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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土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明显,正

在改变‘挖土卖土’的局面。”我国稀土

主产地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副市长贺

伟华说,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和地方

政府出台多项扶持政策推动稀土产业

转型升级, 目前包头初步形成稀土永

磁、抛光、储氢、合金、催化五条产业链。

“稀土之都”包头市稀土探明工业

储量 4350万吨, 占世界 38%, 占全国

83%,近几年着力延伸稀土产业链,呈现

出集群化、高端化、自主化特征。眼下全

市 106 家稀土企业中,新材料、终端运

用企业达 85 家,形成开采、冶炼、研发、

深加工、运用的完整产业体系,去年全

市稀土产业实现工业总产值 150亿元。

贺伟华说,近几年工信部全国稀土

生产指令性计划每年总量为 10 万吨,

包头占到一半左右。2015 年包头被列

为国家稀土产业转型升级试点城市后,

当地以科技创新引领稀土产业发展,引

进中科院包头稀土研发中心、上海交大

包头材料研究院,使得一批企业通过科

技创新得以发展壮大, 一批新工艺、新

产品、新项目正在加速开发并成功转

化,初步形成了稀土永磁、抛光、储氢、

合金、催化五条产业链,基本构建起从

采矿、选矿、分离、深加工到应用材料的

稀土产业技术。

工信部原材料工业司有关负责人

在第九届中国包头稀土产业论坛上介

绍,去年底国务院成立国家新材料产业

发展领导小组,使我国新材料产业迎来

了发展的春天。稀土新材料是我国新材

料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几年产业规

模不断扩大,去年全行业营业总收入近

900 亿元,稀土发光、催化主要材料增

幅超过 10%, 磁性材料占全球 80%以

上;创新能力稳步提升,已有 13 个国家

稀土材料工程中心和重点实验室,主要

功能材料产品基本满足新能源汽车、风

力发电等下游运用的需求,并逐步进入

国际主流市场。

全国唯一以稀土资源命名的国家

级高新区———包头稀土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 稀土永磁产量由 2013 年的

3736 吨增长到去年的 16601 吨, 增长

344%。中国稀土学会副秘书长张安文

说,当前我国稀土功能材料生产技术已

经领先世界,特别是稀土永磁材料用于

动车、高铁、地铁、无轨电车、船用大型

电机、机器人小电机等领域,前景非常

广阔。 柯基

巴彦淖尔市磴口县总面积 625 万

亩，68.3%就是沙漠。乌兰布和沙漠是我

国第八大沙漠，是京津沙尘暴的重要发

源地。面对茫茫沙海，是沙进人退还是

兴利避害、变沙为宝？磴口人坚定地选

择了后者。多年来，该县一直将治理沙

漠作为重点工作全力推进，变劣势为优

势，大做沙产业文章，实现了生态效益

与经济效益的“双赢”，走出了一条“沙

漠增绿、农民增收、企业增效”的良性循

环发展道路。

科学治沙
筑起绿色生态屏障
“三天不刮风，不叫三盛公”曾是当

地广为流传的一句顺口溜，上世纪五六

十年代的磴口人尝尽了风沙的苦。为了

改善环境、建设幸福家园，从 1950 年开

始，磴口人便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治沙持

久战。每逢春秋两季，该县都要动员全

部人力进行大规模的移沙造田垦荒活

动。西部大开发后，磴口县被列为国家

生态建设重点治理县，磴口县党委、政

府抢抓时机提出了“生态治县”的战略

目标，相继启动了“三北防护林”建设、

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京津风沙源治

理等多个重点工程。

“今年春季我们投资 750 万元，在

乌兰布和沙漠里实施的京津风沙源治

理工程，这是构筑北方生态屏障的一项

重要工程。这项工程的实施可以减轻对

京津地区风沙危害，保护黄河农田不被

侵蚀。”近日，磴口县防沙林场厂长姜吉

荣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多年来，磴口县党委、政府立足实

际，根据乌兰布和沙漠流动特点，总结

治沙经验、引进先进技术，采用柴草网

格压沙和冷藏梭梭、花棒苗种植等技

术，对流沙区进行锁边治理，构筑了一

条长 150 多公里、宽 50米的防风固沙

绿色长廊，沙丘平均向黄河推进的速度

从 2010 年的 12.64 米减少到 2016 年

的 1.87 米，有效阻挡了沙丘对黄河、耕

地的侵蚀。

同时，磴口积极探索创新造林绿化

新机制，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将政府主

导和市场化运作相结合，运用 PPP 投

资和委托第三方造林模式，引进扶持从

事造林绿化、苗木繁育、沙漠生态观光

旅游等项目的大企业参与到全县林业

生态建设中。由此，磴口县进入一个造、

封、飞并举，生物措施、工程措施并用的

大规模林业生态建设时期，林业生态建

设得以迅速发展。如今，该县的森林覆

盖率已由 1998 年的 4.39%提高到

19.95%，全县 3/4 的沙漠披上了绿装，

沙化重点保护区的动植物种类明显增

加，局部地区的水土流失得到了有效控

制。

科学治沙
沙漠变身“聚宝盆”

近年来，磴口县采取多项措施，在

治沙的同时向沙漠要效益，大力发展沙

产业，助力当地群众增收致富。

魏均是磴口县土生土长的农民，祖

孙三代都在治沙。2006 年，他抓住政府

鼓励引导民营企业家和个人发展沙产

业的契机，承包下乌兰布和沙漠中 5 万

亩的荒漠种植梭梭林，然后再嫁接肉苁

蓉。梭梭接种肉苁蓉亩均收入能达到

6000 元，是优质耕地收入的 3 倍，还可

实现一次种植、收获 15年以上。

今年，磴口与北京仁创科技集团共

同成立合资公司，投资 1 亿元，在乌兰

布和沙漠中规划建设了 1500 亩的沙漠

有机水稻示范基地。沙漠水稻采用仁创

生泰保水砂技术，把水稻种植与光伏发

电相结合，在稻田上建设 10 兆瓦的光

伏发电站，节水可达 70%。目前，基地内

已全部完成插秧工作，在 150 天左右的

生长期后沙漠有机水稻便可开始收获，

预计每亩可产稻谷 1200斤，亩均产值

在千元以上。

另外，磴口在修复沙漠的基础上大

胆创新，发掘沙漠潜力，确立了“沙漠资

源观”的发展理念。该县把乌兰布和沙

漠作为集聚县域经济发展的新动能，通

过政府推动、科技促动、产业带动的方

式，建成了生态工业园区和生态光伏基

地，依托沙漠旅游业、新能源产业、现代

农牧业等，实现了沙漠多元化的发展。

该县正在建设的三期 10兆瓦光伏设施

农业区是一个集光伏发电、设施农业、

休闲观光于一体的现代农业产业园区，

利用太阳光能满足植物生长需求的同

时实现了光电转换。该项目一期、二期

已建成 253 个光伏设施农业科技大棚，

30兆瓦光伏已并网发电。

据统计，磴口县乌兰布和沙区目前

已聚集了近 90家企业，形成了以圣牧、

蒙牛为龙头的有机肉牛和有机奶加工

产业链，以草原宏宝、晶烨为龙头的肉

羊加工产业链，以中粮、泰顺为龙头的

番茄加工产业链，以佳格为龙头的粮油

加工产业链，以诺民公司为龙头的葡萄

酒加工产业链，以王爷地公司为龙头的

中药材加工产业链和以纳林湖景区为

龙头的全域旅游等七大产业链群。如

今，该县实现了治沙方式由单一生态向

保护、开发、利用综合治理转变，治沙投

入由单一政府投入为主向全社会参与、

多元化投入转变，以及治沙效益由单纯

生态效益向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

效益并重的重大转变。 季敏

“孩子爱吃樱桃，几乎每天都买，

今天正好测测安全不？”家住包头市的

王女士正等待着为小孙子买的樱桃的

检测结果。经过 20分钟现场快检，王

女士对合格的检测结果表示满意……

8月 29 日，记者在包头市青山区屹林

农贸市场食品监督快速检测检验室里

看到了这一幕。如今，只要老百姓想知

道日常餐桌上的蔬菜、水果等食品是

否安全，在包头市 48家农贸市场的食

用农产品快检室里，都可以快速得到

答案，检验员利用食品安全快速检测

设备，现场检测并公布结果。据了解，

农贸市场食品监督快检全覆盖工程在

自治区尚属首家。

让老百姓买得放心

8 月 29 日上午，在青山区屹林农

贸市场里，生鲜肉蛋、各种蔬菜应有尽

有。在农贸市场的食品安全快检室里，

检验员正紧张有序地工作着，为当天

前来采购食品的群众提供服务。记者

还在该农贸市场监督快检公示栏上看

到：农贸市场监督快检室(车)共在包头

市农贸市场开展食品安全监督快检

209 批次。其中，检测蔬菜水果农药残

留 123 批次、肉类水产兽药残留 41批

次、病害肉 40 批次、非法添加检测 5

批次，合格 209批次，无不合格批次。

自从屹林农贸市场有了快检公示

栏，家住青山区金融建材城附近的赵

女士就养成了每天看完公示栏再买菜

的习惯。“多年来我一直在这个农贸市

场买蔬菜，以前只看是否新鲜，现在知

道了，蔬菜肉蛋不仅要新鲜，还要看安

全不安全。自从市场里有了快检室，每

天要对商户销售的食品进行检测。你

看，今天的检查结果出来了，5 项蔬菜

的农药残留和 2项牛肉的兽药残留与

病害肉指标都合格，可以放心购买

了！”赵女士对记者说。

10 分钟就能检测完

当天，记者还来到位于青山区的

圈点生活生鲜市场，这里有 3层楼开

放营业，货品齐全，附近不少市民都选

择在这里买菜。市场东门外，食品安全

快检室前几天刚开始运行。在快检室

内，检验员莘俊莲和同事们正各自忙

碌着。

莘俊莲对记者说：“早上 8点上班

后，从各摊位随机取样，进行食品快

检。平均 10 分钟检测 1种产品，但是

要检测的品种比较多，包括蔬菜、水

果、肉类甚至预包装的小食品等。数据

出来后，第一时间录入到市场南门外

的显示大屏上，10点左右，显示屏就

会播出当天市场内所售农产品的检测

结果。”

据了解，2016 年以来，包头市新

建和改造了 20 个农贸市场，截至目前

全市共有农贸市场 48 家。其中，昆区

16 家，青山区 13 家，东河区 8 家，九

原区与稀土高新区各 3家，石拐区、白

云区、土右旗、达茂旗、固阳县各 1家。

今年 7月初，48 家农贸市场全部实施

实现“食品监督快检全覆盖”工程，为

此包头市政府投入 480 万元，在 48

家农贸市场建立了 30 个食品监督快

检室，配备 7台流动食品检测车对其

余 18 家不具备建立固定食品快检室

条件的农贸市场开展食品监督快检，

同时公开招考了 44 名食品检验专业

人员，全部进驻农贸市场，对市场所销

售的食品和食用农畜产品实现日检日

公示。

此外，每星期三 10~12 时，这 48

家农贸市场还会统一开展“你点我查”

活动，市民可以拿着自己购买的农产

品到农贸市场食品快检室进行免费检

测。

提升市场安全监管

据包头市圈点生活生鲜市场总经

理韩平介绍，从市场营业至今，还未发

现不合格产品。但是他们也有着严格

的管理和应急机制。一旦出现检测结

果不合格产品，会立刻进行下架处理，

绝不流向市场；如有商户连续两次出

现不合格产品，市场会对其进行清铺

处理，让市民“买得放心”。

包头市屹林农贸超市有限公司总

经理李文华表示，该市场产品销售覆

盖青山区和昆区几十万市民。“过去公

司检查商户食品安全情况如何，凭感

觉、看色泽、看进货渠道等，至于说哪

些食品添加剂超标？哪种蔬菜农残

留超标？经营方谁也说不清。现在

好了，快检机构进驻农贸市场，解

决了市场食品安全监管的这块心

病。“每天商户一上货，检验员就开

始抽样，10 点前就可以公示抽检结

果。如果市民有疑问，还可以在每周三

拿着产品到快检室免费检测，这样不

仅使市场主办方明确了市场食品安全

底数，也为消费者购买放心安全食品

提供了方便。”李文华说。

包头市食药监局局长赵峰云告诉

记者，食品安全快检具有快速、简单、

高效、成本低等特点，后期他们还将快

检工作融入到日常监管工作中，将快

检筛查与食品监督抽检工作紧密结

合，充分发挥食品安全快检技术在监

管执法中的重要作用，提高监管工作

的针对性，及时发现可疑问题并采取

有效应对措施，从而提高食品安全监

管工作水平。现场快检结果呈阳性的，

立即要求经营者暂停销售相关产品，

及时跟进监督检查和抽样检验，防控

风险。被抽查食用农产品经营者对快

检结果无异议的，食品药品监管部门

应当依法处置；对快检结果有异议的，

可以自收到或应当收到检测结果时起

4小时内申请复检。复检仍不合格的，

属地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将依法进行处

置。

“你点我查”急需普及

“你点我查”活动，是为了让市民

作为活动主角参与到食品安全监督中

来，增强自己的维权责任意识和主体

作用自豪感。不过，由于消费者认识高

度不够和检测本身的局限性，目前，前

来参与此活动的市民还不是很了解活

动的内容。

检验员刘芳表示，她在这个岗位

两个月来，主动拿食品要求进行检测

的只有两人，并且他们对真正能检测

的项目也不是很了解，完全是凭着自

己主观想象，觉得既然是检测，什么都

能检，这让检验员很无奈。

她介绍说：“一个商家从外地购进

一批包装红枣，他拿了两颗找到我，想

检测看看是否合格。我告诉他，我们检

测的项目主要包括蔬菜、水果、肉蛋等

散装食物，包装食物不在检测范围。但

是商家执意要检。当时，我看到红枣十

分饱满，光滑红亮，有可能是有甲醛，

于是我为他做了一个甲醛检测，检查

结果没有问题，商家满意地走了。”

“还有位老大爷，他去超市里买了

一包冷冻馒头，回家上锅热完后，白馒

头变成了褐色馒头，于是他拿着其中

一个过来要求检测。我向老大爷解

释，这类包装食品市不属于检测范

围内。可是无论怎么解释都没有

用，后来我只好在条件范围内，对

馒头进行了检测，检测结果并没有什

么问题。后来又帮助他跟商家取得联

系得知，这种速冻食品，商家为了保存

时间久一些，在馒头表面涂了抗氧化

剂，如果想继续食用，只能是剥了皮

吃。”刘芳深有感触地说着，现在市民

还不能完全理解快检的意义和作用，

要想让快检真正走入市民的生活还需

要一段时间。

据了解，食品快检是指利用快速

检测设施设备(包括快检车、室、仪、箱

等)，按照食品药品监管总局或国务院

其他有关部门规定的快检方法，对食

品(含食用农产品)进行某种特定物质

或指标的快速定性检测的行为。

杨晓红

换种姿势看沙海沙漠到处是“聚宝盆”

稀土之都改变“挖土卖土”局面

超洁净车间里看不到工人的身影，

一个个机械臂“抓”起玻璃基板，有条不

紊地传递着……在以煤矿闻名的内蒙

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京东方有机发光

二极管显示屏项目的现代化生产线，令

人耳目一新。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

羊”———在许多人眼中内蒙古是这样的

风光，殊不知以鄂尔多斯市为代表的一

批新兴工业城市迅速崛起，彰显了内蒙

古从传统走向现代的风采。

党的十八大以来，“煤海”鄂尔多斯

市着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优化产

业结构，延长资源型产业链，壮大新型

煤化工、战略性新兴产业等“新经

济”，打造多元发展、多极支撑的新

产业体系。“过去我们抓住了资源开发

的机遇，今后我们要做资源型经济创新

发展的引领者。”鄂尔多斯市委书记牛

俊雁说。

新型煤化工
示范基地风生水起
在许多人眼里，鄂尔多斯市是“浮”

在煤上的城市。2016 年，全市产煤约

5.43 亿吨，是全国产煤量最大的地级

市。鄂尔多斯市人也为家乡是“煤海”而

自豪。然而，经济新常态下，产业“一煤

独大”，经济主要靠挖煤卖煤，成为产业

转型必须突破的门槛。

“国家推进石油替代战略和煤炭清

洁利用，并将鄂尔多斯列为资源型经济

创新发展综合改革试点地区，为我们提

供了宝贵机遇。”鄂尔多斯市委书记牛

俊雁说，近年来，鄂尔多斯市引导和支

持企业延长煤炭加工链，以煤为基，走

资源转化增值之路，新型煤化工生产示

范基地建设已形成规模。

乌审旗图克工业园内的中天合创

煤炭深加工国家级示范项目，总投资

590 多亿元，设计年产 137 万吨烯烃(聚

乙烯、聚丙烯)，2016 年底首条生产线投

产，2017 年将全面建成。

“产品市场看好，近期已涨到 1 万

多元／吨。”该项目总经理张西国说，公

司每年可转化煤炭 800 万吨，年产值约

150 亿元。

神华百万吨煤直接制油首条生产

线运行平稳，还将建设第二、第三条生

产线；伊泰年产 120 万吨煤制精细化学

品项目正在试产，200 万吨／年煤间接

制油项目启动建设；汇能 20 亿立方

米／年煤制天然气后续工程稳步推进

……

煤制甲醇、煤制乙二醇……鄂尔多

斯市发改委副主任方振荣说：“以当前

的煤价测算，发展新型煤化工，一般可

以使煤炭增值 3到 6倍。”

目前，鄂尔多斯市投产、在建和获

得核准的产能有煤制油 500 多万吨、煤

制天然气 240 亿立方米、煤制甲醇

900 多万吨和烯烃 340 万吨，均居

全国首位，煤化工产业链也在向中

下游延伸。2016 年，全市煤炭就地

转化率达到 18%，比 2010 年提高 7

个百分点，现有项目全部投产后还将成

倍提高。

新兴产业渐成集群
“电费占蓝宝石材料生产成本的近

40%，鄂尔多斯市电力充足，电价低，吸

引力很强。”达瑞祥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蓝宝石窗口材料项目总经理林岩说。

2014 年这家公司落户鄂尔多斯市

达拉特旗，一年后投资20 亿元、拥有

600 台蓝宝石结晶炉的一期工程投产，

产品主要用于制造高端的手机屏幕、摄

像头镜片等产品，目前生产规模居国内

前列。

“玻璃基板进入生产线，‘漫游’15

天后，就能加工成显示屏。”京东方鄂尔

多斯 5.5代 AM-OLED (有机发光二极

管)显示器件项目的技术人员介绍说。

总投资 200 多亿元的京东方鄂尔

多斯项目，2015 年一期工程实现满产，

2017 年二期工程将建成，达产后年产

值超过百亿元，是我国在新型半导体领

域最先进的生产线之一，同类的生产线

在全球也为数不多。

鄂尔多斯市市长龚明珠说，近年

来，鄂尔多斯市依托能源、区位等优势，

千方百计集聚电子信息、新材料、新能

源、高端装备制造等项目，新兴产业规

模日益壮大。

国电晶阳年产 5000 吨多晶硅项目

实现满产，富士康手机零组件项目、中

兴云计算基地、罗克佳华(鄂尔多斯)大

数据项目……近年来，一批新兴产业项

目在鄂尔多斯落地生根，成为驱动当地

经济转型发展的新引擎。

推进多元发展多极支撑
底盘、发动机、车门、车窗、挡风玻

璃……奇瑞汽车鄂尔多斯分公司的蛇

形总装生产线上，随着一个个部件被集

成到位，一辆辆轿车开始显露真容。

分公司位于鄂尔多斯市装备制造

基地内，一期工程投产 4年多来，已经形

成 30万辆轿车产能，年汽车产销量达

到近 10 万辆。

实现产业多元发展、多极支撑，是

打破资源经济“天花板”的突破口。近几

年，鄂尔多斯市立足地方工业物流量

大、毗邻俄罗斯、蒙古国等优势，在全国

产业分工中找机遇，发展轿车、天然气

卡车等汽车整装产业，引进配套项目，

推进汽车产业规模化发展。目前，已经

有华泰、奇瑞、中兴特种车等项目投产，

并且集聚起 30多家配套生产企业。

此外，该市还在煤、电、羊绒纺织、

农畜产品加工等地方主导产业配套上

做文章，大力发展煤炭、化机和风电装

备制造等产业。依托地方产业需求和自

然生态资源，扶持物流、旅游、养老等新

兴服务业发展，2016 年服务业在全市

GDP 中的比重接近 42%，贡献了近

50%的财政收入。

转型为鄂尔多斯市经济发展注入

了新活力。2016年，煤炭开采洗选产业

在鄂尔多斯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中

的比重降为 51.7%，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一煤独大”、资源类产品加工链条短等

问题正被逐步化解

李仁虎 殷耀 任会斌

建在煤上的城市：煤不独大 多极支撑
食品监督快检
覆盖包头48家农贸市场

106 家企业实现产值 150 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