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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地处黄河“几字弯”的内蒙古
河套地区进入辣椒集中收获期。由于种
植技术成熟、管理措施到位、市场行情
好，今年当地广大辣椒种植户实现丰产
增收，保守估算亩均纯收入达 4000 元
以上。

连日来，在巴彦淖尔市临河区白脑
包镇西海村辣椒种植基地，农机手驾驶
收割机集中收获辣椒，把一个个火红的
辣椒装到拖拉机上。西海村村民田来义
说：“今年我家种了 25 亩辣椒，不仅签
了订单，还有专家进行技术指导，预计
亩产 700 公斤以上，每亩纯收入在
4500 元左右。”

西海村党支部书记王继伟告诉记
者，该村过去主要以种植葵花等传统农
作物为主，土地利用率低，产业加工链
条短，农民收入难以实现跨越性增长。
2022 年，该村推行党支部领办合作社
模式，成立“一抹红”农民专业合作社，
与辣椒加工企业深度合作，发展壮大辣
椒产业。今年全村共有 100 多户村民
种植辣椒，种植总面积达到 2400 多
亩，户均增收 5 万元以上。

据白脑包镇党委书记李强介绍，该

镇把特色产业作为富民兴村的重要抓
手，通过采取双向选择、订单收购、政策
保障等措施，做大做强辣椒产业，带动
农民在家门口增收。李强说：“今年全镇
依托辣椒产业园区，推广使用现代化种
植技术，引进全产业链加工企业，带动
3000 多户农民种植辣椒，总面积达 3.4
万亩。整体来看，全镇辣椒产量高、品质
佳、行情好，预计每亩纯收入能达到
4500 元左右。”

在巴彦淖尔国家农高区万亩辣椒
高效种植示范园区，种植户忙着组织工
人采摘、打包辣椒，农机手驾驶拖拉机
及时把采摘好的辣椒转运到收购站。临
河区干召庙镇永丰村种植户刘姣满面
笑容地说：“我家种了 60 亩辣椒，品种
好，产量高，收入也好。”

永丰村党支部书记尹有俊告诉记
者，依托巴彦淖尔国家农高区的技术优
势，今年推广种植 30 多个辣椒新品
种，引导农民由零散种植向大面积种植
发展，把小辣椒做成大产业。尹有俊说：

“今年我们村种了 1.1 万亩辣椒，都是
本地研发推广的品种，产量高，抗旱、抗
病能力强，现正在陆续采摘，丰收已成

定局。”
据干召庙镇镇长丁立胜介绍，该镇

结合市场需求，通过采取培育辣椒新品
种、打通销售渠道等措施，推动辣椒产
业规模化、特色化发展。丁立胜说：“我
们采取订单种植、基地建设、品牌培育
等多种措施，带动 1000 多户农民种植
辣椒，总面积达 2.8 万亩。”

拥有河套灌区的巴彦淖尔市地处
北纬 40 度农作物“黄金种植带”，是我
国重要的农畜产品生产基地。近年来，
巴彦淖尔市依托黄河水灌溉等农业优
势，发展节水、高效、优质辣椒产业，种
植面积已达 25 万亩以上，成为当地种
植面积最大的蔬菜作物。巴彦淖尔市农
牧局副局长王星说：“我们全力推动辣
椒产业规模化、集群化、特色化发展，构
建起集生产、加工、销售为一体的辣椒
产业体系，让辣椒产业成为推动现代农
业发展、促进农民增收的‘红色引擎’。”

据了解，河套地区正在利用水肥一
体化、浅埋滴灌等技术，加大辣椒新优
品种推广力度，推进辣椒产业规模化、
机械化发展，逐步增强特色产业的经济
效益带动能力。 （李云平）

近日，在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霍
林郭勒市，重点项目建设热度不减，
不断刷新着“进度条”。穿行于项目
建设现场，一幅幅竞相发展的“风
景”不断上演，塔吊林立、机声轰鸣，
车辆穿梭，忙碌作业……从产业项
目到园区配套，再到基础设施建设
现场，掀起了全面施工高潮，奏响霍
林郭勒高质量发展“最强音”。

走进内蒙古联晟新能源材料有
限公司年产 80 万吨电池箔及坯料
项目建设现场，施工设备正紧张作
业，工人们奋战在各自的施工点位
上，或维护机台，或调试机器。

项目是拉动经济增长的“火车
头”。正是这些“大块头”项目的火力
全开，提升了霍林郭勒高质量发展
的热度。多年来，霍林郭勒市依托丰
富的煤炭资源，实施能源转化战略，
大力发展“煤电网铝加”全产业链，
先后吸引了国家电投、山东创新、杭
州锦江、江苏鼎胜、福耀集团、山东
靖帆等一批行业领军企业落地投资
创业，逐步构建起了以煤为基础、以
电为保障、以铝及铝精深加工为主
体的铝基新材料产业集群，产业集
群规模接近千亿，正在全力建设绿
色低碳铝基新材料国家级示范基

地。现已形成 3265 万吨煤炭、710.2
万千瓦电力装机、269.7 万吨原铝、
222 万吨铝后加工产能，原铝产能占
全国的 7%、自治区的 43.8%，被中国
有色金属工业协会评价为“中国最
适合发展煤电铝产业的地区”。

逐“绿”而行，“铝”途光明。8 月
上旬，随着霍林河循环经济示范工
程火电灵活性改造促进市场化消纳
新能源试点项目 30 万千瓦风电项
目全容量并网，霍林河循环经济绿
电装机成功突破百万千瓦，成为国
家电投内蒙古公司首家新能源百万
千瓦基地。

国家电投内蒙古公司电力分公
司相关负责人介绍，作为全球首个

“煤—电—铝”循环经济绿色产业集
群，霍林河循环经济示范项目依托
地区丰富的风能、太阳能和劣质煤
资源，按照“以煤发电、以电炼铝、以
铝带电、以电促煤”的总体思路，建
设了包括年消耗 1000 万吨劣质煤
的 180 万千瓦火电装机、90 万千瓦
风电装机、15 万千瓦光伏装机、86
万吨电解铝产能以及配套自备电
网、监控指挥中心的循环经济产业
集群，构建了高载能产业清洁发展
的示范区。

霍林河循环经济示范项目投产
以来，示范效应和经济效益日益凸
显。目前，项目绿电装机已达到 105
万千瓦，占电力总装机容量的 37%，
每年可输送清洁能源 35 亿千瓦时，
节约标煤约 100 万吨，减排二氧化
碳约 290 万吨，大大提升了绿电消
纳比例，优化了能源产业结构布局，
持续促进区域经济绿色高质量发
展。

据悉，进入新发展阶段，霍林郭
勒市紧紧围绕“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谋篇布局，聚焦“双碳”目标，依
托区域风光资源优势，绿电就地消
纳战略机遇，持续优化电源结构，
着力构建风光火 储多能互促、协
同供应、梯级利用的现代能源供
给体系，持续为产业注入“绿色动
能”。预计“十四五”末，霍林郭勒地
区自发自用新能源装机规模可达
774.3 万千瓦，占自发自用总装机量
的 55%以上，年可发绿电 252 亿度，
压减能耗 756 万吨标准煤，减少二
氧化碳排放 2000 万吨，年生产绿电
铝 190 万吨，霍林郭勒真正实现从

“煤电铝之城”到“绿电铝之城”的转
变。

（来源：霍林郭勒市融媒体中心）

中秋、国庆假期，阿拉善盟精心打
造异彩纷呈的“遇见醉美金秋胡杨”“遇
见醉美英雄荟萃”“遇见醉美激情沙漠”
三大主题活动，交出了超预期的文旅

“成绩单”。截至 10 月 6 日，阿拉善盟
接待国内游客 165.94 万人次，旅游经
济呈现出强劲复苏势头和巨大发展潜
力。

“双节”期间，在阿拉善盟腾格里沙
漠腹地的梦想沙漠公园，各项赛事和互
动体验活动、烟花与焰火、美食与音乐
交织出这场沙漠盛会最亮丽的风景。在

“阿诺达”杯全国 U2 沙漠争霸赛上，来
自全国各地的 240 位参赛车手在漠海
乘风破浪，挑战自我，为广大游客奉上
了一场沙漠竞技盛宴。

“来阿拉善英雄会参加 U2 的沙漠
挑战赛非常好，既能比赛又可旅游。”乌
海参赛车手王洪文告诉记者。

“特别有意思，这几天带着家人在

这里扎营，可以看比赛，体验感很不
错。”甘肃游客肖敏说。

为提升文旅“含金量”，阿拉善右旗
“越野 e 族”英雄会精心设置了驼产业
展区、特色文创产品区和特色商品美食
广场等场所，不仅增强了游客旅游获得
感，也为当地群众提供了增收的机会。

“双节”期间，阿拉善右旗巴丹吉林镇商
户娜生毕力格在英雄会会场开了一家
饺子馆，每天的收入有 2000 多元。

“短短几天时间，我净赚了 6000
元左右，在宣传蒙古族美食的同时，也
可以增加一定的收入，一举两得。”娜生
毕力格说。

在孪井滩生态移民示范区 45 处沙
漠营地推出的沙漠越野、自驾露营、篝
火晚会等旅游项目，吸引了众多游客。
北京游客陈艳特地带孩子来腾格里沙
漠露营，体验大漠风情。“到营地的第一
感觉就是震撼，娱乐设施非常多，营地

还可以进行亲子游玩，非常棒。”陈艳
说。

赏胡杨美景、看精彩赛事、享文化
活动、品特色美食，这个假期，阿拉善盟
共推出 30 余项文旅活动和 60 余项文
化惠民活动，不论是越野爱好者、普通
游客还是本地居民，在每一个旗区和景
区景点，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文旅项
目。

“活一方经济，富一方百姓。”阿拉
善全域旅游“火”出圈的背后，源于阿拉
善独特的旅游资源和厚重的历史底蕴，
更源于一项项硬核举措。今年以来，阿
拉善盟委、行署高度重视文旅产业全域
升级，融合发展，着力在加强基层治理，
完善基础设施，提升旅游品质和优化营
商环境上下功夫、出实招，制订出台一
系列发展规划和创新措施，以新业态、
新玩法和新商业模式激活文旅经济“一
池春水”。 （刘宏章 常涛）

本报记者 王丰
“双节”期间，消费市场气贯长虹，

餐饮、零售、文旅等各类消费数据均交
出漂亮的成绩单。

据统计，2023 年中秋、国庆假期，
内 蒙 古 全 区 共 接 待 国 内 游 客 人 数
2306.01 万人次，按可比口径是去年同
期的 6.06 倍、2019 年同期的 1.35 倍；
实现国内旅游收入 158.48 亿元，按可
比口径是去年同期的 7.23 倍、2019 年
的 1.18 倍，均为历史最高。

成绩单的背后是以节庆为引领，加
速消费市场更大循环。

内蒙古接待跨省订单占比超 5 成，

跨省游订单量同比增长 282%。旅游业
快速走出往年的泥淖。

节庆引领消费市场的兴旺，充分彰
显出居民消费的活力与巨大潜力，这一
波消费热潮为稳经济扩消费持续加力。

节前，内蒙古文旅厅制定“秋季旅
游专列、包机和招徕区内外游客”奖补
政策，通过新闻发布会形式提前发布秋
季旅游活动 150 余项，指导各盟市推出
文旅促销费政策措施，极大地激发了区
内外游客消费热情。

各地应巩固这一良好态势，乘势而
上。新消费场景亦是值得关注的重点领
域，今年内蒙古适时推出乡村游、自驾

游、亲子游、研学游等旅游线路近百条，
乡村游、红色游、营地游、自驾游成为今
年假日新热点。

新消费既是大循环的主力军，亦是
扩大消费的重要增量来源，对企业而言
也是值得深耕的蓝海。

双节期间，高端预制菜等菜品的销
量大幅增长，各种创意菜单、家庭套
餐等“内蒙古味道”批量走上家庭
餐桌，都说明在居民消费升级的大
趋势下，人们的消费正从购买基本
生活用品向追求更高品质的美好生活
转变，这也蕴藏着扩消费的巨大市场空
间和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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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锡林郭勒盟“中国人自己的
奶酪———“锡林郭勒奶酪”区域公用品
牌发布会暨品牌旗舰店开业仪式在中
国乳都呼和浩特市举办。

活动现场共设户外品鉴、网红打
卡、产品体验三大区域，来自锡林郭勒
盟 9 个旗县市的 17 家授权企业、手工
坊参加，集中展示了图德、浩乳德、毕希
拉格、楚拉等传统乳制品以及烤奶酪、
煎奶酪、奶酪饼等延伸产品和休闲奶
食，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选购。3
个小时的活动中，累计销售 3 万余元，
达成意向订单近 100 万元。

锡林郭勒盟地处北纬 45 度优质黄
金奶源带，拥有 18 万平方公里天然草
场，数百种优质牧草与药用植物，加上
天然放牧的饲养方式，为优质奶源提供
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来到锡林浩特市沃原奶牛场奶源
基地，一头头娟姗奶牛排队进入挤奶
区，现代化挤奶设备正在统一挤奶。目
前，这里拥有繁成存栏奶牛 500 头，平
均日产奶量达 1.5 吨。基地负责人任殿
玉介绍说，2020 年，这里将原有奶牛养
殖场、挤奶站进行升级改造，通过引进
娟姗奶牛，建设高质量、高标准奶源基
地。同时在锡林浩特市首放食品加工园
区建设 SC 奶制品加工生产线，今年 6
月投入生产，主要制作传统奶制品 6
种，预计年产值 550 吨，年销售额约
500 万元。

在制作工艺上，锡林郭勒奶酪生产
沿用传承千百年的特色工艺制法，严
守 16℃ 恒 温 下 48 小 时 自 然 发 酵 ，
最大程度地保留了原奶中丰富的蛋
白质、脂肪酸、维生素以及钙、磷等微量
元素，在层层提炼中体现着专注坚守的
工匠精神，每一份奶酪都凝聚着浓浓草
原情。

绿色滋养好牛奶，产业蓄力促升
级。近年来，在国家、自治区“奶业振兴”
政策引导和“大力发展地方特色乳制品
产业”号召下，锡林郭勒盟深入挖掘地
方特色乳制品优势潜力，积极发展以企
业、手工坊为主体的奶酪产业，制定出
台系列扶持政策，累计投入资金 1.5 亿
元，从奶源基地建设、标准化改造、产品
研发升级、监管体系建设等多个方面发
力，推动地方特色乳制品产业快速健康
发展。

截至目前，锡林郭勒盟奶牛存栏达
到 26 万头，较 2019 年增加 23%；年均
产奶量 52 万吨以上，较 2019 年提升
25%；改造提升中小养殖场 295 户，推
动锡林浩特市、西乌珠穆沁旗、苏尼特
左旗、镶黄旗地方特色乳制品产业园区
和示范基地建设；登记注册地方特色乳
制品小作坊 702 家，覆盖农牧户达
5000 余户，其中提档升级标准化小作
坊 155 家，培育升级为生产企业 17
家，为推动地方特色乳制品产业化发
展，实现产品向商品转变，走进更大市

场，实现产业规模化发展奠定良好基
础。全盟年生产奶酪及其延伸产品 5.4
万吨，带动农牧民及相关从业人员近 3
万人，年产值达到 17 亿元，较 2019 年
增长 53%。

锡林郭勒盟传统乳制品协会会长
乌兰告诉记者，该盟地方特色乳制品年
产值从 2020 年 2 亿元几何式增加到
2022 年的 15 亿元，不仅吸引了高校毕
业生、创业青年、城镇待业人员纷纷加
入，也带动了相关产业，养殖业、餐饮
业、物流业、文化旅游业、就业等领域的
高质量发展。

为加快实施奶业振兴战略，全面推
进锡林郭勒奶酪产业高质 量发展，
2021 年初，锡林郭勒盟委托专业机构
编制了锡林郭勒奶酪区域公用品牌战
略规划，制定出台品牌使用管理办法、
地方特色乳制品团体标准等一系列配
套制度措施，高起点、高标准、高水平推
动锡林郭勒奶酪区域公用品牌建设，推
出了“锡林郭勒奶酪—中国人自己的奶
酪”品牌口号，锡林郭勒奶酪相继获得
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和国家地理
标志证明商标注册，荣获中国乳业协会
新势力年度影响力区域乳制品品牌，品
牌知名度和影响力不断提升，深受市场
和广大消费者的认可，正在成为中国奶
酪品牌发展的样板。目前，已授权 6 家
生产企业、11 家小作坊使用锡林郭勒
奶酪品牌。

据锡林郭勒盟品牌促进中心负责
人介绍说，今后，该盟将以此次品牌发
布为契机，着力在补短板、扬优势、强链
条上下功夫，以地方特色、文化旅游为
载体，以优质奶源基地建设、产业提档
升级为重点，以锡林郭勒奶酪区域公用
品牌建设为抓手，积极对接各类渠道资
源，全力推进全盟地方特色乳制品产业
发展上规模、上档次、上水平，将锡林郭
勒奶酪打造成为富民产业，带动农牧
民、养殖场、小作坊、加工企业广泛受
益，努力实现牧民增收、产业增效、草原
增绿，为全区地方特色乳制品产业高质
量发展贡献锡林郭勒力量。

（巴依斯古楞）

补短板扬优势强链条 高起点高标准高水平

锡林郭勒奶酪香飘远方有“诀窍”

以新业态新玩法新商业模式激活文旅经济“一池春水”

阿拉善全域旅游“火爆”的背后是什么？

节庆引领 加速消费市场更大循环

新能源材料电池箔及坯料项目

巴彦淖尔市的种植户收割辣椒

霍林郭勒：

全力打造绿色低碳铝基新材料产业国家级示范基地

(上接 1 版)
内蒙古自治区商务厅厅长张鸿福

在主题推介中表示，内蒙古是国家名副
其实的“粮仓”“奶罐”“肉库”“绒都”，是
青山绿水蕴养的秘境 和 物 产 丰 富 的
宝地，有质量上乘的好产品、美味
可 口 的 好 美 食 、 值 得 信 赖 的 好 品
牌。接下来内蒙古要继续构建产销
对接新平台，继续推广“内蒙古味道”，
继续培育“老字号”“蒙字标”企业，诚邀
企业家朋友与内蒙古一起携手，双向奔
赴，共谋发展。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市、巴彦淖

尔市、锡林郭勒盟分别进行推介，围
绕 各 自 优 质 特 色 农 畜 产 品 展 开 推
荐 ， 均 表 示 要 进 一 步 擦 亮 生 态 底
色，保障产品安全，完善品牌运营，
拓展消费市场，将内蒙古更多优质
农畜产品添加到北京市民的“菜篮
子”“米 袋 子”“ 果 盘子”中 ，更 好满
足首都百姓的品质化消费需求，把更
多“蒙”字号农畜产品源源不断输向全
国，努力把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
建设得更加量大质优。

在随后进行的签约仪式上，内蒙古
自治区商务厅与中国蔬菜流通协会签

署《战略合作协议》，内蒙古食全食美股
份有限公司、乌兰察布市康泰惠民园农
贸有限公司与北京新发地企业管理有
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京蒙
两地 10 对企业进行现场签约。活动期
间，达成采购意向 43 个，涉及金额
9.14 亿元。

会后，与会京蒙两地嘉宾到特色农
畜产品品鉴区进行品鉴，两地企业进行
商业洽谈。

内蒙古自治区各有关厅局负责人，
各盟市分管盟市长、商务局局长，京蒙
企业代表参加推介会。

“生态内蒙古 绿色好味道”
京蒙农畜产品流通合作推介会在京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