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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地域优势 承“十四冬”张力

呼伦贝尔市冰雪产业全链升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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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本报今日 8 版推出特稿《820.1 亿

斤!解码“二十一连丰”》，欢迎阅读。

近日， 在日本北杜市举办的第 26

届国际米食味品鉴大会上，兴安盟大米

以其卓越的品质和独特的口感，从全球

5000 余份优质大米样品中脱颖而出，

斩获了特别优秀奖。

国际米食味品鉴大会作为全球大

米领域的最高评定赛事，被誉为“大米

届的奥运会”。 本次盛会，中国 34 家优

质大米生产企业的 57 个样品参赛，与

世界各地的大米精品同台竞技。

比赛过程严格而激烈。 第一轮糙米

的检测便设定了极高的门槛，只有食味

值达到或超过 81 分，且整精度、水分、

蛋白质、直链淀粉、脂肪酸均达标的样

品，才能进入下一轮。 兴安盟大米凭借

出色的品质，成功晋级。 第二轮，精米的

味度值检测更是竞争激烈。 经过层层筛

选，总分排名前 40 名的米样进入决赛。

最终，通过 30 位品评专家的盲评，兴安

盟大米脱颖而出，荣获特别优秀奖。

兴安盟地处北纬 46°，有着中国草

原生态稻米之都的美誉，这里具有独特

的自然生态条件优势，是公认的寒地水

稻黄金种植带、优质大米生产带。 兴安

盟大米食味值最高的一款达 96 分，素

有“一家煮饭十家香，百家煮饭香满庄”

的美誉。

兴安盟大米斩获此项殊荣，不仅是

对兴安盟地区优质稻米种植技术和卓

越品质的全球认可，更是对中国大米产

业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推动。 这一国际殊

荣彰显了兴安盟大米在国际舞台上的

竞争力，也激励着更多大米企业追求卓

越， 推动中国大米产业向着更高品质、

更高水平发展。

（高敏娜 韩雨格）

本报讯（记者 张鑫）据内蒙古自治

区农牧厅消息，经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

量安全中心组织专家技术评审，内蒙古

申报的松山甜椒、甘草猪肉、九原鸭嘴

鱼等 30 个农畜产品符合《全国名特优

新农产品名录收集登录规范》 要求，成

功入选 2024 第三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

品名录。

截至目前，内蒙古自治区共有 848

个农畜产品经过确认纳入《全国名特优

新农产品名录》，蝉联全国第一。

据介绍，内蒙古入选的全国名特优

新农产品涵盖了农、畜禽、水产和奶制

品四大类，展示了内蒙古特殊资源禀赋

优势、独特营养品质特征、极具市场影

响力和竞争力的区域公用品牌。

其中，种植业包括赤峰小米、五原

黄柿子、 托县辣椒、 清水河小香米等

553 个特色农产品；养殖业包括独具内

蒙古优势特点的苏尼特羊肉、科尔沁牛

肉干、阿尔巴斯山羊肉、三河牛等 187

个产品；渔业有多伦湖鲫鱼、托县黄河

鲤鱼等 51 个产品； 入选产品还包括深

受消费者青睐的巴林右旗奶豆腐、科右

前旗黄油、额济纳驼奶等 57 个奶制品。

近年来，内蒙古以增加绿色优质农

产品供给为核心， 以标准引领品质提

升，以优质促进产业发展，创新推进绿

色优质农畜产品高质量发展。

在培育优势特色产业品牌建设方

面，制定年度绿色优质农畜产品认证计

划，建立备案审查、考核培训、认证补贴

机制，指导生产和引导消费，促进区域

优势农牧业产业发展，推动优质农畜产

品实现优质优价，品牌建设已经成为提

高内蒙古农畜产品质量水平和增加农

牧民收入的重要引擎。

在提高标准化服务管理水平方面，

制定农牧业绿色生产地方标准和区域

性生产操作规程，建成绿色优质农畜产

品科技成果转化内蒙古试验基地。精准

把握绿色优质农畜产品发展动态，加大

对绿色优质农畜产品认证企业证后监管，

守牢绿色优质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

在强化优质农畜产品品牌推广方

面，开启优质农畜产品品质评价，构建

优质特色农畜产品评价指标体系，公布

优势特色农畜产品品质数据，推动内蒙

古优质农畜产品分等分级和品质提升。

在“蒙农甄选”抖音、“内蒙古农推官”直

播等融媒体定期推出内蒙古绿色优质

农畜产品展播展销活动，积极组织企业

参加各类博览会、 好物推荐活动等，实

现绿色优质农产品市场溢价增加 20%

左右，让绿色优质农产品既“产得出、产

得优”，又“卖得出、卖得好”。

本报讯（记者 张鑫）记者从第十一

届全国大众冰雪季启动仪式新闻发布

会上了解到，主题为“欢乐冰雪 共创未

来” 的第十一届全国大众冰雪季将于

12 月 21 日在呼伦贝尔市启动。

本届冰雪季，全国各地计划开展的

各级各类全国性联动或区域性联动的

群众冰雪赛事活动共计 1853 项， 其中

冰雪赛事 820 项， 冰雪活动 655 项，冰

雪嘉年华及其他综合性活动等 378 项。

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二级巡

视员何红宇介绍，今年 11 月，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关于以冰雪运动高质量发展

激发冰雪经济活力的若干意见》(以下

简称《意见》)，进一步谋划部署“后冬奥时

期”中国冰雪运动发展，引导各地区、各部门

持续加大群众冰雪运动产品和服务供给，

推动冰雪运动在全国的普及发展。

何红宇表示，作为《意见》印发后的

首个冰雪季，本届冰雪季将聚焦人民群

众多样化冰雪运动需求，开展更多群众

性冰雪赛事活动，建设更为便利的冰雪

运动场地设施，着力构建群众身边的冰

雪运动服务体系，带动更多群众特别是

青少年参与冰雪运动，全面展现后冬奥

时代中国冰雪运动新风貌。

呼伦贝尔市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东

北部，以“中国最美丽的草原”著称的同

时，冰雪资源也得天独厚。 今年 2 月 17

日在呼伦贝尔市开幕的第十四届全国

冬季运动会便创造了 3 个“首次”，即北

京冬奥会后首次举办的全国冬季项目

大型体育赛事、内蒙古自治区首次承办

的全国大型综合性体育盛会、首次设置

群众比赛项目的全国冬季运动会。

内蒙古自治区体育局局长杜伯军

表示， 为共同营造浓厚的冰雪运动氛

围，启动仪式当天，北京市、天津市、山

西省、辽宁省、吉林省、上海市、湖南省、

四川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分会场将举办

系列活动。内蒙古自治区各盟市也将同

步举办庆祝仪式，并开展具有地方特色

的冰雪活动， 共同拉开大众冰雪季序

幕。

进入寒冬，中国铁路呼和浩特集团有限公司对煤炭等国计民生物资实行精准保供、优先运输，用足唐山至

包头、包头至西安、集宁至通辽等主要货运干线铁路的通道运输能力，截至目前已累计运输煤炭 2011 万吨。

图为：近日一列满载 5000余吨煤炭的列车从包头西站缓缓驶出，奔向京津唐地区。 （高慧）

立冬前， 乌兰察布市化德县长顺

镇关围子村的“三北”工程防护林建设

现场，三组施工队正在进行柠条种植、

整地围封工作。

“秋季种植的柠条苗成活率高

吗？ ”记者不禁问出心中疑惑。

“秋季移栽容器柠条植株，能得到

很好的水分，还能存储能量，丰富的有

机营养物质为柠条植株的生长提供了

很好的养料。 ”化德县林草局三北办负

责人雷鹏表示， 该项目区采用灌草结

合模式，灌、草种植比例为 2∶8，林带

宽 4 米，草带宽 12 米，栽植灌木后地

块内全部撒播冰草、披碱草、羊草、草

木樨、沙打旺等乡土草种。这一宜林则

林、宜草则草的种植方式，是化德县林

草人多年摸索出的防沙治沙策略。

今年， 化德县林草局规划实施 4

项林草生态工程，生态建设任务 22.17

万亩。其中，已完成防沙治沙和风电光

伏一体化工程 4.4 万亩， 内蒙古东部

草原沙地治理项目 6.7 万亩， 浑善达

克沙地综合治理 7.17 万亩，林草湿荒

一体化工程 3.9 万亩。

将黄沙锁在原地， 让荒山披上绿

装。 2023 年以来，乌兰察布市按照国

家“三北”工程总体布局，坚定不移打

好“科尔沁和浑善达克沙地歼灭战”片

区和黄河“几字弯” 攻坚战片区两场

“攻坚战”，生态建设以“三北”工程为

统领， 实施了国家重点生态保护修复

项目以及地方绿化工程。今年，乌兰察

布市已完成林草生态建设任务 152 万

亩，其中种植柠条 44.5 万亩。 平茬柠

条 50 万亩，用于加工生产。

如何让柠条“当家”，实现绿富同

兴？

2022 年，自治区发出“加快柠条

资源利用， 推动柠条产业发展” 的要

求。乌兰察布市闻令而动，依托资源禀

赋， 不断将柠条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

发展优势。积极与中国工程院、中国科

学院、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等权威科

研院所对接，进行柠条全域、全季、全

株有效成分检测分析， 就提升柠条高

值化利用水平展开科研合作。 先后在

丰镇市、 化德县建设两个柠条高值化

综合利用实验室， 开展柠条在牲畜体

内转化吸收、蛋白利用等检测试验，有

效提高了柠条饲草料比较优势， 实现

营养价值与味道口感的双提升。

截至目前， 乌兰察布市保存柠条

600 万亩，已有柠条企业 33 家，年生

产柠条草粉、 颗粒饲料等产品 10 万

吨， 产值达 2 亿元， 产业市场前景广

阔。

从一株柠条到一方产业， 乌兰察

布市已发展成为华北地区比较集中的

柠条产业集群地之一， 柠条全产业链

发展亦成为乌兰察布市重要的产业布

局。 乌兰察布市林草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将聚焦整地、育苗、栽植、抚育管护

等关键环节，大力发展柠条种植，并通

过与科研院所合作， 进一步拓宽柠条

加工利用方式，促进柠条产业化发展，

让乌兰察布市在勃勃生机中书写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王锦鹏)

本报记者 王丰

推进防沙治沙的多元投入， 就是

由过去完全依靠国家投资治沙向多元

投入治沙转变。

数据显示：2024 年， 已完成防沙

治沙 1716 万亩 ， 为年度任务的

111.4%，完成一体化治理任务 238 万

亩，为年度任务的 103.5%。 已开工建

设 26 条穿沙公路， 建设规模 450 公

里，带动治沙 85.8 万亩，跑出了防沙

治沙的“加速度”。

2024 年共争取到中央资金 230.3

亿元、较去年增加 78.8 亿元；设立了

防沙治沙基金，今年财政已注资 49 亿

元、已拨付 26.5 亿元；成立了防沙治

沙基金会， 动员社会各界募捐资金

8150 万元；积极开展公益治沙，今年

蚂蚁集团和中国绿化基金会已捐资

3.1 亿元。 通过千方百计筹措资金，今

年已累计筹资 112 亿元， 多元化投入

机制成效明显。

多元投入就要建立以国家投入为

主、 地方配套为辅、 企业广泛参与的

“1＋N”多元投入机制，探索推广以工

代赈、先建后补等方式，引导更多农牧

民直接参与防沙治沙，全面落实好与周

边省区签订的联防联治合作协议，构

建协同治沙、管沙、用沙的工作格局。

多元投入还需注重制度建设，建

立防沙治沙资金投入的长效机制，健

全沙区植被保护的奖励制度。 同时也

要完善对破坏沙区植被、 野生动植物

资源， 非法占用沙化土地等行为责任

追究制度和损害赔偿制度。 做到切实

保护沙区资源，巩固治理成果。

防沙治沙不仅是生态治理的战

场，更是创新多元投入的试验田，愿多

元助力，绿色常驻。

848个！ 内蒙古名特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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