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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倍增长 2023 年前三季度内蒙古
社会融资规模增量 3587.5 亿元

10 月 28 日，内蒙古农业大学举办
钱学森沙产业学院授牌揭牌仪式，内
蒙古农业大学钱学森沙产业学院正式
成立。该学院是我国首个钱学森沙产
业学院，也是目前我国唯一以沙产业
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为目标
的现代产业学院。

学院以校企联合方式建设，将聚
焦“五大任务”，立足我区丰富的特色
沙区资源，以荒漠化防治、生态工程综
合建设、沙产业开发与利用为主攻方
向，结合内蒙古农业大学相关科研成
果与教学基地，依托内蒙古太伟生态

科技有限公司等 6 家相关共建理事单
位在种质资源、植物资源、绿色能源、
旅游资源等方面优势，以沙产业理论
研究、生产实践和人才培养为目标打
造特色现代产业学院，实现沙产业链
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和一体化发展。

建设内蒙古农业大学钱学森沙产
业学院，是我区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
部署，深化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着力打
造产教联合体、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
协同培养创新型高素质人才的重要举
措，也是我区高校主动服务自治区生
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

内蒙古农业大学党委书记陈永胜
表示，学校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加强荒漠化综合 防 治 和 推
进“ 三 北”等 重 点 生 态 工 程 建 设 的
重 要指 示 精 神 ，以“ 大 成 智 慧 ”教
育 理 念 和 钱 学 森 沙 产 业 理 论 为
指 导 ，与 各 理 事单位共担使命，通
过 科教 融 汇、产 教 融 合 ，优 化 资 源
配置，着力提升复合型沙产业人才
培 养能 力 ，为 我 区 生 态 建 设 、农 牧
业 转 型 升 级 、 乡 村 振 兴 提 供 新 动
能、贡献新力量。

（白莲 霍晓庆）

本报记者 张鑫
在强手如云的内蒙古乳业界，骑

士乳业如何能冲出重围，一骑绝尘成
为北交所乳业第一股？

“创新求变是企业的制胜法宝。”
内蒙古骑士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总经理党涌涛给出了答案。

时代在变、市场在变，企业更应顺
时而变。骑士人都知道，过去 30 年，创
业就是创新。惟有主动出击，才能找到
机会。

据了解，2009 年，骑士承租流转土
地，用于饲草基地建设，初步形成“农
场—牧场—工厂—市场”的乳业全产
业链发展模式；2015 年 7 月，骑士成功
登陆新三板，成为内蒙古第一家登陆
新三板的食品企业，也是内蒙古第一
家做市转让的新三板挂牌公司；2017
年，公司实施了产业链延伸战略，建成
日处理甜菜 4800 吨、年产白糖 8 万—
10 万吨的敕勒川糖业；2021 年，牧场
三期项目投产，规划设计五期智慧牧
场项目；2023 年 10 月 13 日，成功登
陆北交所。未来 3 到 5 年，将借力资本
市场，开创骑士转型升级新局面……

产品要创新，思路要创新，方法要
创新，渠道也要创新。

骑士乳业 2023 年第三季度报告

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公司营收为 7.80
亿元，同比增长 38.98%;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7411.11 万元，同比
增长 14.20%。

骑士集团旗下 10 家子公司，构成
农业、牧场、乳业、糖业四大板块。其
中，农业是基石，种植的青贮玉米、苜
蓿、燕麦草直接用于牧场养殖，另有玉
米制成饲料同样用于牧场，流转的 10
万亩甜菜种植基地为糖业供应原料，
而作为中间环节的敕勒川糖业，生产
的白砂糖又将作为原料供骑士乳业生
产，副产品糖蜜、甜菜粕、颗粒粕被作
为饲料反哺于牧场，牧场生产的生牛
乳将被作为原料，供终端环节———骑
士乳业生产。在这个“农、牧、乳、糖产
业一体化发展”的闭环中，骑士集团每
个环节的产品都将被尽数利用，成为
下一个环节的珍贵原料。

在这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生产链条中，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
念被生动诠释。

党涌涛表示，公司聚焦农—牧—
乳—糖全产业链发展。农业板块现已
形成 20 余万亩自有土地种植，完全实
现了机械化，并正向智能化迈进。牧业
板块拥有大型集约化、现代化、标准化
奶牛养殖基地 4 座，并与大型乳企蒙

牛集团建立了长期战略合作关系，具
有稳定的销售渠道。乳业拥有高标准
加工厂，可日处理鲜奶 1000 余吨，现
拥有低温、常温、奶粉三大类 20 多个
品种，在周边地区家喻户晓，实现了品
牌优势。糖业拥有日处理甜菜 5000 吨
的加工厂，工厂先后获得了国家级绿
色工厂、自治区智能制造示范企业等
称号。各板块之间实现了良性循环，并
与社会相关产业协同发展。

未来，骑士乳业将进一步强链、补
链、延链，全面实现智能化。坚持有机
农牧业：有机农牧业种植水平、管理水
平实现跨越发展，掌握核心农业技术，
具备从现代化农业模式中产出更大价
值的能力;坚持智能制 造：在新 建 项
目中要全部引入信息化、智能化、
无人化系统，并对原有产能逐步采
用升级、淘汰、转型来推进智能化;
坚持乳业创新升级：乳业作为集团
龙头事业部，肩负着品牌、市场、发展
的重要作用，乳业永远要坚持产品创
新、市场创新、模式创新，用创新推动
产业进步;实现甜菜产业革命：通过自
种引领，承担农业转型风险，推动农
机、农技、农艺水平升级，带动盐碱地
甜菜种植实现效益化，真正从农业科
技中提升甜菜糖核心竞争力。

本报记者 王丰
巴彦淖尔好地方，好地方来好风

光。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千里
黄河从内蒙古高原自西向东奔腾而
过，阴山山脉默默地依偎在北面。就在
黄河与阴山之间有个神奇的地方，那
就是千年粮仓河套平原。

河套平原不仅湖泊众多、草肥水
美、庄稼遍地、牛羊成群，而且水利灌
区网络丰富，它们共同绘出一幅千年
粮仓的大美之图。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
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河套
的水利灌区文化也是如此。

说河套灌区，有一个人必被提及，
他就是王同春。

《绥远通志稿》 有段文字记载说：
“河套水利，至清朝同、光之际，后人所
盛称开辟套地、谙悉水脉之王同春者，
始至其地。而其先，已有川人郭敏修者

凿渠放地于斯土，又有甄玉、侯应魁及
郑、田、杨姓地商步伍于后。至光绪中
年，遂有缠金、刚目、中和、永和、老郭、
长胜、五大股等八大干渠之成功，而以
王同春所开渠为首，其尽力独多也。”

王同春 12 岁随父背井离乡，来到
宁夏，宁夏是个水利发达的地方。王同
春少年的时期主要就是模仿宁夏的水
利工程作“拦河河”游戏。将水利的

“堵”“疏”“引”等要理早已悟透在心
里。长大后他来到河套地区，带领当地
乡亲开出河套千里灌区。

当时，每开挖一条渠道，王同春都
要率众现场指导。尤其对于建筑渠口、
桥梁、涵闸等三项技术性强的重要修
筑更是要求严格，他常对干活的工匠
说：“若渠口建筑不固，被黄河水冲毁，
水就引不入渠；若闸箱修建不好，则无
法调节水量；而桥梁建筑缺乏，就会阻
碍交通。”

河套现共有十道大干渠，总长
1000 余里，共可灌田 5 万顷，与四川
成都平原相等。经王同春 自办和指
导别人开成渠道竟有 9 条之多，巴
彦 淖 尔 五 原 县 的 隆 兴 昌 集 镇 就 由
王同春努力建设而成。当时河套粮
食丰盛，每年被销于蒙古地区的达 50
万担。

1959 年 6 月，新中国刚成立后的
最困难时期，两万多名水利建设大军
和数万名灌区民众在巴彦淖尔的磴口
县黄河干流上修筑了“三盛公水利枢
纽工程”。

1961 年 5 月截流成功，河水从这
里缓缓流进两岸的良田，一条总长 180
公里的总干渠使河套灌区灌溉面积由
过去的 290 万亩增加到 870 万亩，控
制灌溉面积达 1700 万亩。因此三盛公
水利枢纽工程也被称为“天下黄河第
一闸”。

本报记者 张鑫
林果、林药、林禽、林游……近年

来，林西县始终以巩固改善生态环境
质量为核心，以压紧压实生态保护责
任为依托，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
土”保卫战，坚持走因地制宜、因害设
防、产业融合的路子，开启了一条防沙
治沙、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径。
以生态保护为基，筑牢生态屏障，做足

“林业 +”文章。
自 2000 年开始，林西县大力开展

防沙治沙工作，争取京津风沙源治理
等工程，坚持以山系和流域为单元，打
破乡、村界限，对各项治理措施进行整
合，实行规模治理、综合治理，20 年累
计投入各类资金 1.9 亿元，治理面积达
237.87 万亩。昔日的荒山荒坡得到了
绿化，共绿化了 200 余座荒山、300 条
沟壑、2 条主要河流;改良盐碱地、风蚀
沙地 30 万亩，堵住大风口 10 处;绿化
了省级大通道、303 国道两条主干线公
路，形成了多林种、多树种、乔灌草、网
带片相结合的综合防护林体系。

为了进一步巩固治理效果，实现
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有效结合，依
托东台子水库建设，林西县确定“以水

定绿、依水治沙”方略和山水林田湖草
沙一体化的综合治理思路。借助“三北
六期工程”实施契机积极谋划项目，通
过全要素治理，将这里打造成为西拉
沐沦河生态流域治理样板，切实打赢
科尔沁沙地歼灭战第三战区林西段防
沙治沙战役，林西县将以“林草业 + 文
旅”深度融合的思路，实现生态与经济
效益双丰收。多措并举使该县防沙治
沙成果有了质的飞越。

2022 年，为了进一步延伸产业链
发展林果深加工产业，林西县引入的
赤峰市蒙果鲜食品公司建成投产，主
要以生产冻干果蔬为主，年可加工内
蒙古野果 3000 吨、蔬菜 1500 吨，大
大拓展了果品的销售渠道。今年林
西 县 引 入 的 山 东 中 创 蕴 达 集 团 在
林西成立分公司，发 展木本油料文
冠果的种植、育苗、深加工、科研及
文旅产业，在该公司的带动下，在各乡
镇目前已建成了 8 个文冠果基地总面
积达 10000 亩。

以生态经济为先，发展生态产业。
林西县以“七合堂模式”为模板，以封
山自然恢复植被与植树造林相结合的
方式开展防沙治沙。截至目前，该县建

成了百万亩山杏经济林基地、30 万亩
柠条饲料基地、11.7 万亩内蒙古野果
基地、10 万亩樟子松基地，倾力打造绿
色银行，储备生态资源。林西县现已累
计完成沙地综合治理面积 242.3 万亩，
占沙化土地面积的 74.1%，治理后的植
被覆盖率为 43.74%。

随着林地资源的增加，林西县大
力推行林下增值产业，林下种植养殖
业和生态休闲旅游业成为 农 民 致 富
的新途径，越来越多的农民看到了
林地“生金产银”的价值和优势，逐
渐加大投入。经过几年的发展，林
西 县 已 初 步 形 成 以 特 色 林 下 中 草
药、林 下 养殖、林下旅游等为主立体
的林下经济模式。2023 年，林下仿野
生中草药种植达 3.13 万亩，品种有苍
术、防风等 10 余种地道药材。通过发
展林果生态旅游，新城子镇老虎石沟
村成为了赤峰市级重点旅游村，林下
经济及产业融合成为林西县经济与生
态发展的切合点和新的增长点。

向生态要发展、向发展要未来，林
西县走出了一套符合本地资源禀赋特
点、体现地区优势和特色的绿色低碳
发展之路。

本报记者 王丰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
“三北”工程中三大标志性战役有

“两个半”在内蒙古。全力打好黄河“几
字弯”攻坚战，全力打好科尔沁、浑善
达克两大沙地歼灭战，配合打好河西
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

在配合打好河西走廊—塔克拉玛
干沙漠边缘阻击战中，阿拉善盟全力
以赴，采取造林种草、工程固沙、封育、
飞播等措施建设锁边林草带；采取封
育为主、造林种草和退化林草修复为
辅等措施，新建和巩固风沙阻隔林草
带；采取工程固沙、造封飞、退化林草
修复等措施，完善锁边林草带。

在这些措施的加持下，阿拉善盟
突破治沙瓶颈。

“沙”之一字，与阿拉善的经济发
展、改革发展相伴相随，曾让无数人深
受沙之困、沙之害。

痛定思痛，阿拉善盟向黄沙宣战。
阿拉善人坚决扛起防沙治沙重任，坚
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
治理，将防沙、治沙、用沙相结合，引导

鼓励企业和个人参与……经过各方多
年努力，阿拉善的荒漠不再蔓延。

建盟 40 多年来，累计治理沙化土
地 9100 多万亩，建立了 16 处自然保
护地和 7 个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阿
拉善盟沙尘暴天数由 2001 年的 39 天
减少至近几年的 14 天，强度明显减
弱，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纵然成效显著，但是风沙、流沙活

动依然频繁，三大沙漠南侵东扩和沙
漠之间握手相连等沙化问题依然危及
阿拉善绿洲。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决
定了阿拉善盟生态环境的脆弱性和防
沙治沙的持久性与艰巨性。

这就需要几代人的付出，久久为
功，通过防、治、用、养等措施，对沙化
重点地区和薄弱环节进行集中治理，
实现从人沙博弈到人沙和谐。

“赢”在创新
匠心品质锻造“百年骑士”

因水而生 河套灌区千年之旅

致力实现沙产业链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和一体化发展

内蒙古农业大学钱学森沙产业学院成立

山水林田湖草沙一起向“绿”系列报道之十八

防沙治沙 绿富双赢

“三北精神”里的内蒙古力量之十三

突破治沙瓶颈的“阿拉善模式”

眼下，内蒙古河
套地区全面进入秋
季灌溉的时期。近年
来，巴彦淖尔市通过
实施河套灌区续建
配套与现代化改造
工程、高标准农田建
设、农业水价综合改
革、高效节水灌溉、
建设节水农业科技
示范园区等多种方
式，有效提高水资源
利用效率。

图为：10 月 18
日巴彦淖尔市临河
区白脑包镇胜利村
村民在进行秋季灌
溉。

（李云平 摄）

临河区：强化考核促节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