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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丰

自古“黄河百害，唯富一套”，这个

套就是指黄河中上游的巴彦淖尔地

区。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巴彦淖尔凭借

着黄河水在内蒙古农业领域一直独领

风骚，尤其是小麦更是时常扮演“领头

雁”的角色。

夏秋之时，河套平原上的垄头金

黄满地，大型收割机于滚滚麦浪中穿

梭作业。金灿灿的麦田里，农民们分享

着丰收的喜悦，赞美幸福小康生活。

“这是一片充满希望的田野，今年

我们村小麦种植面积达到 1.4 万亩，

平均亩产可达 1100 至 1200 斤。”临

河区新乐村党支部书记薛志强介绍，

近年来，通过政府实施大破大立高标

准农田改造项目，新乐村实现了小麦

集中连片种植。

八百里河套米粮川，地处北纬 40

度农作物黄金种植带的巴彦淖尔市，

拥有得天独厚的光热水土条件和农牧

业资源禀赋。

“今年全市小麦种植面积达

70.38 万亩，其中磴口县种植 2.38 万

亩，杭锦后旗种植 21.20 万亩，临河区

种植 18.92 万亩，五原县种植 6.56 万

亩，乌拉特前旗种植 6.63 万亩，乌拉

特中旗种植 20.39 万亩，乌拉特后旗

种植 0.3 万亩。按平均亩产 368 公斤，

平均收购价格 1.4-1.6 元 / 斤，亩收

入近 1100 元，平均亩成本 550 元左

右，亩净收益 500元左右。”巴彦淖尔

市绿色产业统筹发展办公室粮油果蔬

产业发展科科长刘宇杰说。

当前，巴彦淖尔正以农牧业产业

绿色高质量发展为抓手，努力推进“天

赋河套”区域公用品牌建设。恒丰、兆

丰等河套面业都在抢抓发展机遇，按

照研发推广、企农互作、保护收储、精

深加工、体验营销“五位一体”的全产

业链发展模式，走出了一条资源保护、

产业示范、企业增效、麦农获利的农业

发展新路子。

面粉的好坏根本上是由小麦的品

质决定的。小麦需要生长在保水保肥

力强、通透性好、有机质丰富的土壤

里，且需要充足的光照才能保证正常

抽穗、灌浆。而河套平原得天独厚的地

理优势、资源禀赋和远离工业污染的

绿色环境造就了品质上乘的河套农畜

产品，让“天赋河套”名副其实。巴彦淖

尔生产的小麦素有“五项全能冠军”之

称，即蛋白质含量、面筋质含量、粉质

指标、拉伸指标、沉降值这五项综合指

标，相较于国内其他地区的小麦都是

遥遥领先。

刘宇杰说，“我们要把河套小麦品

质优势发挥出来，通过引进行业龙头

加工企业，带动小麦加工业从粗加工

向精深加工发展，并逐步加大有机认

证力度，打响绿色品牌。坚定不移走好

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

量发展新路子，把农产品质量提上去，

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出贡献。”

本报记者 芒峰

眼下，正是河套地区秋收的季节。

这里的秋收主要就是收割葵花。

一片片枯黄色的葵花遍布河套

各地，葵花都已经成熟，沉甸甸的葵花

盘将葵花的腰身都压弯了。河套地区

的农民将葵花作为最主要经济作物种

植，他们或以家庭为单位，或与邻居、

亲戚组成互助组，开展一年一度最繁

忙的秋收会战。

在巴彦淖尔市五原县种植户的食

葵地里，十几个人正在采收食葵，他们

用镰刀熟练的砍下食葵盘子，插在茎

秆上，等待秋风吹干后，再用机械脱离

采收。

“听说今年食葵市场价格不错，这

几天抓紧时间收割，争取早采收早收

获卖个好价钱。”种植户手舞足蹈地

说，“这几天看到内蒙古、山东、阿勒泰

的收货商都到这里了，价格还不错，单

价 12/ 公斤左右。”

伴随着清凉机轰隆隆的声音，食

葵收割已进入收获尾声，开始清凉装

袋。小小的向日葵给五原县种植户们

带来大大的收获，这里水土光热资源

和气候条件非常好，种植食葵产量也

比较高，近年来围绕土地实现增收致

富梦，不断优化种植结构，鼓励种植大

户发展高效绿色经济作物，实现增产

增收。

巴彦淖尔市绿色产业统筹发展办

公室粮油果蔬产业发展科科长刘宇杰

说，向日葵产业已成为巴彦淖尔市农

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河套向日葵

是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今年全

市种植面积达 356.14 万亩，其中磴口

县种植 26.68 万亩，杭锦后旗种植 31

万亩，临河区种植 63.33 万亩，五原县

种植 116.6 万亩，乌拉特前旗种植

78.22 万亩，乌拉特中旗种植 37.81 万

亩，乌拉特后旗种植 2.5 万亩。其中油

葵种植 2.05 万亩，花葵种植 356.14

万亩。按 2019 年的数据计算，平均单

产水平 397 斤，平均收购价格 3.5 元

/ 斤，亩收入近 1400 元，亩投入 550

元，亩净收益 850 元，这个数字对于

农民来说也是相当可观。

巴彦淖尔市五原县鸿鼎农贸市场

是全国最大的葵花籽集散市场，这里

人头攒动，络绎不绝。各地客商交易着

葵花籽、葫芦籽、黑小片瓜籽等，一派

繁忙景象。在市场里，人们忙着晾晒、

筛选瓜籽，装包过秤，最后将瓜籽一包

包装上车或搬到收购站的库房里。

在巴彦淖尔大地上，已经涌现出

许多葵花籽加工企业。现有炒货加工

企业 120 家，交易市场 55 处，年交易

量 143 万吨。龙头企业主要有三胖

蛋、好人品、三瑞、鸿发、心连心、蒙乔

等。籽仁出口加工企业 85家，年加工

籽仁类产品能力达 50 万吨，优质葵

花籽仁产品漂洋过海远销英国、美国、

德国、澳大利亚、埃及、泰国、伊朗等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油用向日葵销售

收入百万元以上的油脂加工企业 26

家，大型龙头企业有山东鲁花、上海佳

格、福建宏发 3家。

食葵丰产又丰收 巴音淖尔市的

农民们也有了奔头，他们正在挥汗如

雨 ，因为在这个伟大的时代，他们未

来的梦想可期这些企业的落户，让巴

彦淖尔的农民生活。

本报记者 王丰

又是一个丰收年，八百里河套平

原。农田之上，西瓜甜了、蜜瓜熟了、河

套苹果梨红了，各种瓜类长势喜人，一

派丰收在望的景象，合奏着秋天原野

里的“丰收之歌”。

近年来，随着农业产业结构的不

断调整，粮食种植产业化、规模化的，

勤劳的巴彦淖尔农民通过双手收获的

丰收喜悦一年更比一年高。

河套西瓜以杭锦后旗三道桥西瓜

最为著名，2017 年国家正式批准对

“三道桥西瓜”实施农产品地理标志登

记保护。杭锦后旗在乌兰布和沙漠边

缘，太阳辐射强烈，日照资源丰富，大

陆性气候显著。年平均气温 8℃左右，

日平均温差 13-14℃，适宜种植西瓜。

正是这里的地理和气候孕育了三道桥

西瓜的口感细腻、爽口脆甜的特点。

每到瓜果飘香的季节，放眼望去，

遍地金黄的蜜瓜散发出甜蜜的味道。

河套蜜瓜又称华莱士，外形溜圆，表皮

光滑有裂纹，皮深黄或桔红色 ，肉脆

汁多，醇香甘甜。河套蜜瓜以磴口产的

最好。得天独厚的水土、光照、温差等

自然条件，使这里的蜜瓜色、香、味在

区内外久负盛名。如今，河套蜜瓜已远

销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深圳等地。

河套苹果梨俗称丑梨，是河套平

原上的特产，其中以临河区产最为有名：

个头大，颜色好，汁多味浓，营养丰富。

1988 年被评为国家优质果品，1991

年农牧渔业部优质产品鉴定会上被评

为中国优质水果，1996 年临河区被国

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业发展部命名为

“中国苹果梨之乡”。如今，小小的“丑

梨”成为果农增收致富的“金果”。

巴彦淖尔市绿色产业统筹发展办

公室粮油果蔬产业发展科科长刘宇杰

说，巴彦淖尔是享有盛誉的塞外瓜果

之乡，今年全市瓜类种植面积达

70.38 万亩，同比增长了 1.03%。其中

磴口县种植 4.68 万亩，杭锦后旗种植

2.40 万亩，临河区种植 1.78 万亩，五

原县种植 8.99 万亩，乌拉特前旗种植

6.91 万亩，乌拉特中旗种植 0.42 万

亩，乌拉特后旗种植0.3 万亩。巴彦淖

尔的瓜类销售具有明显的销售特点：

西瓜 55%在当地销售，45%在外地销

售；甜瓜 5%当地销售，95%外地销售。

并且巴彦淖尔市西甜瓜外销市场相对

稳定，主要销往东北三省、北京、上海、

广州等地。 今年全市苹果种植面积

达 4.94 万亩，其中磴口县种植 0.45

万亩，杭锦后旗种植 1.50 万亩，临河

区种植 0.99 万亩，五原县种植 2 万

亩。

巴彦淖尔市全力打造“天赋河套”

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重点培育粮油、

果蔬等六大优势特色产业，授权的 12

家企业 53 款产品实现溢价 30%以

上，带动全市优质农产品成功进入北

上广等地高端市场，出口连续 12 年

居全区之首。组织涉农企业广泛参加

了内蒙古绿博会、杨凌农高会、国际农

产品交易会、等线各类上线下展会活

动，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大幅提升。

以绿色为底色，以“天赋河套”为

品牌，巴彦淖尔正在通过以点带面、示

范引领，辐射带动河套地区农牧业转

型升级，走出了一条以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

本报记者 张鑫

提到瓜子，它可是可以完美匹配

任何场景的“标配”，无论是亲朋聚会，

还是等饭开席，亦或是看电视唠嗑，桌

面上都少不了它。

内蒙古葵先生食品有限公司成立

于 2016 年，是一家专业生产、经营各

种瓜子炒货及坚果制品的企业，年生

产各种瓜子炒货及坚果制品 2 万吨。

葵花籽期货上市后，更将为企业腾飞

插上有力的翅膀。

公司旗下主营“葵先生”系列产

品，产品已经研发成功并顺利上市销

售。公司产品出口西班牙、迪拜、科威

特、伊朗、马来西亚、沙特、土耳其、埃

及、法国、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基于

公司整体发展需求国际市场成立了迪

拜、埃及、土耳其等全资营销子公司。

葵先生的目标是运用品类战略，通过

品牌化运作的方式，将葵先生打造成

为这一新品类的代表，并不断引领品

类发展使之成为坚果行业的新力量！

好瓜子要从源头上把关。“葵先

生”瓜子全部产自地处北纬 40°的内

蒙古黄金向日葵产区———巴彦淖尔。

这里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黄河横

贯而过，非常有利于向日葵生长。内蒙

古葵先生食品有限公司现具有国内最

先进的全自动原味瓜籽生产线 1 条,

五香味生产线 2 条,并有思瑞特天然

气煮锅、脱皮、烘炒、包装、检测等最先

进的生产设备 142 台（套）, 将机械

手、自动化控制应用于生产线中，使企

业的食品质量安全保障能力进一步升

级, 可年生产各种瓜籽炒货及坚果制

品 20000吨。

向日葵是巴彦淖尔的主要经济作

物，年种植面积达 400 多万亩，占全

国的四分之一，全国 70%以上的向日

葵从这里集散，目前共有葵花籽加工

企业 120 家，建立交易市场 55 处，年

交易量为 143 万吨，是国家和自治区

西部地区最大的食用向日葵集散地和

黑瓜籽、白瓜籽的主要生产区。目前巴

彦淖尔市已经发展形成集向日葵种子

研发、基地种植、精深加工、市场营销、

旅游观光于一体的全产业链条，实现

向日葵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发展。

葵先生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介

绍，葵先生的每一粒瓜子选择的都是

饱满度好、无污染、无霉变的高品质原

料，进货时每籽瓜籽都经过严格筛选、

斤斤过秤，确保消费者吃到的都是精

品。在炒货的整个生产工艺中，瓜子要

经过原料入库、分级、筛选、色选直到

烘烤、包装等十数道工序的层层把关，

才造就了今天“葵先生”瓜子。如今，

“葵先生”系列瓜子不仅销往全国，更

远销德国、美国、伊朗、土耳其等地，让

河套的优质葵花籽走向了世界。

前些天，巴彦淖尔市的辣椒

迎来丰收，一望无际的辣椒田

翻着绿波，株株缀满了红的绿

的椒果。

近年来，巴彦淖尔市立足

资源优势，结合市场需求，因地

制宜大力发展辣椒种植业，通

过引进辣椒新品种、打通销售

渠道等措施，引导农民由零散

种植向大面积种植发展，把“小

辣椒”做成推进乡村振兴的“大

产业”。

近日，临河区乌兰图克镇

新义村“红色”种植基地近千亩

朝天椒色泽鲜亮、惹人喜爱。

内蒙古榕尔红农业公司董

事长王玉榕一有时间就到地里

察看朝天椒的长势。“因为朝天

椒种植周期短、收益好，所以今

年我们公司在新义村种植了

400亩朝天椒。你看，现在每株

上的朝天椒都在 200 个以上，

预计每亩可产鲜椒 3000~4000

斤，按照目前订单价格每斤 1.5

元 ~1.7 元来算，每亩的收益在

4500 元以上。”王玉榕信心满

满地说。

这样的朝天椒种植基地在

新义村有很多个，种植大户们

在引领村民规模化种植朝天椒

的同时，还以雇用村民到基地

务工等多种形式带动村民增收

致富。

今年以来，新义村围绕“党

建引领、产业富民”的发展思

路，结合高标准农田整治“大破

大立”项目，以“支部 + 企业 +

农户”的合作模式，打造“红色”

种植基地，带动产业发展，增加

农民收入。

在临河区白脑包镇永清村

的我市“院市共建”辣椒特色产

业小镇，线椒、朝天椒、野山椒

……各种辣椒争相映入眼帘。

据白脑包镇镇长黄相武介

绍，白脑包镇今年引进自治区

农科院和内蒙古巴美优鲜蔬果

公司，打造了“院市共建”辣椒

特色产业小镇示范项目，这是

白脑包镇打造的第 5 个大型辣

椒试验示范项目。项目流转土

地 1500 亩，集中连片种植鲜食

椒、酱用椒，辐射带动周边农户

参与种植 5000亩。集中试验新

品种 107个，示范种植新品种 2

个，同时开展辣椒套番茄、辣椒

套蜜瓜示范种植 70亩。

李玉明经营着一家合作

社，今年在永清村流转了 300

亩土地种植辣椒，还和周边村

组村民签订了 3000 亩辣椒收

购订单。“咱们这儿的自然条件

好，种出来的辣椒品质好，一点

儿都不愁卖。”李玉明说。

为推动辣椒就地转化增

值，白脑包镇特别重视辣椒深

加工企业的培育和引进。目前，

已经新建成辣椒酱深加工企业

3家，培育壮大脱水蔬菜深加工

企业 33 家，年加工辣椒酱

9000 吨、脱水蔬菜 4000 吨，产

能占全市的 30%。天一工贸、华

盛商贸等已成长为行业龙头企

业，并取得脱水菜出口资质。今

年，白脑包镇又引进了安徽瑞

国贸易公司，计划在丹达集镇

投资 3500 万元，建设年产能

1500 吨的脱水蔬菜生产线，推

动全镇辣椒产品深加工集约

化、规模化发展。

据了解，今年巴彦淖尔市

共种植辣椒 5 万亩左右，基本

都是订单种植，主要分布在临

河区和乌拉特前旗，以酱用辣

椒和朝天椒为主。酱用辣椒亩

产 5000~6000 斤，朝天椒亩产

3000~4000 斤，产出的辣椒部

分销往贵州、四川等地，部分在

本地加工出售。

据《巴彦淖尔日报》

麦浪滚滚，争当领头雁

食葵丰盈，农民有奔头

瓜果飘香，合奏丰收歌

籽粒饱满，葵先生成为坚果行业的新力量

产业火辣日子甜

名优产品
相关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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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彦淖尔·天赋河套

河套番茄
河套番茄为国家农产品地

理标志保护产品。巴彦淖尔市

土地资源丰富，光照充足，降水

少，空气相对湿度低，雨热同

季，有利于番茄的生长；番茄可

溶性固形物含量达到 5%以上。

番茄制品主要销往国外市场，

已形成种植体系、加工体系、物

流配送体系和公共服务平台相

互配合的番茄产业链。

先锋枸杞
乌拉特前旗先锋镇是内蒙

古枸杞种植面积最大的地区，

种植枸杞已有 50 余年的历史，

2012 年，这里被中国经济林协

会命名为“中国枸杞之乡”。“先

锋枸杞”以粒大、皮薄、肉厚、味

甘，富含多种常量微元素，营养

丰富，品味居全国之首，赢得广

大消费者喜爱。2017 年,乌拉特

前旗“先锋枸杞”成为国家农产

品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前旗白梨
乌拉特前旗黑柳子白梨脆

甜瓜为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保

护产品。前旗先锋镇黑柳子村

土壤肥沃，土质以壤土和沙壤

土为主，是种植香瓜的最佳土

壤。所产白梨脆小香瓜因其色

泽乳白鲜亮、口味清脆甜美、形

状如梨而得名。该品种含糖量

高、甜脆清香，畅销区内外。

五原黄柿
黄柿子是巴彦淖尔市五原

县独有的地方特色品种，为国

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其果形周正、口感香甜、价格适

中，深受消费者的青睐，五原黄

柿子已成为广大菜农增收致富

的新兴特色产业。2017 年 8月，

五原县隆兴昌镇联合村（五原

黄柿子）荣获“第七批全国一村

一品示范村镇”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