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 11月 28日举行的 2018中国

薯都·乌兰察布第八届马铃薯展洽会

上，贺沁铭表示，公司正在借助区块链

技术，创新金融服务，推动乌兰察布马

铃薯产业发展。

土豆区块链相当于整个信息流、

大数据的神经网络体系，连接土豆研

究院、土豆服务站、土豆工厂、土豆电

商。贺沁铭说，借助区块链技术底层，

可以在土豆溯源服务的基础上逐步实

现“区块链溯源 + 互联网金融”的复

合式应用场景，建设起土豆全产业链

信任体系，在电商平台中推出如“数

字土豆”“土豆币”等马铃薯金融服务。

思维、技术、资本的叠加，让贺沁

铭更有信心在乌兰察布打造一个覆盖

繁育、种植、仓储、加工、销售的新型产

业链。

与外来资本的“颠覆”模式相比，

在乌兰察布土生土长的郭晨慧借助电

商平台“把土豆卖出肉价钱”的模式，

更容易复制。

郭晨慧家乡察右后旗是乌兰察布

市马铃薯种植面积最大的旗县，父母

是当地有名的土豆种植户，还经营着

一家马铃薯批发市场。

大学毕业在北京工作 10 年后，

郭晨慧于 2015 年卖掉北京的房子，

带着老公回到家乡做起了土豆销售的

生意。

背靠“大树”，但她没有依靠“大

树”。

创业伊始，郭晨慧就走了一条与

父辈完全不同的道路。她在电商平台

开了网店，专卖当地土豆。彼时，乌兰

察布通过网店销售土豆的人很少，成

规模的几乎没有。针对城市居民的消

费痛点，郭晨慧打出“天然绿色”牌，

10斤一箱的土豆卖到 89元。“土蛋蛋

卖出了肉价钱”，这让习惯于批发一斤

几毛一块的父母惊讶不已。

更让父母想不到的是，女儿的销

售策略。

察右后旗有草原，又位于火山地

带。周边土地被火山灰覆盖，土壤里矿

物质和微量元素含量较高。郭晨慧开

网店后，所销售土豆都挑选火山灰土

地种出来的，打出“火山草原”的诱人

招牌，在促进销量提高售价的同时，也

吸引不少买家到察右后旗旅游。借此

机会，郭晨慧领着他们看火山遗迹，游

览草原，去种植基地了解土豆的生长

环境，又大大提升了买家的黏性和店

铺的知名度。

从 2015 年开网店以来，郭晨慧

又注册了电商公司，同时连开了几家

实体店，并与北京新发地达成合作。

2017 年，郭晨慧销售土豆金额超过

400万元。今年 9月到现在，郭晨慧已

经销售土豆 400吨。

按照郭晨慧的设想，她要通过“互

联网 +”，以土豆为媒，结合当地的文

化旅游资源，设计生产系列旅游商品，

通过线下订单和出租草原火山农场体

验等方式，探索一条地域特色浓厚、产

品标识明显、民族风情独具、传统与现

代有机结合的现代马铃薯农业之路。

在被誉为“中国马铃薯之都”的乌

兰察布，随着越来越多的大企业、年轻

人携带着大量资本以及新思维、新理

念、新技术、新业态进入马铃薯行业，

这样的故事还在上演。新与旧的碰撞，

正在涤荡着产业链上所有人的认知。

他们的进击，正在影响着现在，创

造着未来。

据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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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兰察布的新进击

健康

“土豆区块链”“数字土豆”“土豆币”，当贺沁铭嘴里迸出这

几个新名词时，几名土豆种植大户蒙了。而这些让他们无法想象

的业态，贺沁铭正在运用区块链技术推动实现。

贺沁铭是光大能源（深圳）有限公司总经理，公司这几年深

耕马铃薯产业，在内蒙古、广西等地都有大量的投资，仅在乌兰

察布，通过股权形式建立存储量 3.8 万吨马铃薯智能气调恒温

库及年加工能力 8万吨的淀粉加工厂，并投资了种薯繁育企业，

总投资额达 3 亿元。未来，光大能源计划以 20 亿元规模的产业

基金，在乌兰察布打造 10 万吨级种薯龙头企业。

打开煤的“魔方”———
“塞外煤海”鄂尔多斯变身现代煤化工领跑者

阿拉善：立足大漠精准扶贫
“沙窝窝”变成“金窝窝”
“过去种地，一年辛苦下来收

入却没多少。自从开办牧家游后，

每年纯收入有二三十万元，生活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初冬时

节，阿左旗巴彦浩特镇贡呼都格

嘎查牧民杨永昌夫妇便开始忙碌

起来，整理客房被褥，准备当日食

材，为接待游客做准备。

今年 50出头的杨永昌 2014

年还是贫困户，一家 3口种着 3.3

亩地，收入微薄，生活十分困难。

了解到杨永昌一家的困境后，阿

左旗扶贫办鼓励他利用自家在通

古勒格淖尔沙漠旅游区的有利条

件，开办牧家游。2014 年，杨永昌

在政府帮助下从银行贷款 5万元

办起金沙湾风情牧家游。通过参

加牧家游专业技能培训，杨永昌

夫妇把牧家游办得风生水起，当

年收入就翻了番，2015 年便实现

了稳定脱贫。

为了让牧家游上档次，他不

断扩建装修，建成了可容纳 150

人住宿、餐饮的牧家游宾馆，还根

据游客需求协调沙漠向导、沙漠

越野车，提供帐篷租赁、举办篝火

或烟花晚会、蒙古族特色餐饮制

作等服务，可以说他的牧家游已

成为一个小型旅游公司了。

沙漠资源聚拢人气，沙漠旅

游绽放异彩。阿拉善盟抓住自治

区发展全域旅游、四季旅游和实

施“旅游 +”战略机遇，因地制宜，

从沙漠资源中想办法、找出路，通

过发展沙漠旅游产业，搭建增收

富民载体，用好沙好水做名片，用

“吃喝玩乐”等旅游服务敲开农牧

民脱贫致富门，昔日大漠“沙窝

窝”，正转化成扶贫富民的“金窝

窝”。

近年来，阿拉善盟根据贫困

户自身条件、生存环境、发展基

础、制约因素等具体情况，按照贫

困户意愿确定产业，先后探索实

施先建后补式、以奖代投式、整合

资金式、撬动放大式、滚动投入

式、合作带动式、资产收益式等产

业扶贫模式，引导贫困户发展有

机农业、高端畜牧业、特色沙产

业、精品林果业、休闲农牧业等特

色产业，并充分发挥扶贫龙头企

业引领带动作用，与贫困户建立

稳定的利益联结机制，开辟新的

产业增收渠道。

阿左旗探索实施了肉羊入

股、托管经营、统购统销、养殖回

购等扶持措施，以“合作社 +嘎查

+ 贫困户”和“龙头企业＋基地＋

贫困户”模式扶持发展养殖、沙产

业、沙漠旅游、中药材种植等特色

产业，在丰富产业发展模式基础

上提高贫困户自主经营能力。阿

右旗统筹使用“三到村三到户”项

目资金，按照贫困户意愿确定产

业，采取扶持资金折股量化和托

养方式，以“龙头企业＋基地＋贫

困户”模式扶持发展肉牛养殖、奶

驼养殖、沙漠旅游等产业，实现发

展生产全覆盖。额济纳旗以 1∶8

比例撬动放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整合用于全旗所有贫困人口，并

对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贷款进行贴

息，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财政专

项扶贫资金效益。腾格里经济技

术开发区充分利用农区秸秆丰富

的优势，整合“三到村三到户”项

目资金，按照“合作社＋贫困户”

运行模式，发展“西蒙塔尔”肉牛

产业。同时扶持发展农业专业合

作社、农业专业生产大户，以包成

本价供种、包免费技术服务、包保

底价销售“三包”服务模式，扶持

贫困户发展种植产业增收致富。

据了解，实施精准扶贫以来，

阿拉善盟累计投入各项扶贫资金

21.9 亿元，重点对阿左旗、阿右旗

2个贫困旗、全盟 39 个贫困嘎查

村和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进行有效

扶持，贫困发生率由 2013 年的

18.4％下降到如今的 0.57％，为

全盟农牧区贫困人口稳定脱贫提

供了保障。 据《内蒙古日报》

乌黑的煤粉送进生产线，24小时

后，就变成了清澈的柴油和石脑油等

产品。在国家能源集团鄂尔多斯煤制

油分公司，奇幻的变化令人惊叹。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年产煤

6亿多吨，占全国的近 1/6，被誉为“塞

外煤海”。多年来，这个市坚持不懈走

资源转化之路，初步跳出挖煤卖煤的

旧格局，构建起全国最大的现代煤化

工产业集群，展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新

气象。

煤田转型“油田”“气田”

“近期，公司将兴建第二、第三条

生产线，进一步扩大油品产能。”国能

集团鄂尔多斯煤制油分公司副总经理

胡庆斌说。

这家公司运营着全球唯一的一条

煤炭直接液化工业化生产线。该生产

线设计年产柴油、石脑油等产品 108

万吨，吨油耗煤约 3.5 吨，所产柴油的

硫含量仅为国V标准的 1/10，发热量

等指标也优于普通柴油。

我国富煤、缺油、少气，发展煤制

油、煤制气等现代煤化工产业，对保障

国家能源安全、促进煤炭清洁利用意

义重大。近年来，鄂尔多斯市抓住政策

机遇，正把一块块煤田变成“油田”“气

田”。

当地煤炭巨头伊泰集团 9年前建

成的 16万吨 /年煤间接制油项目，已

扩产到 20 万吨，目前正在积极建设

200万吨 / 年煤间接制油国家示范项

目。

黑色的煤变成天然气，在鄂尔多

斯市已非天方夜谭！

一辆辆罐车依次开到装车台前，

加注液化天然气后驶向远方……“一

期工程投产以来，储气罐就没满过。”

汇能煤化工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刘建强

满面春风地说。

汇能煤制气项目是我国第二个煤

制天然气示范项目，3 年前，年产 4亿

立方米的一期工程达产，眼下年产 16

亿立方米的二期工程正在加紧施工。

产品变多样产业成集群

“石化厂在烯烃市场一统天下的

局面，已经被煤化工企业打破。”中天

合创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副总工程师胡

伟伯抓起一把白色的烯烃颗粒，底气

十足地说。

去年底，鄂尔多斯市乌审旗境内

的中天合创煤炭深加工示范项目全面

投产，总投资 500 多亿元，每年可转

化煤炭 800 万吨，生产 137 万吨烯

烃，目前是全国最大的煤炭化工一体

化项目。

作为首批入选国家现代煤化工产

业示范区的地区之一，过去几年里，落

户鄂尔多斯市的现代煤化工项目不断

增多。

易高（内蒙古）煤化科技公司在鄂

尔多斯市兴建的 24 万吨 / 年乙二醇

项目，今年 5月一期工程投产，二期工

程也进展顺利。其建设的高温煤焦油

提取碳纤维项目，首期年产 1万吨的

生产线将于今年底投产。

煤制甲醇、煤制烯烃、煤制乙二醇

……目前，鄂尔多斯市的煤化工产品

多样，产业规模不断扩大，呈多元化、

链条化、集群化发展态势。

美国 AP公司（空气化工产品公

司）建设空气分离厂，为项目供应氧气

等气体；江苏一家企业就地采购原料

生产乙二醇……伊泰 120万吨 /年精

细化学品项目建设以来，吸引了 10

多家上下游配套企业在杭锦旗伊泰工

业园落户。

如今，鄂尔多斯市已经建成各类

煤化工产能 1500 多万吨，年煤炭转

化量达 6500 万吨，产业链也在向中

下游延伸，大大带动了当地产业升级

提档、结构优化。

创新发展打造技术高地

早在 10 多年前，伊泰集团即联

合中科院专家成立中科合成油技术有

限公司，自主开发出煤间接液化成套

技术、高效催化剂，并成功实现产业

化。

在相关技术的支撑下，近年来，国

家能源集团宁煤 400万吨、潞安 180

万吨等百万吨级煤间接制油项目也相

继投产，标志着我国煤间接制油产业

正式跨进百万吨规模时代。

“近期，公司开发出航空煤油等一

系列具有战略价值的煤基特种、高端

油品。第二、第三条生产线建成后，产

油率有望提升约 10%，参照原油的价

格盈亏点也将降到 50 美元 / 桶以

下。”胡庆斌自豪地说。

据胡庆斌介绍，该公司现已获得

发明专利 100 多项，煤直接液化核心

技术已经获美国、俄罗斯等 9个国家

和地区的专利授权。

“目前，全国只有 5家企业能生产

高端聚乙烯，我们就是其中之一。”中

天合创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副总工程师

胡伟伯说，项目的核心技术均为自主

研发，将有效缓解我国高端聚烯烃产

品主要依赖进口的压力。

动力煤制天然气、低热值煤提取

石墨烯……“鄂尔多斯市不仅是现代

煤化工产业投资洼地，还是我国现代

煤化工技术的创新高地。”鄂尔多斯市

委书记牛俊雁说。 据新华网

“中国薯都”“中国薯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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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赢脱贫攻坚战———奋斗在一线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