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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娜）近日，自

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组织召开

了全区推进民族传统奶制品产业发

展新闻发布会。记者从发布会上了

解到，在自治区领导的高度重视和

大力推动下，2020 年 6月 30 日，自

治区市场监管局等 11 个部门联合

印发了《内蒙古自治区推动民族传

统奶制品产业发展专项行动总体方

案》，提出了具体工作举措，明确了

部门责任分工，计划利用三年左右

时间，促进民族传统奶制品提档升

级、产业健康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乳业发

展，他指出，要下决心把乳业做优做

强，生产出让人民群众满意、放心的

高品质乳业产品，打造出具有国际

竞争力的乳业产业，培育出具有世

界知名度的乳业品牌。自治区大力

发展民族传统奶制品产业，是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指示精神的重要

举措。

民族传统奶制品是以传统原

料、传统工艺、传统生产加工方式加

工制作的奶食品，我们统称其为民

族传统奶制品或民族传统乳制品或

奶食品。目前，我区已经制定食品安

全地方标准的民族传统奶制品有 7

个品种，分别是：奶豆腐、奶皮子、策

格、楚拉、毕希拉格、酸酪蛋和嚼克。

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二级巡视员彭万臻首先介绍了通过

调研了解到的民族传统奶制品产业

发展的现状，目前全区有 16 家民族

传统奶制品生产企业、746 户注册

登记的加工坊。每天加工鲜奶能力

9560.73 吨，日均实际加工鲜奶量

393.3 吨，年产值 6.07 亿元，就业人

数在 2000 人左右，民族传统奶制

品产业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6 月 13 日，自治区市场监管局

与锡林郭勒职业学院签订了“民族

传统奶制品培训研发项目合作协议

书”，将“内蒙古自治区民族传统奶

制品培训研发基地”设在锡林郭勒

职业学院。依托学院师资、科技人

才、蒙汉双语教学等方面优势为民

族传统奶制品产业发展培育人才、

传承文化、创新技术、提升价值“赋

能”。以技术支撑和智慧支持为民族

传统奶制品产业健康发展提供保

障。

同时发挥试点示范创建引领带

动民族传统奶制品稳步发展。6 月

28 日,自治区市场监管局根据《内

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关于启动民

族传统奶制品产业发展首批试点示

范工作的通知》（内市监办字〔2020〕

107 号）精神，经过自愿申请，盟市、

旗县（市、区）两级市场监管局遴选、

两级政府复核的申报程序，公布了

首批 160 个试点示范名单。试点示

范时间为 2020 年 5 月至 2021 年 4

月。按照成熟一个验收一个的原则，

验收通过后，“以奖代补”，支持民族

传统奶制品产业发展。各盟市、旗县

在建设试点示范时，实施点对点服

务，发挥典型引领作用，积累可推广

可复制的经验。

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民族传统奶

制品包装设计，帮助指导商标注册

打造区域品牌形象。7月 6日，自治

区市场监管局已完成民族传统奶制

品的包装设计方案的征集活动。从

476 件应征作品中通过专家评审入

围作品、市场满意度调查甄选出包

装设计式样，全部免费提供给奶制

品加工户选择使用。

各级市场监管部门主动上门服

务，帮助民族传统奶制品手工坊申

请商标注册，指导专业合作社等团

体申请注册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打

造区域公用品牌。加强宣传推介力

度营造民族传统奶制品产业发展的

良好氛围。

彭万臻就如何推动民族传统奶

制品产业发展的思路和举措进行了

详细介绍：专项行动分三年推进。

2020 年为试点推动阶段；2021 年

为深入实施阶段，相关地区和部门

要全面落实各项举措，推动各项工

作任务基本完成；2022 年为全面提

升阶段，相关地区和部门要对此前

采取的措施进行查缺补漏、完善提

高，实现民族传统奶制品产业的高

质量发展。

推进民族传统奶制品产业发

展，共有 9 项具体工作，涉及 11 个

相关部门以及各盟市、旗县政府。总

的思路是，以打造试点示范为切入

点，从行政许可入手，按照原料把

关、生产加工过程控制、产品出厂检

验、产品销售、打击违法违规行为、

产品质量追溯等环节，进行全链接、

闭环式监管，通过试点示范推动产

业健康发展。

协调推进民族传统奶制品产业

发展的九大举措包括：完善市场准

入机制；加强标准供给服务；推动产

业提质增效; 推进区域公用品牌建

设;打造试点示范;打造试点示范;

强化检验检测服务; 畅通产品销售

渠道;打击违法违规行为。

推进自治区民族传统制品产业

发展，对助力牧区稳定脱贫、牧民增

收致富将起到重要的拉动作用，有

利于形成奶业发展新的增长点。进

一步挖掘民族传统奶制品产业发展

的巨大潜力，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

客观要求，也是当前抓“六稳”促“六

保”的重要举措。

下一步，11 部门将全力推进试

点示范创建，提升检验能力，加大培

训力度，强化营销推广。开展民族传

统奶食品工艺大赛，挖掘推出一批

传承人，提升民族传统奶制品文化

品味，打造“民族传统奶制品”公用

品牌。

近日，乌海市阳光田宇国际酒庄

三款产品在第 11 届（2020）亚洲葡萄

酒质量大赛中斩获一金两银，使酒庄

无污染、不添加、少干预的“自然酒”在

葡萄酒市场上拥有了重要的一席之

地。为此，记者慕名前往采访。

流火七月，热浪滚滚，地处沙漠边

陲的阳光田宇酒庄仿若一片绿洲，在

烈日下散发着清凉。坐电瓶车上一路

上行，只见沿途两旁的葡萄架上坠满

了沉甸甸的葡萄，枣树林硕果累累，饱

满而晶亮。“乌海市阳光田宇农业科技

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2007 年，占

地面积 15000 亩。其中葡萄种植基地

5300 余亩；葡萄品种资源圃 300 余

亩，里面种有 108 种葡萄；枣树 1400

亩；百果园 300 余亩；园林绿化、道路、

水系等 2200 亩。五月份槐树开花的时

候，满园散发着的槐花的芳香，槐花成

团连片象粉紫色飘逸的云，特别好

看。”随行的宣传干事肖雨向记者介绍

到。从观光台四面鸟瞰，万亩林海郁郁

葱葱，一片红屋顶新居掩映在浓荫下

十分醒目。“海南区政府进行新农村建

设时，阳光田宇先后为赛汗乌素村投

资设计费用 30万，后续又给村里交水

电费 2万元，投资 200 万元为村里建

设扬水站，给村里 3户村民提供每户 3

万元的免息贷款，还承担了村里贫困

户的帮扶工作，自 2017 年至今，帮扶

资金发放达 36 万多。”宣传部长李明

雪告诉记者。“阳光田宇集团自成立以

来就以带动农户脱贫致富为企业生产

经营的核心，采取村企联动的模式，将

先进的葡萄种植技术进村入户，以‘风

险共担、利益共享’的经营理念，带动

当地农区居民脱贫致富。在发展自己

产业的同时，阳光田宇积极参与到脱

贫攻坚中，为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意向

的贫困户每户安排一个工作岗位，为

有意愿发展农业产业但没有启动资金

的贫困户，每户安排 2万—3万元的无

息帮扶资金；为贫困家庭的大学毕业

生提供就业岗位；为在贫困户校学生

每人安排帮扶资金。下一步阳光田宇

集团将扩建 5000亩标准化葡萄基地，

使公司自建酿酒葡萄基地达到 10000

亩，打造西北地区最大的葡萄品种资

源圃，同时带动周边农区居民种植葡

萄 10000亩。”

走进储酒车间，记者看到一排排

林立的不锈钢储酒罐，工作人员介绍

说这些储酒罐都采用 316 食用级不锈

钢板材，分为 20吨和 30 吨两种，共有

108 个储酒罐体，储酒 3000 吨。每一

罐酒都是满罐，以避免和外界接触发

生氧化。酒庄依山而建呈阶梯状布局，

通过酒的自然重力，自流完成酿造，是

国内第一个真正实现“自然重力法”酿

造工艺的国际酒庄。“自然酒”首先从

源头上保证每一颗葡萄都来源于本酒

庄，不外用一颗葡萄。不实化肥不打农

药，每亩限产 300 公斤，每年 9月份葡

萄成熟的时候进行压榨发酵，发酵结

束以后，由管道流入储酒车间进行储

存，酿酒师会根据当年葡萄的情况和

酒的情况来确定储存时间，一般新葡

萄酒从压榨到成品大概是一年的时

间，酒庄目前储存时间最长的酒是

2015年。站在正在装修的玻璃通道上

可以看到葡萄酒生产全过程：从前处

理车间压榨破碎，到发酵车间，到储酒

车间，全程无菌，是国内第一个将生产

和参观完全分开的酒庄。

因“生态、高效、特色、精品”至上，

努力“打造葡萄和葡萄酒知名品牌”，

阳光田宇 2014年至 2017 年荣膺自治

区农牧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自治

区林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产业、自治区

级扶贫重点龙头企业和国家 4A 级旅

游景区。阳光田宇酒庄总经理、海南区

新联会副会长黄建清说：“自然酒是产

区风土的极致呈现，用中国风土书写

中国风格。获奖只是一个里程碑，阳光

田宇将以百年酒庄和为人民追求和向

往美好生活为目标，用最自然的方法

酿造出安全、健康、高品质的酒，把中

国自然酒推向全世界”。 齐美萍

内蒙古民族传统奶制品产业更优更强
11 部门 3年推进

时值盛夏，敖汉旗四道湾子

镇今年种植的 1500 亩万寿菊进

入了第一期采花季，每个在田间

地头忙碌的采花农民脸上都洋

溢着收获的喜悦，农民在大田里

采下那朵朵怒放的金黄色万寿

菊花，直接运往位于该镇的万寿

菊加工企业销售。

年初以来，该镇把推广色素

万寿菊种植作为促农增收的重

要产业来抓，镇里实行典型引

路、无偿技术指导等优惠措施，

调动了农民的种植积极性。为切

实消除农民群众的顾虑，镇政府

采取“公司＋基地＋农户”的农

牧业产业化形式，引导农民与落

户的万寿菊加工企业—金丽天

然色素公司签订购销合同，给种

植农户吃下了“定心丸”。通过努

力今年全镇万寿菊种植面积达

到 1500 亩。广大农民在镇农业

技术人员的指导下，适时育苗、

移栽、灌水，通过精耕细作和科

学管护，万寿菊长势良好，及时

进入采摘期。目前，金丽天然色

素公司每天 24 小时收购鲜花，

保证当天收购、当天付款，收购

价格参照其它地区同类价格随

行就市，确保农民利益不受损。

据初步统计，今年万寿菊平均亩

产达 4 吨以上，每亩纯收入可达

3500 元，与种植玉米相比，每亩

增收 2600 元。仅此一项，全镇农

民增收 400 万元。万寿菊种植

经济效益明显高于普通农作

物，成为四道湾子镇的重要富

民产业。

来源：敖汉旗四道湾子镇政府

今年，敖汉旗萨力巴乡老牛

槽沟村龚庭龙在旗农牧局技术

员的指导下试验露地种植大球

盖菇喜获成功，全旗仅此一家，

每平方米采菇 10 斤，预计每亩

产量 4000 斤，按批发价 5 元销

售，每亩收入 2 万元，纯收入可

达 1.4 万元。目前大球盖菇进入

采收期。

大球盖菇又名赤松茸，菇体

色泽艳丽，腿粗盖肥，营养丰富，

口感好，富含多种矿物质和维生

素，蛋白质含量 25.75%，氨基酸

种类达到 17 种，享有“素中之

荤”美誉，据相关资料记载还具

有预防高血压、糖尿病、心血管

疾病、助消化、疏解精神疲劳等

功效，是适合各类人群食用的绿

色食品。

因露地种植大球盖菇主要

以玉米秸秆为主要原料，所以具

有原料丰富、来源广、成本低的

特点，并且操作简单、上手快，普

通农户均可快速掌握种植技巧，

农户房前屋后、田间地头均可种

植，完全不受场地限制，既可发

展庭院经济也可规模种植。据技

术员介绍，大球盖菇生长期 2 个

月，种植后不用施肥、除草，只要

做好控温、控湿管理即可，在温、

湿度适宜，管理得当的情况下，1

平方米出菇量可高达 23-25 斤，

而且大球盖菇还可和其它作物

间作，与玉米间作，每亩可种植

玉 米 1500 棵 ， 可 增 收

400-1000 元。根据敖汉旗气候

一年可在春、秋季露地种植两

茬，每亩年纯收入可达 2.5 万元

左右。

来源：内蒙古农牧厅

近日，记者走进喀喇沁旗乃

林镇兴隆庄村设施农业扶贫产

业园的日光温室内，在这里工作

的蒋雪梅正在采摘成熟的豆角。

“在这里工作，长期有活干，

工资按时发放，一年能挣三四万

元。”兴隆庄村五组蒋雪梅高兴

地说，“我在棚里主要负责摘豆

角、给豆角施肥和浇水，一个月

工资三千多元。”

在北山根村设施农业区，有

着丰富食用菌种植经验的李艳

正在棚里查看室温。

“我种食用菌 11 年了，今年

是第一年试验种植羊肚蘑，一亩

地能达到 400 斤左右，效益可

观，今年受疫情影响，鲜品走得

比较慢，但是我们都烘干了，干

品销售应该没有问题。”谈起种

植羊肚蘑，她向记者侃侃而谈：

“种植大棚羊肚蘑最重要的是要

选好菌料、菌棒，确保出菇率，全

面掌握每个大棚的质量、棉被的

厚度，掌控好室内的温度、湿度，

增强土地的肥力，只有这样才能

取得好效益。”

乃林镇农科站站长姚仲军

告诉记者，“今年乃林镇通过金

鹏种植合作社引进羊肚蘑种植，

总共发展了 15 个棚，占地面积

20多亩。从今年的试验情况看最

好的一亩地能达到四五百斤，鲜

品是 80 块钱一斤，产值能达到

四万元，经济效益还是比较可观

的。一旦技术成熟了，镇党委、政

府就要把这项产业做大做强，继

续丰富设施农业的种植品种，为

老百姓增收致富作出贡献。”

兴隆庄村的设施农业扶贫

产业园和北山根村设施农业区，

是该镇通过产业扶贫带领贫困

群众走上致富路的一个缩影。近

年来，乃林镇凭借良好的地理优

势和光热资源，大力发展温室大

棚等高效设施农业，积极推广引

进热销品种，有效促进了农业增

效、农民增收。设施农业使广大

农民打破了传统的生产模式，冲

破了自然条件的限制，带动农业

生产方式由传统、粗放型向精

细、集约型转变，大棚种植的菌

苗成为农民就业增收的“新引

擎”。特别是疫情防控以来，该镇

还积极扶持扶贫产业园，通过开

通蔬菜绿色通道、种植技术指

导、扩大新媒体销售渠道、代买

代送等有力措施帮助园区顺利

发展。

据了解，乃林镇共有高效日

光温室 1200 亩，年可实现收入

5000余万元。该镇有贫困户 514

户 1252 人，未脱贫 11 户 21 人，

今年下半年将通过一户多策确

保未脱贫人口顺利脱贫。截至目

前，扶贫产业园已带动 305 名贫

困群众实现脱贫。同时积极拓展

有劳动能力贫困群众的就业渠

道，为 8 名贫困群众提供施肥、

采摘等岗位，每人每月可增收

2500元。 据《赤峰日报》

敖汉旗四道湾子镇
订单万寿菊进入采摘季

酿高品质自然酒进军世界

敖汉旗露地种植
大球盖菇获得成功

大棚里结出“致富果”

受委托，我公司对鄂尔多斯市乌审旗细羊毛原毛进

行网络拍卖，具体事宜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物：鄂尔多斯市乌审旗细羊毛原毛共

340 包，羊毛公检证书编号：

FWEO115002007080022、FWEO115002007080023、

FWEO115002007080021、FWEO115002007080020，净

毛重量共 78807kg，洗净率约 55.58%、51.29%、46.16%和

54.20%，羊毛细度约 66支和 64 支，整体打包拍卖参考价

409.80 万元（参考价单价均 52 元 /kg）设有保留价

二、拍卖时间：2020 年 8月 4 日上午 10：00 开始；拍

卖竞价时间为 2 天。每月“逢 6 拍卖”开拍时间及拍卖标

的物以中拍平台网站和鄂尔多斯市联兴拍卖有限责任公

司公众平台公示为准。

三、报名及预展时间：自公告之日起至拍卖会结束；

四、预展及拍卖地点：中拍平台和乌审旗；

网址：中国拍卖行业协会网络拍卖平台

(https://paimai.caa123.org.cn/)；

五、报名方式：

1、线上报名：竞买人须在中国拍卖行业协会网络拍

卖平台(https://paimai.caa123.org.cn/)，注册用户账号且

实名认证通过后，即可对要参拍的拍品进行报名，经我公

司确认后即可参加竞拍。

2、我公司可为意向报名者提供报名、竞价咨询服

务。

六、竞买保证金：人民币 2万元

特别提示：拍卖成交后，竞买保证金可冲抵部分成

交价款，未成交者，拍卖会结束后保证金在 7 个工作日之

内退还。

保证金汇入账户：

户名：乌审旗布赛细毛羊专业合作社

开户行：乌审旗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嘎鲁图分社

账 号：8102701220000000003654

七、相关说明

1、本次拍卖标的物为细羊毛原毛订单，拍卖成交后，

交割时间 15 日以内。

2、本次拍卖为增价拍卖。

3、拍卖时间为每月“逢 6 拍卖”，即每逢 6 日、16 日、

26 日上午 10:00 时为拍卖截止日。

4、本次拍卖标的物检测指标为企业自检所得，介意

竞买者慎拍。

5、竞买人在竞买前应充分了解、察看标的物相关情况

及可能出现的风险，我公司如实、全面、细致的上传拍品的

图片，望竞买人考虑因拍摄环境和技术所造成的差异，本

公司不承担标的物瑕疵担保责任，成交后以实际移交重量

（kg）为准。

查看标的电话：13947793367

拍卖公司电话：13947770115 04778339934

鄂尔多斯市联兴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2020年 7月 27日

拍卖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