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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鑫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水肥一体化

技术已经成为现代农业中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

2023 年，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后旗
乌盖苏木呼和温都尔嘎查的 9518 亩
农田实现了水肥一体化设备全覆盖。
种植户贾世东告诉记者，新的水肥
一体化设备比以前更加智能，一键
操作省时、省事又省力。目前，呼和温都
尔嘎查使用的水肥一体化设备可以实
现节水 40%以上，每亩产量增加 20%
以上。实现农作物节水、节肥和优质高
产多赢。

近年来，乌拉特后旗乌盖苏木党
委、政府结合工作实际，以“做优做强现
代绿色种植业”为工作主线，在辖区内
综合实施水肥一体现代种植示范园区
项目。

据了解，乌盖苏木万亩水肥一体现
代种植示范园区项目分两个阶段进行，
2022 年 实 施 第 一 期 工 程 6200 亩 ，
2023 年实施第二期工程 3800 亩。项
目引进农业龙头企业中化现代农业有
限公司进行托管合作，种植作物为玉
米，覆盖巴彦淖尔嘎查、呼和温都尔嘎

查、巴音乌拉嘎查、巴音塔拉嘎查及和
丰村 5 个嘎查村。

该项目采取“企业 + 合作社 + 农
户”的运营模式，由巴彦淖尔嘎查牵头，
成立由巴彦淖尔嘎查、呼和温都尔嘎
查、巴音乌拉嘎查、巴音塔拉嘎查及和
丰村 5 个嘎查村组成的联合集体经济
合作社，农户以 600 元 / 亩的投资，通
过联合集体经济合作社将土地托管给
中化公司经营，企业开展水肥一体现代
种植暨全程农机、全程植保、全程作物
营养等作业服务，从而有效提升玉米产
量。

项目将 122 户农民共计 6200 亩
土地以托管经营的方式集中起来，在各
嘎查村形成大规模连片种植效应，扩大
了影响力，形成了一定的实施规模。通
过广泛运用全程作物营养液体肥技术、
全程植保技术、自动化灌溉水肥耦合技
术及数字农业高效种植技术等现代科
学技术，由过去凭借传统经验开展种植
作业变为依靠数据、信息和科学开展种
植作业，推进玉米生产走上区域化、专
业化的道路。

“今年我们的青贮玉米大丰收，销
路也不用愁，全部卖给我们乌盖的万头

肉牛养殖场里，市场价格也不错。要是
搁以前，我还有些不敢种。现在不怕，有

‘靠山’了。”乌盖苏木巴音乌拉嘎查农
户韩永军乐呵呵地说道。

农户所说的“靠山”是乌盖苏木推
广的智能水肥一体化灌溉系统。韩永军
今年种了 80 亩青贮玉米，他的地里应
用了智能水肥一体化灌溉系统，地里铺
设的一条条黑色管带将肥液与灌溉水
一起，均匀、准确地输送到农作物根部
土壤，让农作物吃上了“精细粮”。

“使用水肥一体化灌溉系统不仅能
减少水和肥的用量，还提高了青贮玉米
的产量。今年的青贮玉米亩产增加了
400 多斤，加上水肥使用量减少省下的
钱，80 亩地较过去增收 4 万多元。”韩
永军说。

水肥一体现代种植示范园区项目
可有效实现农企利益联结机制的发展
思路，展现农民、企业、集体、苏木“四
赢”局面。通过集约化项目实施，项目区
种植节水率预计可达 30%—40%，灌溉
施肥体系比常规施肥节省肥料 50%，
同时通过集中连片种植，电、药、膜的使
用量也得以降低，有效实现了农业“四
控”目标。

初冬清晨，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已
天寒地冻，而万亩番茄园区的大棚内却
暖意融融，人们正在齐膝高的番茄秧苗
间穿梭忙碌。“我们种的是越冬茬番茄，
元旦时就可以采摘了。现在交通很方
便，头一天采摘，第二天就能摆上北京
市场的货架。”种植户于兴海说。

于兴海从事大棚种植 20 余年，是
当地较早尝到设施农业甜头的农户。宁
城县种出的番茄果形正、颜色好、耐储
运，很受北京商超和大型批发市场的青
睐。“冬夏两茬番茄，每年纯收入能有
12 万元。”

为了让更多农户搭上“致富快车”，
宁城县立足高原寒地自然环境特点，大
力发展设施农业，通过财政补、项目投、
银行贷、农民筹等措施解决发展资金问
题，不断加大对设施农业投入。如今，这
里设施农业面积达到 3.8 万亩，年产番
茄 10 万吨，产值 5 亿元，户均收入约
10 万元。

宁城县做大做强设施农业，是赤峰
市设施农业稳步发展的缩影。

赤峰市因地处高纬度干旱、半干旱
地带，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各类作物
品质优良，具有发展设施农业得天独厚
的条件。同时，赤峰是连接华北、东北和
内蒙古东西部的交通枢纽，距离北京市
区仅 300 余公里。优越的交通区位优
势，能让优质蔬菜及时摆上各地餐桌。

立足区位优势和自然禀赋，近年
来，赤峰市稳步扩大设施农业生产面
积，推进智慧化、机械化、节水化建设，
因地制宜推动设施农业规模扩大和改
造升级。目前，全市的规模化设施农业
园区已有 1215 处，其中万亩以上园区
9 处，万亩以上设施农业集聚区 2 个，
千亩以上园区 245 处。截至 2022 年
底，赤峰市设施农业产值已达 144.72

亿元，设施农业已实现全年生产，四季
上市，面积和产量均占内蒙古的 50%
以上。“为提升设施农产品的核心竞争
力，近年来赤峰市大力推广绿色高效标
准化生产技术，引导设施农业向标准
化、产业化、智能化方向发展，实现全产
业链增值增效。”赤峰市农牧局种植业
科科长柴贵宾介绍，赤峰市已拥有绿
色、有机、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企业
123 家，认证产品 319 个，认证面积超
100 万亩。

为了让绿色优质的蔬菜销路广、卖
好价，全市各旗县区近年来带领蔬菜供
应商、种植合作社等赴外地“组团闯市
场”。赤峰市已在北京市、上海市、广州
市等大中城市和满洲里、二连浩特等口
岸建立起销售网点，还通过“互联网 +”
拓展销售网络，引进知名电商企业营销
平台进村入户，发展电商直播带货，让
优质农产品拥抱大市场。

此外，赤峰市紧紧抓住京蒙协作的
机遇，多次组织相关部门赴北京北菜集

团、新发地市场实地考察对接，推动在
赤峰市建设北京市定供保供基地，在北
京市建设赤峰市直营店等，扩大赤峰蔬
菜在京影响力。

“如今，赤峰市已是京津沪地区反
季节蔬菜的重要供应基地，还与上海江
桥市场、北京农产品流通协会等建立了
战略合作关系。”柴贵宾介绍，近 3 年
来，赤峰市设施蔬菜的年均产量在 500
万吨左右，每年供应到京津冀、长三角
地区的蔬菜占全市总产量的六成以上。

“同时，赤峰市还是内蒙古首个粤港澳
大湾区‘菜篮子’生产基地，每年通过陆
运向粤港澳大湾区供应的番茄、辣椒等
耐储运蔬菜有 25 万吨左右。”

“下一步，我们将在设施农业现代
化提升方面发力，进一步深化数字赋
能，大力推动设施设备、农事决策的智
能化。”赤峰市农牧局局长张圣合说，通
过改造提升，全市设施农业综合产能可
达 584 万吨，总产值将达 240 亿元以
上。 （恩浩 王靖）

“什么时间该施肥？什么时间该浇
水？手机小程序上有答案。”种植户贾洪
娥在自家智慧大棚内，用她的“新农具”
智能化操控，完成一次施肥过程。

随着初冬的来临，兴安盟突泉县设
施农业示范园区的 日 光温 室蔬 菜大
棚 里 ， 各 类 应 季 蔬 菜 长 得 郁 郁 葱
葱。在这里，农户们通过手机小程
序进行远程遥控，让农事变得更为现代
和便捷。

贾洪娥介绍说，过去她的大棚蔬菜
种植管理全靠经验，不仅劳动强度大、
效率低，而且效果不理想。自从安装了
设施农业智慧系统后，这一切都得到了
翻天覆地的改变。不仅提高了效率，还
减少了化肥农药的使用，蔬菜的品质也
随之提升。与过去依赖经验、人工劳作
的方式相比，现在则是依据精准数据进
行智慧作业。

2023 年，突泉县实施了智慧设施
农业提档升级项目，建设了智慧农业控
制中心，并利用数字化技术实现对物联
网数据、气象、种植区监控、土壤水分、
水肥一体化种植等环节的精准控制。通
过智能化设备的应用，实现了对温室环

境的严格控制，让蔬菜生长得更好、品
质更高，有力地推动了突泉县蔬菜产业
向智能化方向发展。

城郊村村委委员王贵臣介绍说：
“通过这个项目，我们实现了对农业环
境的精准监测和智能化管理，大大提高
了农业生产效率和质量。同时，也为农
民提供了更加便捷、高效的农业生产方
式，有利于推动突泉县农业的现代化发
展。”

在突泉县赛银花浆果智慧农业产
业园的浆果智慧化生产中心，玻璃温室
内的智能温室监测控制系统已经开始
了它一天的工作。这个系统通过自动
化、信息化管理，实现了通风、控温、控
湿、灌溉、施肥等全过程自动化。这种新
的种植技术不仅提高了莓类作物的品
质，还有利于莓产业的升级。

在突泉县赛银花浆果智慧农业产
业园项目中，他们采用了智慧能源系统
来保障冬季的低能耗供暖。同时，他们
还引进了国外的灌溉系统和数字化生
产系统理念，并配备了产业人才来保驾
种植技术。

技术员阮伟告诉我们：“我们在温

室里布置了监测作物生长的传感器，收
集棚内的温度、湿度、光照辐射等数据，
并将这些数据和农事操作记录、测产数
据以及每日植物生长、病虫害数据一起
上传到云平台。”借助云平台强大的运
算能力和 AI 学习能力，他们建立了植
物生长模型，从而生成了精准的农艺生
产方案。

通过将 AI 技术运用到设施农业
的生产管控中，他们实现了农作物的脚
本化种植和智能化控制。现在，“复制”
农业不再是梦。

技术员瞿召云告诉我们：“我们的
玻璃温室在今年 5 月下旬完成了第一
期的莓类种植，种植面积约 8 亩。7 月
份已经开始成熟并开始销售。目前，每
天平均可以接待游客 100 余人。”

据了解，突泉县赛银花浆果智慧农
业产业园项目总占地面积 46 亩，投入
了京蒙帮扶资金 2200 万元。这个项目
建立了“政府 + 企业 + 村集体 + 村民”
共赢的利益联结机制，预计亩均产值
6500 万元，联农带农 1000 户以上，实
现户均年增收约 2 万元。

（曾令刚）

11 月 4 日，作为我国在共建“一带
一路”中的标志性援建项目，由中国二
冶集团承建的蒙古国棚户区改造项目
在乌兰巴托市托勒河畔全线封顶，在蒙
古国彰显了中国大国担当的良好形象，
也擦亮了驻包头央企品牌。

同一天，在上海召开的中蒙矿山一
体化产业链合作会议上，中国距离蒙古
国最近的工业城市包头市发出合作邀
约，将进一步加强与蒙古国方面的务实
合作，打造更多高效、安全、绿色的“一
带一路”合作项目，用更多更好的发展
成果造福两国人民。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 10 年间，包
头市开放发展之路走得步履坚实、“一
路生花”。

在蒙巴萨至内罗毕标轨铁路即蒙
内铁路及延长线内马铁路项目中，包钢
集团贡献钢轨 4.9 万吨。

匈塞铁路是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共
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项目。7 个月
前，包钢集团为匈塞铁路专门定制的
2.26 万吨优质钢轨漂洋过海，开启了

“包钢制造”的欧洲之旅。项目投运后，
匈塞两国首都之间的旅程将由 8 小时
缩短至 3 小时。包钢钢轨将助力全面提

升“匈塞效率”，向世界展示中国速度、
中国质量、中国品牌。

数据显示，10 年间，包钢集团产品
出口国家数量由最初的 22 个增加到如
今的 60 个；年出口“一带一路”钢材量
持续攀升，最高年份达到 187.74 万吨；
出口种类逐步拓展至板、管、轨、线各类
产品。2013 年至今，包钢集团向“一带
一路”国家和地区累计出口钢材已达
1300 余万吨。

在内蒙古北方重型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电动轮总装车间，一批用于大型矿
山装卸、运输的电动轮矿用自卸车正在
开足马力生产中，它们将远渡重洋出口
到印度尼西亚地区。

内蒙古北方重型汽车股份有限公
司是我国非公路用自卸车研发与生产
的龙头企业。近年来，该公司积极响应
国家“一带一路”倡议，主动走出国门，
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目前国外市场
已拓至全球 67 个国家和地区。

“一带一路”建设 10 年间，不仅有
在海外“开疆拓土”“一路生花”的包钢
集团、北方股份等企业，在国内同样干
得风生水起的，还有驻包头市央企中国
二冶集团等多家企业。

近年来，中国二冶集团以“立足西
北、拓展南方、走向海外”的战略布局，
在“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城市完成了一
个个重大工程、精品项目，这些工程项
目用火一般的“速度与激情”，搭起发展
的骨架，让“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城市互
联互通。

位于包头市达茂旗的满都拉口岸，
满载进口煤炭的集装箱、等待查验的出
口商品车、接连装卸的调运现场……尽
管已是天寒地冻时节，现场却是一片火
热繁忙景象。

10 年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不
断深入人心和持续实践，满都拉口岸由
季节性对外开放至单年货运量突破
300 万吨，一步一个脚印，逐渐登上了
大舞台。来自海关的最新数据显示，
2023 年 1 至 10 月，包头市与共建“一
带一路”国家的进出口贸易额达 144.7
亿元，同比增长 36.8%。11 月份以来，
满都拉口岸日均过货量约 3 万吨，且屡
刷单日货运量新纪录。

“今年，我们进口煤炭与去年相比
又有大幅增长，我们对口岸发展充满信
心。”内蒙古元北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
司业务负责人贺西格图说。（蔡冬梅）

“猫冬”变“忙冬”，项目不停工。眼
下的内蒙古，紧抓快干大抓项目、大抓
发展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

日前，总投资 47 亿元的内蒙古
能源阿鲁科尔沁百万千瓦风储基地项
目正式开工。作为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核准的第三批国家级新能
源大型风电基地建设项目，该项目投
产后，平均年发电小时数 2791 小时、
上网电量 27.91 亿度、营业收入 7.49
亿元，年可节约标准煤 84.4 万吨、减
少二氧化碳排放 334 万吨。

内蒙古是风电开发建设的热土，
风能资源技术可开发量 14.6 亿千瓦、
约占全国的 57%。近年来，依托大自
然赐予的丰富风能资源，内蒙古加紧
推进风电项目建设，着力打造风电装
备制造全产业链基地。按照规划，“十
四五”期间，内蒙古要形成年产 800
万千瓦以上的风电整机及零部件的生
产能力。

当前，“御风而上”的内蒙古风电
装备产业集群成势、发展正酣。

坐标包头市石拐区。
今年 4 月 15 日，由明阳智能自

主研制的 MySE216 陆上超大型玻纤
叶片在包头市明阳新能源智能制造产
业园成功下线。据悉，此次下线的叶
片叶轮直径达 216 米，是目前全球已
下线叶轮直径最大的陆上机组叶片。

明阳新能源智能制造产业园是涵
盖大型陆上风电整机、碳玻混合超长
叶片、齿轮箱、发电机、智能电气设备
等核心部件的智能制造基地，具备年
产 1000 台套以上 5MW—10MW陆上
超大型风电整机及核心部件的生产能
力。该产业园是包头市打造千亿级新
能源装备制造产业集群的重要成果。

锚定“建成全国最大的陆上风电
装备产业基地”目标，包头市发力风电
装备产业。今年，包头市建设风电装
备重点项目 11 个，预计今年年底全
市风电装备产业产值达到 300 亿元。

坐标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
不久前，乌兰察布风电基地一期

600 万千瓦示范项目首批 120 万千
瓦就地消纳工程项目 216 台风机全
部吊装完成。

这是乌兰察布市首个百万千瓦国
家大型风光基地项目，装机容量 120
万千瓦，配套建设 18 万千瓦 /2 小时
储能电站。项目投产后，预计每年可减
少标煤消耗 120 万 吨、烟 尘 排 放
1500 吨、二氧化硫排放 9000 吨、二
氧化碳排放 300 万吨。

紧紧围绕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和战
略资源基地的战略定位，乌兰察布市
以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建设为发力点，
扎实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目前，风
电装备制造产业初步形成以察哈尔高
新技术开发区和商都县为主的两个产
业集群。

坐标通辽市科尔沁区。
蒙东（通辽）风电装备制造产业基

地 6 大板块 20 个关联项目已全面开
工建设，一个大型风电装备制造基地
的雏形已经形成。

聚焦“打造千亿级高端装备制造
产业”的引领性目标，通辽市建设蒙东

（通辽）风电装备制造产业基地，全力
打造国内陆上风电装备制造的区域核
心、全球最大的陆上风电装备产业基
地。

“今年计划总投资 80 亿元，主要
建设年产 30 万吨精密铸件项目、年
产 120 万吨铸锻件项目，还有年产 20
万吨法兰项目等一系列项目。”内蒙古
龙马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刘
超说。

“乘风而起”的风电装备产业，彰
显出内蒙古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
效能源体系、助力实现“双碳”目标的
实力与雄心。

发展路径越发清晰：以包头市、通
辽市、乌兰察布市、锡林郭勒盟等地区
为重点，集中部署风电装备制造项
目，推动风电装备产业基地化、规
模化、集约化发展。目前，内蒙 古
自治区风电装 备制造产业链 已 覆
盖上游玻璃纤维、碳纤维等原材料，
发电机、齿轮箱等中游主机关键零部
件，以及结构件、锚栓、法兰等产品，形

成了较为齐全的产业链条。今年前三
季度，内蒙古自治区风力发电项目投
资同比增长 39.6%。

既注重量的提升，更注重质的飞
跃。聚焦打造更加安全可靠、绿色智
能、灵活互动、经济高效的绿电输送格
局，内蒙古风电装备产业发展蹄疾步
稳、快马加鞭。

按照“两率先”“两超过”目标，内
蒙古将在全国率先建成以新能源为主
体的能源供给体系、率先构建以新能
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到 2025
年新能源装机规模超过火电装机规
模、2030 年新能源发电总量超过火电
发电总量，全力打造全国乃至国际新
能源产业高地。在向“两率先”“两超
过”目标挺进过程中，风电是当之无愧
的主力军。

据了解，在确保能源安全稳定供
应和能源结构调整平稳过渡的前提
下，内蒙古自治区大力推进以沙漠、戈
壁、荒漠地区为重点的国家大型风光
发电基地项目建设，着力提高外送通
道中新能源电量占比，持续扩大本地
新能源消纳空间，进一步提升新能源
在能源消费中的比重，助力实现碳达
峰碳中和目标。

针对风电消纳问题，建立多元化
并网机制，优先支持全额自发自用和
不占用电网调峰空间的市场化并网消
纳项目，有序组织保障性并网消纳项
目。

在优化开发布局方面，坚持生态
优先和科学布局相结合，强化国土空
间规划和用途管控，统筹新能源开发
利用、生态环境保护和国土空间利用。
风电项目优先实行基地化、集约化、规
模化开发。因地制宜推进分散式风电
等多场景融合发展。

在政策支持下，内蒙古自治区风
电机组装机容量快速增加，并带动风
电发电量快速提升。今年前三季度，内
蒙古自治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风力发
电 量 890.5 亿 千 瓦 时 ， 同 比 增 长
23.5%。风电已成为内蒙古自治区新
能源发电量增长的主引擎。

（康丽娜）

乌拉特后旗乌盖苏木
做优做强现代绿色种植业

水肥一体 实现“四赢”

赤峰发展设施农业 优质蔬菜卖到北上广

包头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10 年“一路生花”

宁城县种植户在大棚内采摘尖椒

智慧赋能！突泉县设施农业满满“科技范儿”

内蒙古：内蒙古多项产业御风而上

智慧大棚内的喷灌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