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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卉平 张鑫)“内蒙古餐饮

供应链专业委员会是带着纾困、降低成本的

需要， 转轨适应人们新的生活方式的需要，

绿色食材基地建设，加大转化力度的需要这

3 个使命成立的， 这也是我们在六七年前就

提出的‘从田头到舌头，从牧场到餐桌’的全

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战略观点深度践行

的春风化雨。 ”

8 月 5 日， 内蒙古自治区餐饮与饭店行

业协会·内蒙古餐饮供应链专业委员会揭牌

启动仪式在呼和浩特举行。 来自区内外 60

多位专家学者、政府职能部门领导、金融机

构、餐饮行业代表参加揭牌仪式。 内蒙古自

治区餐饮与饭店行业协会会长郎立兴一语

破题。

在内蒙古自治区餐饮与饭店行业协会

的指导下， 内蒙古餐饮供应链专业委员会，

由内蒙古正大食品有限公司、 内蒙古蒙汇

通、 内蒙古圣天科技平台企业共同发起，甄

选 35 家优秀种植、养殖、深加工、流通、餐饮

等企业启动。 下一步，将吸纳更多成员，规范

运作，开拓创新，专委会搭好台，成员企业唱

好戏，提升供应链价值，为社会实现利润和

收益。

餐饮界人士张世斌、额尔敦木图、于秀

林、许峰、赛娜、李翠萍、董忠、马英龙被聘为

专委会顾问，并为供应链专业委员会主任单

位颁发证书。

内蒙古自治区工商联秘书长赵庆禄代

表工商联对供应链专委会的成立表示祝贺，

对自治区餐饮协会成立 31 年来， 发挥桥梁

与纽带作用，引领行业健康规范发展，围绕

绿色农畜产品向餐饮转化，打造蒙餐———中

国第九大菜系及品牌建设等方面取得的成

绩给予充分肯定。 希望协会继续发挥好行业

引领作用，将政府出台的系列帮扶纾困及消

费促进政策，宣传、推动、落实到企业，做好

餐饮供应链建设和品牌建设，推动餐饮业提

质增效， 为自治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

量。

内蒙古自治区餐饮与饭店行业协会会

长郎立兴介绍，供应链专委会的成立是经济

发展的需要，是内蒙古餐饮与饭店行业的一

件大喜事。 餐饮业已成为拉动农牧业高质量

发展的牵引力， 内蒙古的优质食材要增值，

必须要上餐桌才能实现产值效益倍增，而餐

饮业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餐饮供应链的建设。

他表示，原材料成本是餐饮企业“三大

成本”之首，食材成本、质量控制为餐饮企业

经营基础，优秀的供应链更是餐饮品牌规模

化发展的重要前提。 餐饮企业的发展需要依

靠供应链的支撑，高效的供应链能够帮助餐

企保证食品安全和品质，提高效率，在一定

程度上控制食材成本，最终提高餐企的标准

化程度。 具体来说可以降低餐企“三大成

本”： 食材成本， 规模化采购有助于提质降

费;房租成本，中央厨房深加工有助于减少

厨房使用面积;人工成本，净菜及半成品加

工有助于降低人员费用。 现在预制菜的发展

更是餐饮风口，风靡全国，大行其道。 自治区

餐饮行业有 24.4 万户企业，成立餐饮供应链专业委员会、打造数字化智慧供应链平

台是餐饮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

郎立兴希望， 内蒙古餐饮供应链专业委员会凝聚国内外优秀的供应链精英企

业，共同打造智慧平台;实现从田头到餐桌，从牧场到厨房全产业链相对零库存流

通;成员企业共享供应链管理与发展经验，实现自治区优质绿色农畜产品向餐饮食

材的高效转化、提质增效，助推一二三次产业融合发展，为自治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

献力量。

郎立兴强调，未来，餐饮的生产链和供应链会一体化，从上游的种植到下游的出

品全环节都可追溯，农场、工厂、仓库、冷链物流、餐饮企业都在一个信息化系统里互

联互通。 供应链系统是一个食品安全的溯源系统，能追溯到每一个环节和源头，安全

追溯则意味着风险的分解和分配。 餐饮企业通过供应链系统信息化会产生第三方冷

链物流服务、金融服务，大数据优化配置资源。 这种方式把供应商和餐饮商从博弈关

系变成合作伙伴， 未来大家可以在统一的信息化管理系统里寻找更好的成长之道。

相信专委会在正大集团引领下，一定能把餐饮供应链平台打造成一流的数字化智慧

供应链平台，更好地服务自治区餐饮行业，为餐饮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与会期间，内蒙古餐饮供应链专业委员会主任宋岩峰、执行主任温智华、赵蒙

莉，作了与会发言。 参会嘉宾和供应链专委会的主任单位代表依次发言，大家畅所欲

言，为餐饮供应链建设出谋划策，共商供应链发展大计。

会后，与会人员共同参观考察了正大集团内蒙古食品加工项目，听取了企业情

况介绍，在正大集团内蒙古食品加工车间，大家详细了解了企业的生产流程、企业销

售和未来发展规划，与企业相关负责人进行深入交流。

本报记者 王丰

在呼和浩特吃早点有这样几种绝

配，烧麦与砖茶，羊杂碎与焙子……这些

味道会让青城人的味蕾瞬间打开。

今天再给吃货们介绍一种绝配的早

点，一定让你听听就垂涎三尺。 那就是托

县粉汤与“背锅子”。

提起托县粉汤来， 满满的幸福感就

会溢满心间。

托县人常说， 我们那里有红个如如

的托县辣椒，鲜嫩嫩的、水灵灵的豆腐，

再加那无矾的可劲、可劲的粉条，熬出一

锅锅香喷喷的托县粉汤，那才叫个香了。

再吃上个“背锅子”，一上午肚子里沉甸

甸的。

粉汤是将粉条、豆腐、黄花菜等在大

锅里熬煮， 吃的时候可以根据自己的喜

好撒一些香菜、葱花或者辣椒。

“背锅子”是一种传统的面点，其实

就是一种饼，由于其用大锅烙制，且其形

状就像一口小铁锅， 所以就俗称“背锅

子”。 对于 70 后的人来说，这是一种记忆

深刻的食物。

“背锅子”在农村人的餐桌上就像城

市人的面包一样，不可或缺。 搭配粉汤，

炒面糊， 再简单点的就着一杯白开水也

能解决一顿早餐。 农忙的时候家里提前

多烙点，出地的时候带出去吃。

在内蒙古中西部地区， 有时村里娶

亲的清晨， 一些帮忙的亲戚朋友都会提

前聚在一起，分配娶亲时的各项事宜，娶

亲的东家同时也早早的给大家准备一锅

粉汤，每个人一大碗，热热乎乎，配上几

个“背锅子”一下肚，娶亲队伍兴高采烈

出发了。

俗话说得好，“吃人家的嘴短， 拿人

家的手软”。 吃了东家的粉汤和“背锅

子”，自然要给东家卖力，有时娶亲队伍

里的小伙子还能把新娘家的门给挤掉。

不知是门不结实， 还是娶亲的小伙子劲

大惹的祸。

阴山南北，黄河两岸，巴彦淖尔、包

头、鄂尔多斯、乌兰察布一带都能见到粉

汤和“背锅子”的影子。

这是由于明清及近代时期，山西、陕

西等地的大量民众移居到内蒙古后，逐

渐形成了饮食文化， 这种饮食至今挥之

不去，仍然驻留在城市、乡村的餐桌上。

果蔬采摘、研学体验、乡村音乐会、布丝瑰集市……盛夏时节，走进呼和浩特

的各乡村，除了能看到一步一景的美丽田园画卷，还能体验特色乡村旅游。 近年

来，呼和浩特市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致力打造特色休闲旅

游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史洁

就业是民生之本，一头连着老百姓

的“饭碗”，一头连着经济社会发展。 近

年来， 扎赉特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切实找准就业帮扶工作切入点和着

力点，严格落实稳就业政策，突出做好

重点人群就业创业工作， 不断拓宽就

业渠道、 搭建就业平台、 持续优化服

务，以一套暖心的“组合拳”打出就业

好气象，托起了人民的幸福梦。

“您好，请扫码测温。 ”“您好，二维

码请给我看一下。 ”扎赉特旗人社局门

口，55 岁的李宝臣又开始了新一天的

工作。“我岁数大了，也没啥技术，下岗

后一直打零工。 2020 年，我被招聘到

公益性岗位，工作稳定了，生活也好多

了。 ”李宝臣感激地说。

扎赉特旗以民意民声为导向、以

民愿民盼为引领，从细微处入手，在稳

定就业总量，提升就业质量上下足“绣

花”功夫。“我们采取抓援助、抓落实，

通过开发公益性岗位、 提供就业见习

岗位、组织劳务输出、强化公共就业服

务和落实社会保障等措施， 为重点群

体人员提供及时有效的就业援助。 ”扎

赉特旗人社局党组书记、 局长毕占国

说。

“把面团在手心摊圆， 放上馅料，

按压紧实， 然后两手转圈把面团向上

搂， 封口处捏严实……”“烙饼的时候

注意，一面烙至定型后就翻面，让饼受

热均匀……” 走进家乐福家政职业培

训学校， 培训老师李佳正在指导学员

制作馅饼。

扎赉特旗人社局把稳就业、 保就

业摆在首位， 加强培训与就业有效对

接，全面落实职业技能培训政策，坚持

“需要什么、培训什么”的宗旨，组织各

培训机构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工作，提

高失业人员、返乡农民工、农村富余劳

动力、 高校毕业生等群体就业能力和

工作水平。2022 年以来，共开展职业技

能培训 16 期，培训 654 人。

“‘零工市场’的建立，对自发形成

的无序的‘马路边零工市场’进行了统

一规范整合，改变了原来散、乱、差的

情况，同时，还提供法律法规咨询、职

业技能培训等公益性服务。 ”该“零工

市场”负责人李洪福说。

截至目前，扎赉特旗“零工市场”

共登记灵活就业人员信息 1175 条，实

现灵活就业 910 人次以上， 工种包括

电工、维修工、家政、保姆、钟点工、乡

下务工团队等， 覆盖全旗各个服务领

域。

为了拓宽就业途径， 扎赉特旗人

力资源和就业服务中心还积极对接旗

内重点项目建设，提前摸清项目数量、

类别、开工时间、就业需求等，开展“新

春云服务招聘月活动”“春风行动网络

招聘会”等系列线上招聘活动，推送招

聘信息 55 期， 服务用人单位 296 家

次，发布用工岗位 3358 个，达成招工

意向并顺利就业 72 人;通过“打工直

通车”平台，组织盟外劳务输出 51 人;

通过“点对点、一站式”服务，组织盟内

劳务输出 21 人。

“今年年初，我通过人力资源和就

业服务中心申请了创业担保贷款 20

万元，这笔贷款解决了我的大问题，不

但增加了商品种类， 也扩大了店铺规

模，贷款利息还不高，现在咱们国家的

政策真不错。 ”扎赉特旗个体商户朱彦

青说。

截至目前， 发放创业担保贷款 29

笔 490 万元，其中城镇创业人员 10 人

173 万元， 农村自主创业农民 16 人

257 万元，大学生 3 人 60 万元;发放小

微企业创业担保贷款 4 家 740 万元。

“针对就业创业工作，我们将不断

提升就业服务水平，主动下沉一线，为

企业和求职者搭建平台; 提升重点群

体就业率，拓宽就业渠道，让有就业意

愿且有就业能力的人员实现充分就

业 ;提升创业扶持力度，建设一批

有特色、专业化的创业园区，辐射

带动就业 ; 提升职业技能培训质

量 ，瞄准培训需求，提升培训效果，实

现技能就业、技能增收、技能成才。 扎

赉特旗将不断优化就业服务， 为助推

全旗经济高质量发展作出应有贡献。 ”

毕占国说。

高敏娜 王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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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上半年， 兴安盟共接待国内游客

387.45 万人次， 实现旅游收入 23.26 亿元;新

增旅行社及分社 11 家， 新增旅行社数量居全

区第三位。 连日来，黑吉辽、京津冀、珠三角等

地的 312 家旅行社先后到该盟对接。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兴安盟旅游市

场缘何实现了快速回暖、强劲复苏？ 答案既在

兴安盟的美丽景色，更在兴安盟“旅游 +”融合

发展之中。 近年来，兴安盟积极实施“旅游 +”

战略，做足融合文章，催生了众多体验感强、参

与度深的“沉浸式”旅游新业态，不仅让兴安盟

的旅游业从单一的景点观光游转变为深度沉

浸体验游， 还为旅游业的发展注入了强劲动

能，释放了崭新活力。

“旅游 + 文化体育”，全方位构建旅

游新模式

旅游与文化体育的结合，不但让文化体育

走向“远方”，也为旅游业赋予“诗”意。

参与草原那达慕体验“男儿三艺”、在冰雪

节中畅享冰雪运动乐趣、走进中影制作基地感

受往昔生活……近年来， 兴安盟举办那达慕、

阿尔山冰雪节、 五角枫旅游节等节庆活动，以

节造势，以势聚客，让广大游客在游览美景的

同时，深度参与节庆活动，沉浸式体验兴安盟

特色的文化体育之美。

据了解，2022 年上半年，兴安盟共举办各

类文旅体活动 30 余场次， 参与人数达到 200

余万人次。 下半年，兴安盟还将陆续承办全区

乌兰牧骑艺术节、全区雪地足球赛，兴安盟电

音节、兴安盟那达慕等 37 个文旅体活动，将吸

引更多游客来大美兴安体验游玩。

“旅游 + 非遗”，立体化打造旅游新

体验

来到阿尔山市白狼镇，不仅可以领略白狼

峰景区的独特风景，还会看到诸多栩栩如生的

树皮画。 自治区级非遗传承人李艳红针对游客

推出了一些树皮画互动体验项目，游客们用一

块块不起眼的桦树皮， 经过巧妙的粘贴与组

合，就可以变成一幅幅灵秀、质朴的精美艺术

品。 丰富多样的旅游体验，让大家流连忘返、大

呼过瘾。

“想不到非遗文化还可以用这样生动直观

的形式来展现，在这里我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

非遗的魅力。 ”游客赵丽华在成功制作树皮画

后开心地说。

目前， 兴安盟已初步形成蒙古族刺绣、白

狼林俗树皮画、 步阳草编等一批品牌旅游商

品，文创企业也达到了 34 家。 兴安盟还积极推

进非遗项目走进景区， 将旅游与非遗有机结

合，打造多样化的旅游文化品牌，让游客近距

离感受非遗魅力。

“旅游 + 乡村”，多角度释放旅游新引力

对于久居喧嚣都市的人，青山绿水和田园

生活，总是让人向往。 周末闲暇时间，附近市民

纷纷带着老人和孩子来到科右前旗科尔沁镇

平安村的展翼家庭农场，体验农耕劳动、采摘

瓜果蔬菜、品尝农家美食，感受新农村舒适惬

意的新生活。

眼下，来到兴安盟的游客还可以走进突泉

县曙光现代农业循环经济园区观赏各种各样

的花，到大棚采摘新鲜的瓜果蔬菜;在扎赉特

旗好力保镇住稻梦星空木屋民宿， 捕稻田鱼

虾，品乡村美味……

近年来，兴安盟通过“旅游 + 乡村”，打造

田园综合体 3 个，培育 10 个国家级、自治区级

乡村旅游重点村镇，发展乡村人家、草原人家、

森林人家(星级乡村旅游接待户)34 家，让旅游

者感受田园式的乐趣，并将农产品转变为旅游

消费品，有效提升农产品的附加值，促进农户

增收。

此外，兴安盟通过“旅游 + 交通”，开发红

色教育、地质科考、自然生态等多类型研学课

程，吸引游客“走进兴安，读懂自然”。 同时，还

通过“旅游 + 康养”，打造巴仁哲理木蒙医药康

养小镇、阿尔山温泉康养旅游胜地等，吸引游

客体验康养旅游的魅力。 据《内蒙古日报》

呼和浩特市乳业等三次产业高

度关联的 503 个重大项目全部开工

复工，包头市稀土产业等 11 个领域

签约 700 多亿元投资项目， 鄂尔多

斯市超过 1000 亿元资金投向战略

性新兴产业……上半年，内蒙古呼包

鄂地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

长 9.9%，拉动作用日益显现。

各项稳投资政策落实落细，使得

内蒙古固定资产投资保持快速增长。

上半年，内蒙古全区固定资产投资同

比增长 33.9%。“制造业投资一马当

先。 ”内蒙古自治区统计局副局长田

新茹介绍，全区制造业投资增速高于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26 个百分点，占

全部投资比重近三成。

内蒙古制造业投资还具有“大、

新、实”特点。 上半年，制造业 10 亿

元以上大项目投资同比增长 75.9%，

占制造业投资比重为 76.8%。高新技

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 1.1 倍，装备

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 55.5%。

今年以来，内蒙古着力稳产业强

链条育动能， 新兴产业快速增长，传

统产业增势稳健。 上半年，全区规模

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4%。 全

区 38 个行业大类中， 有 26 个行业

实现增长。风力发电机组更是实现同

比增长 58.9% ， 液晶显示屏增长

87.2%。

内蒙古工业生产较快增长，既有

市场保供能力增强的带动，也有制造

业稳定增长的作用。

田新茹表示，首先，能源保供稳

定有序，煤炭工业带动显著。上半年，

全区能源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6%。 其中，煤炭行业增加值同比增

长 10.3%，电力热力生产供应业增长

3.4%，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增长

7.4% ，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增长

30.3%。其次，制造业稳健增长。上半

年，全区规上制造业拉动规上工业增

长 3.5 个百分点 ， 贡献率达到

41.2%。再次，新动能持续壮大。上半

年，规上工业高新技术业增加值同比

增长 30%。 此外，得益于减税降费等

一系列政策的落实落细，中小微企业

资金压力得到缓解， 产能逐步释放，

为全区工业经济稳增长提供了有力

支撑。 陈力

投资增势强劲 工业稳中提质

内蒙古上半年经济亮点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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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和浩特：多彩产业兴 夏日乡村美

图为航拍武川县哈乐镇田野景色。 摄影 史洁

扎赉特旗下足“绣花”功夫 暖心稳岗促就业

近日，陈女士为呼和浩特赛罕区大

学西路派出所民警送来写有“热心为民

好警察，寻找失物暖人心”字样的锦旗

以表感激之情。

7 月 10 日 14 时许，大学西路派出

所民警在辖区进行夏季治安打击整治

“百日行动”巡逻。

“警察同志，能帮我找找包吗？ 我车

里的包没了。 ”

“您好，别急，请您详细地说明一下

情况。 ”

陈女士见到巡逻民警，便向民警们

紧急求助。 据陈女士回忆称，自己在行

车过程中由于车门没关紧，不慎将车内

手提包掉在路上，包内有 2000 元现金，

苹果手机一部，身份证、银行卡等物品。

当其发现包掉出时，随即将车停靠在马

路边安全区域，回去捡包。 殊不知，提包

已经被人捡走。

民警了解情况后，通过努力联系到

捡包男子， 男子将手提包物归原主，民

警为陈女士挽回经济损失一万余元。 看

到遗失的钱包失而复得，陈女士激动地

向民警频频致谢。 杨晓东 王晓飞

财物被找回

市民送锦旗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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