敖勒召其镇紧
紧锚定产业振兴这一关键，以特色产业发展为核
心，精心谋划项目布局，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从传统种养殖业到现代服务业，从单一业态到多业
态融合发展，一个个特色产业项目落地生根，勾勒
出一幅产业兴旺、农民富足的乡村振兴新图景。

大鸟“鸵”起致富梦

走进敖勒召其镇特色养殖基地，只见一只只体
型高大的鸵鸟迈着“大长腿”，或悠闲踱步，或伸长
脖颈啄食饲料，这些“高个子”家禽不仅成了一道独
特的风景，更成为村民眼中的“致富鸟”。

近年来，敖勒召其镇围绕嘎查村集体经济发展
目标任务，以产业项目为抓手，引企业、争资金，走
出一条党建引领、资源整合、抱团发展、整体推进的
从传统种植到特色产业的突围之路。为推进区域
畜禽业高质量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
振兴有效衔接，带动易地搬迁脱贫群众有效增收，
2024年敖勒召其镇争取自治区易地扶贫专项资金，
实施建设鄂托克前旗易地搬迁安置点特色养殖项
目，项目共计占地 6660平方米，建设鸵鸟特色养殖
棚及相关附属设施，同步引进非洲鸵鸟 50余只，并
以“产业发展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劳务报酬发放”的
经营模式，优先安排马场井村和漫水塘村有经营能

力和意愿的农户经营或参与务工，同时提供鸵鸟代
养服务等。

鸵鸟养殖有着天然的优势。一是养殖成本低，
玉米、麦麸、菜叶、杂草等都可以喂养，这些“吃食”
在农村遍地都是，一只鸵鸟一年的养殖成本只需要
1000多元，且生长快，10个月可出栏，抗病能力强，
耐寒耐热。二是经济效益高，鸵鸟不仅体型大，有
观赏价值，而且浑身都是宝。其肉质细嫩、口感鲜
美，被誉为最健康的肉类之一，深受消费者喜爱。
鸵鸟产蛋率高，年产蛋可达130枚左右，鸵鸟蛋可孵
化幼鸟、可食用，还可以用来制作工艺品。鸵鸟毛
也可做毛刷，鸵鸟皮可做皮包、皮鞋……目前，该鸵
鸟养殖基地已经初步形成了孵化繁育、屠宰分割、
附属产品销售等为一体的自繁自养全产业链体系，
预计年出栏肉用鸵鸟300余只。

园区“创”出新优势

为进一步放大“飞地经济”效益，使“地”的优势
和“项目”的资源通过产业飞地真正结合起来，进一
步夯实嘎查村集体经济发展根基。敖勒召其镇在
乌兰新区实施建设敖勒召其镇集体经济创业园一
期项目，该项目总投资287万元，建设内容包括服务
用房 420平方米、仓储区 1200平方米，配备室内通
电、室外管网及水、硬化、绿化等附属设施。目前已
与鄂尔多斯圣堡建筑节能科技有限公司达成合作
协议，园区全年产值可达200万元以上，为集体经济
增收20万元，提供就业岗位20余个，真正走出一条

“资源互补、要素共享、互利共赢”的嘎查村集体经
济共富共享示范发展的新路径。

庭院挂满“喜人果”

庭院内外做产业，闲置空间被盘活，闲暇时间
可利用，“方寸地”也能成为增收致富的“聚宝盆”。
来到敖勒召其镇马场井村，许多农家院落家禽成

群、果树成荫，细看之下，苹果树、李子树、油桃树、
梨树比比皆是，有些果树已结出了果实，村里的大
爷大妈们一个个坐在树下乘凉，脸上都是掩不住的
笑意。敖勒召其镇坚持将发展“庭院经济”与乡村
振兴产业相结合，因地制宜、因户施策，统筹实施庭
院经济项目，在马场井村易地扶贫安置区农户房前
屋后种植各类果树，打造“庭院经济+产业发展”新
模式，一方面有效改善人居环境，另一方面村民能
够将收获的水果进行售卖，增加额外收入，真正实
现闲置资源的充分利用，使房前屋后方寸地变为群
众增收聚宝盆，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以前的院子周边不是堆杂物就是搭鸡窝，环
境卫生差，也不美观，如今成了‘采摘园’，家家户户
的院子不仅‘绿起来’，还能够‘富起来’。让处处庭
院因地制宜、百花齐放，助力老乡增加收入、改善生
活，这就是我们着力发展庭院经济的着眼点和落脚
点。”提到庭院经济项目马场井村驻村第一书记王
晓春充满期待。

菌棒开出“致富菇”

在敖勒召其镇食用菌示范种植基地，棚内一片
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映入眼帘的是一串串密密麻
麻的菌棒，智能化温控系统正在运行，湿润的雾气
均匀弥漫，个别菌棒已长出香菇，工人正在紧张有
序地挑拣。正在摘菇的村民白继成说：“这段时间，
我一直在村里的香菇棚里干活，不用出去打工，在
家门口就可以挣钱，同时还能学点香菇种植技术，
以后有机会自己准备种植香菇。”

敖勒召其镇坚持以“党建引领，飞地抱团，统建
共富”发展模式推进集体经济产业持续发展壮大。
自发展食用菌特色产业以来，已累计为村集体经济
创收百万元，带动本地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200
余人次，木制菌棒真正成为带动村集体和村民双增
收的“致富菇”。

“去年镇里统筹实施了食用菌深加工及农畜产
品仓储物流综合示范园三期项目，新建几十个香菇
大棚，所以我们想着今年进一步扩大种植规模。去
年年底，培育菌棒时就做足了准备，一共培育了100
多万棒菌棒，现在菌棒到了出菇期，都搬到了出菇
棚，大概用了 40多个出菇棚，第一茬香菇在陆续出
芽。”食用菌示范种植基地负责人王飞说。

敖勒召其镇通过“请进来+走出去”双向发力，
邀请专技人员现场指导培训，确保从菌棒培育、日
常管护到采摘晾晒全过程科学化生产、标准化管
理，菌棒出菌率达 98%以上，培育本土专家 20 余
人，打造了一支懂技术、善经营的乡村产业带头人
队伍。

“敖勒召其镇围绕全镇优一接二连三产业融合
发展思路，2025年实施食用菌产业提档项目及香菇
菌棒生产车间标准化设施设备采购项目，新建钢结
构车间 800平方米，同步配套全自动化制棒设施设
备及香菇加工生产线一套，推动食用菌产业链进一
步延伸，全力打造集育菌、种植、加工、销售于一体
的食用菌产业集群。”敖勒召其镇党委委员、组织委
员、统战委员乔继虎说。

如今，在敖勒召其镇，像集体经济创业园区、食
用菌种植基地、庭院经济这样的特色产业已遍地开
花，特色产业兴旺助力乡村振兴的“火种”在这里呈
燎原之势。下一步，敖勒召其镇将继续做好乡村振
兴这篇大文章，因村制宜，精准施策，持续推动特色
产业“多点开花”，助力实现乡村振兴“枝繁叶茂”。

□赵冬霞

从高空俯瞰，准格尔旗龙口镇大口村沟壑间建
起的储水坝宛如一颗璀璨明珠，镶嵌在巍巍群山之
间。蔚蓝的晴空下，鸟儿掠过储水坝水面，漾起层
层波纹。

一条小船漂在山水之间，格外显眼。“这条船
上放着一个水泵，相当于储水坝灌区工程的‘总阀
门’，我们从这里取水，利用管道系统把水输送到田
间地头。”大口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邬来师
介绍说。

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相较于平原地
区，梁峁山区受地形地貌限制，耕地破碎化严重，且
坡地地表水资源难以蓄存，地下水位深、开采难度
大，导致高标准农田建设面临较大挑战。这些问题
严重制约了“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实施，使
梁峁山区农业强国建设进程中动力不足。

龙口镇大口村属于典型的梁峁山区，境内沟
壑纵横、地形陡峻，大气降水在该区域多数地方会
顺着斜坡流走、难以收集和有效利用。农业生产长
期依赖大气降水，属于典型的“雨养农业”。

储水坝是在沟道里建的一种小型拦水、拦土
坝，是黄土高原上调节黄河水沙关系的“牛鼻子”。

准格尔旗牵住“牛鼻子”，改变被动局面，经过几年
不懈努力，在百米深沟壑间打坝储水，改善了“水在
山下流、人在山上愁”的窘境。

村民邬荣之前有20余亩地，由于不具备灌溉能
力，靠天吃饭，一年收成全凭运气，好收成可以收入
1000余元，如果遇到旱天年，便颗粒无收了。20余
亩地由旱地变成了“水浇地”让他兴奋不已：“终于
告别了十年九旱的日子了，这是我们庄户人最期盼
的大好事呀！”

储水坝的水来源于雨水的收集，在政府的扶持
之下，在沟壑建起储水量为 100 万吨的储水坝，投
入 70万元配套了管道 ，修建了储水能力为 300吨
的高位蓄水塔，经过水泵扬水、引水上山，提水设施
每小时能达到 25 至 26 吨的水。伴随着泵机轰鸣
声，奔涌而出的雨水哗哗地从沟壑下游流向上游，
再顺渠道而行，灌溉农田。

龙口镇紧邻黄河岸边，温度适宜、气候湿润、
日照时间长，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让这里的西
瓜品质、口感都绝佳，深受市场认可。全镇全年
可产出 60 多万斤西瓜。其中大口村西瓜更是“明
星西瓜”享誉周边。紧邻黄河边的农户被乡亲们
称为“河畔”人家，这些年靠着种植西瓜过上了富
足的生活。这让离黄河较远的“梁上”人家羡慕

不已。今年，“梁上”人家再也不用眼馋“河畔”人
家了。

有了水，大伙都想种植西瓜。村民邬存田把
自家的 20 余亩地全部种植了西瓜，邬存田是个老
庄户人，他深知头一年种植西瓜，因为是生地，种
植出来的西瓜会又甜又沙，每亩地收成 6000 斤西
瓜不成问题。

“之前这块地十年九不收，今年这块地收入 10
余万元不再是梦。”看着汩汩流出的水涌入地头，邬
存田充满了希望。

打坝淤地不仅仅是一项工程措施，它更是黄
土高原人民智慧的结晶，成为梁峁山区改善耕地
条件、建设高标准农田、解决农业发展瓶颈的关
键举措。为拦截泥沙流入黄河起到了积极作
用。初步实现了“土不下山、泥不出沟、蓄水拦
泥、改善生态”的目标。政府还为大口村进行了
270 亩“坡改梯”项目和滴水灌溉工程，为农户收
成上了“双保险”。

“今年老百姓种植西瓜，还可以套种玉米和毛
豆，可以有两茬收成，相较于往年，收入能翻 5倍。”
邬来师说。

一幅沟相连、渠相通、田成方、粮满仓的梁峁田
园锦绣画卷，正在准格尔广袤的田野里缓缓铺开。

□孟哲

近日，甘肃皋兰什川古梨园系统、浙江德清淡水珍珠
复合养殖系统、福建福鼎白茶文化系统三项遗产成功入
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至此，我国全球重要农业文
化遗产增至25项，数量继续保持世界首位。这不仅是对
我国悠久农耕文明的认可，更让传统农耕智慧在新时代
焕发出勃勃生机。

这些农业文化遗产，是乡村历史长河中沉淀下来的
智慧结晶。比如，甘肃皋兰什川古梨园的“天把式”高空
作业、高杆吊枝等独特农作法，配合掸花震虫、烟汁杀虫
等绿色植保措施，至今仍在为梨树生态种植提供范本。
又如，浙江德清淡水珍珠复合养殖系统，巧妙运用鱼蚌共
生原理，与当下绿色渔业发展理念不谋而合。再如，福建
福鼎白茶文化系统，凭借特有的茶树品种和制茶技艺，为
保护种质资源提供了宝贵样本，让古老的茶香在新时代
愈发醇厚。这些古老技艺，犹如一把把“金钥匙”，为破解
现代农业生态保护、品种改良等难题提供了新的思路。

农业文化遗产，承载着一方水土的历史记忆与民俗
风情，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地举办
的梨花节、珍珠文化节、茶文化节等活动，不仅传承了农
耕文化，更唤醒了人们心底的文化记忆，成为展示地域特
色的金字招牌。

农业文化遗产对乡村振兴的赋能作用不容小觑。作
为乡村文化的根脉，挖掘传承这些遗产，能够极大丰富乡
村文化内涵，筑牢文化自信根基。无论是见证皋兰梨园
兴衰的古梨树群，蕴含德清水乡智慧的珍珠养殖系统，还
是传承福鼎千年茶香的白茶文化，都在持续滋养着乡土
文化，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精神动力。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核心。农业文化遗产凭借独
特资源禀赋，为乡村产业发展开辟新路径。以古梨园、珍
珠、白茶为依托的特色农产品及其深加工产品，不仅带动
地方经济的增长，更借助国际影响力提升了附加值、拓展
了市场，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金钥匙”。同时，随着农业
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传统技艺的价值被重新认知，既留住了懂传
统技艺的农民，也吸引了专家学者、年轻人才返乡创业，培育出一支
新型职业农民队伍，为乡村发展注入新理念、新技术。

当然，要让农业文化遗产在乡村振兴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还需多
管齐下。一方面，要加大对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建立健全保护
机制，加强对传统技艺、文化习俗等传承和弘扬；另一方面，要加强对
农业文化遗产的开发利用，推动文化遗产与现代产业深度融合，打造
具有地方特色的农业文化品牌。

三项遗产系统的入选，既是对过往保护工作的肯定，更是全新的
起点。我们应以此为契机，深度挖掘农业文化遗产的价值，让这些古
老的农耕智慧在新时代持续绽放光芒，为我国农业强国建设和全面
乡村振兴提供坚实支撑。 （转自人民网）

康巴什讯 2025年 5月，由市农牧业
科学研究院联合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河
南农业大学共同申报的重点研发计划项
目——《抗旱耐盐碱糜子优质种质创制
与新品种选育》正式获批立项。该项目
的成功获批，标志着我市在推动地方特
色农作物品种创新、强化种业自主可控
能力以及提升盐碱地农业利用水平方面
迈出了关键一步。

我市地处典型的干旱与半干旱过渡
带，年均降水量不足 400毫米，农业生产
严重依赖水资源。同时，全市盐碱化耕
地面积约达194.7万亩，占全市耕地总面
积的 22%，成为制约农业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瓶颈。糜子作为鄂尔多斯传统优势
杂粮作物，在干旱和盐碱双重胁迫下，其
产量稳定性和品质提升面临巨大挑战。
因此，加快创制抗旱、耐盐碱的优质糜子
种质资源，并选育适应本地环境的高产
优质新品种，不仅对推动杂粮产业提质
增效具有现实意义，也将在改良盐碱化
耕地、增强生态系统韧性方面发挥积极
作用。

在项目实施阶段，市农牧业科学研究
院糜子课题组负责人高志军副研究员，携
手河南农业大学青年教授袁雨豪及西北
农林科技大学硕博研究生团队，深入田间
地头，扎实开展品种筛选与试验示范工
作。通过科学研究与实践探索并重，团队

致力于破解糜子产业发展的“卡脖子”问
题，以科技力量赋能种业振兴，用一粒粒

“小黄米”撬动鄂尔多斯农牧民走向乡村
振兴的希望之路。

据悉，市农牧业科学研究院糜子课题
组长期专注于糜子杂交育种及示范推广，
已选育优良品种26个，近5年选育7个糜
黍新品种：伊糜11号、伊糜12号、伊黍11
号、伊黍 12号、伊糜 13号、伊糜 27号、伊
黍15号。其中伊糜11号、伊黍11糜子品
种在2023年底全国黄米品鉴会上被评为

“优质黄米品种”，其中，伊黍11号是市农
牧业科学研究院的首个实现成果转化优
质抗旱、耐盐碱糜子品种，已选育成优良
糜子品系300余份，杂种后代材料600余
份，是区域农业科技发展的核心力量。西
北农林科技大学特色杂粮科技创新团队
聚焦乡村振兴与特色产业发展，系统开展
小杂粮抗逆、优质、专用品种选育及产业
化研究，已选育新品种 48个。河南农业
大学拥有完善的分子育种平台和设施，配
备糜子育种温室、人工气候室及多种分子
实验仪器，可开展基因组提取、遗传分析
与转化等研究，配套建有高标准大田试验
基地和杂粮专用设备。该项目的实施不
仅将加快推动我市地方作物种质资源保
护与创新利用，也将为北方干旱盐碱地区
粮食安全与生态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科
技支撑。 （高志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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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科技馆科普大篷车志愿服务项目
获得中国科协“最佳科技志愿服务项目”称号

我市重点研发项目成功获批并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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