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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张鑫)6 月 1
日，随着蒙能集团所属新能源公
司察哈尔右翼前旗蒙电综能天皮
山 3 万千瓦风电项目 3 号风机
(0.5 万千瓦)顺利并网，标志着蒙
能集团在运发电装机突破 1000
万千瓦，达 1000.305 万千瓦，其中
火电 807万千瓦、新能源 193.305 万

千瓦。目前，蒙能集团获批和在建
在运发电总装机规模在全区发电
企业排名由第 6 位跃升至第 1
位，在助力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和
战略资源基地、推动自治区经济
晋位升级的实际行动中发挥着更
加突出的作用。

作为自治区直属大型国有能

源企业，蒙能集团坚决贯彻新发
展理念，在融入和服务新发展格
局中勇担使命、彰显作为。锚定进
军中国企业 500 强、争创“蒙”字
号国企方阵新标杆目标，“火电 +
新能源”协同平稳出力，能源“压
舱石”作用更加凸显;致力于通过
技术革新投入设备维护，使机组

以最低耗能、最佳工况发挥出最
大效力，同时严格保证安全生产。
今年年中，长城发电 2 台 100 万
千瓦火电机组将实现投产发电目
标;3 月 18 日，蒙能集团集中开工
8 个新能源和火电项目，总装机
1070 万千瓦，其中 670 万千瓦新
能源项目计划于今年年内陆续投

产发电。
随着越来越多项目的落地建

设、并网发电，新增装机容量将持
续攀升，蒙能集团将为助力“双
碳”战略实施，保障能源安全稳定
供应，助推自治区做强做优做大
新能源产业链，筑牢祖国北方重要
生态安全屏障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蒙能集团在运发电装机突破 1000 万千瓦

连日来，内蒙古巴彦淖尔市
临河现代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园
区一派繁忙的景象，一家家农
产品出口企业正在开足马力赶
订单，一条条生产线上传来轰
隆隆的机械声，一辆辆大货车
也满载着成品发往港口……

在内蒙古李牛牛食品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的办公区，业务
人员登录国际贸易“单一窗
口”，向乌拉特海关申领了一份
RCEP 原产地证书，不到一分
钟就通过了智能审核。签证货
物是一票葵花籽，贸易值 3.4 万
美元，即将出口马来西亚。而公
司凭借这份证书，就能享受零
关税待遇。

该公司是内蒙古农牧业产
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年收购籽
仁类农产品和各类坚果 7 万余
吨，带动 8000 户农民每亩年均
增收 300 元。“有了政策托底，
措施加码，我们生产的葵花籽
和南瓜籽生货在中东地区的市
场占有份额不断放大，而且熟
制籽仁和高档坚果又在马来西
亚、印尼、新加坡等‘一带一路’
新兴市场和 RCEP 缔约国‘火
出圈儿’，甚至辐射到西欧、北

美等市场。”该公司总经理李文
介绍。

巴彦淖尔市是“蒙字号”农
产品出海的“领头雁”，出口额
占内蒙古农产品出口总额的七
成，特色籽仁、番茄制品、脱水
蔬菜、草原肉羊等 6 大类、46 种
农产品远销 102 个国家和地
区，其中就包括 40 个“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和 13 个 RCEP 缔
约国。

今年以来，乌拉特海关扶
持出口龙头企业在“一带一路”
沿线建成 5 个公共海外仓，开
启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外贸新
模式，助力农产品出口迈入“E
时代”;联合商务、籽仁协会申
建全国首家籽仁类技贸措施研
究评议基地，积极应对海外贸
易壁垒; 上线原产地证书智能
审核和检验检疫证书“云签发”
等业务监管新模式，进一步降
低企业经营成本，压缩货物通
关时长，力促出口农产品香飘

“一带一路”。
据海关统计，今年 1—4

月，巴彦淖尔市出口农产品
22.82 亿元，同比增长 21.14%。

(马晓刚 李昊)

眼下，在润阳悦达光伏
装备制造全产业链科技示范
项目施工现场，工人们抢抓
工期，全力推进钢结构厂房
建设和设备安装，确保项目
如期建成投产。该项目位于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
旗上海庙经济开发区，占地
面积 2500 亩，总投资 178 亿
元，是内蒙古首个光伏装备
制造全产业链科技示范项
目。项目包括多晶硅原料加

工、光伏电池片和光伏电池
组件生产线，其中 8 万吨高
纯多晶硅生产线将于年内投
产。2024 年项目全部建成投
运后，将有力助推区域经济
高质量发展。

“大爷，最近身体挺好吧?看你们刚种
完地，我就赶紧过来看看。”连日来，兴安
盟突泉县九龙乡吴家店村驻村第一书记
王丹正“走村串户”开展防止返贫排查工
作。经过 1 个多小时的唠家常，王丹详细
核实了脱贫户张永海家的家庭收入、住
房现状、基本医疗等情况，现场填写了排
查表，并当面进行了签字确认。这是国家
乡村振兴局综合司组织开展的 2023 年
防止返贫监测帮扶集中排查的一项重要
工作，目的是要切实做到监测对象精准
识别、风险对象精准纳入、返贫风险精准
消除。

1993 年出生的王丹刚满 30 岁，她
将青春和汗水抛洒在农村, 却在家庭生
活中遇到了困惑。

“我和爱人相隔 600 多公里，他在赤
峰市宁城县八里罕镇北梁村驻村已经 4
年多了。结婚 3 年来，见面的次数屈指可
数。但是由于工作性质相同，我们相互理
解、相互支持，并肩战斗在驻村第一线，
不仅为村民解决了很多难题，也早已把
自己的小家和乡村振兴梦紧紧融合在一
起。”王丹坦然说道。

在她看来，驻村的意义在于解开一
个个“结”的过程。

“孩子上大学，我又是单身母亲，身
体也不好，多亏了王书记主动帮我们申
请了助学贷款和临时救助。”50 多岁的脱
贫户赵素杰感激地说。

“我丈夫患有尿毒症，小王书记知道我家困难，有啥好事
都想着我们，像家里人一样，这不又帮我们申请了小额信
贷。”村里的保洁员史桂荣满意地说道。

“年迈的老母亲下床不方便，王书记就主动给送药品，还
联系村医上门治疗，她是真把我们放在心上啊。”张永江感慨
地说。

王丹的父母远在赤峰市，5 年来，她全身心扎根基层，为
村民办了一件又一件实事、解开了一个又一个“结”，而陪伴
父母最多的方式就是视频通话。

吴家店村常住人口有 110 户 277 人，王丹一有空就挨
家挨户去走访，她的遍访日志密密麻麻地记录着各家各户的
情况，这家有啥困难，那家有啥需求……

盘点王丹的驻村工作，大到重点工作落实，小到垃圾分
类，她样样都是一把好手。主持召开“双书记”周例会、参与制
定“乡村提升建设”评选方案、成立村级“巾帼志愿服务队”、
举办“最美家庭”事迹宣讲、定期传授种养小知识。

“村里今年肉牛数量比去年增加了 50 多头，村集体经
济预计今年在牛产业方面能有 8 万多元收入，给 3 家脱贫户
申请的 6 万元小额信贷，用来发展养羊业，每家每年增收超
过 5000 元……”这一笔笔细账，王丹算得明明白白。

去年以来，王丹动员村干部积极参与“牛产业”项目发
展，因户施策，面对面向村民讲解“牛产业再造”政策，从贷
款、选牛、饲养方式、饲料配方、产后护理、犊牛育肥等方面进
行循环培训，常态化建设起“畜牧 120”服务体系，现在全村
肉牛存栏总数已达到 600 多头。

驻村更要“助村”，帮扶就要“帮根”。王丹在吴家店村驻
村帮扶计划中写道：培养本村创业致富带头人、吸引各类人
才到村创业、完善村民自治机制、指导实施“四议两公开”工
作法和嘎查村党务村务财务公开……10 多项重要工作安排
得井井有条。

（李国萍）

从玉米到玉米淀粉，从玉米淀粉到土霉素，从土霉素
再到强力霉素，在发酵、提取、精制等一系列工艺的“加
持”下，玉米身价翻了 250 多倍，“大牌”范儿十足地被送
往欧洲、东南亚、澳大利亚……在我国玉米主产区通辽
市，玉米除了做饲料、榨油外，还能变成苏氨酸、亮氨酸、
甘露糖、硬葡聚糖等 120 多种高附加值产品。科技赋能
下，小小玉米经历“72 变”后，串起了“农头工尾”的“黄金
产业链”。

通辽市地处世界“黄金玉米带”，种植玉米已有 100
多年的历史，是我国重要的玉米生产基地，作为通辽市
的“当家作物”，这里的玉米稳产高产、淀粉含量高、霉变
率低，是生产氨基酸、酒精、原料药和优质饲料的重要原
料。

2022 年通辽市玉米产量达到 175 亿斤，田间地头成
熟的金黄玉米，经过收割和脱粒，有近一半搭上运输卡
车来到加工厂，开启了“变身之旅”。

在通辽市科尔沁区梅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25
万吨的苏氨酸生产线改造项目正在忙碌施工，投产后将
成为全球单体产量最大的生产线。在这里，一株玉米被

“吃干榨净”，应用于调味、生化、饲料、医药等多个领域。
“我们通过物理加工将玉米中的淀粉提出，随后糖

化转化成葡萄糖，在发酵的环节加入不同的菌种，再通
过不同的提取和方法，生产出不同的氨基酸。”公司总
经理助理栾玉涛向记者详细地介绍了玉米的“变身
秘诀”，“目前我们已经实现了包括苏氨酸在内的 13
种氨基酸的工业化生产，氨基酸生产线全程可制取 6 个
副产品，如玉米浆、饲料蛋白、有机肥等，1 吨玉米在我们
这里经过深加工，能转化出 1.1999 吨产品，转化率达
119%。”

梅花生物 2003 年入驻通辽，10 多年来与通辽玉米
“双向奔赴”，相互成就。梅花生物海藻糖、药用氨基酸扩
产等项目打开产业“蓝海”，让通辽玉米实现了附加值的
翻倍提升;而依托于通辽的优质玉米，梅花生物也成为
全球最大的氨基酸制造企业之一。

从初级加工到深度加工，再到高附加值加工，越变
附加值越高、应用领域也越广。在通辽，除了以梅花生物
为代表的科尔沁区玉米循环经济产业链，还有另一条由
玉米串起的“黄金产业链”。

走进位于开鲁县老城区东南 5 公里处的开鲁生物
医药开发区，总投资 35 亿元的内蒙古久鹏制药有限公
司原料药项目正在紧锣密鼓建设中。

“我们是一家抗生素原料药制造企业，目前在建的
是二期 2000 吨强力霉素、1500 吨盐酸土霉素项目，建
成投产后，我们的土霉素产能将占全国的 49%，强力霉
素产能将占全国的半壁江山。”内蒙古久鹏制药有限公
司开鲁项目负责人刘海民告诉记者，当地已经形成了以
玉米生物医药产业作为主导的产业集群，基本实现了

“环环相扣、层层升级、闭合循环”。
开鲁生物医药开发区从 2014 年引进第一家以玉米

为原料的生物制药企业华曙生物开始，就不断吸引集聚
上下游关联企业入驻园区，现已有生物医药科技建成企
业 18 家、在建企业 14 家，集中打造了玉米—淀粉—土
霉素—强力霉素、玉米—淀粉—葡萄糖—利福霉素—利
福平、玉米—淀粉—山梨醇—维 C、玉米—淀粉—抗生素
中间体—头孢 4 条产业链。 目前，开鲁生物医药开发区
正在集中打造以玉米生物科技为主的三产融合示范区、
原料药集中生产基地和大健康产业基地。

“现在开鲁县年可加工转化玉米 260 万吨，已形成 6
大系列 160 个品种，其中我们生产的土霉素产能达 2.25
万吨，约占全国市场的 80%; 我们生产的强力霉素达
6000 吨，约占全国市场的 70%。”开鲁生物医药开发区
党群工作部副部长褚凤波告诉记者。

从“原字号”到深加工，通辽市不断加快玉米生物产
业链条的培育、发展和延伸，以玉米籽粒、玉米芯、玉米
秸秆为基础，以生物发酵为主线，横向拓展淀粉、酒精、
氨基酸、原料药，纵向延伸玉米胚芽油、玉米芯玉米秸秆
综合利用、废液废料生产饲料添加剂和肥料，使玉米加
工产业由单一化开发利用转向综合化开发利用、由开放
型短产业链向封闭型长产业链转变，深加工带来的高附
加值让“粮袋子”和“钱袋子”一起鼓了起来。

产业大树的枝繁叶茂，离不开政策托举赋能的“滋
养”。近年来，通辽市先后出台了一系列促进玉米生物科
技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及规划。此外，根据全球玉米精
深加工发展方向、产业链条及主导产品，通辽市政企联
动绘制出“玉米产业图谱”，按“图”索骥，靠“谱”招商。目
前，圣雪大成、昶辉生物、玉锋集团等 27 家玉米精深加
工企业纷纷落户通辽，围绕酸、醇、糖、胶、药，培育形成
了 13 大类 200 多种产品的全株产业链。

2022 年通辽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年加工转化玉米
80 亿斤，加工转化率达 45.7%，累计实现产值 166 亿元、
占全市规上工业总产值的 10.5%。

通辽玉米不会止步于“72 变”。通辽市计划，到 2025
年，下游产业不断集聚，玉米精深加工产品达到 300 个
以上，玉米生物科技产业产值力争达到 300 亿元。随着
一幅生机勃勃的“玉米经济”发展图谱的徐徐展开，“通
辽黄玉米”将成为通辽市响当当的“黄金名片”。

(据《内蒙古日报》)

“蒙字号”农产品出口
迈入“E 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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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打造光伏装备制造全产业链

养殖户韩庆华在给羊添草 王阳 摄

科技加持 串粒成链

玩转“72 变”小玉米身价高

资料图片

图为工人在润阳悦达光伏装备制造全产业链科技示范项目实工现场

添料、喂水、清理羊舍……
通辽市奈曼旗新镇李家杖子村
的韩庆华夫妻俩一门心思扑在
养羊上。靠养羊过上好日子的
两口子，逢人便说：“发‘羊财’
了。”

“现在的日子，以前想都不
敢想! 现在育肥羊存栏 500 多
只，现有的 1000 平方米棚舍
不够用，今年在村西头又新建
一个 2000 多平方米的棚舍和
草料库，每年仅靠出售育肥羊
收入就能有 40 多万元。”韩庆
华笑着说，他已经积累了一些
养殖经验，再加上旗里镇上的
技术支持，他对发展羊产业的
信心更足了。

奈曼旗是自治区羊产业发
展的重点旗县之一。近年来，
奈曼旗把羊产业发展作为强区
域、富百姓的主导产业，在强科
技、扩链条、塑品牌、提效益等
方面持续用力，着力把“羊生
意”做成“羊产业”，推进羊产业
提质增效、延链升级。目前，奈
曼旗有 4 个乡镇羊存栏总数
达 10 万只以上，养羊户总户
数已达到 1.8 万户，约占全旗
农户的 20%以上。

近期，奈曼旗东明肉羊交
易市场异常火爆。羊市门口车

水马龙，几十辆卡车有条不
紊进行过磅，办理检疫等手
续，随着汽笛声响起，“奈曼
羊”被源源不断发往东北、华北
等地。

“在政策扶持下，东明镇越
来越多的农户开始养羊，羊产
业发展势头强劲。我们确保市
场交易的公平公正，能够最大
化地保障养殖户还有卖羊户的
买卖权益。”东明羊市负责人吴
晓磊说。

目前，奈曼旗羊存栏 107
万只，种公羊总数 1.48 万只，
年产羔羊总数达到 65 万只以
上，年出栏肉羊 70 万只以上。
如今的奈曼，已经成为连接东
北华北地区的“羊码头”。

在羊数量连年攀升的同
时，奈曼旗以集约化养殖、产业
化经营、链条式运行为统领，形
成了“企业 + 基地 + 农户”的
羊产业发展模式，实现了“兴一
项产业、活一地经济、富一方百
姓”的发展目标，在促进群众增
收的同时，为县域经济高质量
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作为 2023 年奈曼旗的肉
羊产业校地合作项目，大沁他
拉镇先锋村良种肉羊繁育场坚
持以良种繁育为基础，为壮大

全旗羊产业规模、筑牢羊产业
基础增添动力。

“目前，我们羊场有基础母
羊 400 只，种公羊 31 只，育肥
羊 1000 余只。在良种繁育方
面，我们与青岛农业大学合作，
采用科学繁育技术，以小尾寒
羊为母本，以黑头杜泊优质肉
羊品种为父本进行三元杂交，
提高当地肉羊产肉性能，促进
羊产业发展。”大沁他拉镇先锋
村党支部书记王学刚说。

羊产业的健康发展，不仅
是奈曼旗养殖户增收致富的

“稳定器”，更是奏响乡村振兴
的新“牧歌”。根据 《奈曼旗
2021—2025 年肉羊产业发展
规划》，未来 3 年里，奈曼旗将
引进优质种公羊 6000 只，争
取到 2025 年良种杜泊、萨福
克等肉羊品种改良比例达到
80%以上，覆盖全旗肉羊重点
养殖区; 计划培育 5000 只以
上肉羊标准化养殖场 2 个，
1000 只以上标准化肉羊养殖
场 5 个;推进财鑫集团科尔沁
肉羊屠宰加工项目投产运营，
打造全旗肉羊饲养、销售、屠宰
加工完整产业链条，持续打造

“科尔沁肉羊”品牌。
(王阳 宋小伟)

奈曼旗：羊产业奏响乡村振兴新“牧歌” 音
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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