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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新营子镇黑城

村，山清水秀，古韵浓厚，是明代古城镇

虏卫遗址所在地。 传承百年、闻名区内

外的品牌———黑城麻糖， 就诞生在这

里。

黑城村，也被称为麻糖村，村里十

多户人家世代做糖。

百年来， 他们以匠心守护祖辈智

慧，代代承一技以一生，遵古法炮制，烦

劳不省人工，料贵不添他物，技艺有道，

共同铸造了黑城麻糖这个百年不变的

非遗品牌。

6 月的黑城晌午，街巷静谧，院落幽

深，房屋嵌在城墙里，屋外热浪翻滚，屋

内凉爽宜人。

这是老黑城人典型的民居。

黑城麻糖呼和浩特市级非遗传承

人王明在的家就在其中。

今年 59 岁的王明在黝黑朴实，是

家族制作黑城麻糖的第四代。

“每年进入 11 月、霜降以后开始做

糖，一直做到过了小年、来年的 1 月，共

3 个月的时间。 ”说起制作麻糖，王明在

侃侃而谈，黑城人做糖只用黄米和麦芽

两种原料，这样做出的糖才甜、酥、脆，

粘嘴不粘牙，原汁原味。

王明在从 18 岁起，就开始做糖，40

多年来年年如此。

王明在说，做糖得从凌晨三四点开

始忙碌，泡米、蒸米、搅拌、发酵、熬糖、

拉糖到最后做成麻糖，有近 10 道工序，

基本都是人工完成。

“黄米先泡 12 小时左右，之后入锅

蒸 2 小时，蒸到八九成熟时，倒入另一

口锅内，加入麦芽迅速搅拌 40 分钟，搅

拌好后，倒入用泥裹着的发酵瓮，瓮的

底边留有漏水阀门，瓮下生火发酵 2 小

时后， 打开阀门漏出糖水到另一个瓮

里，再把糖水从瓮里倒入铁锅，之后开

始熬糖。 ”做糖的过程，王明在烂熟于

心，“防止粘锅，先在大锅内加入少量植

物油， 小火慢熬 5 小时至糖水粘稠状

时，再搅和一个半小时形成糖糕，盛入

容器内至阴冷

处冷却一个小

时。 ”

之后的拉

糖过程不但是

个力气活儿，更

是个技术活儿。

经验丰富

的做糖师傅们

把冷却到一定

柔软度的糖糕

挂到特制的木

桩上，使劲向后

拉，拉到一定长

度，双臂紧急一

揽一甩， 折回

去，再套在木桩

上继续拉。如此

反复多次，直到

糖的颜色由暗

红色变成金黄

色、再变成乳白

色为止。

王明在说，

这个过程稍有

不慎，绵软的糖

糕就会垂到地面上，导致这锅糖全部作

废，拉糖师傅的技术决定了麻糖的纹理

是否细腻匀称，口感是否酥脆。

百年来，黑城人世世代代延续这样

的古法做糖， 制作出的麻糖百年一味，

名声日渐响亮，自然而然叫响了“黑城

麻糖”这个品牌。

2009 年，29 岁的高成名放弃了国

有大型军工企业的工作，从包头回到家

乡， 誓要带领乡亲们发展黑城麻糖，共

同致富。2016 年，在政府的支持下，他组

织 10 多户村民成立了黑城麻糖专业合

作社，并注册商标。2018 年，经他奔走申

报，黑城麻糖制作技艺成功入选呼和浩

特市第七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之列。

在高成名的带领下，黑城村做糖户

逐年增加，产能稳步提升，由 2016 年的

六七户、年产七八万斤，发展到现在的

20 家、年产 20 多万斤，市场范围也由

托克托县本地、呼和浩特、包头等周边

旗县市扩大到山西、甘肃、宁夏等部分

地区。2019 年，借助抖音、快手等直播平

台，糖户现场直播做糖过程，更使得黑

城麻糖远销到北京、河北以及辽宁等省

市，当年产值达到 200 多万元。

其实，不管产值如何提高，唯有不

忘初心，保持品质才是长远之道。

高成名说，几年来，他考察了湖北

孝感、山西以及丰镇、察素齐、清水河、

临河等区内外多地麻糖产地，除了湖北

孝感麻糖的主要原料以糯米、 芝麻为

主，形成了独特的地方风味外，其他地

方的麻糖和黑城麻糖用料大同小异，只

是有的地方为了节省成本，把麦芽换成

了白糖或者甜菜，这样生产出来的麻糖

口感甜腻、粘牙，自然比不上用料纯正

的黑城麻糖。

王明在说，黑城麻糖的制作技艺是

公开的，谁都可以做，但是，要想做出品

味纯正的黑城麻糖，比的却是制作时的

那份“烦劳不省人工，料贵不添他物”的

道心坚守。

“做糖 40 多年来， 我不忘本心，时

刻遵循祖辈的用料原则和制作方法，就

是为了让大家能吃上原汁原味的正宗

黑城麻糖。 ”王明在说。

高瑞峰

本报记者 王丰

再 过 两 天

就是 24 节气中

的小暑了。 小暑

即为“小热”，意

思是此时虽然

已经能够感受

到天气的炎热，

但是并未达到

一年内最热的

程度，小暑只是

炎炎夏日的开

始。

俗 话 说 ：

“热在三伏”。 三

伏天，出现在小

暑与处暑之间，

是一年中气温

最高且又潮湿、

闷热的时段。

入暑天后，

在 内 蒙 古 、 山

西、河北等北方

地区有“吃暑

羊”的习俗。

此时青草茂盛， 喝着清澈的河

水，吃着丰美青草的小羊已经长大。

说起草原羊， 自然会想到锡林

郭勒大草原， 那里的羊生活在北纬

42 度世界最佳草原带。 要说这里的

羊的名气有多大， 听听它的历史就

会让你垂涎三尺。 因为这里的羊曾

是元、明、清三朝的皇家贡品。

清代乾隆年间， 北京的一些人

家会买一只整羊去敬献。 这个时节

的羊，在归化(现在的呼和浩特)被称

为“热羊”。 这个“热”有鲜的意思，这

里的人喜欢把新鲜的东西称为“热

乎的”。 另外，这个“热”还有炎热之

意，七月是塞外最炎热的季节。

朝廷为了方便从归化城往北京

专门运送活羊，特别划定一条路线，

这条路谓之“京羊道”。 这是一条完

全在草原上开辟出来的道路， 适合

大规模羊群移动，全长九百多华里，

一路水草丰美。 大致路线从召河到

归化城，再到张家口，然后进京。

京羊道顾名思义是羊通往京城

的道路， 因不是民间商人和农牧民

自行踩踏出来而是朝廷划定的备受

关注。 在这条路上，经营羊的商号叫

京羊庄，京羊庄里的伙计叫京羊客。

京羊庄负责从草原往北京市场运送

活羊，同时负责羊肉在北京的销售。

他们对客户的需求非常了解， 既专

业又常有创新。

羊肉是发物，夏季炎热，为何还

能吃暑羊？ 据说这一习俗早在尧舜

时期就有了，民间有“伏羊一碗汤，

不用神医开药方”的说法。 羊肉中含

有丰富的脂肪、维生素、钙、磷、铁

等，特别是钙、铁的含量显著地超过

了牛肉和猪肉的含量， 且胆固醇含

量低，是滋补身体的绝好食品。 羊肉

肉质细嫩，容易被消化，同时羊肉还

可以增加消化酶，保护胃壁和肠道，

从而有助于食物的消化。

面对繁忙的工作， 我们需要有

足够的热量和均衡的营养使自己保

持精力充沛、耐力持久，生命充满健

康的阳光，那就一起去草原“吃暑

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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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时节的鄂尔多斯，一个个热火

朝天的生产现场，一项项直抵人心的科

技政策， 一张张周到贴心的服务清单

……处处呈现出千帆竞发、百舸争流的

奋进力量。

鼓点铿锵，里程延长。 从“对标先

进”到“追赶超越”，从“走好新路子、建

设先行区”， 到持续当好全区经济发展

“稳”的压舱石、“进”的排头兵，鄂尔多

斯正在奏响绿色转型高质、 高标最强

音。

从“零”到“N”

———挺进产业“绿赛道”

在鄂尔多斯市蒙苏经济开发区的

全球首个零碳产业园，一个个加快马力

的生产车间串起了一条“零碳”产业链，

远景鄂尔多斯现代能源装备制造、美锦

国鸿氢能科技、 隆基绿能电池……目

前，零碳产业园内项目 80%的能源来自

于鄂尔多斯的风电、光伏和储能。 预计

到 2023 年底， 园内零碳能源供给系统

可以实现 100%绿电供应。

而在车程一小时的半径范围内，伊

金霍洛旗打造的“绿色矿山新能源综合

开发先行示范区” 一期 1.2 吉瓦光伏项

目雏形已现。 已经建成的天骄绿能 50

万千瓦采煤沉陷区生态治理光伏发电

示范项目，一年可发电 9 亿千瓦时。 紧

随其后， 还有纳林陶亥镇北区 15 万千

瓦项目、 纳林陶亥镇南区 35 万千瓦和

札萨克镇 20 万千瓦项目。 在示范区内，

通过配置储能、发展电制氢产业，将实

现多种能源、多种产业融合发展。 同时

依托基地进行碳交易，为周边能源制造

和消费企业提供服务。 示范区建成后，

预计可实现碳减排 1100 万吨。

一个集能源生产、装备制造、应用

示范于一体的“风光氢储车”产业集群，

正是鄂尔多斯推动产业绿色转型的“微

缩版”。

从集研发、孵化、产业化于一体的

自治区首个双碳研究机构———鄂尔多

斯碳中和研究院揭牌成立，到培育壮大

“双碳”关联产业新动能的全市行动，从

全区首家零碳乡村示范项目正式开工，

到积极建设国家新能源产业发展示范

基地和绿色技术重要策源地……资源

型城市绿色低碳转型新路径愈加明晰。

纲举目张，方能事半功倍。 作为国

家现代煤化工产业示范区、首批国家产

业转型升级示范区，鄂尔多斯市坚持围

绕“双碳”目标为绿色转型“开疆辟土”，

紧抓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国家战略带来的发展机遇，重磅推出了

《支持产业集群发展若干政策》《国有资

本支持风光氢储产业的指导意见》等一

系列利好政策，引进一批基地型、规模

型绿色产业链项目， 推动新能源产业

“风光氢储车”全链条发展，打造千亿产

业集群、千亿有效投资、千亿实力旗区、

千亿产值园区。

绿色低碳产业正在为鄂尔多斯带

来新的增长空间、新的发展动力和新的

赶超机遇。

最近，鄂尔多斯碳中和研究院与清

华大学、壳牌合作的先进电解水制氢示

范基地初见规模，这一项目将助力鄂尔

多斯新能源消纳和制氢技术效率的提

升， 为鄂尔多斯市加快实现碳达峰、碳

中和提供了保障。 以碳中和研究院为

“平台”，鄂尔多斯市还根据成果转化进

程引进孵化落地一批“高精特尖”企业，

为建成中西部地区资源城市“低碳、零

碳、脱碳”发展的样板和创新发展示范

基地“加码”。

今年 1-5 月，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

增长 8.6%， 高于自治区 0.6 个百分点，

高于全国 5.3 个百分点。其中，非煤行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 7.1%，高新技术业增加

值同比增长 15.7%， 装备制造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 8.9%……“双碳 + 产业”转型

格局引燃了高质量发展新引擎，输送出

源源不断的绿色动能，2022 年， 鄂尔多

斯市碳排放强度计划下降 3.9%。

驭风而上、逐光而行，“零”碳助推，

“氢”装上阵，鄂尔多斯正在开启“N”种

可能，全力挺进绿色转型竞速的“新赛

道”。

从“新”到“兴”

———释放科技“绿能量”

工作服、矿灯、瓦斯便携仪等仪器

装备一站式数字化提取，机器人智能巡

检，物资采购实现网上下单、机器人出

库……在鄂尔多斯市准格尔煤田的麻

地梁煤矿，这些智慧应用场景已经成为

日常“标配”。

数据显示：今年 1-5 月，鄂尔多斯

煤炭行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5%，占到规

上工业增加值的 72.9%， 拉动规上工业

增长 6.0 个百分点。原煤产量达 3.28 亿

吨， 同比增长 19.5%， 成功保障了全国

18 个省市的煤炭供应，为保障国家能源

安全作出重大贡献。

产量和“绿量”同步跃升，鱼和熊掌

兼得， 这是鄂尔多斯市全力推动 5G 技

术入矿、打造智慧矿山、绿色矿山的成

果。

“全市以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政

策力度和投入强度推动科技创新，围绕

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

业链，有效激发了全社会各领域创新潜

能。 ”鄂尔多斯市科技局副局长贾汝敬

介绍说。

深入落实“科技兴蒙行动”，在全区

率先出台科技新政 30 条， 构建“1+N”

政策体系，实施“八大行动”，成立碳中

和研究院等新型研发机构，在全区率先

建立科研项目“揭榜挂帅”工作机制，实

施高新区提质进位、 研发投入攻坚、规

上企业“三清零”、科技型企业“双倍增”

等科技专项行动。 同步实施科技创新人

才引育行动，建成全区首家国家科技领

军人才创新驱动中心……鄂尔多斯出

台了一系列促进科技创新的政策举措，

推动科技创新环境持续优化。 2021 年，

新认定高新技术企业 72 家， 科技型中

小企业入库 178 家，452 家规上工业企

业中有 117 家实现“三清零”， 新增 40

家。 去年以来，以“揭榜挂帅”支持 6 大

类项目创新主体 4700 余万元财政专项

资金， 撬动创新主体投入科技创新 1.1

亿元。

“真金白银” 换来科技创新势头强

劲， 研发投入稳步提升。 2022 年 1-4

月，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和规模以上服务

业企业中有研发企业户数达到 126 户，

同比增长 38.5%。 规模以上工业和服务

业企业研发费用合计达 13.7 亿元，同比

增长 52.6%。 高新技术企业研发费用达

10.4 亿元，同比增长 60.4%。

因新而兴，唯“实”方成。 一批“标志

性项目”“标志性成果”“标志性创新团

队”， 正在成为企业兴盛、 产业兴发的

“动力泵”，也为鄂尔多斯高质量发展注

入源源不断的“新能量”。

从“好”到“优”

———提升服务“绿分量”

烟气直排阻力减少，鼓风机引风机

节约 3%-5%用电， 循环池减少用水

10%左右，每年可实现节能量约 50.9 吨

标煤，脱硫剂费用减少约 40%……走进

鄂托克旗勇泰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这组

数据引人注目。 这是锅炉烟气脱硫系统

改造项目催生出的新效益，公司虽然投

资了 548 万元对原有除尘及脱硫装置

与其配套设备进行改造升级，但公司上

上下下都为这一“花钱营生”点赞。

“这是环保税的功劳， 可以引导和

激励企业从被动减排转向主动环保，一

方面为守护绿水青山贡献了力量，另一

方面企业也得到了实惠。 2021 年，该企

业各项监测指标均下降，与去年相比少

缴纳环保税 3.1 万元。不说减税，光这一

项目本身就可以让企业和地方长期受

益。 ”鄂尔多斯市税务局副局长苏俊平

说。

正是税费优惠，让企业拥有更多资

金投入技术研发和扩大再生产。 在助力

鄂尔多斯走深绿色转型之路上，鄂尔多

斯市税务局引导纳税人主动加大环保、

节能减排投入， 做好“双碳”“双控”工

作。 同时税务系统积极打好“减、免、缓、

扣、退”的组合拳，通过电话、微信、QQ

提醒、上门走访等形式，精准推送可享

受的减免缓税优惠政策，确保税惠红利

直达企业。

而这一变化不过是鄂尔多斯市优

化营商环境的“升级程序”之一。

“走好新路子、建设先行区”，实现

全面绿色转型，必须要有一个良好的营

商环境。 鄂尔多斯市以“服务链”为杠

杆，对标先进地区、耦合产业布局，下好

“放管服”、减税降费、金融支持等纾困

“一盘棋”，特别是出台了优化营商环境

500 条，制定了《鄂尔多斯市贯彻落实国

务院和内蒙古自治区扎实稳住经济一

揽子政策措施实施方案》， 助力营商环

境实现“优倍加”。

在全国率先实现“不见面”开标，累

计为 5 万多家市场主体节约交易成本 2

亿多元； 重大项目 52 个审批事项全过

程代办帮办，最快 45 天办结；搭建重大

项目实时调度推进平台、绿色低碳发展

数字平台、 营商环境工作任务调度平

台；推行重大项目领导包联、前期手续

部门包联、 重大项目集中联动审批，开

展前置式服务、集成式服务和全周期服

务……鄂尔多斯市精准发力，通过税费

成本的“减法”换取企业效益的“加法”

和市场活力的“乘法”；通过从纾困和培

优两方面着手， 协同打通上下游的堵

点、卡点、痛点，让“专精特新”的市场主

体韧性更强、 内力更足；“授人以鱼”的

同时“授人以渔”，帮助企业增强“造血

能力”……

水深任鱼跃。 一招一式，都深藏着

优化营商环境的“绿分量”，为鄂尔多斯

绿色转型全程赋能。

追赶超越未有时， 实干争绿向未

来。 新的征程上，鄂尔多斯正在举全市

之力、集全市之智，以“绿”为奋进新征

程“续航”，持续夯实“稳”的基础、积蓄

“进”的力量，为更加多彩的内蒙古注入

更强劲的“绿能”。 据《内蒙古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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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杨

彦文 通讯员 梁宇荣）

6 月 28 日，包头铁路公

安处萨拉齐车站派出

所联合铁路内部单位

共 50 余人在萨拉齐东

站开展了一场防洪抢

险联合演练。

演练中，派出所联

合有关部门积极做好

交通指挥、 秩序维护、

旅客疏散、 治安卡控、

现场勘查等工作。 演练

在各单位的协同配合

下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提升了派出所与各单

位之间应对汛期发生

险情时快速反应、应急

处理和协调作战的综

合能力，增强了警企联

动效能，为健全完善更

加科学、高效的防汛抗

洪应急体系打下了坚

实的基础。

自治区财政厅最新消息,2022 年以

来，为了推动奶业振兴，我区创新财政

资金投入模式， 自治区财政安排 9.8 亿

元资金，以政府股权出资方式支持牧场

建设。

在此过程中，由内蒙古日信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下称日信集团)代表自治区

政府与内蒙古优然牧业有限公司、现代

牧业(集团)有限公司分别设立内蒙古优

牧奶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内蒙古现代

犇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下称投资公

司)。两家投资公司对自治区新建牧场进

行股权投资， 发挥财政资金杠杆作用，

吸引社会资本投资牧场建设项目。

今年以来，我区在扎实做好稳市场

主体、保就业、保民生工作的同时，进一

步发挥财政资金引导作用，聚焦自治区

奶业振兴九条政策措施助力奶业高质

量发展。 特别是在创新奶业牧场投资方

式中，从多个方面同向发力，为推动牧

场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 自治区政府对

奶业振兴投资实施方案批复后，自治区

财政厅及时组织自治区农牧厅、伊利集

团、蒙牛集团和日信集团设立投资公司

并组织项目申报、牧场调研、托管银行

招标等事宜，推动牧场建设项目加快落

地。

据悉， 按照自治区奶业振兴投资实

施方案，自治区政府间接持有新建牧场

股权， 撬动社会资本及金融资本投入，

提高了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放大投资近

10 倍。 杨帆

自治区财政

安排 9.8亿元支持牧场建设

鄂尔多斯：绿色转型“跑步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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