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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林格尔第九届
芍药文化旅游节开幕

本报讯（记者 杨彦文）根据第十五

届中国·内蒙古草原文化节整体方案和

首届自治区文化旅游创意设计大赛要

求，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文化厅、旅发委

决定举办首届蒙古族时装与帽饰设计

大赛。6 月 1 日，大赛新闻发布会在呼

和浩特举行。据悉，大赛从即日起正式

启动，8 月 5 日评审出最终获奖作品。

其中蒙古族时装比赛内容分为五类，分

别是：时尚装、婚礼服、职业装、晚礼服

和运动休闲装；帽饰比赛内容主要是蒙

古族男子帽饰。

生于斯长于斯见证于斯。在弘扬民

族文化的当下，大赛致力于对蒙古族时

装与帽饰从设计、生产到消费的引导，

为推动蒙古族服装服饰创新发展、走进

生活、走向世界产生重要作用，将为筑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共筑各族人民

美好的精神家园产生重要作用。此次大

赛采取网络征集方式，面向全国范围征

集作品。报名截止日期为 7月 1日，所

有奖项共计奖金 80万元。

据了解，大赛对参赛对象的要求体

现了普惠性：凡与服装服饰设计行业、

美术行业或者服装服饰产品相关的研

发机构、高等院校、品牌企业、设计公

司、生产厂商以及服装服饰设计专业人

士和业余爱好者，均可以单位或个人名

义参赛。尤其需要强调的一点是，为鼓

励在校学生参与设计大赛，本次大赛专

设在校学生参赛板块，单独报名，单独

评选，单设学生参赛奖项。同时，大赛对

蒙古族时装的设计也提出了要求：即每

个系列参赛服装数量为 3—4套，每个

参赛者参赛服装要不少于 6套，男女装

不限，可男女装搭配于同一系列，有整

体感，符合大赛设计主题及宗旨；参赛

作品注重原创，有鲜明的时尚感，注重

创意与实用的结合；参赛作品设计手

法、制作工艺、运用材料、配饰不限，注

重整体搭配，包括鞋帽、皮带、挎包、配

饰等；参赛作品要求注重从设计理念、

文化、材料、色彩、工艺等方面进行艺术

创作，以独特的视角重塑对蒙古族元素

服饰的认识、突破单一元素的局限，力

求服饰创意与精巧构思完美融合；同一

系列的参赛作品，共同设计者不得超过

两名，并须确定主、副设计师。大赛对帽

饰也提出了每名参赛者报名参赛数量

不得少于 5款作品，同一系列的参赛作

品，共同设计者不得超过两名，并须确

定主、副设计师的设计要求。

重奖 80万元，蒙古族时装与帽饰

设计的擂台摆下，就等你来。

重奖 80万元：
内蒙古为蒙古族时装与帽饰设计摆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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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和浩特至香港航线开通
(见 4版)

本报讯 2007 年至 2016 年，全区农业保险赔款支出

共计 120.71 亿元，累计受益农户 1809 万户次，约占农

牧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9.49%。农业保险已成为我区农

牧业生产的“保护伞”和农牧民收入的“稳定器”。

我区于 2007 年试办政策性农业保险，采用“政府支

持下的商业化运作”模式。10年来，全区各级农牧业部门

和承办保险公司持续性地对惠民政策进行宣传，增强广

大农民群众的保险意识，不仅充分利用网络、媒体、电台

等新闻媒体广泛宣传农业保险的重要意义和政策内容，

而且发挥各地农牧业信息网、农牧业微信等平台作用，

引导农民积极主动参加政策性农业保险。同时。在村嘎

查的公开栏、公告栏或者在比较醒目的地方张贴宣传

画，利用村委会、村民大会面对面向农户讲解农业保险

业务流程，而且通过科技人员下乡、基层农技推广、农民

技能培训、田间学校、农业保险公示等日常工作，走进田

间地头和农业生产一线进行宣传，使政策性农业保险在

广大农村牧区已是家喻户晓。农户参保率从 2007 年

45.73%上升至 77.49%，年均增加约 11%。此外，农业保

险政策的实施有效提高了农户的风险意识和防灾减灾

意识，这为培育和开发广阔的农村保险市场起到重要的

推动作用。 赵元君

我区农业保险 10年
累计赔付逾 120 亿元

振兴乡村 马铃薯特色集群如何登上制高点？
本报记者 潘拯翌

在今年的自治区两会上，内蒙古

自治区政协委员郭劲松提出了《关于

继续推动马铃薯期货品种上市》的提

案。郭劲松介绍说，今年的自治区两

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坚持质量兴农、绿色兴农，

调整优化农牧业产品结构、产业结构

和布局结构，发展壮大优势特色农牧

业。内蒙古在存贮气调库科技世界领

先，具有非常广阔的扩大马铃薯种植

的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马铃薯期货

如果能够上市，不但会解决内蒙古马

铃薯销售大小年不均的问题，还会扩

大内蒙古马铃薯的种植面积和产量，

增强内蒙古马铃薯的知名度，提高内

蒙古马铃薯的销售价格，带动整个马

铃薯产业链的金融化，对干旱贫困地

区的农民脱贫提供强有力的普惠金

融支持。

马铃薯主粮化 3年，作为全国马

铃薯的主产省区，总产量占到全国产

量的 10%以上，率先开展马铃薯主

粮化公司运营的内蒙古，面前似乎一

片蓝海，但是，实际情况却是，内蒙古

在振兴乡村及产品深加工的特色产

业集群制高点的路上仍在爬坡。

说内蒙古马铃薯就绕不开两个

地方：一个是马铃薯种植面积和总产

量在全国地区级位居第一，占内蒙古

的近二分之一，占全国马铃薯年均种

植面积和产量的 6%，是我国重要的

种薯、商品薯和加工专用基地，被誉

为“中国薯都”的乌兰察布市；另一个

是取得“武川土豆”地理标志产品专

用标志，土豆含铁量居全国之首的武

川县。一市一县，这是内蒙古马铃薯

种植业的聚集地，也是最有可能成为

马铃薯产业集群样板的地方。当我们

还停留在把马铃薯作为原料，产业多

样化集群还未成规模，而内蒙古马铃

薯加工转化率却已经在 15%以上，高

于全国平均水平而沾沾自喜时，一旦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才会发现差距

仍然很大。马铃薯加工对提高附加

值、降低鲜薯销售风险、拉动产业发

展的作用得不到有效发挥，种植基地

转换成集群产业基地的根基尚浅。

关于内蒙古马铃薯产业，一个早

前的数据是：内蒙古马铃薯的年播种

面积长期在 1000 万亩左右，内蒙古

马铃薯播种面积在 30万亩以上的旗

县有 11个；另一个较新鲜的数据是：

今年内蒙古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

8000万亩以上，两相比较，今年内蒙

古的马铃薯种植面积有可能达到粮

食播种面积的 1/8。

2017 年的数据显示，内蒙古大

型马铃薯种薯生产企业 18 家，微型

薯生产能力达 10 亿粒以上。内蒙古

销售收入 500 万元以上马铃薯加工

企业 67 家 (其中国家级龙头企业 2

家，自治区级龙头企业 10 家)。马铃

薯鲜薯年加工能力达到 300 万吨左

右，其中 90%以上加工马铃薯淀粉。

全区现有马铃薯全粉加工企业 5家，

加工能力 5万吨左右。按照权威部门

“2020 年 50%以上的马铃薯将作为

主粮消费”的论断，马铃薯这种既是

高产粮食作物，同时又是附加值极高

的高效作物，加工增值幅度的前景十

分广阔：加工成全粉比鲜薯增值 5倍

以上，加工成薯条、薯片增值 8 倍以

上，加工成精淀粉增值可高达 20倍。

这是内蒙古振兴乡村，实现脱贫的重

要抓手之一，而实现这一目标，马铃

薯的特色集群则是必要手段。

据悉，内蒙古规模加工产品中

90%以上是马铃薯淀粉，马铃薯变

性淀粉、全粉、薯条、薯片等附加

值 较 高 的 产 品 所 占 比 重 不 到

10%。同时，由于相关技术的欠

缺，马铃薯加工利用水平低、产业链

条短，高附加值、高技术的精深加工

产品开发极为有限。卖鞋的就需要到

光脚的地方，从另一个角度看，产业

深加工能力低，集群效应不明显，也

正是大有作为的好时候。

2015 年，我国马铃薯成稻米、小

麦、玉米外又一主粮。从彼时起，甚

或更早之前，内蒙古就开始了抓

种薯、搞贮藏、加工转化、拓宽市

场的产业集群建设。依托国内马

铃薯标准体系和质量控制体系，

内蒙古扩大示范栽培基地，推广

大垄栽培等示范、推广、试验项

目，充分发挥大农机、大水利的作

用，实现规模化生产、标准化种植、集

约化经营，提高全区马铃薯产量、质

量和商品率。同时完善配套体系建

设，提高仓储能力。加大贮藏库（窖）

建设投入，构建与产业发展相适应的

贮藏体系。盘活存量扩大增量，扶强

扶壮龙头企业做强做大。

在此期间，涌现出了民丰薯业、

中国薯网、希森种业等马铃薯产业不

同领域的龙头企业。在产业链条延

伸上，我区在呼和浩特市托克托

县第一中学、包头市包钢集团万

开实业有限公司、乌兰察布市兴

和县兴隆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和赤峰

市内蒙古凌志马铃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启动实施了马铃薯主食产品及

产业开发试点项目，已经成功生产开

发出了马铃薯馒头、面包、包子、油

饼、油条、面条、丸子等系列产品，消

费者反映良好。

记忆回到 2011 年，当年，主产

区鲜薯价格从 8 月下旬的 0.5 元 /

斤左右跌至 0.3 元 / 斤左右，已低于

生产成本，但鲜薯仍然销售困难，仍

有近 170 万吨需要在封冻前销售。

彼时，内蒙古倡议市民购储土豆，以

拉动马铃薯消费。殷鉴不远，薯农丰

产不丰收的症结还在于对马铃薯产

业形成特色集群的乏力。

乏力就需要发力。

在内蒙古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引导下，登顶马铃薯振兴乡村的制高

点，内蒙古还需形成一批加工转化率

高、加工产品品种多、错季销售优势

大的特色产业集群。

筚路蓝缕，内蒙古马铃薯特色产

业集群已经在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