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大海）加强优势奶源基地建设，打造

加工企业集群，完善利益联结机制，强化科技支撑与服

务，力争到 2025 年，全区奶畜存栏达到 350 万头只，奶

类产量达到 1000 万吨，乳品加工企业产值达到 3000 亿

元。8月 23 日，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举办政策例行吹

风会，内蒙古自治区农牧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刘永志发布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奶业振兴的实

施意见》。

《实施意见》明确了奋斗目标，力争到 2025 年，全区

奶畜存栏达到 350万头只，奶类产量达到 1000 万吨；乳

品加工企业产值达到 3000亿元。建成一流种源、一流饲

草料、一流奶源基地，打造一流加工企业，创建一流品牌，

形成一流品质，引领全国奶业发展，实现奶业率先振兴。

内蒙古是奶业发展大区，“中国乳都”已经成为我区

一张靓丽名片。奶牛存栏、牛奶产量、乳制品产量分别达

到 120.8 万头、565.6 万吨和 254.8 万吨，乳业成为了超

千亿级产业，现代奶业建设迈出了坚实步伐。牛奶加工产

业规模居全国第一，全区销售收入 500万元以上乳品加

工企业达到 89个，实现销售收入 1632.6 亿元。

品牌引领作用不断增强，有伊利、蒙牛、圣牧高科 3

家中国乳业 20强企业，分别排第 1位、第 2位和第 8位；

伊利、蒙牛分列全球乳业第 9位、第 10位。培育了金典、

特仑苏等多个中国驰名商标，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品

比重持续提高。奶豆腐（蒙古奶酪）、策格（马奶保健品）、

驼奶制品等民族奶食品有如雨后春笋，市场份额越做越

大，正蓝旗的奶豆腐（浩乳得）和奶皮子（乌日穆）已成为

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大大增强了民族奶食品品牌的

影响力，赢得了消费者喜爱。

《实施意见》以问题为导向，着力破解奶业振兴的瓶

颈问题，把发展家庭经营奶牛规模化养殖场摆在优先发

展的突出位置，加快形成以奶农规模化养殖为基础的生

产经营体系。鼓励和支持乳制品加工企业做优做强，发挥

好龙头企业的引领带动作用。强化补短板意识，全面梳理

当前我区奶业发展的短板与差距，制定了有针对性的政

策措施，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市场环境和政务服务环

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向全社会发出了振兴奶业的强烈

信号，为奶业更好地发展指明了方向和路径。

《实施意见》从四个方面提出十六项重点工作：加强

优势奶源基地建设，主要工作是优化奶源布局、实施标准

化规模养殖提升工程、建设现代种源基地、提升优质饲草

料生产能力、加强粪污资源化利用、强化奶牛健康管理；

打造加工企业集群，主要工作是鼓励和支持乳品企业做

优做强，促进中小乳制品企业差异化发展，鼓励民族乳品

特色化发展，加快大型乳品企业国际化发展；完善利益联

结机制，主要工作是严格落实购销合同，建立奶价协商机

制，推动养殖和加工一体化发展，构建种养加利益联结机

制；建立科技创新支撑体系，主要工作是加强奶业基础研

究，强化技术推广与服务，健全社会化服务体系，积极推

广“互联网 +”，提高销售能力。

《实施意见》在奶业扶持政策措施上有了新的突破和

创新。加强财税政策支持，自治区加大奶业发展专项资金

支持力度，支持良种奶牛引进、性控冻精补贴、种公牛培

育、特色乳制品加工、奶牛生产性能测定及高产苜蓿种植

等；农牧业产业化扶贫基金重点扶持奶业振兴；实施学生

饮用奶计划；强化金融保险支持，支持龙头企业特别是奶

业小微企业融资贷款，开发符合市场需求的保额补充型

保险等新产品，开展奶牛活体抵押贷款、养殖场抵押贷

款；提供用地政策支持，提出了一系列放宽奶业加工企业

建设用地、奶业建设用地、养殖场及青贮窖（池）、草料场、

机棚等附属设施用地、林地使用方面政策；积极推动企业

上市，支持区内企业在主板、创业板和新三板等各类资本

市场直接融资，在股权交易中心建立“绿色”通道，加快企

业上市步伐；坚决守住奶业质量安全底线，加强乳品生产

全程监管，实施乳品质量安全检测计划，严厉打击违法添

加行为，严格监督落实标识制度，严厉打击乳品走私行

为；加强对奶业发展的组织领导，强化监督考核，建立奖

惩机制，确保各项政策措施落到实处，推动我区奶业全面

振兴。

奶源基地建设是奶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和根基，《实

施意见》提出发挥黄金奶源带、黄金草原带、黄金玉米带

优势，建设黄河、嫩江、西辽河流域和呼伦贝尔、锡林郭勒

草原五大奶源基地。下一步，内蒙古自治区农牧厅将以呼

和浩特市为核心的沿黄地区，荷斯坦奶牛存栏达到 125

万头，建设优质高产奶源基地。呼伦贝尔市岭东和兴安盟

等嫩江流域及通辽市、赤峰市西辽河流域，以荷斯坦奶牛

为主，推动乳肉兼用牛发展，荷斯坦奶牛和乳肉兼用牛存

栏分别达到 75万头和 50万头，建设高标准高质量奶源

基地。呼伦贝尔、锡林郭勒草原牧区，以三河牛、西门塔尔

牛等乳肉兼用品种为主，存栏达到 50 万头，建设特色绿

色有机奶源基地。中西部地区鼓励发展萨能和东弗里生

等品种奶羊养殖，存栏达到 50 万只，建设高品质奶源基

地。草原牧区培育发展马奶、驼奶等特色奶源基地。实施

奶畜遗传改良计划，加快核心育种场建设，培育国际排名

前 100 名以内的种公牛 5至 7头、国内排名前 100 名以

内的种公牛 30头以上。在乳肉兼用西门塔尔牛和三河牛

核心育种场培育后备种公牛各 1000 头，提供优质采精

种公牛各 100头。开展蒙古马和双峰驼本品种选育，以及

奶羊引进品种的本土化培育。打造高产奶畜核心群，支持

沿黄流域奶业主产旗县区推广使用性控冻精，加速奶牛

扩群增量。实施饲草料保障能力提升工程，以“粮改饲”试

点和振兴奶业高产苜蓿项目为抓手，在黄河、嫩江、西辽

河流域和呼伦贝尔、锡林郭勒草原五大奶源基地配套建

设青贮玉米、苜蓿种植基地各 700万亩。实施标准化规模

养殖提升工程，创建标准化示范牧场，100头以上奶牛规

模养殖场全部按标准化生产，达到品种良种化、养殖设施

化、生产规范化、防疫制度化、粪污资源化；开展数字牧场

建设，从繁育、饲喂、挤奶、保健、防治、运输、粪污处理等

关键环节进行数字化管理，实现牧场养殖过程可视、生产

过程可控、质量可追溯，推动奶畜养殖向精细化、数字化、

智能化发展。启动奶牛“两病”净化示范创建，全面掌握生

物安全条件状况、“两病”感染及布病免疫等情况；实施生

鲜乳质量安全监测计划，加强饲料、兽药等投入品的使用

监管，加强生鲜乳收购站和运输车监管，构建严密的全产

业链质量安全监管体系，坚决守住奶业质量安全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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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鑫）近日，记者获

悉，主题为“借问飘香处，循指临玉泉”的

玉泉区第四届烧卖美食文化创意展示大

赛于 8 月 23 日在玉泉区大盛魁文创园

南区北广场开幕。

据了解，此次活动共设置“臻享品玉

泉”“隽永读玉泉”“娱心乐玉泉”“慢调游

玉泉”四大板块 29 项活动。其中，“臻享

品玉泉”板块以展演、比赛、故事会等多

种形式的体验活动为主，让广大市民群

众和游客朋友们品读玉泉的城市历史故

事、城市发展及烧卖美食发展历程；“隽

永读玉泉”板块是由寓教于乐的非物质

文化遗产课堂、文化集市等活动组成，使

大家更深入的了解玉泉区的文化历史底

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娱心乐玉

泉”板块活动对象以青年人为主，通过与

美食相关的游戏、小型“玩乐会”等形式，

增添本届烧麦美食文化创意展示大赛的

趣味性，吸引更多青年朋友们关注烧卖

文化，了解优秀传统文化；在“慢调游玉

泉”板块我们设置了各类文艺演出、抖音

大赛、寻味玉泉等参与体验式活动，让大

家通过慢生活，深度体验玉泉，感受玉泉

区的美。

同时，本届烧麦美食文化创意展示

大赛在往年的基础上，新增了许多特色

活动。比如，“臻享品玉泉”板块中的“神

乎其技”活动，就是通过展示中华烹饪绝

技，展现中国烹饪的艺术文化内涵；“合

理膳食我健康”活动则是通过向群众普

及合理膳食搭配和科学健身方法，以及

食品安全知识，增强群众对健康饮食的

关注，推动全民健康理念深入人心；“民

族团结一家亲，邻里百家宴”活动，是将

美食制作、品鉴，与邻里互助、传承“好家

风”活动相结合，加强社区精神文明建

设，宣传良好家风家教，促进邻里和谐，

增强民族团结；此外，今年烧麦文化大赛

期间，还将开展尊长辈习礼仪的“孝道礼

仪伴终身”活动，通过开展餐桌礼仪课堂，

播种行孝之念，创新孝道文化建设。

另据了解，历届稍麦美食节的大赛

环节是最受大家关注的，如何公开透明、

公平公正的比赛和参评也是比赛一直在

追求的。本届烧卖文化美食节在行业权

威、烹饪大师等专业评委的基础上，又增

加了知名美食博主等有影响力的大众评

委。更多的参考广大市民和消费者的意

见，让更多的人来参与文化美食节。

烧卖美食文化是呼和浩特市传统文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麦香村”“德顺源”

“老绥远”“德兴源”等一大批老字号烧卖

品牌，部分已经成功申报为自治区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现如今烧卖美食作为本

地最具代表性的特色小吃，在首府遍地

开花，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和文化底蕴，

不断丰富着广大市民朋友的饮食文化生

活，也是外地游客到呼市必尝的小吃。

本报讯（记者 迪威娜）千里疾风万

里霞，追不上百岔的铁蹄马。蒙古马是内

蒙古特有的马种，蒙古马是一种美好人

格的象征。吃苦耐劳、一往无前的蒙古马

精神，是草原英雄的基因，也是追风逐梦

时代长歌的精神内核。大力弘扬蒙古马

精神，讲好马文化故事，是打造我区地域

文化品牌，也是弘扬草原文化的独特坐

标。

8月 19 日，“弘扬蒙古马精神”系列

丛书、主题声乐·器乐·歌舞合辑、艺术明

信片首发仪式在内蒙古新华书店举行。

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外宣办主任

韩昀祥，内蒙古出版集团总经理曾涵、总

编辑其其格，内蒙古新华发行集团总经

理王亚东，中国邮政集团内蒙古分公司

总经理蔡明辉，内蒙古电影集团内蒙古

文化音像出版社副社长张美玲等领导出

席首发仪式并讲话。

为大力弘扬蒙古马精神，充分发挥

自治区马业传统优势和资源优势提供坚

实的文化基础和精神支撑，作为“首届内

蒙古国际马文化博览会”的系列活动，今

年 4月以来，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组织内

蒙古出版集团、内蒙古电影集团、中国邮

政内蒙古分公司，分别就“弘扬蒙古马精

神”系列丛书、主题声乐·器乐·歌舞合

辑、艺术明信片进行创作设计。经过四个

月的努力，今日，“弘扬蒙古马精神”系列

丛书、主题声乐·器乐·歌舞合辑、艺术明

信片如约而至，终于在内蒙古新华书店

和广大读者见面了。

内蒙古出版集团总经理曾涵介绍，

内蒙古出版集团出版的“马文化”系列图

书，共 6大主题，由出版集团组织编撰的

大型画册《神骏》，由内蒙古社科联组织

编撰的《内蒙古马文化与马产业研究丛

书》及口袋书 12 册、《内蒙古好故事———

弘扬蒙古马精神先进人物事迹》（3 卷），

由内蒙古社科院组织编撰的《蒙古马与

草原文明》《中国马产业蓝皮书》，由内蒙

古文化传播力建设研究基地组织编写的

《中华马文化系列丛书》（6册）等共 24 种

图书。

曾涵表示，在编辑出版这套丛书的

过程中，集团的编辑人员通过与作者的

充分交流，对作品的认真修改，进一步加

深了对蒙古马“吃苦耐劳、一往无前、不

达目的绝不罢休”精神的认识，这对于他

们在今后工作中更精准地把握正确导

向，不断策划、出版更多更好的满足广大

读者需求的优秀图书，有着强大的助力。

这些图书既有迎庆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

的献礼项目，也有开展“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的先进典型教材，是国内

首次系统研究和介绍马学、马文化、马产

业和蒙古马精神的丛书，填补了马学领

域的一项空白，集中展现了内蒙古学者

在马学领域的研究成果。“马文化”系列

图书的出版，是我区研究“蒙古马精神”

的具体成果，为弘扬“蒙古马精神”提供

了理论和现实依据。

中国邮政内蒙古分公司总经理蔡明

辉在致辞中表示，此次出品的邮资封片，

作为中国邮政发行的有价邮资票品，既

有沟通联络、传情达意的通信功能，又有

承载艺术、蕴含文化的传播价值。此次

《马文化》邮资封片的发行，必将以邮资

票品的独特传播功能和丰富集藏内涵，

让地域文化和民族元素独特呈现，让历

史传承与时代风貌紧密融合，为传播和

传承内蒙古蒙古马的马文化情怀作出更

大贡献，有力助推内蒙古民族文化强区

建设。

内蒙古电影集团内蒙古文化音像出

版社副社长张美玲介绍，音像制品《万马

奔腾———蒙古马主题声乐·器乐·歌舞合

辑》，包括骋马驭风、策马聆风、信马吟

风、倚马承风、蹀马踏风共五辑，囊括

了蒙古族长调民歌、蒙古族短调民

歌、内蒙古创作歌曲专辑、器乐马头

琴独奏、合奏以及蒙古族舞蹈，集文化

性、观赏性、收藏性于一体。在出版形式

上，采用了独家设计、轻巧精美的马元素

造型U盘来承载这百首优秀作品，同时

以“无线内蒙古”手机 APP 为平台，实现

了数字出版，只需扫一个二维码，就可以

在线欣赏这雷霆万钧的勇往直前的《万

马奔腾》。同时，精装版的《万马奔腾》配

置了高品质的蓝牙音响，加之精良的包

装工艺，让一部传统的音像作品，焕发出

新的魅力，任是谁将它拿在手中，都能感

受到来自草原的问候。希望趁马博会之

势，我们的“草原风”文创产品能成为新

风尚，将蒙古马精神、草原文化传播得更

广，更远。

本报讯（记者 张鑫）8 月 19 日下

午，第二届中国马文化节暨首届内蒙古

国际马文化博览会马背上的炊烟———情

满青城之内蒙古味道美食文化节隆重开

幕。

美食文化节包含五大主题：“马背情

长———自然的馈赠”展示了传统奶制品，

“马背情醉———传承的故事”展示了马

酒、马奶等食品，“马背情珍———五味调

和”展示了各旗县区的招牌特色，“马背

情缘———主题婚宴秀”反映了草原儿女

对新生活的向往，“马背情深———甜蜜生

活”是马背上的民族吃苦耐劳、坚忍不

拔、勇往直前、忠于职守、守望相助品质

的展现。

呼和浩特美食：烧麦、武川莜面、焙

子、羊杂、油脂饼等；锡林郭勒美食：石头

烤肉、风干肉、红薯、玉米、南瓜等；呼伦

贝尔美食：布里亚特包子、炸秀丽白虾、

清炖南屯牛排、预包装小羊腿、酱香牛窝

骨等；巴彦淖尔美食：肉勾鸡、巴盟酿皮、

巴盟烩菜等；赤峰美食：赤峰对夹、赤峰

小米、赤峰绿鸟鸡；……各种美食吸引了

游客们前来品尝并得到了赞美。

来自包头的清蒸老茶汤师傅吴文畅

介绍，老茶汤需龙嘴大铜壶烧开的水，烫

熟生的小米面，再加红糖、白糖、葡萄干、

枸杞、红枣粉、山楂、瓜子仁、杏仁粉、芝

麻就可食吃了。

“内蒙古味道”系列活动深挖内蒙古

饮食文化内涵，整理和提炼“美食”这一

重要的旅游要素，以现代餐饮消费需求

为导向，打造一系列地域美食 IP，受到

了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和积极参与，

获得了游客的高度关注和称赞，明显

带动了“寻味旅游”和餐饮消费，品牌效

应凸显。

呼和浩特之所以拥有独一无二的味

道，得益于处在无可复制的地域。作为我

国边疆一个重要的民族交融、文化交融

的城市，呼和浩特的美食呈现出历史和

现实交汇的独特韵味，每道美食都是一

个故事、一段历史、一种精神。此次举办

“青城美食节”，旨在努力呈现草原民族

博大精深的美食文化，借助内蒙古味道

的影响力，带给大家一场舌尖上的旅行，

体验一段深刻的草原饮食文化，让美食

成为呼和浩特又一张亮丽的名片。

8 月 22 日，为庆祝农产品丰收、弘扬传统文化、进一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呼和浩特市玉泉区鄂尔多斯路街道前八里庄村党支部将党建引领“网络平台、

两民一员、服务进村”以助农增收为目的，举办首届“前八里庄村鲜食玉米文化

节”，在拉动全村经济发展的同时，实现精准扶贫等民心工作。

据悉，前八里庄村在街道党工委的正确领导下，以此次“鲜食玉米文化节”

为契机，持续把党建引领各项工作做精做细做实，有效推行惠农发展“三项清

单”制度，努力打造优质党建品牌，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 70 周年祝福献

礼。 王磊

第四届烧卖美食文化创意展示大赛23日上演
呼和浩特市玉泉区

“弘扬蒙古马精神”系列丛书 +主题声乐·器乐·歌舞合辑 +艺术明信片
带你感受蒙古马精神

马背上的炊烟
———开启内蒙古味道美食文化之旅

鲜食玉米文化节庆祝农产品丰收

建设五大奶源基地

内蒙古乳品加工企业
产值将达 3000 亿元

●原内蒙古读者俱乐部杂志社持有的《关于准予广告发布登记的通知书》（内

工商广登字[2017]029 号）不慎遗失。

内蒙古读者俱乐部杂志社于 2018 年 2月 14 日更名为内蒙古哲思杂志社，原

期刊《读者俱乐部》更名为《哲思》。

原《通知书》声明作废！

内蒙古哲思杂志社

2019 年 8 月 20 日

●内蒙古商报社持有的《关于准予广告发布登记的通知书》（内工商广登字

[2017]019 号）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内蒙古商报社

2019 年 8 月 20 日

遗失声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