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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鑫）9 月 11 日，“敕

勒川味道品牌推广座谈会”暨“呼市政协

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委员活动基地”

挂牌仪式在莫尼山非遗小镇举办。

记者了解到，即将举办的“第二十一

届呼和浩特昭君文化节”其中一项内容

就是“敕勒川味道美食文化周”系列

活动，通过专家推荐、业界推荐、媒体

推荐和网友推荐等方式，产生“敕勒

川味道”名录，在 9 月下旬至 10 月上

旬，结合“中国农民丰收节”、国庆节、

中秋节等节庆活动集中开展“敕勒川味

道美食文化周”，通过展览、展示和现场

体验品鉴的方式，为首府百姓和各地游

客献上“丰收节、国庆节‘敕勒川味道’美

食大餐”。

据专家介绍，2020 年呼市《政府工

作报告》提出：“围绕名优特农畜产品，集

中发力培育‘敕勒川味道’区域公共品

牌”。2020 年，呼市“两会”期间，呼市政

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的委员提出

《打造“敕勒川味道”区域公共品牌、孵化

百亿级特色产业集群的建议》，为“全市

打造‘敕勒川味道’区域公共品牌”建言

献策。今年以来，呼和浩特市文化旅游广

电局、市商务局、市农牧业局等单位都在

采取得力措施大力推动“敕勒川味道”区

域公共品牌的建设，使得“敕勒川草原”

“敕勒川文化”“敕勒川味道”与“美丽青

城、草原都市”等响亮宣传语在内蒙古乃

至全国初步叫响。

记者了解到，本次座谈会向社会征

集“敕勒川味道”旗县区美食名录，体现

首府 9 个旗县区的美食和特产的特色，

及以呼和浩特为核心区域的“敕勒川地

区”的代表性美食和特产名录。该名录将

在 9月下旬举办的“敕勒川味道美食文

化周”活动期间进行精品发布、推广推介

和品鉴体验。特别是通过推介“敕勒川味

道—10 大名小吃、10 大名菜、10 个地理

标志好特产、10 大餐饮美食连锁店、10

大餐饮企业家、10 大特色宴会城、10 大

美食网红打卡地(店)”，进一步拉动消费，

促进产业发展，推动“敕勒川味道”走向

全国乃至世界。

中国餐饮大师、中国烹饪大师、享受

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呼和浩特《吴

氏家宴》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吴志强

介绍了历史上的“绥远地区美食”、“敕勒

川美食”和呼和浩特传统美食的特色文

化和民俗习惯。他赞赏举办“敕勒川味道

美食文化周”系列活动。

在座谈会上，有关专家初步列出一

些“敕勒川味道”代表性名录：武川石磨

莜面、托克托黄河炖鱼、和林格尔炖羊

肉、清水河米醋、传统涮羊肉、蒙古族奶

茶“熬制”方式、赛罕区六度包子、武川莜

面、土左旗蒙古馓子、清水河擀豆面、清

水河米凉粉、回民区茶汤、玉泉区烧麦、

赛罕区马家精点心、新城区什锦火锅、蒙

古养生汤等。

专家一致认为，呼和浩特地区集中

了内蒙古的所有美食，也兼备河北、山

西、陕西、甘肃、宁夏等地美食的精华，需

要整理挖掘，形成“敕勒川味道”精品菜

系，造福于广大消费者。

本报讯（记者 迪威娜）9 月 11 日上

午，第二十一届呼和浩特昭君文化节系

列活动———第二届呼和浩特茶产业博览

会暨 2020 咸宁·赤壁青砖茶文化节（以

下简称：第二届呼和浩特茶博会）新闻发

布会在呼和浩特召开，向社会各界人士

汇报本届茶博会的筹备情况，正式揭开

茶博会的序幕！

据悉，第二届呼和浩特茶博会以“名

茶雅器美学盛会”为主题，展览面积达

20000㎡，设国际标准展位 1000 个，特

设中华品牌馆、全国名茶区、普洱 / 黑茶

区、白茶区、茶具 / 工艺品区、紫砂区，展

品囊括六大茶类、紫砂、陶瓷、精品茶器、

香器、美学空间设计、茶具工艺品、茶深

加工产品等全产业链产品。汇聚了国内

外 600 余家品牌茶企，多方联动，共促产

销精准对接。

同时，知名茶企争相亮相，政府展团

联袂登场。湖北咸宁展团、梧州六堡茶展

团、福安坦洋工夫红茶展团等名茶产区

政府展团，将携手当地龙头企业亮相茶

博会。

展会期间，还将同步举办多场区域

公共品牌推介会，采购商可直接与产区

茶企进行产销对接。组委会将结合呼和

浩特的历史文化，策划举办 2020 咸宁·

赤壁青砖茶文化节、第一届职业技能大

赛内蒙古自治区选拔赛·茗星茶艺师第

七届全国评选大赛内蒙古分赛、鼎承品

茶师·首届内蒙古斗茶大赛、大咖说茶·

茶与健康专题讲座、曲水流觞·青城茶事

等多场专业的茶事活动。

呼和浩特是万里茶道的中心驿站，

是茶叶之路的东方集结点，也是连接黄

河经济带、亚欧大陆桥、环渤海经济圈的

重要桥梁，更是茶业经济、文化交流的重

要平台。

第二届呼和浩特茶博会将充分发挥

专业茶展的能动性，依托呼和浩特连接

东北、华北与西北的区位优势，打造全渠

道、全品类展示，全产业链贸易交流，最

新发展趋势解读的商贸平台，助推内蒙

古茶业复苏！

“敕勒川味道———美食文化周”
近百种区域美食迎客来

9 月 18 日 第二届呼和浩特茶博会邀您共赴茶香盛宴

金秋九月，硕果飘香。9月 11

日，呼和浩特市赛罕区黄合少镇格

此老村隆重召开 2020 年绿色农产

品交流会，旨在“为勤劳站台，替丰

收喝彩，让农民高兴”。一大早，村委

会前就人山人海，充满节日的喜庆。

舞台最前沿依次摆放着南瓜、茄子、

葡萄、西红柿、豆角、辣椒等明地蔬

菜，看上去红彤彤，紫莹莹，绿生生

的，颜色鲜亮令人赏心悦目。台下的

各个展位上，南瓜、葡萄、网纹蜜瓜、

火龙果、雪菊等特色农产品更是流

光溢彩，锦上添花。书画、摄影艺术

家们也云涌而来，各自用自己的笔

墨和镜头酣畅淋漓地表现着祝福。

黄合少镇党委副书记、镇政府

镇长李锐亨前来祝贺说：“通过这次

绿色农产品交流会我们主要展示我

们的基层组织建设、农村人居环境、

农民精神风貌和农民生活水平。在

庆丰收、晒丰收、话丰收的同时，让

市民认识认可黄合少镇的各种农产

品。推动农村种植产业结构转型升

级,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打造市民休

闲采摘网红基地和绿色农产品种植

基地。通过搭建特色农产品贸易平

台来塑强特色农产品品牌，引领广

大农民朋友共同促进全镇农业高质

量发展，全面推动乡村振兴。”

链谷文旅公司总经理郝振宇代

表助农企业说：“今天我们企业有幸

与格此老村签订企业联盟，我们将

致力于打造一个新的农业及乡村振

兴的发展平台。非常欢迎今天的参

展企业及所有可能为乡村振兴以及

助农为农的企业共同联手，打造一

个新的大平台，链谷集团多年来秉

承生态建设，为民生，为生态，践行

积极深远的建设。所以今天我们在

这里为了乡村振兴，为了格此老村，

为了黄合少镇，我们共同出一把

力。” 齐美萍

记者日前从内蒙古自治区农牧厅等部门获悉，为解

决奶源基地建设滞后等问题，内蒙古将打造一批乳业产

业集群，预计到 2025 年乳业全产业链产值达 3000 亿

元。

据内蒙古自治区农牧厅副厅长刘永志介绍，今年内

蒙古投入 4 亿元专项资金，融资签约 216 亿元，推动伊

利、蒙牛等乳品龙头企业布局黄河、嫩江、西辽河流域和

呼伦贝尔、锡林郭勒草原五大奶源基地，东起呼伦贝尔

市，西至巴彦淖尔市，密集启动一系列重大乳业建设项

目，打造世界级横跨一二三产业的全产业链奶业集群。

内蒙古依托奶业优势，陆续在呼和浩特市、呼伦贝尔

市、巴彦淖尔市等地建设一批规模化牧场等项目，将实现

饲草料种植、奶牛养殖、乳品加工一体化配套发展，确保

在今后 3至 5年内新增奶牛 100万头、乳品加工能力翻

一番。

在加强奶源基地建设的同时，内蒙古将推进乳品加

工企业转型升级，加快大数据、5G、人工智能、物联网、工

业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推广应用，推动乳品智能

制造升级和改造，提升乳制品加工业绿色制造水平，培育

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乳制品企业集团。

刘永志说，目前，内蒙古奶牛存栏量达 120 多万头，

年产牛奶 570 多万吨，乳业成为年产值超过 1000 亿元

的优势产业，牛奶产量、加工产业规模和奶制品市场占有

率均位居全国首位。

来源：新华网

金灿灿的葵花映日盛开，绿纹状的蜜瓜满园飘香，红

彤彤的番茄、辣椒挂满枝头……秋日的河套大地各种农

田辉映相连，构成一幅五彩斑斓的丰收画卷。

五原县丰裕办事处近万亩大田蜜瓜 8 月初开园上

市，田间地头里车水马龙，卖瓜、买瓜的人们络绎不绝，深

绿色的蜜瓜一路飘香运往全国各地。丰产村一组蜜瓜种

植大户贺光从事蜜瓜种植已经 13年，有着丰富的种植经

验，他今年所种植的 70 亩蜜瓜瓤口好又大小齐整，深受

瓜商青睐。他笑着说：“今年蜜瓜病虫害少，含糖量高，价

格也高，主要销往安徽、江苏等地，预计能收入 40多万块

钱。”

杭锦后旗沙海镇新红村今年与四川辣椒加工企业合

作签订万亩订单辣椒，通过种植红辣椒鼓起村民钱袋

子。新红村一组农民赵润换已经连续 6 年和村蔬菜

专业合作社签订辣椒订单，每年不愁卖，效益非常

好。他高兴地说：“今年我和合作社又签了 15 亩的

辣椒订单合同，每斤保护价是 1 块钱，预计亩产量 5000

多斤，亩均效益 5000来块钱，要比种植小麦、玉米等大田

作物效益高许多。”

沙海镇新红村土地肥沃，非常适合辣椒生产种植。从

2015 年开始，新红村蔬菜专业合作社因势利导，着力调

整农业产业结构，先后与四川成都蜀味源调味品有限公

司、兆丰和食品有限公司、先锋豆瓣有限公司合作，建立

辣椒种植基地。合作社从最初的 1000亩辣椒发展到现在

的 1 万亩，带动2000多农户种植辣椒，每亩能增收 3000

多元。

“塞外粮仓”巴彦淖尔市现有耕地 1100 万亩，黄河水

自流灌溉，小麦、玉米、葵花、瓜果蔬菜是其传统优势农作

物。近年来，该市依托得天独厚的光热水土资源优势，紧

扣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天赋河套”品牌为引领，加

快建设河套全域绿色有机高端农畜产品生产加工输出

基地，扩大特色种植规模，围绕产业化加工龙头企

业，落实出口加工型番茄、脱水青红椒、南瓜籽、酒

高粱、蒙中药材等特色农产品的订单种植，引进试

种水稻、花生、油菜籽、红薯等特色农作物，构建起五彩斑

斓的特色农业版图，重点培育形成了粮油、乳肉绒、果蔬、

蒙中药材、饲草、生物质六大优势产业，实现了农业增效、

农民增收。

据了解，巴彦淖尔市特色果蔬年种植面积稳定在

145 万亩左右，生产优势带集中在河套平原 110 国道沿

线及城镇郊区，其中瓜类产业种植面积 30.89 万亩，产量

81.36 万吨；林果产业种植面积 8.11 万亩，产量 17.25 万

吨；特色蔬菜种植面积 17.75 万亩，产量 115.49 万吨；加

工型蔬菜种植面积 88.59 万亩，产量 112.65 万吨，被誉为

“草原上的菜篮子”“黄河边的农艺园”。

每当收获的季节，富庶的河套平原舒展出美丽的容

颜。走进乌拉特前旗天衡制药的“仿野生”红花种植基地，

只见朵朵红花绽放枝头，散发出淡淡药香。

“我们早上 5点来钟就出来了，天凉快，摘在 10 点来

钟就收工了，家里头各方面的活都不误干。采摘季大约就

是 20来天，我们就能收入好几千元，快手能达到上万元。

“新安镇农民张成蛇每天都会与附近的村民相约来基地

采摘红花，短短几个小时便可收入近三百元，工资随时结

算。红红火火的红花产业成为了当地百姓增收致富的一

条重要途径。近年来，天衡制药有限公司投资 2亿元在巴

彦淖尔市进行蒙中药的繁育、研究、深加工，带动蒙中药

材规模化、品牌化发展。目前，企业种植的中药材面积扩

展到 1.5 万亩，其中红花种植面积 5000 亩，年可带动周

边地区 4000 余名农牧民就近就业，极大地促进了当地农

牧民增收致富。

据《内蒙古日报》

内蒙古将打造一批
乳业产业集群

2020.9.15

巴彦淖尔市特色农业
绘出五彩丰收画卷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
黄合少镇格此老

举办绿色农产品交流会

高翔（身份证号码：152723197908236611，电话号码：
13904771811）所有的长城牌小型皮卡车（车辆号牌：蒙
K3929B）已转让他人。限该车现实际所有人自本公告发布之
日起七日内，联系本人办理车辆过户手续。该车自转让之日起
所发生的一切法律与经济责任均由该车的实际所有人或使用
人承担，本人概不负责。

特此声明
声明人：高翔 2020年 09月 14日

车辆过户声明

雨后初晴，走进林西县林西镇常胜村

赵连义家，一缕缕泥土的清香夹杂着蔬菜

的芬芳扑面而来，翠绿的南瓜秧爬满了院

墙。大棚里，绿的、黄的、红的西红柿挂满

枝头，偶尔几个熟透了的，红中透粉，让人

垂涎欲滴。女主人张秀兰笑盈盈地把玉米

往西侧的园子里一撒，叽叽喳喳的小鸡便

争先恐后地去抢食。

“院子里养鸡，房前屋后种南瓜，菜园

里还有各种应季蔬菜。这庭院经济不但美

化了我的小院，还有不少的收入，真是一

举两得。”张秀兰乐呵呵地说。

林西镇辖 8个行政村、45 个自然村，

总面积 110平方公里。由于地处近郊区，

耕地少、传统种植收入不高、规模养殖成

本大，全镇大部分青壮年外出务工，留守

在家的平均年龄超过 57 周岁，怎样才能

带领这支中老年大军真正走上增收致富

的小康之路？“以党组织为引领，平衡资源

要素，大力发展庭院经济，整合力量，握指

成拳，形成合力奔小康。”林西镇给出了这

样的回答。

面对土地资源和劳动力的限制，林西

镇立足镇域实际，积极引导村民充分利用

庭院内外、房前屋后的“巴掌地”，探索推

进以小养殖、小田园、小果园、小作坊、小

买卖为主的“五小工程”，激发群众内生动

力，实现多渠道增收。庭院经济具有投资

小、见效快、风险低等特点，刚一推行就受

到普遍欢迎。

赵连义、张秀兰老两口年过六旬，以

前仅靠赵连义一人打零工维持生活。2018

年，在得知镇上推广庭院经济时，俩人一

商量，就在自家庭院饲养土鸡，还种了果

树、蔬菜。

“家里去年养了 50 只土鸡，每只最少

卖 100 元，仅这一项就有 5000 多元的收

入，再加上卖点蔬菜、水果，一年下来收入

10000多元，比我外出打零工强多了。”赵

连义给笔者算了一笔账。

2019 年，林西镇在总结已有成功经

验的基础上，将发展庭院经济与乡村振兴

同谋划，对“五小工程”进行了扩面优化升

级，提出“鼓励小养殖、打造小田园、兼顾

小手工”的庭院经济发展思路，在全镇推

广以小养殖、小田园、小果园、小作坊、小

买卖、小电商为主的“六小工程”。

产业发展离不开党建引领、党组织带

头和党员的示范作用。为推动庭院经济蓬

勃发展，今年 5月，由镇党委牵头，组建了

林西镇党建引领庭院经济发展共同体，下

设资源配置、生产合作、供销合作、综合服

务 4个功能型党组织，共有村级党组织、

县直单位、合作社、龙头企业和非公社会

化服务党组织等联建单位 29个。采取“党

建引领 +村 + 合作社 + 农户”的运行模

式，引导农户以家庭为单位、以庭院为阵

地，发展以肉牛、蔬菜、小笨鸡为主的庭院

经济，把庭院的“方寸地”变成增收的“致

富园”。

在实施过程中，林西镇突出党建引领

作用，以强有力的党建链引领带动产业链

发展。强化服务职能，以镇党委为核心，以

村党组织为引导，以资源配置和综合服务

的 14 个党组织为依托，8 支农民经纪人

队伍和 8支庭院经济支援服务队在政策、

资金、人才、技术上为庭院经济发展提供

全方位服务。在重点自然村设置庭院经济

服务站，探索发展“互联网 +庭院经济”，

以点对点的方式扩大庭院产品的销售渠

道，最大限度地提高群众收入。

优化资源配置，体现特色融合发展。

林西镇将庭院经济与脱贫攻坚、乡村振兴

相结合。按照“鼓励小养殖、打造小田园、

兼顾小手工”的庭院经济发展思路，通过

项目带动 +项目扶持，推动庭院经济进一

步发展。今年，林西镇统筹乡村振兴项目

资金 300万元，建设庭院经济小微示范园

一处，带动周边农户以庭院为阵地发展农

家乐，打造林西镇庭院休闲经济品牌。投

资 35万元，继续扶持 344 户贫困户发展

小笨鸡养殖，通过庭院小产业巩固脱贫攻

坚成果。在党建联合体的引领下，林西镇

庭院经济蔬菜、小笨鸡、肉牛三个主导产

业发展迅速。

截至日前，林西镇利用庭院发展小笨

鸡养殖 50 只以上农户 1500 户，存栏超 8

万羽，户均增收 2000 元；发展庭院肉牛

400户，存栏 8000 余头，户均增收 2万

元；发展庭院蔬菜农户 4000 户，户均增

收 1000元以上。

“林西镇庭院经济发展联合体以党建

统领全局，以发展凝聚人心。将在品牌建

设、休闲经济、‘互联网 +’上继续发力，引

领庭院经济这个‘小’产业在脱贫攻坚和

乡村振兴进程中做出‘大’文章。”林西镇

党委书记任忠磊对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

据《赤峰日报》

庭院“小”经济 做活富民“大”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