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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YE产业

记者从自治区农牧厅获悉，近年

来，内蒙古持续推进农产品质量提升，

截至 2020 年底，内蒙古已有 274 个

产品纳入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

总数位居全国第一。

近年来，内蒙古持续培育名特优

新农产品，积极推进农产品质量提升，

精心培育具有地方特色的农产品。为

严守农畜产品安全底线，深入挖掘、保

护、培育和开发名特优新农产品资源，

内蒙古特别设立专项经费用于名特优

新农产品的营养品质鉴定，凡是申报

名特优新农产品的产品，都可在公开

招标选定的机构免费进行鉴定，这样

既减轻了申报企业的负担，又加强了

对地区区域品牌的扶持。

为了进一步推进名特优新农产品

的高质量发展，内蒙古还加大对名特

优新农产品的品牌宣传工作，为纳入

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的企业制作标识

标牌，打造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县域

农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尤其加大了

对摘帽旗县的品牌推进力度，为助推

一县一品一产业起到积极的推动和促

进作用。

另外，还实施名特优新农产品登

录试点与推广项目，对部分名特优新

农产品入选企业进行扶持，进一步加

快全区农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步

伐，带动广大农牧户发展农畜产品种

植养殖，拓宽农牧民增收渠道。

据《内蒙古日报》

26 秒，“纸黄金”拿到手！1 月

25 日，内蒙古步龍食品有限公司的

代理申报员孙振登录国际贸易“单

一窗口”，向乌拉特海关申领了一份

中国—东盟自贸区原产地证书。17

点 13 分 11秒，孙振线上发送了数

据，仅仅 26 秒后，回执就显示海关

机审通过。紧接着，孙振移动鼠标，

自助打印出了飘着墨香的证书。

企业申报的货物是葵花籽，毛

重 70.56 吨，签证金额 11.27 万美

元，出口印尼。“有了这份原产地证

书，我们的货物就能在境外快速清

关，客户也能顺利办理退税业务，促

进了出口。”孙振说，“疫情期间，出

口企业面临许多不可抗力的贸易风

险，我们利用原产地证书这块‘敲门

砖’，可以让一颗颗小籽仁通行自贸

区，挺进海外大市场。去年，我们的

出口业绩实现了正增长，产品远销

30多个国家。”

据了解，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

境，促进外贸便利化，海关先后实施

了企业原产地证书自助打印和智能

审核，大幅提高了签证效率，压缩了

审验时长。

“以前签发原产地证书，从业务

受理，到人工审核，再到机打出证，

需要半个工作日。企业到海关业务

窗口取证，还得来回跑路。实施企业

原产地证书自助打印和应用智能审

核规则后，不仅实现了企业申领不

跑路，智能审核秒通过，打印证书

‘不求人’，还节省了企业的人力、时

间等贸易成本，让货物跑出通关加

速度。”签证关员范婷婷介绍。

乌拉特海关所辖的巴彦淖尔市

地处河套平原腹地，这里黄河奔流，

阴山横亘，阡陌流金，云集了 220 多

家绿色有机高端农畜产品生产加工

和出口型企业，货物行销 6大洲 90

多个国家。2020 年，该关用足用好

原产地优惠性政策，打磨应对境外

贸易管制、反倾销、反补贴等的通关

利器，打通顺利清关、快速结汇等

“断头路”，赋力“农字号”产品出口

提质增量。

原产地证书是货物进入国际贸

易领域的“经济国籍”与“护照”，也

是企业享受关税减免和其他优惠待

遇的“纸黄金”。据统计，2020年，乌

拉特海关累计签发各类原产地证书

2438 份，签证金额超 10 亿元，检验

监管河套出口农畜产品 43.6 万吨，

贸易值 38.5 亿元，同比逆势增长

7.9%和 9.7%。 据《内蒙古日报》

眼下，外面虽是冰天雪地，而乌兰

察布市察右前旗平地泉镇南村一座座

温室大棚里的草莓却生长旺盛。

进入大棚，一股清香扑面而来，一

垄垄整齐的绿苗上缀着鲜红的草莓，

犹如一颗颗深红油亮的玛瑙，透出春

的暖意。人们三五成群在大棚享受着

采摘的乐趣。正是这些引人垂涎的小

草莓，为南村农民带来了一条增产增

收的好路子。

“进到大棚里就闻到草莓的香味，

特别诱人。孩子小，没见过这样的田间

地头，趁着假期带孩子来采摘。”市民

马睿一家三口从集宁驱车前来采摘新

鲜草莓，看着孩子开心的笑容，马睿觉

得不虚此行。

“快来尝尝，这草莓饱满清甜，口

感好着呢！”大棚种植户赵宝递给记者

一个又大又红的草莓。赵宝介绍，本地

大棚种植的草莓吃起来口感很好，有

一种回甘的味道。

赵宝和妻子共种植了 3 个大棚，

每个大棚近 800 平方米，3 个大棚种

植的东西不一样，种植草莓带来的收

益最大，采摘旺季一天能收入 1000

元左右，除观光采摘，他还给市区一些

水果店供货，一年 2到 3 茬，每个大棚

每年净利润逾三四万元。

“这是个技术活，也是个辛苦活。

天热了大棚里要通风，天冷了要盖被

保暖。草莓生病了要给专家拍图诊断，

施的肥得是菌肥一类的生态肥。侍弄

这些娇贵玩意儿，机器使不上力，全凭

一双手。”赵宝的手指上尽是皴裂的口

子。

赵宝不嫌辛苦，因为它们都是赵

宝的“摇钱树”，“以前我也种别的，但

收益不怎么好。现在仅是这些草莓就

够我一家老小的日常生活了。以前家

里过年也就是吃个杀猪菜，如今我们

年夜饭的餐桌上也有海鲜大虾啦！”火

红的草莓，让赵宝的日子红火起来。

市民陈女士是草莓园的常客，几

乎每年春节前都要带着女儿和侄女来

这里采摘，“一斤草莓采摘价是 40元，

并不便宜。但是草莓口感好、个头大，

孩子喜欢吃，我就愿意花这个钱。”

近年来，南村不断推动农业提档

升级，拓宽农民致富增收渠道，大力发

展综合性生态农业，充分发挥现代化

科技农业生产的观光效应，提高产业

附加值。以冬季草莓为例，消费者不仅

可以在各大超市内买到本地种植的草

莓，还可以走进种植大棚亲手采摘，体

验冬天里别样的乐趣。

草莓冬季种植业使农民冬闲变冬

忙，察右前旗政府在技术培训、市场营

销方面给予重点支持，草莓已经成为

当地果农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仅草

莓种植一项，南村村民户均增收近万

元。 据《内蒙古日报》

眼下尽管是内蒙古大兴安岭南麓

农闲时节，但兴安盟乌兰浩特市乌兰

哈达镇白音特布斯格嘎查农民蒋鹏依

旧忙着养猪，正从脱贫迈向致富之路。

据蒋鹏介绍，他家 2015 年被识别

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后，当地利用 4.5

万元产业扶贫资金帮助买来 112 头猪

仔，还帮助盖起 240平方米的猪圈。现

在，他家猪圈扩建到 500 平方米，预

计今年收入达 30万元左右。

蒋鹏所在的兴安盟位于大兴安岭

南麓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是内蒙古脱

贫攻坚的主战场之一。近年来，内蒙古

把产业扶贫作为重要任务，优先保障

政策措施、配置资源要素、安排资金投

入，助力大兴安岭南麓建档立卡贫困

户“拔穷根”。

据内蒙古自治区农牧厅副厅长刘

永志介绍，2016 年以来，内蒙古累计

向大兴安岭南麓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投

入农牧业政策项目资金和产业扶贫专

项资金 104 亿元，帮助当地发展“米菜

果油糖、猪禽马牛羊”十大优势特色产

业，共覆盖贫困人口 9.5 万人。

内蒙古因户因人施策，对强劳动

能力贫困人口，实行政府出单、贫困户

点菜、财政补贴的“菜单式”扶贫政策，

支持其发展产业实现脱贫；对弱劳动

能力贫困人口，通过发展轻体力庭院

经济、集体经济带动、新型经营主

体代耕代养、公益就业等方式，让

他们共享产业发展成果；对脱贫监测

户和边缘户，通过强化产业扶持政策

项目支撑，加强产业发展技术指导，突

出产业发展风险监测，防止新发返贫

致贫。

刘永志说，内蒙古在大兴安岭南麓

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实施贫困农牧民

利益联结带动行动，累计投入扶持资

金 1亿元扶持龙头企业、合作社、社会

化服务组织等新型经营主体 238 个，

建设扶贫车间 14个，发展产业化联合

体 34 个，直接带动贫困人口 6.8 万人

次。

目前，内蒙古大兴安岭南麓 5个

国贫旗县全部摘帽，602 个贫困嘎查

村全部出列，贫困人口由 2015 年的

10.5 万人减少至 1629 人，剩余贫困

人口均达到脱贫标准；农牧民人均年

可支配收入达 11630 元，比 2015 年

增长 47%。

据新华社

“种子是农业科技芯片级核

心载体，决定粮食的品质和产

量，是国之重器。种子的质量更

是关乎农民的收成、甚至是生

命！”2月 3日，在内蒙古真金种

业科技有限公司的试验室里，董

事长张钧指着长出片片新叶的

玉米种子苗，对记者动情地说。

该公司坐落在鄂尔多斯市

达拉特旗树林召镇草原村，在不

足 10 平方米的试验室里，一排

排种子盒，编号整齐排列，盒里

培育的种子，有的刚吐嫩芽，有

的已长出绿叶。张钧指着盒子里

的绿苗对记者介绍说：“这些种

子经过破碎、试管检测、版式显

像，符合标准之后再进行育苗。

这是 308号真金种子的苗，通过

7天的生长后，经检测它的根茎

和叶片，目前发芽率已经达到

98％，今年春天就放心播种了，

我渴盼着真金种子，年年为农民

们带来好收成。”

张钧从事农业种子工作 30

多年，秉持“助民族种业振兴，圆

亿万农民梦想”的使命，坚持农

业种子技术创新研究，在玉米新

品种选育上，他取得多项突破性

成就，获得国家自主知识产权保

护玉米品系、品种 14个。

1998 年张钧任职公司经理

后，成立研发部组建科研团队，

在海南三亚等地建设育种基地，

引进国内外种质资源 2000 多

份，建设院士专家工作站，加入

国家玉米产业技术体系，与国内

外 10 多家科研院所进行合作。

经过多年不分寒暑的研究攻关，

先后选育真金 8 号等新品种 24

个。获得国家农业部、自治区政

府、科技厅等部门颁发的“农牧

业丰收奖”“科技进步奖”“科技

创新奖”等多项奖励。

公司发展到目前，在达拉特

旗已分别建设 300 亩和 260 亩

育种基地 2个，在海南三亚建设

南繁基地 20 亩，诞生了 20 多个

品种。增加新建检验室 360平方

米，增购加工流水线每小时 20

吨，新建种子加工厂 1000 平方

米，库房 1.4 万平方米，晒场 1.8

万平方米，果穗烘干塔 1500 吨，

300吨金属暂存仓 12个。

随着年关将近，乡里八村到

处弥漫着新年的味道。记者在达

拉特旗白泥井镇“共享粮行”看

到，晒场上一堆堆金灿灿的玉

米，高高耸立的烘干塔，运转中

的自动化设备，一个现代化的粮

食储备基地让人眼前一亮。

达拉特旗拥有广阔的黄河

冲积平原，是鄂尔多斯市重要的

粮食产区，每年仅玉米产量就达

20多亿斤。在玉米集中收割的时

候，粮价不是高峰，但农民缺乏

专业的储粮设备，担心玉米发霉

变质，只能尽快卖掉。基于这种

情况，内蒙古真金种业科技有限

公司推出为农户提供集玉米收

购、储存、物流配送、精深加工、

存销交易于一体的综合性服务

的粮行，即“共享粮行”。农户在

“共享粮行”存粮，可全额一

次性结清粮款，也可免费存放

3 个月，3 个月之后如果玉米

价格上涨，农户和企业按比例

共享上涨利润，如果玉米价格下

跌，企业按合同保护价收购，农

民无需承担市场风险。这几年，

越来越多的农民通过在“共享粮

行”存粮尝到了甜头，企业也和

农户建立了越来越紧密的利益

联结机制。

当地村民郝金贵感慨地说：

“我和‘共享粮行’打交道好几年

了。2018 年我家在‘共享粮行’

存了 26 万斤玉米，比市场价多

挣了 1.6 万元；2019 年存了 35

万斤玉米，多挣了 2.7 万元；

2020 年又存了 20多万斤。更让

我高兴的是，与往年需要把玉米

运到树林召镇储存相比，如今在

家门口就能存粮了。”

30多年来，张钧坚守种子质

量就是生命的信条，将科研推广

相结合，想方设法转化科研成

果。在他的带领下，开拓了一个

“种粮”产业，铸造了一个“真金”

品牌。让饱含辛劳汗水的种子，

在沃土上长出丰硕的果实，为农

民增加收益 20多亿元。

据《内蒙古日报》

一大早，在乌拉特后旗巴音宝力

格镇食品加工园区的萨楚礼食品坊

里，乌日嘎夫妇开始了一天的忙碌。操

作间里正在烘干的奶皮子散发着浓郁

的奶香，工作台上放着已经凝固好的

黄油和晾干的奶酪。

食品加工园区 2017 年建成后，乌

日嘎家的萨楚礼食品坊成为第一批入

住商户，园区免费提供的食品加工间

不仅让奶食品的生产加工更加规范专

业，也为他家节省了每年近 1万元的

房租。乌日嘎说：“自 2017年到现在，

房租都是减免的，进来的时候，水、电

都是通好的，把设备拿进来就可以生

产。2018 年，旗市场监督管理局在超

市申请了 1个食品售卖专柜，我们加

工好的产品可以放在专柜售卖，还免

费发放了条形码，方便售卖产品。”

与乌日嘎家生产的传统奶食品不

同，唐思阁奶食品手工坊生产的奶食

品融入了新做法新口味。“我们制作奶

制品时融入了烘焙的做法，使产品的

口感以及外形都特别吸引人。除了运

用现代烘焙技术，还借鉴蛋糕的做法，

加入了鲜果、干果及一些坚果，迎合年

轻人的口味喜好。”该坊负责人蒙德介

绍说。

任何一种产品的传承和发展都离

不开商标的培育，蒙德夫妇一边创新

产品，一边通过商标注册保护来提升

产品竞争力。“海日罕”商标最终成为

唐思阁奶食小作坊的代名词，产品也

成了乌拉特后旗民族奶制品的品牌代

言产品。

2017 年，乌拉特后旗投资建起了

食品加工园区，免费提供给从事食品

加工生产的商户。目前，园区有 5家奶

食品加工小作坊，除加工酸奶外，还生

产奶皮子、奶豆腐、奶油、奶酪等，园区

内还配有食品检验检测室、电子监控

室。该旗市场监管部门创新思路，在超

市设立民族传统奶制品销售专区专

柜———党员先锋公益专柜，生产的奶

制品可以免费进入专柜销售。

一直以来，该旗民族奶制品制作

都是以家庭作坊为主，没有形成规模，

市场存有量不大，曾一度“藏在闺中无

人识”。随着园区的建成和旅游业的发

展，对奶食品的市场需求加大，该旗的

民族奶制品产业不断创新并逐渐走向

专业化，迸发出一定的发展潜力。

据《内蒙古日报》

寒冷的冬季是传统农业的农

闲时节，但在内蒙古兴安盟科右

前旗科尔沁镇的大棚内却是一

派生机盎然的农忙景象。

这些日子，科右前旗科尔沁

镇远峰村村民王洪广在平安村

温室大棚培育的盆栽苹果在朋

友圈火了，市民争相订购，还有

许多人慕名而来。

眼下，在温室大棚里，一棵

棵形态各异的盆栽苹果长势喜

人。虽然植株不足一米高，但都

挂满了一个个拳头大小的苹果，

泛着红润的色泽，散发出淡淡的

清甜香味。据王洪广介绍，经过 3

年的培育，第一茬盆栽苹果终于

迎来挂果期，一盆售价 600 元到

1000 元不等，共有 200 余个盆

栽苹果，将为他带来近 10 万元

的收入。

“苹果是吉祥的象征，每个

人买到家里都图个吉利。”王洪

广笑着说。

都说开春是最忙的，但对王

洪广来说，每一天都是开春。推

开门，一股苹果清香扑面而来，

王洪广正手拿剪刀半蹲在盆景

旁边修剪枝叶。

每天天不亮王洪广就起床

来到种植大棚，浇水、修枝叶，侍

弄着自己的宝贝盆景。勤劳的背

影与一个个造型别致的盆栽苹

果相映成趣，成为了冬日里的一

道风景。把每一个苹果都当宝贝

一样养护，哪有养不好的道理？

更何况，王洪广还是个爱学习、

爱研究的人，盆栽苹果的“学问”

再高深，他也能一点点攻破。

为了培育小小盆栽，王洪广

费了不少功夫。之前，王洪广只

在大田种苹果，每年收入虽然可

观，但他觉得效益没有最大化，

因此萌生了培育盆栽苹果的想

法。盆栽苹果在成熟后，果和叶

子可以保持到几个月不掉，既能

保证观赏性，还能吃到在家里长

出来的苹果，健康又有意义。盆

栽培育有着大学问，苹果种植模

式不同，养护、配土都有讲究，都

要因地制宜去研究、去实践。在

探索过程中，王洪广利用手机观

看视频，通过书籍不断钻研，提

升自己的培育技术……一次次

尝试，一次次摸索，王洪广逐渐

找到了门路，也让红彤彤的苹果

从大田栽植到了这小小的花盆

中。“看着这些苹果长得好，我也

觉得日子越来越有奔头了。”据

王洪广介绍，盆栽苹果目前还处

在起步阶段，收入还不是很稳

定，但和以前相比，简直好太多

了。今后的目标，就是把盆栽产

业做大，拓宽销路、增加收入，使

生活也像这苹果一样红红火火。

“除了苹果，草莓、葡萄我都种

过，等开春了我再培育果苗，这

又是一笔不错的收入。”王洪广

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露出了淳

朴的笑容。

来到柳树川村村民张福山

的蔬菜大棚，之前种植的香菜已

经接近成熟，嫩绿的枝叶在温暖

湿润的大棚里茁壮地成长着，丝

毫没有受到户外寒冷天气的影

响，旁边不远处的其他大棚内，

还有西红柿生长旺盛。张福山正

忙着除草、施肥，确保即将上市

的蔬菜品质有保障。

“这茬香菜很快就能上市，

能有 2万元的收入。”张福山笑

着说。张福山是柳树川村土生土

长的农民，如今他将多年的种植

经验和技术运用到大棚种植中，

把冬季蔬菜和春季蔬菜接茬种

植的时间安排得合理有序，大棚

经营得红红火火。

如今的科尔沁镇，放眼望

去，可谓树上果子千般俏，陌上

绿叶正当时。近年来，围绕科右

前旗委确定的“五大功能区”定

位，科尔沁镇加快农村产业结构

调整，按照城郊型特色经济发展

模式，在传统农业发展的基础

上，大力发展高效设施农业，据

统计，全镇有日光温室大棚 1301

栋、冷棚 1756 栋，目前均已达产

收效。

盯住城里的菜篮子，发展自

己的菜园子，科尔沁镇设施农业

在种植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异军

突起，迅速发展，成为该镇农业

具有发展潜力的经济增长点和

农民增收的新亮点。

来源：中国农网

内蒙古名特优新农产品总数位居全国第一

“纸黄金”助力河套农产品出口提速

扶贫产业“花”开大兴安岭南麓

红彤彤的草莓托起红火火的日子

乌拉特后旗：传统奶制品着创新装走出“深闺”

“种粮”产业的“真金”品牌

冬季大棚变成“聚宝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