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迪威娜）为助力

呼和浩特市非公有制经济高质量

发展，发挥工商联联系非公有制经

济的桥梁纽带作用，5 月 22 日至

28 日，呼和浩特市工商联外埠内

蒙古商会调研招商引资第七推介

组赴山西、陕西、甘肃及青海四省，

开展为期一周的招商引资调研推

介活动。

调研组走访考察山西省内蒙

古商会会长单位，位于太原高新产

业园区的山西科达自控股份有限

公司，参观学习陕西省内蒙古商会

党建示范引领，认真听取甘肃省内

蒙古商会副会长企业———和家和

餐饮集团发展经验介绍，与青海内

蒙古商会会员企业签署《关于联合

建立环保废旧物品处理的投资意

向书》。

调研组一行向四省市内蒙古

商会会员企业推介了《呼和浩特

2021年重点经济合作项目》和《内

蒙古自治区招商引资项目表》，就

首府乳业、硅产业、生物制药、大数

据等六大产业集群进行详细介绍，

并以详实数据对近年来呼和浩特

市政府大力优化营商环境情况作

生动说明，诚挚邀请企业家们常回

“家”看看。外埠内蒙古内蒙古商

会、部分山西商会企业家代表就商

会组织架构、日常工作开展情况及

未来发展方向和目标作深入交流。

会后，呼和浩特市工商联与四地内

蒙古商会就依托各地内蒙古商会

建立呼和浩特市总商会联络处达

成共识。

外埠内蒙古商会纷纷表示，呼

和浩特市工商联能够主动走出家

门，积极对接区外内蒙古商会是对

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一次有益探索，

各地呼和浩特市总商会联络处的

建立，完善了外埠内蒙古商会与

“娘家”的联络机制，发挥了外埠内

蒙古商会为家乡招商引资的平台

优势。“饮水思源，致富不忘家乡”，

外埠内蒙古商会将一如既往地持

续关注家乡经济发展，引导会

员企业主动对接内蒙古产业需

求，配合好家乡招商引资的工

作部署，为家乡社会经济发展注入

更多的蒙商智慧，将继续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为全面提高商会整

体建设水平，提升商会服务能力，

深化商会理想信念，打造职能发挥

明显、社会形象优秀的商会组织砥

砺前行。

2021.6.1

网址：www.nmgsb.com.cn编辑 欣然 版式罗万玲

关注·公益广告 GUANZHU窑GONGYIGUANGGAO3

本报讯（记者 张鑫）5 月 31

日 14 点 53 分，D779 次列车从鄂

尔多斯站开往西安，“绿巨人”动

车组列车首次奔跑于蒙陕之

间，标志着内蒙古与陕西间铁

路出行进入“动车时代”。

记者从铁路部门了解到，5

月 31 日起，鄂尔多斯、西安两地

间每日开行动车组列车一对，沿途

停靠延安、榆林两站。列车早上 7

点 36 分从西安站始发，14 点 24

分抵达鄂尔多斯站；14 点 53 分从

鄂尔多斯站返程，晚上 8点 57 分

终到西安站，旅客可实现蒙陕一日

往返。

两地运行时间最快只需 6 小

时 4分，与此前两地间运行最快的

普速列车相比，单程运行时间压缩

了 2小时 2分。

“绿巨人”动车组的开行，进

一步拉近了陕北和蒙西南的时空

距离，给沿线人民出行带来更多便

利的同时，促进了蒙陕两地互动交

流，助力经济社会发展。

这次开行的动车组列车采用

CR200J 型长编动力集中动车组，

单列编组 16 辆，设计时速 160 公

里，采用流线型外形，以国槐绿为

底色，以黄色为色带，被网友亲切

地称为“绿巨人”。车内各种服务设

施参照复兴号高速动车组的标准

设计，设备设施功能齐全，乘坐环

境更加舒适、便捷，让旅途体验更

加美好。

内蒙古首开“绿巨人”动车组列车
蒙陕两地进入“动车时代”

呼市工商联内引外联推进招商引资

F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

ENDOUBAINIANLU QIHANGXINZHENGCHENG要要要XUEDANGSHI WUSIXIANG BANSHISHI KAIXINJU

本报记者 卉平 张鑫

5 月 27 日，内蒙古自治区餐饮

与饭店行业协会成立 30 周年庆典

暨 2021 年工作会议在呼和浩特召

开。而立之年，回望历史，展望未来，

协会掌门人郎立兴满怀感奋：“30

年来，内蒙古餐饮业一路走来蓬勃

发展，特别是近 20 年来，我区餐饮

业从 2002 年的 56 亿元销售收入，

发展到 2014 年跻身全国千亿元大

省之列，2019 年餐饮和住宿服务业

达到 2005 亿元，其中餐饮业达到

1700亿元。全区餐饮人均消费多年

位居全国前三位，目前，我区餐饮与

住宿企业有 15万家之多，从业人员

达到 170万人以上，成为内蒙古经

济与第三产业名副其实的支柱行

业。后疫情时代，餐饮企业克服种种

困难，顽强求生，餐饮业持续回升，

今年以来，出现了两位数的快速增

长，形势喜人。30 年来我们所做的

工作很多，取得的成绩也很多，遇到

的困难和挑战也不少。30年的话题

和值得书写、讲述的内容也很多 。

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今天的成

绩将成为我们新的起点，新的起跑

线。我们要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继续奋斗，

继续书写内蒙古餐饮发展新篇

章。”

蒙餐概念横空出世

2002 年 8月 8日，内蒙古餐饮

与饭店协会二届一次理事会的报告

中，在时任自治区政府一位领导的

提议下，第一次提出了“全力打造具

有内蒙古地区与民族特色的菜系”

这个概念，从此“蒙餐”正式跃上历

史舞台，拉开了 20年来的蒙餐菜系

体系化建设的历史进程。蒙餐的坐

标系就是：内蒙古是中国的食材大

省，羊肉、牛肉、马铃薯、牛奶、杂粮

类等都位居中国第一。

从 2002 年 8 月 8 日 首 届

“2002 内蒙古美食文化节”在呼和

浩特开幕到现在，先后举办了 50 多

个节庆活动，60 多个专业技能大

赛，开发整理、创新挖掘出近 2万多

道菜品，评出近千桌具有内蒙古地

区文化特色的宴席。“内蒙古美食文

化节”已经举办了六届，“乌兰察布

美食文化节”已经举办了三届，还举

办了“黄河美食文化节”“通辽蒙餐

美食文化节”“呼和浩特美食博览

会”等在国内外具有影响力的大型

美食文化交流品牌活动，参与人数

达 1200 多万次，直接销售收入超

过 20 亿元。

2004 年小肥羊成为中国驰名

商标，成为蒙餐的知名企业，传统的

蒙式火锅，搭载着内蒙古的牛羊肉

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并一度成为中

国餐饮的领头羊。之后小尾羊、西贝

等等一批以羊肉、牛肉和杂粮为主

要食材的企业成长壮大，蒙餐概念

逐渐为全国接受，在北上广深竞相

出现招骋蒙餐厨师的广告，市场认

同度大大提升。内蒙古大厦、蒙古大

营、额尔敦涮肉、巴音浩日娲、西贝

属下的腾格力坦拉和浩翔等知名蒙

餐企业成长壮大，让蒙餐在京城及

国内一线城市名声大振，人们开始

喜欢蒙餐的菜品和礼仪文化。现在

全国大多数省市区都有蒙餐在参与

市场竞争，上海的快乐小羊、家在塔

拉等企业，越来越显示出独特的餐

饮文化魅力，受到广大消费者的青

睐和欢迎。

2011 年，为加强地方标准化建

设，协会开始与技术监督局所属的

标准化院合作，开始蒙餐和地方菜

的标准制定，取得了里程碑式的成

果。2014 年 7 月，协会建立了三个

蒙餐研发中心。2017年 4月 16日，

《蒙餐——中国第九大菜系》一书正

式问世。2018 年 8 月 17 日，《蒙

餐———中国第九大菜系》一书再版

发行。 2021 年 2 月 1 日 《蒙

餐———中国第九大菜系》一书荣获

国家科学技术部“2019 年全国优秀

科普作品”荣誉，标志着《蒙餐—中

国第九大菜系》在全国视野被了解、

阅读、收藏。

协会引领凝聚抗疫合力

过去的 2020 年，是不平凡的

一年，更是值得记忆、值得书写的一

年。郎立兴介绍，2020年，在新冠肺

炎疫情来袭之时，内蒙古自治区餐

饮与饭店行业协会及时应对，和自

治区商务厅一起向全行业发出倡

议，号召全行业积极应对新冠疫情。

协会及时成立了抗击疫情指挥部，

及时编发了抗击疫情的情况简报，

呼和浩特市地区和各盟市餐饮协会

都在积极行动，克服自身困难，用实

际行动为抗疫斗争做贡献，展开了

向抗疫一线送爱心餐的爱心行动，

涌现出一大批优秀餐饮企业。据不

完全统计，全区送出爱心餐近 30万

份，捐款捐物近千万元。餐饮界的爱

心行动和奉献精神得到自治区主要

领导的肯定和表扬，协会和会长郎

立兴得到世烹联授予的全国抗疫先

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荣誉称号。与此

同时，为保证餐饮安全，商务厅又和

协会一起发布了“分餐制”“公筷制”

的《倡议书》，也得到了全区餐饮界

的积极响应和很好的社会反响。

协会在抗疫斗争中发挥了行业

协会的引领和凝聚作用，全心全意

为行业和企业服务，急餐饮企业所

急，想餐饮企业所想，以高度的社会

责任感和使命感，展现了行业协会

和餐饮人的爱心、勇气和担当，向党

和人民交上了一份合格的试卷。

疫情缓解以后，在复工复产、振

兴消费的过程中，协会积极帮助几

十家企业，克服困难，明确方向，走

向健康发展的复工复产之路。 通

过在疫情期间帮助餐饮企业解决困

难，与他们同舟共济共渡难关的实

践活动，协会的凝聚力和影响力大

大增强，一大批(共 30 多家)餐饮企

业加入协会，成为新会员，新鲜血液

的注入，使餐饮与饭店行业协会的

队伍更加生机勃勃，意气风发。

展望未来
35字箴言寄语内蒙古餐饮

内蒙古要走生态优先，绿色高

质量发展的创新之路，要着力服务

和融入新发展格局，要建设现代化

体系的农畜产品基地，实现这些战

略举措，就面临着一个非常重大的

问题，就是内蒙古未来大量的绿色

的农畜产品向何处去? 现在各地纷

纷在做卖农畜产品的文章，这可以

说是农畜产品走向市场的第一步。

那么第二步必然要走上农畜产品的

深加工，大力发展食品加工工业的

路上来。那么第三步，这些绿色优质

食材最终要走上餐桌、入舌尖。这是

一条渐进和深化、延伸的道路，是产

业链递进的必然结果。餐饮业就是

一二三次产业融合的最终决定力

量，最终价值体现。农畜产品无论多

好，不上餐桌，不入舌尖就没有任何

价值。那么这就让我们体验到一条

真理性的认识，即必须从根本上大

抓餐饮业的发展。

当提及内蒙古餐饮与饭店行业

协会 2021 年工作与未来五年的展

望时，郎立兴用 35字箴言高度概括

了内蒙古未来 5 年到 10 年餐饮业

发展方向和目标：优势在资源，内蒙

古是食材大省是做餐饮的优势;基

础在体系，开放、包容、融合是第九

大菜系形成发展的体系基础; 成长

在品牌，品牌是优势集合的展示促

进企业成长;做强在队伍，包括企业

家管理队伍、专业技术队伍、服务队

伍;发展在模式，形成自己的模式很

重要；魅力在文化，美食是城市独特

的文化符号，因此面食、饮食一定要

注入文化，包括设计、技术、品尝、服

务礼仪等方面的文化;百年在人才，

中国做百年老店关键在人才传承。

继往开来，2021 年，内蒙古自

治区餐饮与饭店行业协会为进一步

宣传蒙餐美食与蒙餐标准化，不断

提升蒙餐美食在国内外的影响力，

不断提炼、挖掘、整理、继承蒙餐传

统名菜，将推出我区具有代表性的

蒙餐美食，协会和女神餐饮集团拟

编辑出版大型图书《蒙餐美食与标

准化》，展示内蒙古好味道百道经典

菜品。

郎立兴信心勃勃：2021 年是一

个组织建设年，质量提升年，标准制

定年，特色食材高质量转化年，小吃

总结建设发展年，内蒙古味道弘扬

展示年。这些以“年”为标志的活动

就是要把蒙餐这个地域品牌的价值

实现“放大”和“溢出”，完成厚积必

发!

30 年思想体系生发餐饮
业发展硬核

最近这 20年之所以不平凡，之

所以让业界对内蒙古餐饮格外瞩

目，除了本身的业绩，还有就是因为

许多适应餐饮业进步趋势的新思想

就是在这个时期产生的。协会在长

期的工作中提出了“服务政府、服务

行业、服务会员”的“三个服务”宗

旨。而且把思想变成行动，真心服

务。2016 年经过长期实践，协会又

提出了“三个引领”的思想以及后来

产生的“三好战略”。就是这样，边实

践边总结，进而提升自己，发展自

己。30 年形成的思想体系，就是内

蒙古餐饮业稳健发展的硬核。

郎立兴介绍，“三个服务”即

“服务政府、服务行业、服务会员”。

是协会多年工作实践的根本宗旨，

只有坚持了“三服务”，行业协会才

能很好的发挥政府与行业之间的桥

梁纽带作用，才能在行业内形成凝

聚力和号召力。协会应运而生，协会

的工作就是要和服务政府的决策、

行业发展、会员愿望和当前形势相

向而行，在更高程度更大层面上发

挥协会作用。

“三引领”即“思想引领、智慧引

领、行动引领”。按照餐饮高质量发

展的要求，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

题、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

发展格局，餐饮业是从“田头”到“舌

头”、从一产到三产的终端产业，进

入新的消费时代，更需要思想引领、

智慧引领、行动引领。

“三好战略”即“好食材、好味

道、好平台”。好食材是出好味道的

基础和保证，内蒙古是一个食材大

区，有诸多第一和居于前列的食材

品种。要加大优势特色食材的研发

和转化，提高我们的牛羊肉奶、小

麦、玉米和杂粮向舌尖的转化率，扎

实推进餐饮经济高质量发展。好味

道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食幸福快乐

的追求，中国的大餐桌上，甚至在世

界的餐饮结构中，都不能少了内蒙

古的好味道。要发扬蒙餐的绿色、原

味、营养、安全、绿色、健康的优势。

凝聚合力 力促“名小吃”
拓宽乡村振兴路

脱贫攻坚胜利后，要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这是“三农”工作重心的

历史性转移。如何发挥乡村产业“能

量”助力乡村振兴？今年，习近平总

书记在福建、广西、河南考察时分别

查看了沙县小吃、柳州螺蛳粉及南

阳月季博览园，多次提起“特色产

业”这条“致富经”，并阐述其中缘

由：乡村要振兴，因地制宜选择富民

产业是关键；发展特色产业是地方

做实做强做优实体经济的一大实招

等等。为落实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

沙县小吃的指示精神，实地考察学

习沙县小吃成熟的发展经验，进一

步打造我区特色小吃，传播内蒙古

味道，4月 21-23 日，由自治区商务

厅发起并率团，自治区餐饮与饭店

行业协会具体组织实施，带领我区

部分从事特色小吃的餐饮企业代表

赴福建三明市沙县全面考察了沙县

小吃，并参加了“沙县小吃华夏行启

动仪式暨沙县小吃富民产业发展大

会”。

郎立兴表示，餐饮业是民生产

业，特色名小吃勘称餐饮业的排头

兵，名小吃、大产业，必将推动我区

餐饮业的新发展。餐饮业是振兴农

村经济的金钥，内蒙古建设高质量

绿色农畜产品基地的根本出路就是

要上餐桌、入舌尖，一定要把握好四

个关键点：食材质量的根本转变;好

食材增值的归宿在舌尖; 餐饮业是

农村经济振兴的一把金钥匙; 振兴

内蒙古农村经济要向沙县学习。

郎立兴说，沙县小吃的实践和

成果让我们认识到，餐饮业振兴农

村经济的一把金钥匙，是城市生活

快乐幸福的根本源泉。内蒙古是食

材大省，又是一个小吃丰富的省份，

但是，目前开发弘扬的还不够，精细

加工的还不够。自治区在今年的政

府工作报告中提出，通过继续开展

好“内蒙古味道”系列活动，推动“蒙

字号”“老字号”等品牌消费。特色产

业发展依靠人民、为了人民，要把特

色产业生产、人民生活、保护生态等

有机结合起来，让“名小吃”逐步成

长为“大引擎”，为农村美、农业强、

农民富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人物延伸阅读
郎立兴，其集民族经济学家、

美食家、著名摄影家、中国艺术摄影

学会顾问、中国烹饪协会特邀副会

长、中国饭店协会顾问、内蒙古餐饮

与饭店行业协会会长等众多社会职

务于一身，作为蒙餐理论的创始人

和实践者，当之无愧的是中国第九

大菜系———蒙餐的发起人和蒙餐文

化的倡导者、传播者。多年来，带领

内蒙古自治区餐饮与饭店行业协会

积极举办各种专业大赛，打造形成

了一批节庆品牌项目，为推动地方

经济发展，为培养地方餐饮人才做

出了突出贡献。

郎立兴自称，与餐饮“结缘”，源

于儿时。一是因为从小生活在内蒙

古呼伦贝尔满洲里扎赉诺尔区，富

饶的旱地码头，鱼米不缺，再加各种

天然绿色食材资源 启蒙了郎立兴

对“吃饭和做饭”早期兴趣。 此外，

因为父母身体状况不佳，身为长子

的郎立兴主动分担家务，从切菜开

始学起，练就了“刀功”。彼时，郎立

兴不过 10 岁左右。渐长，16 岁时，在

家乡，他就可以独立做出一桌饭食

待客。

原来，今天的头头是道，绝不是

什么坐而论道。事实上，这样的“小

鲜”，可以说，郎立兴一烹就是 60 多

年。只不过，时势世事，郎立兴的

“烹”，如一本书，厚重而醇熟。

“热爱，是最好的老师。”郎立

兴说。

郎立兴：厚积必发！
让内蒙古味道价值实现“放大”和“溢出”

郎立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