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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鑫
“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

地，内蒙古有基础、有潜力。”
6 月 20 日，在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

行“以两件大事为主抓手推进内蒙古现
代化建设”主题新闻发布会 (第 9 场 -
自治区农牧厅专场)上，内蒙古自治区农
牧厅副厅长武向良表示，把国家重要
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建设得 量 大 质 优 ，
我区 在 保障 耕地 面 积的 同时努力提
高耕地质量，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大
力发展设施农牧业，推进冷链物流基地

建设，全力夯实现代农牧业发展根基。

高标准农田提升粮食产能
民以食为天，粮以地为本。高标准

农田是耕地中的精华，农田质量高，产

出能力强，资源利用效率高。

今年，全区投资 59 亿元建设 395

万亩高标准农田，任务量排名由全国第

11 名升至第 7 名，巴彦淖尔市河套灌区

和兴安盟扎赉特旗成功入选国家整区

域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试点。积极争取

农业农村部将乌兰察布市确定为旱作
高标田“四级共建”示范点。在赤峰市典
型旱作区推行“坡改梯”模式 2.0 版。大
力推行“三打破、五统一、一重新”整治
模式，盯紧目标强化措施，倒排工期加
快推进，力争早建成、早见效，春播前已
完工投入使用 204 万亩，可提升粮食产
能 4.1 亿斤。

设施农牧业丰富“菜篮子”供给
设施农业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发

展方向。
我区研究制定《加快设施农业现代

化提升实施方案》和《肉牛肉羊标准化
示范场创建实施方案》，20 万亩设施农
业新增任务全部落实，已开工 9.1 万亩，
因地制宜发展蔬菜及花、果、菌、药等产
业，集中连片推进一批老旧设施蔬菜基
地改造提升。

引进浙江四维、国能神东集团建设
高端设施农业，支持北京宏福集团建设
智能温室 75 万平方米。到年底设施农
业面积将达到 230 万亩以上，为全区

“菜篮子”提供坚实保障。全区实施改造
提升 600 个养殖场、创建标准化示范养

殖场 800 个，进一步提高现代设施畜牧
业建设水平。

设施农业建设，可以显著提升农业

综合生产能力，助力农产品稳产保供，

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当前，内蒙古设施农业发展势头良
好，设施农业规模越来越大。发展设施
农业，大有可为，也大有作为。

冷链物流基地 推动产销对接
冷链物流一端衔接着生产，一端衔

接着消费。全区安排衔接资金 3.2 亿元，
实施 34 个农畜产品产地冷链物流设施
节点布局、服务网络和支撑体系项目，
加快推动巴彦淖尔、呼和浩特、通辽国
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建设运营，支持
农畜产品末端冷链设施设备应用和
改造提升，推动 产销对接，全力提升
我区绿色农畜产品辐射能力与供给能
力。

目前，1015 个嘎查村寄递物流点投
入使用，已建成嘎查村寄递物流综合服
务站 5256 个。

塔吊挥舞的建设工地、巍然
矗立的标准化厂房、机器轰鸣的
生产车间……眼下的包头稀土
高新区，处处呈现出项目建设的
火热景象，处处跳动着高质量发
展的强劲脉搏。

稀土高新区锚定打造“稀土
之都”目标，聚焦聚力稀土产业、
产城融合、营商环境“三个突
破”，大力实施工业强区和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持续加大项目招
引和建设力度，精准点燃稀土产
业转型发展“引爆点”，产业发展
含金量、含新量、含绿量明显提
升。稀土永磁材料产能达到 15
万吨，占全国的三分之一；储氢、
抛光材料产量全国第一；稀土原
材料就地转化率达到 80%，依
托稀土产业推动包头市入选首
批国家产业链供应链生态体系
建设试点城市，为包头市打造

“稀土之都”夯实了底基。
项目是稀土产业发展的“原

动力”，而大项目、好项目不断落
地，让稀土高新区持续集聚转型
发展新动能。

包头韵升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年产 15000 吨高性能稀土永
磁材料智能制造项目占地 130
亩，是具有高亩均投资、高亩均
产值、高亩均税收等特点的重大
项目，项目建成投产后，标志着
稀土永磁产业将进入“数字化车
间”和“黑灯工厂”的智能制造发
展新阶段。

“包头韵升强磁材料有限公
司在包头建厂 20 多年来，得到
了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双方
的合作持续深入。2022 年我们
又在稀土高新区投资建设‘稀土
永磁材料’新项目，这将持续巩
固韵升在稀土永磁产业的领先
地位，也将助力韵升成为全球单

体规模最大的稀土永磁材料生
产基地。”宁波韵升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兼总裁竺晓东说。

一个个优质项目的建设投
产，犹如一粒粒种子拥抱沃土，
为产业转型发展带来新的希望。

“企业要重视‘挖潜’，更要
做好‘增量’，不断激发地区经济
发展新活力。”稀土高新区经济
发展局副局长张翼说。

在金力永磁（包头）科技有
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忙生
产、赶订单。耀眼夺目的熔液，闪
闪发亮的铸片，经过压型、烧结、
机加等工序，最终变为方形、圆
形、弧形等不同形状的磁钢，被
广泛应用到新能源汽车、风力发
电、3C 产品、智能制造等领域。

“在稀土永磁行业，晶界渗
透技术是一项行业领先的技术，
这项技术也在包头公司得到了
很好的应用。与此同时，我们成
立的产品研发机构，也获评自治
区级创新研发中心，这都依托于
企业把科研创新放在发展的重
要位置。”金力永磁（包头）科技
有限公司负责人苏权介绍说。

科技创新是引领企业高质
量发展的第一动力。稀土高新区
突出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用
技术促进稀土资源高端化、绿色
化发展。

如今，在稀土高新区，越来
越多的企业尝到了科技创新、技
术升级带来的“甜头”。金山磁材
牵头承担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稀土新材料重点专项“多主相钕
铁硼磁体重稀土极致应用关键
技术”启动实施；安泰北方集中
攻关高端磁体；天骄清美 9000
吨改扩建项目，增强高端产品市
场话语权……

（李宝乐）

盛夏已至，行走在包头市固阳
县下湿壕镇后脑包村，缕缕药香扑
鼻而来，放眼望去，漫山遍野的黄
芪为这片土地披上了翠绿的新衣，
也为当地农民带来了致富的希望。

固阳县地处北纬 41°黄金纬
度带，土壤质地独特，高原气候凉
爽，日照充分，昼夜温差大，是全国
知名的黄芪道地优产区，被中国中
医药协会命名为“正北黄芪之乡”，
特别是下湿壕镇，农民从上世纪五
六十年代就开始种植黄芪，但多年
来一直未能在轮茬和育种上取得
突破。

如何突破传统种植的瓶颈，
2022 年开始，下湿壕镇以直播方

式仿野生种植黄芪，并依托中央扶
持村集体经济项目，建设下湿壕镇
中草药黄芪育种基地。

据了解，这些坡度明显的地，
是流转当地农民的退耕还草地。

“这块地是村里王占山的，因坡度
大，接近撂荒，我们仿野生种植黄
芪试验正好需要，就按一亩地 60
元流转。这样的坡地，育种基地共
流转 500 亩，由国药种业有限公
司提供优质‘蒙古黄芪’种源，订单
回收优质黄芪种子，由中国中医科
学院中药研究所全程指导种植。”
正在田间查看黄芪长势的当地种
植专家王官清说。

据王官清介绍，当地人有个说

法，黄芪“三年不回家”（不起收），
就视为野生，种植的时间越久，黄
芪的产量越高，品质越佳。基地试
验的蒙古黄芪两年后才开花结籽，
种植 3 年以上的黄芪，既可以采集
黄芪种子，也可以因质优而畅销且
价优。为此，当地仿野生种植黄芪
的试验田，根据黄芪 3~5 年的生长
期划分了不同的区域。待对不同生
长周期黄芪效益进行综合评估后，
再引领农民科学种植，从而解决黄
芪轮茬难、种植成本高等问题。

正在基地进行田间管理的农
民秦高栓称自己是来“偷艺”的。秦
高栓自家种有 15 亩黄芪，2022 年
每亩收入 2000 多元。“我家从爷
爷辈就开始种植黄芪，种了大半辈
子，也没摸出个门道来。在这里，有
一份打工的收入，最重要的是，想
看看专家们是怎么种的，我也想再
多种点儿。”据秦高栓介绍，像他这
样常年在基地务工的农民有 20
多人。

“随着‘41°固阳献’区域公用

品牌的推广，固阳黄芪也走出了一
条规模化种植的新路子。“通 过
试验，我们将持续发动周边农
户使用优质黄芪种子种植优质
黄芪种苗，以仿野生种植模式，
带动当地黄芪产业的发展，并在满
足市本级种子、种苗供应的基础
上，向周边地区辐射，让固阳优质
的黄芪种子、种苗为更多的农民带
来收益。”下湿壕镇党委书记贺志
勇说。

（邸丽佳）

（上接 1 版）
从“防”到“治”实现从“人进沙退”，逼着沙子退，

到“与沙为友”发展沙产业”的转变。
阿拉善的沙，世人皆知。巴丹吉林沙漠、腾格里沙

漠、乌兰布和沙漠三大沙漠由北向南贯穿其全境，沙化
土地面积占其国土面积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三大沙
漠锁边治理，形成了“绿带锁黄龙”的壮观景象。2012
年，阿拉善左旗启动百万亩梭梭林项目，在阿拉善左旗
巴彦浩特镇、吉兰泰镇、巴彦诺日公苏木、宗别立镇 4
个梭梭肉苁蓉产业基地，一望无际的梭梭林延伸向沙
漠深处…… 既实现了沙漠增绿、产业增值、农牧民增
收的可持续发展，又建成了一道纵贯全旗南北的生态
保护屏障。

阿拉善盟发展的“梭梭—肉苁蓉”产业在 2021 年
被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列入《林下经济发展典型案例》
(以下简称《案例》)：“首先，牧民通过承担梭梭人造林项
目，依据立地条件不同，每亩收益可达 40—80 元;其
次，梭梭成活后接种肉苁蓉，肉苁蓉的收益每亩可达
200 元。阿拉善地广人稀，户均草场面积过万亩，牧民
种植肉苁蓉的收入普遍超过每年 10 万元，部分种植大
户可达每年 50 万元。”

作为国内最早关注沙尘问题的公益组织，阿拉善
SEE 已经在荒漠化防治等方面深耕 10 余年。2014 年，
SEE“一亿棵梭梭”荒漠生态系统保护与恢复项目正式
启动，计划在内蒙古阿拉善盟关键生态区域种植 200
万亩以梭梭为代表的沙生植物，让荒漠不再蔓延。截至
2022 年底，SEE“一亿棵梭梭”项目已经在阿拉善地区
的关键生态区域种植了 7843.08 万棵以梭梭为代表的
沙生植物，恢复植被面积 166.64 万亩。

漫天黄沙渐露绿色，梭梭边钻出了肉苁蓉……看
着这一幕，SEE“一亿棵梭梭”项目工作人员冯芙蓉很
是欣慰。她是阿拉善本地人，也是帮助阿拉善左旗巴彦
乌拉嘎查牧民马西达来一家补种梭梭并验收的负责
人，她教这些牧民如何管护梭梭、如何嫁接肉苁蓉。“我
们希望牧民种一片(梭梭)活一片，活一片留一片，如果
种植、养护好了，它就是我们祖祖辈辈的生产资料。”她
说。

梭梭被称为“旱生植物之王”，有极强的耐旱性、抗
逆性及适应性，根部寄生的肉苁蓉是名贵中药材，有着

“沙漠人参”的美誉。
如今，在广袤的阿拉善左旗沙海戈壁，绿色发展让

一切都焕发出蓬勃的生命力。“梭梭 + 肉苁蓉”实现治
沙致富两不误。从 2021 年开始，梭梭林的经济效益更
加显现，4 个基地梭梭造林面积达 192 万亩，人工接种
肉苁蓉 53.2 万亩，产出肉苁蓉 900 多吨，产值达 2 亿
元左右。

阿拉善盟走出了一条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协调发展的特色产业之路，富了人们的口袋，又让
沙地披绿，生态效益显著。

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加强荒漠化综
合防治，深入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功在当
代、利在千秋。我区广大林草系统干部职工将以时时放
心不下的责任感和紧迫感，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
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弘扬“三北精神”和“蒙古马精神”，
以防沙治沙为主攻方向，突出治理重点，全力打好黄河
几字湾攻坚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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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标
志性战役，把“三北”等工程建设成为功能完备，牢不可
破的北疆绿色长城，生态安全屏障，为构筑我国北方重
要生态安全屏障贡献内蒙古力量!

端牢饭碗 夯实根基
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建设系列报道之一 ：

包头稀土高新区：

稀土产业转型发展
又有新突破

黄芪“仿野生” 致富新希望

山水林田湖草沙一起向“绿”
系列报道之一

与沙为“友”挺进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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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性能稀土永磁材料智能制造项目现场

仲夏时节，河套大地瓜果
飘香。在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
旗先锋镇地标产品发展示范园
区的香瓜大棚里，阵阵清香扑
鼻，饱满水灵的白梨脆香瓜迎
来了收获季。大棚里瓜农们正
忙着摘瓜、运瓜，村里的交易市
场，七八辆等待装瓜的大货车
上男女老少正在拣瓜、打包，一
箱箱白梨脆香瓜在过秤、装车
后，销往山西、陕西、北京、深圳
等地。

“我来乌拉特前旗先锋镇
收瓜 10 多年了，这边的香瓜特
别甜，拉到市场销售比其他地
方的瓜好卖。”来自山西太原的
客商孟云兵一边装瓜一边向记
者介绍。

“自 2021 年我们黑柳子白
梨脆香瓜成为国家农产品地理
标志保护产品，香瓜产业逐渐
成为当地村民致富的特色支柱
产业。这两天我们示范园的香
瓜平均每天的销售量在 28 万
斤左右，每斤销售价格在 3.8
元至 4.5 元，大概再有一周左
右的时间头茬香瓜就都卖完
了。”先锋镇宣传委员裴志强
说。

走进乌拉特前旗先锋镇先
锋村种植户丁瑞凤的香瓜大
棚，沁人心脾的清香扑鼻而来，
正在忙着摘瓜的丁瑞凤告诉记
者，今年她种的 8 亩大棚香瓜
都使用了微生物菌剂，种出来
的香瓜不仅长势好，甜度高，病
害也少了许多。虽然栽种比较
晚，但也已提前上市，卖上了好
价钱。

“农用微生物菌剂恰当使
用不仅可以有效促进‘减肥减
药’的目的，还在解磷、解钾、修
复污染土壤方面也具有显著效

果。产品施用到土壤中，可以提
高农产品产量、改善品质、降低
成本。按照农业农村部提出的
绿色高质量发展政策，今年全
市大力推广微生物制剂的应
用，助力农产品提质增效。”乌
拉特前旗农广校校长郝霞说。

地处河套平原的乌拉特前
旗土壤肥沃、日照充足，积温较
多、昼夜温差大，对于种植香瓜
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和气
候条件，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开始这里就有种植香瓜的历
史。近年来，乌拉特前旗围绕

“绿色大发展、质量大提升、品
牌大引领、乡村大振兴”的发展
理念，将香瓜作为一项特色果
蔬产业来抓。通过不断更新品
种，积极推广无公害防治种植
新型适用技术，采用小拱棚、双
膜、平膜方式种植，加快培育这
一优势特色产业，打造高品质、
有口碑的香瓜“金字招牌”，做
大做强香瓜产业。从大棚香瓜
到大田香瓜，每年香瓜从 5 月
底起呈阶梯上市，8 月底销售
结束。

2021 年乌拉特前旗先锋
镇黑柳子白梨脆甜瓜被农业农
村部评定为国家农产品地理标
志保护产品。当地充分发挥好
地理标志香瓜这块“金字招
牌”，不断挖掘地理标志香瓜的
品质价值和产业优势，走上一
条壮大特色地标产业的振兴之
路。当地农牧业部门加强地理
标志保护产品登记保护管理，
强化地理标志产品质量监管，
加快农产品地理标志追溯体系
建设，让农产品地理标志品牌
强农富农的发展之路越走越
宽。

如今，全旗香瓜种植面积

已发展到 1.13 万亩。色泽乳白
鲜亮、香甜脆嫩的白梨脆香瓜
因知名度和影响力不断扩大，
已成为乌拉特前旗特色农产
品，畅销包头、呼和浩特，以及
山西、陕西、北京、上海、深圳等
地。

地理标志白梨脆香瓜的产
业化发展不仅实现农民增收致
富，也吸引了更多人才流向农
村。95 后苑红小夫妻就是其中
之一。2022 年苑红夫妻放弃城
市的工作，回到家乡乌拉特前
旗乌拉山镇联光村发展起了设
施农业，成为了新一代的瓜农。
这段时间，他们种的 80 多棚白
梨脆香瓜也已陆续上市。

“大学毕业后，我们两个人
在城市上班一年收入也就 10
多万元。现在产量好的情况下，
基本上三四天就把我们以前一
年的工资赚回来了。发展香瓜
产业虽然苦点、累点，但收益
好，我们还是挺开心的，觉得很
值得。”看着苦心经营的香瓜产
业丰收，苑红更加信心满满、干
劲十足。

乡村要振兴，人才是关键。
让愿意留在基层的人留得安
心，让愿意投身乡村的人更有
信心。苑红夫妻收获了创业的

“第一桶金”，也为家乡的振兴带
来了许多新观念、注入新活力。

如今，小香瓜已成为乌拉
特前旗农民致富的大产业。因
小香瓜而培育的一批特色产业
带头人也成为引领带动乡村全
面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生
力军，为乡村发展注入强劲动
能，通过创业带就业，就业促增
收，让更多农户在家门口就能
致富增收。

（高燕霞 王泽浩 贾甜）

村里的交易市场

乌拉特前旗：

地标香瓜“走”全国 乡村振兴再赋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