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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丰

加快煤化工园区的提质升级，

推动能源“金三角”地区绿色协同发

展，这是能源“金三角”眼下的期许。

9 月 7 日，2023 中国能源“金

三角”化工园区协同发展会议在内

蒙古鄂尔多斯开幕。 会上，内蒙古

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张

广收提出：能源“金三角”化工园区

要绿色协同发展。

内蒙古、宁夏、陕西、新疆、山

西、甘肃、河南等地工信部门，两院

院士，“泛金三角”地区重点化工园

区和煤化工、新能源、新材料领域

头部企业、科研院所等单位的专家

学者等参会。会议旨在推动以内蒙

古鄂尔多斯、陕西榆林、宁夏宁东

为主的能源“金三角”地区及附近

省市煤化工产业协同发展。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副会长傅向升表示，现代煤化工产

业高质量发展挑战与机遇并存，要

把握住绿色低碳的发展方向，注重

创新发展，促进“能源金三角”区域

化工园区的协同发展。

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

长张广收认为，建设国家重要能源

和战略资源基地，是习近平总书记

交给内蒙古的“五大任务”之一，要

求内蒙古发挥好能源产业优势，把

现代能源经济这篇文章做好；发挥

好战略资源优势，加强能源资源的

就地深加工，把战略资源产业发展

好。内蒙古资源富集、能源充足、政

策叠加、基础坚实，发展化工产业

具备得天独厚的优势。他建议要建

立健全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建立

区域化工产业联盟、构建区域协作

共享生态系统、 搭建区域合作平

台，对加快推动能源“金三角”化工

园区协同发展， 保障国家能源安

全、产业安全，促进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内蒙古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

有效的举措、 更加优质的服务，为

投资者创新创业营造良好环境，努

力实现互利共赢、合作发展。

鄂尔多斯市副市长吉日木图

表示，鄂尔多斯正在大力推进煤化工

产业高端化、多元化、低碳化发展，加快

实现“一块煤”到“一桶油”“一匹布”

的纵向增值，打造一流的世界级现

代煤化工产业，希望大家深入了解

鄂尔多斯、投资兴业鄂尔多斯。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教

授费维扬，中国科学院院士、东华

大学教授朱美芳，石化联合会化工

园区工作委员会秘书长杨挺，清华

大学鄂尔多斯煤化工与新能源化

工技术创新实验室主任魏飞分别

作专题报告，鄂尔多斯工信局副局

长张帜对鄂尔多斯新型化工产业

发展作推介。

会上，中国石化联合会联合宁

东能源化工基地、内蒙古鄂尔多斯

苏里格经济开发区、内蒙古鄂尔多

斯鄂托克经济开发区等 12 家能源

“金三角”地区重点化工园区，共同

签署发布了“建设世界级现代煤化

工产业集群的宣言”。

本报记者 张鑫

“始惊三伏尽， 又遇立秋

时。 ”初秋将至，走进和林格尔

县黑老夭乡窝铺村石占文贝

贝南瓜种植基地，只见一袋袋

贝贝南瓜整齐排列，满地的南

瓜映入眼帘。 采摘、 搬运、分

拣、称重、装车……现场一派

忙碌景象。

黑老夭乡窝铺村光照时

间长，昼夜温差大，土层深厚，

富含有机质，非常适合种植各

种瓜果和蔬菜，时下正值“贝

贝南瓜”成熟上市的季节。 成

熟的贝贝南瓜小巧玲珑，不仅

有很好的观赏性，最重要的是

食用口感细腻粉糯，甜度高于

普通南瓜，还带着类似板栗的

香气，近年来在市场上颇受消

费者青睐。

“你看这瓜长得多好，个

个均匀，公司全部收购!”看着

采摘下来的贝贝南瓜，种植户

石占文笑得合不拢嘴，他介绍

道：“今年种植的 100 亩“贝贝

南瓜”， 产量可达 24�万斤，每

亩收益可达到 900 元左右，切

实给我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

经济收入”。

早在种植之初，石占文便

与公司签订了南瓜合同，如今

地里的南瓜陆续采摘上市，通

过“企业 + 种植户”的订单模

式，企业保底价收购，让种植

户提早吃上“定心丸”，同时也

达到了企业和种植户互利共

赢的目标。

窝铺村支书石占文也是

村民的致富带头人。“下一步，

窝铺村将推进贝贝南瓜种植

基地建设，带动村民种植贝贝

南瓜， 以订单模式统一收购、

统一销售， 逐步形成特色产

业，带动村民增收助力产业

增效，让贝贝南瓜成为带领

群众致富增收的小金瓜。 ”窝

铺村支书石占文信心满满地

说。

“家人们，羊皮冻 250 克、只卖

19 元啦，有麻辣、烧烤等口味。 羊

皮冻富含胶原蛋白， 非常好吃，喜

欢的家人们可以到一号链接下单

啦……”内蒙古蒙元宽食品有限公

司的主播正在直播带货。 据介绍，

这是一款用羊皮熬制的休闲食品，

通过将羊皮煮沸，充分释放蕴藏其

中的营养和香气，使其具有独特的

羊肉香味，一经推出便深受年轻消

费者的青睐。

“羊皮具有丰富的营养价值，

但目前羊皮的深加工率不足 10%，

造成了极大的资源浪费。 ”该公司

综合部经理许尔友介绍，“公司重

点聚焦羊皮产业开发及资源化利

用，以项目为支撑，以技术创新为

动力，联合江南大学和内蒙古农业

大学，共同开展项目实施及新产品

的研发，切实推动羊皮精深加工和

综合利用项目实施。我们计划从羊

皮初级加工食品开发起步，逐步向

羊皮精深加工食品开发和有效成

分综合利用的方向发展。 ”

据了解，一张羊皮直接销售所

得利润只有 10—25 元左右， 而把

羊皮加工成休闲小吃，比直接出

售羊皮利润高 8 倍多。 今年该公

司可加工转化羊皮 15 万张、 生产

羊皮食品 450 吨， 实现产值 2800

万元。

2022 年， 巴彦淖尔市羊饲养

量 2265 万只，存栏 1007 万只，出

栏 1258 万只，羊皮年产量 600 万

张以上，发展羊皮及副产品精深加

工潜力巨大。 近年来，该市重点聚

焦羊皮产业开发及资源化利用，通

过项目扶持、 技术服务等举措，以

“以奖代补、先建后补”的方式率先

在全区开展羊皮食品开发工作。目

前，全市已有 4 家食品企业从事羊

皮食品开发生产，羊皮筋、羊杂等

多种食品越来越受到市场的认可

和青睐，实现产值过亿元。

(薛来 薄金凤)

秋风送爽，辣椒飘香。又是一年好光景，辣椒田里话

丰收。 近日，通辽市开鲁县 60 万亩红辣椒喜获丰收，陆

续上市。

走进开鲁县义和塔拉镇复兴村， 一串串火红的辣

椒掩映在绿叶中，形成一幅色彩鲜明的油画，在天地之

间铺展而来。 丰收的喜悦，跃然田间。 椒农谭宝会正忙

着采摘成熟的红辣椒，因为选择好的品种，使用了新技

术，2023 年他家的红辣椒不仅质量好， 产量也比 2022

年高，说起收益，谭宝会高兴得合不拢嘴。

“今年种了 30 多亩地的红辣椒，一亩地能收 6000

多斤，今年价格好，一亩地能净收入 5000 多块钱，收益

挺好。 ”谭宝会说。

像谭宝会这样的椒农，开鲁县有 6 万户。 开鲁县种

植红辣椒已有 60 多年的历史，是全国县域种植红辣椒

面积最大的地方，是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国家级出

口红辣椒质量安全示范区、全国辣椒产业十强县，拥有

红干椒地方标准体系、 生态原产地和地理标志保护产

品“双认证”， 每年红辣椒种植面积稳定在 60 万亩以

上，其中鲜椒 20 万亩，干椒 40 万亩，年均辣椒产量 30

亿斤。 辣椒产业的发展壮大，促进 5 万余人在红辣椒全

产业链就业，年劳动力务工收入达 3.6 亿元。 对村里很

多中老年人来说，每到辣椒收获的季节，他们都早出晚

归、争分夺秒掰辣椒把，比赛干活，谁都不想放弃家门

口就能赚钱的好机会。

“这一个来月也能挣六七千块钱，在家门口打工非

常方便！ ”义和塔拉镇复兴村村民王秀茹说。

与前几年不同的是， 开鲁县很多椒农变身辣椒经

纪人，他们自种、自营、自销，从辣椒产业里收获希望和

梦想。张海超就是其中之一。“我收辣椒有七八年了，每

年收一个月左右，大约能收 1000 多吨。 ”辣椒经纪人张

海超说。

近年来，开鲁县逐步完善科技体系，编制 A 级绿色

食品生产技术操作规程，实现高质量标准体系、全程质

量控制体系，农业高效节水、高垄覆膜技术、膜下滴灌

水肥一体化技术、 绿色生态防治等一系列绿色生产体

系全覆盖，让红辣椒生产尽显“科技范”。

“我们与湖南省农业科学院邹学校院士团队签约

并授牌‘院士团队创新工作站’，组建高产创业人才团

队、抗病高产团队和博士工作站，有技术专家、乡土人

才 1 万余人，围绕攻克重茬连作病害、绿色丰产栽培技

术、新品种研发培育、全过程标准化创建等开展科研攻

关和成果转化，着力推动红辣椒品质、效益双提升。 ”开

鲁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左明湖说。

质量兴农、绿色兴农、品牌强农。 开鲁县红辣椒产

业已成为强县富民、 乡村振兴的优势特色产业。 产量

高、质量好，让开鲁县的红辣椒一上市，就成为市场上

的“佼佼者”，供不应求。

开鲁红辣椒，红映开鲁，辣香天下。 红辣椒产业不

仅是富民产业，加速了开鲁县乡村振兴的步伐，更是开

鲁人民的幸福产业， 映红了开鲁人民红红火火的好日

子。

（吕志敏 王嘉东）

走进天山牧业公司， 一排排标准化的

牛舍排列整齐，900 多头膘肥体壮的黄牛

悠然自得，它们佩戴专属“身份证”，正吃着

营养师精心调配的“营养餐”。

近年来， 通辽市科左后旗推动肉牛产

业向着规模化、标准化、机械化、智能化转

变，形成“种、养、加”一体化经营模式，实现

养殖、交易、加工全产业链发展。 2018 年，

科左后旗被列入全国养殖大县名录，“科左

后旗黄牛” 顺利通过了生态原产地保护产

品认证，2022 牧业年度牛存栏 104.3 万

头。

目前，全旗 19 个苏木镇场中有 10 个

养殖规模超 5 万头，262 个行政村中有 45

个养殖规模超 5000 头。 拥有标准化黄牛

交易市场 2 个，年交易量达 60 万头，拥有

年屠宰能力 20 万头的肉牛屠宰加工龙头

企业 1 家,新型经营主体不断涌现，肉牛产

业服务体系健全。这喜人的数据，来源于科

左后旗一项项“由数量规模第一向综合效

益第一转型升级”的肉牛产业发展措施。

精准施策做好产业文章。近年来，科左

后旗紧紧围绕通辽市建设“全国肉牛产业

第一重镇”这一重要部署，聚焦建设百亿级

肉牛全产业链目标，按照规模发展区、产能

拓展区、综合产业园区进行布局，推动肉牛

养殖扩群增量，建设了“由适度规模的标准

化养殖小区组成大规模集约化养殖基地”

的肉牛养殖新模式。

项目拉动做强产业链条。 通过定向招

商、补链招商等硬招，建设肉牛屠宰和牛肉

精品化深加工工厂， 开展牛排等牛肉深加

工产品的研发。 新牛畜牧科技有限公司投

资 1.5 亿元， 在工业园区内配套建设年屠

宰 5 万头肉牛屠宰厂及牛血清提纯、 人工

心脏瓣膜等项目。 整合现有 43 家奶制品

作坊，加强区域公用品牌建设。围绕食品生

产、生物制药、皮革加工等方面持续加大招

商引资力度， 推动肉牛全产业链高质量发

展。

多元保障护航产业发展。 各金融机构

研发“草原肥牛贷”“活体抵押贷”等多款信

贷产品， 通过下调贷款利率、 上调授信额

度、优化贷款流程、简化贷款手续，对企业

和农户提供信贷支持。上半年，中国银行通

辽市分行累计投放“惠牛贷”3.9 亿元，信用

联社肉牛产业贷款余额达 23.66 亿元，扶

持养殖户 2 万户， 肉牛产业贷款余额较年

初增 5.86 亿元，肉牛产业贷款余额占各项

贷款的 62.28%。

发挥优势优化产业布局。 狠抓种源核

心工程，建设市级以上核心育种场 1 处，完

成牛冷配 42.58 万头。 推进肉牛产业大数

据平台建设，建立肉牛“一牛一档”电子档

案。充分发挥新牛等龙头企业带动作用，创

建肉牛养殖标准化示范场 25 家，打造肉牛

养殖示范村 4 个， 建设改造育肥牛养殖小

区、规模养殖场 8 个，年内出栏肉牛 38.35

万头以上。

（丁宁）

提质升级 推动能源“金三角”地区绿色协同发展

和林格尔小金瓜丰收

巴彦淖尔为 600多万张羊皮找出路

科左后旗：走好“牛”路子 奔向“牛”日子

开鲁县：60万亩红辣椒

奏响乡村振兴丰收曲

眼下秋粮生产进入关键期，

为确保秋粮稳产增产， 连日来，

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后旗农牧和

科技局工作人员运用无人机智

能设备首次开展玉米田“一喷多

促”施药作业，为农业高质量发

展“保驾护航”，确保秋粮丰产丰

收。

在乌盖苏木连片的玉米田

里，两架农用植保无人机在技术

人员的遥控指挥下徐徐起飞，盘

旋在玉米田上空，沿着玉米田低

空喷出雾状药肥，均匀地喷洒在

绿油油的玉米田上。

乌拉特后旗乌盖苏木呼和嘎

查的农户韩军齐家的地里种着

65 亩玉米， 看着科技人员操作

无人机在他家的玉米田上空进

行施药作业，他高兴极了。“政府

组织专业人士来给咱们农民的

玉米田喷洒农药，真是帮了我们

的大忙，省时省力，而且一分钱

都不用花，效果还非常好，期待

今年的玉米能够迎来大丰收。 ”

韩军齐说。

植保无人机操作人员张维在

结束了工作后告诉记者：“一架

植保无人机一天作业的面积大

概是 1000 到 1200 亩玉米田，

无人机作业可以提高效率，实现

精准施药， 减少农药的用量，同

时可以减少人与农药的接触，减

少农药对人体的伤害。 ”

据了解，“一喷多促”技术是应

用在秋粮生产上的一项稳产增

产的新措施，主要是在农作物生

长中后期，通过一次性混合喷施

叶面肥、抗逆剂、生长调节剂等，

通过一次作业就可实现促进植

株生长、防病虫、抗倒伏和提升

玉米品质等多重作用。

2023 年， 乌拉特后旗共种植

了 14.5 万亩玉米， 共对 47000

亩玉米田采用“一喷多促”技术

进行施药作业，主要集中在乌拉

特后旗的科技种植园区、示范推

广区及大豆、玉米复合种植区等

地，同时还留有对比区，在玉米

成熟后进行测产对比，确保该项

技术应用取得实效。 截至目前，

乌拉特后旗玉米田“一喷多促”

无人机施药作业已全部完成。乌

拉特后旗抢抓灌浆关键窗口期，

进行精细指导，应用“一喷多促”

技术，促进壮苗稳产，提高整体

防治效果，确保不误农时。

“这项‘一喷多促’技术的推广

应用，很符合乌拉特后旗当地的

种植模式和种植结构， 下一步，

我们还将不断地探索更简捷、更

有效、更彻底的工作方式，使这

项技术能够更成熟地被运用在

玉米提高单产的各个环节及其

他农作物的种植过程中，使玉米

的产量逐步提高。我们也会加大

宣传推广力度，使这些有效的科

学技术应用惠及到我们的每一

个种植户。 ”乌拉特后旗农牧和

科技局副局长王涌说。

（张鼎晖 楠丁）

乌拉特后旗：

实施“一喷多促”飞机施药作业

让秋粮增产又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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