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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赢脱贫攻坚战———奋斗在一线D

“察右后旗待开发的土特产品

很多，只有转化成农产品，才会让

其价值翻番。”6月 1日，内蒙古自

治区察右后旗的郭晨慧对记者说。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逐

渐改变就业观念，选择返乡创业，

用自己的双手创造财富并造福桑

梓。

“80 后”郭晨慧就是其中一

员，她是土生土长的察右后旗人。

三年前，郭晨慧从北京一家游戏公

司辞职返乡创业，以电子商务形式

经营土豆、藜麦、奶皮等内蒙古农

特产品。过去，她是村里人羡慕的

首都白领，待遇优厚；现在，她是带

动农户增收的电商专家，受人尊

敬。

从北京到内蒙古，400 多公里

的归乡“路”，郭晨慧走了 10年。郭

晨慧告诉记者，大学毕业后，她留

在北京一家游戏公司工作，成为一

名“北漂”。

2014 年郭晨慧怀上了宝宝，

在网上学习如何做母亲的同时，她

发现许多母亲都和她有着同样的

想法，要让孩子吃上健康绿色的食

品。“这让我想起了家乡，想起了大

草原上的牛和羊，想起了火山下美

丽的土豆花，于是萌生了在网上销

售内蒙古绿色食品的想法。”郭晨

慧如是说。

孩子出生后，郭晨慧辞去了北

京待遇优厚的工作，卖掉了房子，

回到了察右后旗。

“当时的想法就是好东西一定

会有市场，也一定会有好价钱。”郭

晨慧首先在朋友圈发出了卖红土

豆的消息，没想到短时间内就有很

多人都向她订货和咨询，这也为她

后来创建电商平台树立了信心。

“村里人对农作物的市场供

需、价格等信息也不灵通。辛苦忙

碌一年，不仅没有好收益，有时候

还会赔钱。”郭晨慧说，她想把察右

后旗的土特产品搬上市场、占有市

场，让乡亲们的产品更值钱。

察右后旗位于内蒙古自治区

中北部，所处的乌兰察布市有“中

国马铃薯之都”之称，是中国最大

的马铃薯种植区，而察右后旗不仅

马铃薯种植面积大，质量亦属上

乘。

据介绍，察右后旗共有 20多

座火山，整个地区都被厚厚的火山

灰覆盖，土壤富含矿物质和微量元

素，加之早晚温差大，没有虫害，还

有丰富的牛羊粪资源，这些都为马

铃薯的生长提供了生态养分。

“我们这里的土豆全是从火山

灰里长出来的，无论是品质还是外

观都是最好的，再加上我们使用的

都是农家肥，是最绿色的食品。”郭

晨慧说。

“互联网”与“特产”这两个看

起来毫不相干的词汇碰撞在一起，

会迸发出怎样的火花？连郭晨慧自

己都没意识到，当她通过互联网把

火山灰中生长的红色土豆销往千

家万户之时，已在不知不觉间创造

了历史。

“这个土豆上的泥，就是咱们

这边的火山泥，这种土豆叫‘后旗

红’，是我们当地独有的一个品种，

我在地里的时候，把它刨出来打包

成礼盒，很多乡亲们过来围观，都

不知道我在干什么。”想起事业刚

起步时的场景，郭晨慧记忆犹新。

2015 年，郭晨慧开了一个以

内蒙古草原火山基地特产为主的

网店，专职卖起了土豆；2016 年又

成立了乌兰土宝实体旗舰店，进入

淘宝、微信等平台，并与北京等地

合作销售商品薯；2017 年，她注册

了自己的电商公司，采取“实体 +

电商”的经验模式，致力于向城市

提供绿色无污染的放心蔬菜及内

蒙古名优特产。当年的销售额达到

200 万元。

与其它电商不同的是，郭晨慧

开设的电商平台既有实体店作为

支撑，又有网店集聚订单信息、产

品推广功能。

“这个红色的土豆还带着泥，

味道应该很不错。”在北京上班的

薛刚是郭晨慧网店的“粉丝”，他们

亲昵地称郭晨慧为“土豆公主”。郭

晨慧的电商公司开张后，“粉丝”们

还从全国各地来到察右后旗，实地

参观火山、草原，绿色农畜产品。

五谷杂粮、奶制品、土豆……

通过电商平台，郭晨慧将当地的土

特产品销往全国各地，帮助村民增

收致富。凭着年轻人的闯劲和进取

心，郭晨慧在创业成功的同时，也

将家乡的“土疙瘩”变成了“金蛋

蛋”。

“我是农村出来的，能体会到

村民生活的不易，我希望能为乡亲

们脱贫致富尽一点微薄之力。”郭

晨慧说，她的梦想是把家乡特产发

展成旅游商品，让更多人了解火山

草原。“让大家收入逐年增加，这成

为我继续前进的动力。”郭晨慧如

是说。 据新华网

5 月 31 日，记者在包头市装

备制造产业园区采访，走进内蒙

古旭宸能源有限公司数控中心大

楼“钻石楼”，满目的热带植物和

水果，鱼儿欢畅地在水中游弋。公

司副总经理石海云笑着说：“这里

不是三亚，但海南的所有东西都

能在这里种植，椰子树、芭蕉树、

槟榔、火龙果，我们这儿都能种，

我们收集这么多能量，一年四季

都能保持三亚的气候。”

“这个光热镜场 2.2 万平方

米，太阳能光热镜场以清洁、环保

的综合能源供热方式，改变传统

供热模式。这是其中一个项目，我

们 4个项目形成自主研发、自主

生产、自主完成系统集成建设的

完整产业链。”站在楼顶，太阳能

光热镜场一眼望不到边。内蒙古

旭宸能源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宇

说：“项目总投资 16 亿元，目前基

本建成，今年供热面积将达到 50

万平方米。包头奥特莱斯的供热

就是我们非常成功的一个项目。”

这座数控大楼是包头市青山

区装备制造园区的地标建筑。王

宇指着数控大楼外整齐排放的太

阳能集热板说，地面收集的太阳

能，输送到地下的热交换系统，经

过油水换热设备，加热后的热水

直接输送到用户家中，全程零排

放、零污染，经济成本只是燃煤的

四分之一，而且后期维护费用很

少。他介绍说：“我们只需要一个

人在中控室操作，一个人在地下

室操作，主要是对全智能设备进

行操作。包括进场巡航的这台无

人机，装有红外线摄像头，哪里的

热成像有问题能够马上解决。”

据悉，这套智能高效的光热

利用系统，经过 8年潜心研发，目

前项目的生产和应用技术全部采

用自主知识产权技术，目前公司

已经申报和获批的专利技术有 29

项。而这样一个庞大的系统集成，

从动工到一次性试车成功，只用

了 3 个月的工期，这样的速度得

益于政府与企业合作的投融资新

模式。

北重集团 3.6 万吨垂直挤压

机研制成功，打破国外技术垄断

并实现多项世界第一；包钢集团

合作完成的《高效节能环保烧结

技术及装备的研发与应用》项目，

整体技术居国际领先水平，这 2

个项目先后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

等奖。

新一代稀土钢研发取得重大

突破，研制出汽车用钢、防爆装甲

钢、石油套管系列新产品，百米高

速轨国内市场达三分之一份额。

非公路矿用车达到国际先进水

平，国内市场占有率达 85%。“大

功率自动变速箱”打破国外技术

垄断，列入国家“863”科技计划；

新型反恐防暴车、高机动性重型

汽车等一批高科技含量产品开发

成功。目前包头市电解铝就地转

化率达到 70%以上，铝深加工产

品比重达 90%，包头盛泰已形成

年产 650 万只铝轮毂能力，高铁

电机横梁、高档铝合金焊丝等铝

合金深加工产品成功应用于高

铁、航空航天领域。

在稀土新材料领域，依托稀

土院建成了“白云鄂博稀土资源

综合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引进

7个院士专家团队。与中科院合作

共建了中科院包头稀土研发中

心。培育认定自治区级重点实验

室、工程中心、技术中心 36 个，国

家高新技术企业 32家。建成了稀

土永磁材料、稀土镁合金、PVC 稳

定剂、稀土绿色环保着色剂、永磁

材料表面处理等 7 个中试基地。

其中稀土绿色环保着色剂、PVC

稳定剂、机器人用伺服电机等成

果逐步开始产业化。稀土永磁、储

氢、抛光、荧光材料产业技术水平

不断提升，高端稀土抛光液成功

应用于电脑硬盘玻璃基片、蓝宝

石、半导体抛光，为“载人航天工

程”“嫦娥探月工程”和“天宫一

号”实验室提供了优质钐钴永磁

器件，成功研制出磁致冷样机，性

能达国际领先水平。磁共振成像

仪、镍氢动力电池、特种永磁电机

等终端产品已产业化并实现出

口。

到 2017 年，包头市累计认定

高新技术企业 154 家，科技小巨

人（培育）企业 15 家，国家级科技

孵化器 3 家、高新技术特色化产

业基地 3家。2015年，一机集团

“特种车辆及其传动系统智能制

造实验室”和包头稀土院“白云鄂

博稀土资源研究与综合利用重点

实验室”获批国家重点实验室，实

现了自治区国家重点实验室零的

突破。目前，全市累计培育重点实

验室、工程技术中心、企业技术中

心等国家级创新平台 8家、国家

地方共建创新平台 4 家、自治区

级创新平台 166 家，位于自治区

前列。培育自治区级众创空间（星

创天地）26家，其中国家级 14家。

科技创新，人才为本。目前包

头市已与以中科院、清华大学为

主的 50多所科研院所、高等院校

建立了产学研合作关系，通过实

施合作项目、协同攻关，建立院士

工作站、联合研发机构，吸引聚集

了一批高端领军人才及团队，攻

克了一批制约产业发展的技术难

题，促成了一批科技成果转化落

地。目前建立院士工作站 40 家，

柔性引进院士40 多人。特别是中

科院、北大、浙大、上海交大的 4

家新型研发机构先后落户包头

市，为该市科技创新增添了新的

动力和活力。4家新型研发机构组

织实施科研项目 50 余项、共建研

发单元 30 个、引进人才 40 多人，

组织成果转化及产业化项目 30

余项。6家企业入驻北大科技园，

绿色环保稀土着色剂、工业机器

人用伺服电机等 13 个项目已落

户中科院创新产业园，高纯氧化

铝、稀土彩色陶瓷等 4 个项目落

户上海交大包头科技产业园，建

筑用彩印钢板在浙大工研院中试

基地试生产。

包头市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提出的“扎实推动经济高质量

发展”重要指示要求，围绕实体经

济发展、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和战

略性新兴产业引进发展三大重

点，解决好从“有没有”向“好不

好”转变，大力培育新产业、新动

能、新增长极。重点是在新型冶

金、高端装备制造、稀土新材料、

新能源装备、新能源汽车等领域

集聚一批重点项目，进行协同攻

关，解决制约产业发展的关键共

性技术难题，开发一批有核心竞

争力的高附加值产品，推动一批

高科技成果产业化。

2018 年支持包钢集团、北重

集团、中核北方申报建设国家重

点实验室。加大创新型企业培育

力度，年内计划新增高新技术企

业 50家以上，培育认定创新型企

业 50 家、科技小巨人企业（含培

育企业）20家以上，军民融合科技

示范企业 10 家。培育建设 20家

以上重点实验室、工程中心、企业

技术中心、农牧业科技园区等自

治区级创新平台。新建 15家院士

专家工作站，柔性引进院士 10人

以上。同时以包头稀土高新区和

北大包头科技园、中科院包头科

技产业园、上海交大包头科技产

业园和浙大包头工研院中试基地

为中心，发挥聚集引领作用，打造

科技成果转化核心区，2018 年要

促成 15 项以上成果转化落地，重

点抓好 5万吨绿色环保稀土着色

剂、5 万台稀土永磁伺服电机、

1000 吨高纯氧化铝等项目实施。

加快稀土新材料、铝镁深加工、煤

制烯烃深加工产品的中试基地建

设，2018 年要围绕新兴产业发展

新建设 5家中试基地，打破成果

转化瓶颈制约。加强以科技大市

场为主体的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平

台建设，与中科院脉点科技合作，

构筑成果转化、军民两用技术、科

技人才、企地融合科技共享等大

数据平台，争取 3 年内引进 100

项科技成果，产业化率达到 70%

以上。

据《内蒙古日报》

“北漂”女大学生变身“土豆公主”
返乡引路农村电商扶贫

走进蛋鸡养殖企业 了解一枚鸡蛋“链”产业

图为火山灰中长出的红土豆“后旗红”。郭晨慧供图

提示：近年来，包头市大力实施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在稀土新材料、高

端装备制造、新型冶金、新能源装备、

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取得了一批重大成

果并实现转化应用，有力推动传统产

业提档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加强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能力建设，

加大创新型企业培育力度，有力地推

动了新旧动能转换。

草原钢城的创新畅想

6 月 2 日，2018 内蒙古和林格尔第九届芍药文化旅游节在和

林格尔县南山旅游景区开幕。和林格尔南山旅游景区芍药种植面

积近 550 亩，每年的 5月末至 6 月底是芍药花相继盛开的最佳时

节。娇美馨香的芍药远看绯云一片，近瞧云霞万朵，明艳芳菲。置身

其中令人“沉醉不知归路”。 （新华网 石毅 摄）

和林格尔第九届
芍药文化旅游节开幕

5 月上旬，记者走进位于青铜峡

市邵刚镇的宁夏顺宝现代农业股份有

限公司大门，几乎闻不到传统养鸡场

里的强烈鸡粪味，如果不是工作人员

在旁介绍，很难想到这是西北地区规

模最大、蛋鸡存栏量超过 100 万羽的

蛋鸡养殖企业。在这家企业里，一枚鸡

蛋在现代农业经营方式下形成一条比

较系统的产业链。

经过数道“关卡”消毒，记者才进

入蛋鸡养殖区域，看到所有鸡舍均经

过密闭化处理，与外界人员严格隔离，

鸡舍内采用德国进口智能化饲养设

备，并有自动调控温度、湿度、空气的

内控系统。3条自动传送带将鸡蛋、鸡

粪、饲料分离传送，自动化蛋品拣选设

备对每一枚鸡蛋进行检测、杀菌、喷码

和分级处理，鸡粪则通过地下输粪带

送入发酵处理系统。

公司董事长胡登吉说：“传统蛋鸡

养殖只注重鸡蛋这个主要产品，将淘

汰的老母鸡、鸡粪等视为副产品廉价

处理。而我们将工业理念引入农业，不

但注重规模化生产，还衡量每个生产

环节的投入产出，在产业链上寻求效

益。所以从饲料加工开始，我们便严格

把控质量和成本，同时将日龄超过

300天的母鸡加工成白切鸡，将鸡粪

做成生物有机肥，发酵池产生的沼气

用来发电。”

按照产业链发展思路，宁夏顺宝

公司不但实现年产鲜鸡蛋 1.44 万吨，

还设计建设了全产业链生产设备，具

备饲料年加工 4万吨，肉鸡年加工 60

万只，固体、液体生物有机肥年加工

4.5 万吨的生产能力，形成饲料加工、

雏鸡培育、蛋鸡养殖、鸡蛋分选、肉蛋

产品和有机肥加工的产业链发展模

式，年产值达 2.5 亿元。公司效益提

高，带动当地村民脱贫致富效果也进

一步提升。

据介绍，宁夏顺宝公司已解决周

边 170 多名生态移民村民的就业问

题，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 20 多人。“以

前家里收入主要靠我外出打工，每月

收入只有 3000 元左右，工作还不稳

定。现在我在公司车间上班，有了固定

工作，每月能挣 4000 多元，而且离家

近，不用在外漂泊。”青铜峡市同福村

村民康建说。

一直以来，粪污无害化处理是防

治农业面源污染面临的难题，而在宁

夏顺宝公司，鸡粪全做成了有机肥，市

场供不应求。公司项目总监陈彭生指

着快见底的有机肥库存说：“我们的有

机肥通过了欧洲权威检测机构欧陆集

团的认证检测，产品卖到宁夏、甘肃、

陕西、青海、海南等地，订单多，现在的

问题是生产跟不上。”

在利通区扁担沟镇烽火墩村，宁

夏顺宝公司生产的生物有机肥广受当

地合作社和果农青睐。“消费者越来越

关心农产品品质和营养，过去单纯靠

产量增加收益的路子很难再走下去。

为了适应市场需求，我们将经营重点

放在提高苹果品质上，这就需要用有

机肥替代化肥。”吴忠市玉静果品产销

专业合作社理事郭小平说。

由于烽火墩村水土自然含硒，加

之宁夏顺宝公司生产的有机肥可以增

加果园土壤的微量元素和矿物质，这

样当地的苹果因富硒而形成品牌，“扁

担沟富硒苹果”为此打入城市高端市

场。“过去一斤苹果只卖几元钱，现在

我们一盒 6 枚装的苹果就能卖 88

元。”郭小平说。

扁担沟镇镇长马光义说：“有了好

产业，镇上的‘乡村振兴’就有了抓手。

未来我们准备在发展特色优质农产品

的基础上，建设一条苹果、葡萄、西瓜、

枸杞等田园采摘旅游线路，促进农业

和旅游、餐饮业等行业联动发展，进一

步拉长乡村三产融合产业链。”

据《经济参考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