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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2

（上接1版）

虽然不是生产期，但厂
区里整洁的环境、井井有条
的规划还是让人眼前一亮。

“我们和普通屠宰企业最大
的区别就是集食品安全、行
业标准、生态环保、循环经
济、清洁生产、智慧企业、动
物福利、品牌塑造、产品品
鉴、食品工业旅游于一体的
行业示范园区。我们的行业
标准在锡盟地区乃至整个
亚洲都是最先进的。”于中
政的笑容里充满了自信。

大庄园公司是锡盟重
点支持的现代畜牧业产业
化龙头企业。该公司选择锡
林郭勒盟，是因为该盟是国
家绿色农畜产品重要输出
基地。大庄园生态牛羊肉产
业示范园项目计划总投资
20亿元，包括从饲草、牛羊
繁育养殖、肉牛品种改良、
屠宰与精深加工及畜牧科
技研发中心于一体的“四个
基地、一个中心”。该公司在
与世界最大的牛羊生产与
出口企业———新西兰阿兰
茨集团及巴西JBS集团实
现战略合作的同时，又引
进了澳大利亚威韦华氏集
团等企业及科技研发机
构，实现多国及多地的资
源共享、产业互补及技术

研发团队互助。
未来5年，大庄园将建

立起更加紧密的“龙头企业
+牧民+合作社+食品工业体
验式营销网络+线上线下销
售客户+千名庄园创客”的
全产业链发展模式。在牛羊
肉产业溯源体系建设和食
品安全管控体系建设上，大
庄园将与锡盟共同走出一
条可持续的健康发展之路。

于中政说，季节性停
产这段时间，公司的中高
层一直没有休假。一方面
为今年的生产季做充分准
备，另一方面积极与畜牧
养殖合作社以及牧民签订
收购协议，研究建立符合
牧区实际的利益联结机
制，让更多牧民从龙头企
业的产业链条中获益。

“羊联体”让农牧民
养羊很托底

这几天，周福成一直
在忙着从鄂尔多斯、乌兰
察布、张家口等地调运羔
羊，每天有500多只羔羊陆
续从各地送到他们的合作
社进行育肥。

“小时候不好好念书，
老师会警告说：读不好书

就得去放羊！没承想，奋斗
了一辈子，自己还真成了
小有名气的‘羊倌’。”作为
呼和浩特市清香科技畜禽
养殖专业合作社的负责
人，54岁的周福成心态轻
松地自我调侃。

周福成在清水河县经
营着一家磨坊，磨坊里每
天都会产生不少下脚料。
如何把这些下脚料利用起
来，变废为宝？2006年，周
福成组建了清香科技畜禽
养殖专业合作社，开始养
羊。几年下来，合作社的养
殖规模从一开始的百余只
达到了2000多只，之后规
模再无法继续扩大。

“资金和销售是养殖
业面临的两大难题。合作
社的羊和土地不能拿给银
行作抵押贷款，个人融资
贷款的门槛又比较高，运
转资金严重不足，规模自
然也大不起来。”周福成感
叹。最让他最头疼是每年9
月羊出栏的时候，由于羊
的数量大，羊在合作社多
放一天，就要多支出一天
的饲料和管理费用。

转变源自于2013年合
作社和蒙羊牧业的合作。

2012年，蒙羊牧业公
司为解决肉羊养殖户运转

资金不足、养殖技术落后、
受价格波动影响收入无保
障等问题，创造性地建立
起“羊联体”模式，将农牧
民纳入利益共同体，采取

“基地+农户+公司+银行+
担保公司+保险公司”模
式，从资金、技术、市场多
方面扶持养殖户，与农牧
民形成稳定的良好合作，
带动农牧民增收致富。此
举与受困于资金短缺、销
售短腿的周福成一拍即
合，双方很快达成合作。

“合作社缺钱，蒙羊公
司给合作社担保贷款；合
作社缺少饲料，蒙羊公司
给配比资金买饲料；养羊
有疫病风险，公司帮我们
上了保险，出了啥问题，保
险公司给我们买单。”周福
成说，与蒙羊牧业合作后，
合作社的养殖规模迅速扩
张，在呼和浩特和乌兰察
布新建了3家养殖基地，每
年分3批出栏15万只羊，蒙
羊牧业公司照单全收。

“最重要的是，蒙羊牧
业公司以保底价收购，最
大限度保护了养殖户的利
益。2015年羊价低落，社会
上收购羊羔15块钱一斤，
而蒙羊公司给我们的保护
价是19块钱。那一年，蒙羊

公司为我们挽回近400万
元的损失。”周福成的话语
中充满了感激。

记者手记
随着农牧业生产成本

的逐步增加，市场变化的

放大效应不断增强。建立

完善龙头企业与农牧民利

益联结机制，既是解放和

发展我区农村牧区社会生

产力的现实选择，又是促进

农牧民增收的必然要求；既

关系到农牧业产业化的层

次提升，又关系到农牧民收

入多元化和稳定增收。可以

说，如何建立风险共担、利

益均沾的利益联结机制，是

今后我区农牧业产业化健

康发展的关键。

在构建新的利益分配

格局的过程中，越来越多

的龙头企业、合作社、家庭

牧场以及农牧户积极参与

其中，进行着一次又一次

的创新探索。蒙羊牧业公

司创新“羊联体”模式，既

稳定了企业的羊源，也为

高品质羊肉产品的生产加

工提供了完善的上游环

节。依托蒙羊牧业，像周福

成这样的养殖户不但养殖

规模实现了新突破，同时

还解决了当地肉羊养殖技

术难、销售难的问题，带动

了当地农牧民增收致富。

数字的变化，见证着

我区农企利益联结机制的

不断深化。2013年，我区农

牧民人均通过农牧业产业

化渠道实现纯收入3730元，

占农牧民人均纯收入的

43.4%。而最新数字显示，全

区有214万户农牧户进入产

业化经营链条，农牧民与龙

头企业利益联结机制比重

达到81%，农牧民人均从产

业化经营中获得纯收入达

到5264元，占农牧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的45.3%。同时，由

于农牧民的市场意识明显

增强，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

度明显提高，我区农企紧密

型利益联结机制的比例现

已升至43%。而在2013年，

这一数字是30%。

目前，我区龙头企业与

农牧户之间的合作方式不

断创新和完善，由单纯的企

业+农牧户合作方式，逐渐

发展为经纪人、合作社、产

业基地、金融部门等共同参

与的多种合作，形成了股份

合作型、订单合同型、价格

保护型、服务协作型、流转

聘用型等利益联结机制。

（据《内蒙古日报》）

全区214万户农牧民进入产业化经营链条

我区号召大中学生争做“六有”好青年

新报讯（记者 马丽侠） 自治区文化厅昨日发布消息
称，4月24日，内蒙古展览馆组织呼和浩特市赛罕区质监
站、内蒙古天石基础工程公司、内蒙古工大建筑设计公司、
内蒙古建凯监理公司和施工单位河北建设集团，对“自治
区成立70周年成就展展厅改扩建工程”进行质量验收，经
评定，符合国家标准，为质量合格工程。

据介绍，“自治区成立70周年成就展”将在内蒙古展览馆
举办。“展厅改扩建工程”项目总投资1834万元，从去年9月开
始施工，施工方克服施工周期短、难度大等困难，于今年3月
竣工。本项目为钢框架结构，地上一层建筑，严格按照图纸设
计要求和施工规范进行施工，并进行了消防、采暖、强弱电系
统的维修。扩建展厅建筑面积3600平方米，扩建后一层成就
展展厅使用面积达到6640平方米，展览馆展厅总建筑面积
20000平方米。工程验收后，既保持了展览馆原貌不变，改善
了内部系统，又满足了成就展的规模需要，保证了办展安全。

新报讯（记者 刘晓君）

为了引导全区广大青年学
生继承和发扬“蒙古马”精
神，争做“有理想、有追
求、有担当、有作为、有品
质、有修养”的“六有”好
青年，4月22日下午，由自

治区团委、自治区学联主
办的，“守望相助·亮丽北
疆”———“爱我亮丽内蒙
古·争做‘六有’好青年”庆
祝自治区成立70周年全区
大中学生主题教育实践活
动启动仪式暨首场报告会

在内蒙古农业大学举行。
来自驻呼和浩特高校的
800余名团员干部参加仪
式，并重温入团宣誓词、齐
唱团歌。

启动仪式上，自治区
团委、自治区学联联合向

全区大中学生发布了主
题教育实践重点活动内
容，即面向自治区、盟市
团委、高校、中学中职学
校开展国情区情党情史
情理论报告会；开展校园
文化艺术节、社团文化

节、体育文化节、“三走”
“三跑”等丰富多彩的校
园文体活动；在全区大
中学生中开展合唱、演
讲、征文比赛；“寻访红
色足迹”主题活动；创作

“两微”、青年之声等产

品研发及民族团结故事
展播。

当日，“爱我亮丽内蒙
古·争做‘六有’好青年”全
区大中学生网上主题宣传
活动同步开展。本次活动
历时6个月。

自治区成立70周年成就展展厅
改扩建工程通过验收体验

食品检测
4月24日，呼和浩特市

食品安全检测消费者体验

中心挂牌成立，它是自治区

首家公益性食品安全检测

消费者体验中心。该中心检

测样品和范围涵盖与民众

生活最相关的粮、油、肉、蛋

以及各类加工制品、蔬菜等

32个大类食品中的大多数，

技术人员采用快速检测的

方法，帮助消费者筛查食物

样品，解决消费者“送检难、

检测慢”的困扰。

摄影/内蒙古日报社融

媒体记者 尤 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