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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卉平 张鑫 通讯员 郭浩
预制菜是大农业突破创新发展的

一个亮点。3 月 27-29 日，自治区农牧
厅、自治区餐饮与饭店行业协会、各盟
市农牧局、全区农牧企业、餐饮企业代
表共计 400 多人，考察武汉 2023 第十
一届预制菜展览会暨 2023 中国国际预
制菜产业发展大会，两天时间实现了思
想解放争先，行动收获满满。

武汉考察期间，与武汉餐饮协会签
订了两千吨牛羊肉、土豆;内蒙古采购
武汉锦绣农业集团的一千吨水产品;自
治区餐饮与饭店行业协会与武汉餐饮
业协会签订了昭君故里与草原美食亲
情合作协议三项采购及合作订单，内蒙
古额尔敦羊业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民
隆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科尔沁左翼
中旗金家种植专业合作社等三家企业
完成 6 项签约总价值 2.37 亿元。

以预制菜全产业链为发力点
联动农畜产品优势释放

“今年是预制菜首次被写入中央一
号文件，为产业发展再添政策利好。”全
程参与武汉 2023 第十一届预制菜展览
会暨 2023 中国国际预制菜产业发展大
会的内蒙古餐饮与饭店行业协会会长
郎立兴开门见山。

2023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提升
净菜、中央厨房等产业标准化和规范化
水平。培育发展预制菜产业。”同时，今
年全国两会期间，多位代表委员建言预
制菜产业发展，涉及行业标准、食品安
全、产业集群等。

政策助力下，预制菜的“万亿黄金

赛道”正加速走来。对于传承了蒙餐体

系的内蒙古而言，发展预制菜产业既是

因地制宜激活农业新动能的机遇，更是

联动乡村振兴、促进农产品加工迭代、

培育重要支柱产业的绝好风口。

郎立兴介绍，内蒙古自治区作为全

国的“粮仓”“肉库”“奶罐”，农畜产品资

源丰富，是发展预制菜产业的坚实基础
和强大后盾。近年来，内蒙古高度重视
预制菜肴产业发展，预制菜产业发展初
具规模，不仅带动农畜产品价格上涨，
而且已经成为推动农牧业产业全链条
升级的重要路径。2022 年，全区预制菜
企业已经发展到 100 多家，产值达 30
多亿元。

在郎立兴看来，在供给端，作为农
牧业大区，内蒙古发展预制菜有良好的

基础与优势，围绕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
品生产基地，内蒙古要加强推动预制菜
生产规范化、产品标准化、技术现代化，
把优质食材优势转化为优质食品优势，
推进传统特色优势产业转型升级，为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有力支撑。

当前，消费者对预制菜个性化、多
元化的需求，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农畜产
品的综合加工利用，越来越多的农产品
转换为预制菜品，创造出更多附加值，
从而带动产业融合发展、农民增收致
富。不难看出，发展预制菜产业，内蒙古
有自己的核心动力：以预制菜全产业链
为发力点，推进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
基地建设，完成好习近平总书记交给内
蒙古的“五大任务”。

春潮涌动，作为国家重要农畜产品
生产基地的内蒙古，以农牧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转变发展方式、
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释放出
农牧业发展新活力。“走绿色路、打优质
牌，培育更多‘蒙’字标品牌，生产更多
优质农畜产品，努力把国家重要农畜产
品生产基地建设得量大质优;振兴农村
地区经济，大抓预制菜建设;大力发展
餐饮业。”郎立兴一语道出了国家重要
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建设的三部曲。

制定标准
下好预制菜产业“先手棋”

蒙餐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第九大
菜系，最大的技术基础和支撑是标准
化。餐饮业的大发展需要标准，它是创
新的基础，腾飞的翅膀，占领制高点的

发言权。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更需要
标准先行，会催生新品种、新业态、新模
式的产生。

预制菜的兴起，不仅为农牧业产业
全链条升级指明了方向，更为内蒙古实
现“三产融合”、乡村振兴提供了有力支
撑。近年来，内蒙古以预制菜生产全链
条高质量发展，倒推农牧业生产标准
化，加快农牧业工业化进程，助推新时
代农牧业高质量发展和推动乡村产业
振兴。

为了让预制菜行业走向规范化、品
牌化和专业化的良性发展之路，郎立兴
呼吁，急需行业主管部门、从业人员和
行业协会逐步推出并完善具有强制力
的法规标准与行业规范———越早越好，
越早对行业的发展越有利，标准先行，
不走弯路。

预制菜以食品的工业化、标准化、
规模化生产为主要方向，以需求牵引、
创新驱动、品牌培育、标准化建设为重
点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做大、做
强预制菜。讲好预制菜的故事，挖掘草
原的文化，讲好品牌故事，研究草原文
化与地域特色美食，开展优秀品牌的评
选工作，打造一批具有全国影响的预制
菜品牌。在重点产品、重点企业、重点园
区建设全国的预制菜牛羊肉、粮的生产
基地，加快食品工业转型升级和行业领
跑。经过预加工、预制做、预包装的成品
或半成品预制菜，即食和即热的预制
菜，结合内蒙的特色重点开发速冻食
品、宴席菜肴、家庭菜肴、特色菜肴、高
端菜肴、自热等方便速食产品，学生营
养餐等即热、即食的团餐。

郎立兴坦言，到 2025 年预制菜的
销售争取能达到 1000 亿，发布团体标
准 20 个以上，地方和行业标准 10 个
以上。向内蒙古和全国的市场推广销售
我们牛羊肉和面食为主的特色预制菜。
实现内蒙古好食材向好味道的转化增
值，高质量的完成总书记交给的“五大
任务”中的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建设
的任务。

郎立兴表示，内蒙古和武汉的预制
菜合作仅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预制
菜在为内蒙古农畜产品价值赋能，内蒙
古预制菜从田间地头到厨房餐桌，从联
农带农到助农增收，一条产业发展链条
愈发明晰可行。

站在预制菜产业发展的“风口”，郎
立兴坚信，有内蒙古好食材家底，好政
策托底，好市场打底，内蒙古预制菜产
业大有可为。

本报记者 张鑫
武汉一个市，预制菜产业风生水

起：“豆香聚”，把小豆腐做到产值几个
亿的大产业；“良品铺子”，凭炒货成为
高端零食第一股；“周黑鸭”，以卤菜覆
盖中国 297 个城市，线上覆盖 64 个主
要电商平台……

武汉归来，内蒙古预制菜产业深受
震动。

武汉三天，自治区农牧厅、自治区
餐饮与饭店行业协会组成 400 余人的
团队参观企业、参加展会，举行签约，行
程紧凑，实际收获和思想碰撞一样密
集。

三天太短，400 余产业链相关人士
对先进地区的预制菜认知，只能是走马
观花。但是，一行人却走出了方向，观出
了差距。用内蒙古餐饮与饭店行业协会
会长郎立兴的话说，那就是“所见所闻，
触动极大，思想得到了解放”。

武汉的“武昌鱼”相逢内蒙古的“草
原羊”，如何在“烹制”出“鱼羊鲜”的基
础上，触发内蒙古预制菜从政策制定
端、行业引导端、企业生产端的深度思
考？

所谓解放思想，是意识到了预制菜
产业与发达地区的差距，感受到了市场
脉动，有了更深的产业发展领悟。

表面上，预制菜是满足餐饮企业和
消费者对餐食便捷营养卫生的需求而
开拓的细分市场，而实际上是实现“从
田头到舌头”的三产融合，是农畜资
源要素的优化配置，是三产链条式
的产业增值。内蒙古急需“农牧业的
1”+“餐饮业的 1”大于 2 的增值转化过
程。

全国“粮仓”“肉库”“奶罐”，这是自
治区预制菜发展的底蕴，但是在预制菜
赋能产品增加值和品牌影响力上，自治
区和发达地区差距显而易见；在预制菜

领域建立利用农牧业加工和流通链条，
通过产地、企业和市场的三产联动赋能
上，自治区和发达地区的差距也是明显
的。

“鱼”“羊”相遇后，如何叠加出一个
常态化的“鲜”？

在中央一号文件的政策红利下，越
来越多的地区和企业投身于预制菜产
业。竞争加剧，可以预见的是，未来预制
菜市场比拼的不仅仅是工艺和口味，更
是对地区农畜资源优势利用和前瞻性
指引布局的考验。

从政策上加大政府引导力度，从根
基上壮大企业发展广度，从市场上挖掘
产业深度，这是自治区预制菜产业发展
的三个维度。同时，结合预制菜地方实
际，分类分析，以工业化的解决方案，推
动自治区预制菜产业成为撬动内蒙古
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支点和实现乡村振
兴的强大依托。

武汉归来，农牧厅加速推进内蒙古
预制菜餐产业发展规划，餐饮与饭店协
会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努力配合实现内
蒙古预制菜“从田头到舌头”“从牧场到
餐桌”的融合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发展乡村特
色产业，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2023
年自治区《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加快
推进农牧业规模化、产业化、品牌
化，在延伸产业链、提高附加值、做
强做大企业上重点发力。自治区在
寻求农畜产品“量”上突破的同时，在

“质”和“价”上的跃升，预制菜产业发展
正当时。

美食预制化蓄势正发，自治区从
“鱼”上找差距，从“羊”上找方向，正视
差距，发挥特长，内蒙古的好食材、好味
道、好品牌必将会成为内蒙古高质量发
展的终端牵引力，而真正属于内蒙古特
色的预制菜“鱼羊鲜”也必将香气四溢。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4 月 2
日，一场纵贯乌兰察布市南北地区的
大范围降水，拉开了春耕备耕的序幕。

在瑞田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承
包的大田里，整地机、旋耕机、动力耙
压茬推进，伴随着机器轰鸣声，不消片
刻，坑坑洼洼的耕地就变得松软平整。

在集宁区华丰农资仓储物流中
心，一辆辆满载化肥、种子、地膜的货
车，陆续驶入仓库，工人们有条不紊地
装卸货物。

“预计再过一段时间将会迎来农
资供应的高峰期。”集宁区华丰种业有
限公司总经理杜鹏告诉记者，“目前仓
储中心的农资供应充足，均已达到供
需量的 40%。公司将及时跟进本地供
需行情，畅通供应渠道，全天候开门售
货，做到农户随来随买、车辆随到随
装。”

眼下，种子、肥料储备充足，技术、
服务到田头，“大铁牛”来帮忙……一
幅人勤春来早的画卷正在希望的田野
上徐徐铺展。

千行万行，庄稼是第一行。
农业现代化，技术是根本。开春以

来，市农牧局组织开展春季田管培训
活动，下派农技人员 1700 余人次开展
集群式技术服务，紧盯春耕春防、接羔
保育等关键节点、关键环节，主推水肥
一体化、高垄沟播、精准饲喂、改良提
质等实用技术，发挥专家团队、科技专
员力量，打通技术服务“最后一公里”。

农技服务既要保障广大农牧民的
基本需求，又要对难点痛点问题进行
重点攻关。

如何破解冷应激造成的羔羊痢
疾，历来是乌兰察布冬季接羔保育工
作的难点之一。为此，市农牧局研发接
羔保育板和恒温加热饮水槽，破解寒
冷对羔羊存活的制约，并在四子王旗
和察右前旗进行研发试验和示范推
广。

在四子王旗赛诺种羊科技有限公
司的棚圈里，一只只小羊羔活蹦乱跳，
母羊膘情好、奶水充足。公司相关负责
人告诉记者，由于使用了接羔保育板
和恒温加热饮水槽，有效解决了母羊

饮冰碴水等饮水困难，减少了羔羊痢
疾病发问题，从而大大提高母羊体质、
减少母羊流产、提升羔羊成活率。

经跟踪统计，羔羊平均 7 日龄成
活率达 99%，产羔数量少的牧户成活
率可达 100%。

如果说农技服务是农业发展的坚
强保障，那么创新就是农业发展的永
恒生命力。

2022 年 4 月卓资县被认定为国
家级杂粮杂豆区域性良种繁育基地；

2022 年 6 月，中加、赛诺公司成
功揭榜自治区首批种业振兴“揭榜挂
帅”项目；

2022 年 12 月，“杜蒙羊”新品种
通过国家遗传资源委员会审定，实现
全市肉羊自有品种“零”的突破；

……
擦亮农业“芯片”，攥牢当家品种，

在乌兰察布，科技赋农正由蓝图变为
现实。

清洗、分切、高温蒸煮、低温油浴
……在内蒙古薯都凯达食品有限公司
智能生产线上，一颗土豆经过“72 变”，
变身高附加值的薯条、薯饼，成为农民
增收的“金豆豆”。

清晨，兴和县察尔湖农场的设施
农业大棚中，一颗颗鲜艳欲滴的西红
柿、小白菜、生菜等蔬菜，已乘坐着专
属冷链物流车前往北京。

在抖音直播电商平台，察右中旗
阴山优麦旗下的燕麦产品，销售火爆，
深受年轻人喜爱。

……
面向未来，乌兰察布将立足天然

禀赋，围绕“麦菜薯、牛羊乳”六大优势
产业，持续实施“薯业提效增值”行动、

“净菜进京”行动、“燕麦产业提升”行
动、“肉牛扩群倍增”行动和“奶业振
兴”行动，着力打造优质燕麦、冷凉蔬
菜、马铃薯优质特色生产基地，加强

“原味乌兰察布”标准体系建设、品牌
营销推广、知识产权保护，让优质产品
真正找到好销路、卖出好价钱，让原滋
原香原生态的绿色农畜产品香飘万
里、誉满全国。

（邵敏丽）

如果说由于推进老工业基地改造
和产业转型升级工作成效明显，2021
年第一次被国家发展改革委通报表
彰，给包头市带来的是充分肯定，那
么，在近日公布的国家对各地老工业
基地改造和产业转型升级工作进行的
2022“年终大考”中包头市再次胜出，
则让包头人格外振奋，干劲儿更足了！
包头市也因此成为自治区唯一连续两
年获得此项表彰的城市。

荣誉的背后是包头市持续推进项
目建设、加大招商引资、优化营商环
境、布局产业结构等支撑高质量发展
的要件取得历史性突破的优异表现，
更是包头市坚持“两新”导向，强化增
量意识，以回到历史最高水平的决心，
铆足干劲，调优状态，凝聚力量，全力
以赴培育新增量，只争朝夕打造新动
能的精神状态和科学决策的具体体
现。

一路走来，如今，包头市正以新发
展理念为引领，不断校准前行“坐标
系”，努力突破发展“天花板”，持续推
进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和产业转型升
级工作，培育城市发展新动能，焕发老
工业基地新活力，重振包头雄风，再创
往日辉煌。

包头市坚持把项目建设作为发展
的引擎，下大力气推动项目建设，努力
实现产业的延链补链强链。2022 年，全
年实施重大项目 902 个，完成投资
1422 亿元，竣工 419 个，达到历史最
好水平。

包头市持续擦亮“包你满意”“包
你放心”优化营商环境品牌，全力建设
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
境。提出 277 条创新改革举措，推出优
化营商环境创新举措重点任务 100
条；深化“一窗综合受理”改革，市级大
厅综合受理率达到 100%；举行政商恳
谈早餐会，倾听企业需求，帮助企业解
决项目审批、政策支持、要素保障等方
面实际困难，积极推动包头市成为国

企敢干、民企敢闯、外企敢投的发展高
地。

在一系列举措和政策的推动下，
2022 年包头市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
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53.6%和
84.6%，规上工业增加值突破 1200 亿
元，增速 18 个月保持全区第一；实施
工业技改项目 202 个，完成投资 112.6
亿元，投资增长 90.1%；推进数字化改
造项目 106 个，建成行业级工业互联
网平台 7 个，工业企业“上云用数赋
能”基本实现全覆盖，国家级智能制造
示范试点和工业互联网示范试点入选
数量分别占全区的 50%和 100%；以高
效服务有力推动项目建设，全市待批
项目手续办结率 100%，居全区第一。

包头市向创新要发展，着力构建
新发展格局，推动老工业基地产业转
型升级和结构调整。据统计，全年规上
工业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同比下降
7.7%，单位工业增加值用水量较 2020
年降低 32%；全年共实施关键技术攻
关和成果转化项目 80 个，自治区“揭
榜挂帅”榜单项目入选数量、全社会年
度研发投入和强度居自治区第一，成
为全区唯一获批自治区科技成果评价
试点城市。

光伏产业集群加速集聚，成为全
国首批光伏产业产值超千亿元城市；
稀土产业集群成形成势，稀土原材料
就地转化率达到 79%；陆上风电装备
产业集群快速壮大，产值增长 189.5%；
新能源产业集群加快发展，新能源装
机容量和年发电量分别占全区 11.8%
和 11.9%……

如今的包头，多元发展、多极支撑
的现代产业体系已成形起势，包头人
正在以更大力度和更有效的举措，确
保“十四五”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和产
业转型升级工作取得更新更快进展，
为全国老工业城市转型发展继续探索
一批可复制、可推广、可借鉴的包头经
验。 （蔡冬梅）

———访内蒙古餐饮与饭店行业协会会长郎立兴

深耕风口“三产”联动
预制菜让好食材家底“亮好相”

“鱼”+“羊”如何等于“鲜”？

短评

郎立兴（左）与武汉餐饮业协会会长刘国梁

大会现场

乌兰察布：

原滋原香原生态 奔向农业现代化

包头市：

推进老工业基地改造持续升级

巴彦淖尔市五原县积极探索秸秆
利用新模式，持续推进秸秆肥料化、饲
料化、燃料化和原料化利用，将秸秆变
废为宝，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良
性循环。

近日，五原县新公中镇源源农民专
业合作社经营的耕地里甚是热闹，大型
秸秆打捆机来回穿梭，原本杂乱的秸秆
被“收入囊中”，经过压实、打捆等流程
后待统一装车运送至附近的牛羊养殖
园区。

“之前耕作收获后的农作物秸秆不
是被焚烧掉，就是散落田间地头，造成
环境污染，还浪费秸秆资源，现在不一
样了，都能回收再利用。”该合作社负责
人王志强向记者介绍说，合作社流转耕
地 2300 亩左右，主要种植玉米、葵花、

小麦等，现在每亩小麦秸秆可销售 200
元左右，玉米秸秆可销售 100 元左右，
葵花秸秆可销售 30 元左右，收入相当
可观。

农业大县五原县每年秸秆产量近
百万吨，过去农户多采用粉碎还田的方
式处理废弃秸秆，经济效益极低，埋于
地下又难以腐烂直接影响庄稼长势。近
年来，五原县大力推行秸秆资源化利
用，饲料化是重要方式之一。这些秸秆
饲料绿色环保、适口性好，利于牲畜肉
质生长，让农民头疼的秸秆“草垛垛”变
废为宝成了“香饽饽”，也变成了牛羊的
好“口粮”。

在五原县，秸秆除了饲料化利用，
燃料化利用则呈现出另外一番模样。走
进五原县蒙鑫生物质能源有限责任公

司，各类农作物秸 秆 堆 成 一 座 座 小
山，现场机声轰鸣，装载机正将这些
秸秆倒进生产槽口，通过生物质颗
粒燃料生产线高强度的粉碎、挤压，变
身成燃料。

“田地中的废弃秸秆、玉米芯、根
系、地膜、毛管残留等，农民不愿意要，
牲口不愿意吃的全部可以成为原材料，
生产出的颗粒燃料更加先进环保，真正
实现了农业生产绿色环保、循环利用和
可持续发展。目前，公司年可回收秸秆
4 万吨左右，年产燃料 3.5 万吨左右。”
该公司负责人郭小龙向记者介绍。

近年来，五原县坚持以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为指导，贯彻“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理念，扎实推进农业面源污染综
合治理工作，进一步提高我县农作物秸

秆资源化利用效率。农作物秸秆的资源
化、商品化，有效缓解农村能源、饲料、
肥料、工业原料和基料的供应压力，培
育了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了经济的又
好又快发展，有效避免了因秸秆焚烧、
废弃引起的大气、水体污染，在保护生
态环境的同时，为促进农民增收、农业
绿色发展、农村人居环境改善作出重要
贡献。

据了解，五原县年 产 秸 秆 可 达
935359.2 吨，可收集 825855.15 吨，
秸 秆 利 用 量 可 达 752272.69 吨 ，其
中，肥料化利用量 181379.08 吨，饲
料化利用量 493192.25 吨，燃料化利用
量 94721.36 吨 ， 综 合 利 用 率 高 达
91.09%。

（邬佳）

五原县：“生态包袱”变身“绿色财富”

深度 SHEND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