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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产丰饶、资源禀赋的巴彦淖尔，长
期以来在资源利用过程中，不是为解决
资源有没有的问题，而是在探究怎样才
能将其利用得更好、更完全。

落实到具体工作中，巴彦淖尔在两
个方面探索出了具有河套特色的开发利
用途径：一是盐碱地改造；二是农畜废弃
资源转化利用。

巴彦淖尔现有盐碱化耕地 484 万
亩，约占全市耕地面积的45%。为啃下
这块硬骨头，巴彦淖尔市委托清华大学

编制了巴彦淖尔市 484万亩盐碱化耕
地改盐增草兴牧示范工程规划，计划投
资 128.9 亿元。工程全部实施后，耕地
质量将普遍提高1~2个等级，新增优质
牧草 930万吨或新增粮食生产能力 50
亿斤，年新增效益38亿元以上，相当于
再造一个河套；同时有利于推进农牧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贫困人口稳定
脱贫，并有效增加地表植物覆盖率和生
物多样性，增强水土保持能力，筑牢祖
国北疆生态安全屏障。今年，在自治区

支持下，巴彦淖尔市以五原县5万亩示
范园建设为重点，加快实施盐碱地改良
工程，全市实施改盐增草兴牧重点区域
30万亩，力争达到50万亩。预计到“十
三五”末，全市完成 315万亩盐碱地的
治理工作。

把资源“用起来”，还要将资源“吃
干榨净”。巴彦淖尔在全市范围大力
推广绿色集约安全生产模式：深入开
展化肥农药零增长行动，今年计划推
广控肥增效技术260万亩，增施有机肥

370万亩；推广机械施肥、种肥同播、水
肥一体、病虫害统防统治等技术，严禁
使用高毒、高残留农药；在做好传统地
膜回收基础上，引导农牧民使用高标
准厚地膜，引进试验可降解地膜；规范
限量使用饲料添加剂，减量使用兽用
抗菌药；做好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转
化利用，通过秸秆粉碎还田、过腹还
田、畜禽粪污无害化处理及资源化利
用等方式，提高秸秆综合利用水平，减
少畜禽粪污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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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杭后康尔徕绿色食品专业
合作社主动与山东客商对接，为2000多
亩大棚彩椒销售找到了“婆家”。合作社
理事长裴军武说：“合作社按照‘八统一’
模式为村民提供产前、产中、产后一条龙
服务，创新了订单生产型、长期流转型、
反租倒包型3种经营模式，解决了村民
所担心的种什么、怎么种、卖不了的问
题，实现了农企双受益。”

龙头企业一头连着市场，一头连着
农民，建立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成为一
二三产融合发展的基础。

近年来，巴彦淖尔市进一步统筹整

合涉农涉牧资金，重点加大对龙头企业、
专业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的扶持和培
育力度，更好地发挥其支农带农作用，大
力推进农畜产品精深加工，加快推进农
牧业产业园区建设，延长产业链，开发出
更多附加值高的新产品。目前，全市销
售收入500万元以上的农牧业产业化加
工企业280家，农畜产品加工转化率达
到75%。

在培育壮大龙头企业的同时，该市
通过政策扶持、机制创新、典型带动等方
式，积极推动完善龙头企业与农牧民紧
密型利益联结机制，并制定下发推进龙

头企业与农牧民利益紧密联结机制实施
方案，确定订单契约型、“企业+专业合
作社+农户”型、“企业+基地+农牧户”
型、服务协作型、股份合作型等9种农企
利益联结方式，“农企”联姻、利益联结，
企业在发展壮大的同时带动了巴彦淖尔
市农业产业化的迅速发展，极大促进了
农牧民增收。全市农企利益联结覆盖率
已经到达80%以上，20万户农牧民进入
产业化经营链条，农牧民人均来自产业
化的收入近万元，占总收入70%以上。

推进农村牧区产业融合发展任重
道远，巴彦淖尔已做好在新时代大展拳

脚的准备：计划设立河套全域绿色有机
高端农畜产品生产加工输出基地产业
引导基金；培育和引进在全国全区有影
响力的龙头企业，推进乳肉、粮油、绒纺
等农畜产品精深加工，提升产业集中度
和产业化水平；完善仓储、保鲜、烘干、
清选分级等设施装备条件，促进农畜产
品减损增效；壮大农村电商、订单直销
等新业态，鼓励企业在大中城市设立农
畜产品直销店，打造线上线下相融合的
营销平台；加快推进新型职业农牧民培
育工作；推进农牧业与旅游、文化等产
业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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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巴彦淖尔市不断健全农牧
业科技服务体系，通过组建专家团、开
展科技培训、建立农技服务热线等方
式全方位服务农牧业生产。目前，全
市建成农业科技示范园区156个，各类
新品种、新技术示范辐射带动面积达
589万亩，全市农业生产科技含量不断

提升。为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
全”，全市已建成 1个市级农产品质量
安全检验检测中心、7个旗县区农畜产
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站和38个苏木乡
镇农残速测室。

下一步，该市将大力实施质量战
略，以创新驱动推进高质量发展。持续

加大与各级科研院所合作力度和范围，
创新科技服务方式。推进农牧业新品
种和地方特色品种的选育，加快农牧业
新技术的研究、集成和示范。加大农牧
业技术推广力度，依托粮食绿色高产高
效创建项目，大力推广绿色增产增效技
术，提升科技转化能力。发挥各类园区

的示范引领作用，集中建设 15个万亩
以上市级高标准示范园区。推进农牧
业信息化建设，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
手段，建设巴彦淖尔智慧农牧业平台，
实施“互联网+现代农牧业”、智慧气象
等工程，开展物联网试验示范和遥感技
术应用，推动现代农牧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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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是一个企业或行业核心竞争力
和综合实力的集中体现。巴彦淖尔市是
国家重要商品粮生产基地，年产小麦、葵
花、番茄、脱水菜、羊肉等优质农畜产品
110多亿斤。近年来，巴彦淖尔市围绕

“绿色河套”金字招牌，大力实施品牌战
略，积极培育、扶持和发展名牌产品，农
畜产品美誉度和知名度不断提高，特色
农畜产品借助品牌效应身价倍增。举例
来说，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地销售的兆

丰河套面业有限公司“鸡鹿塞”石碾面粉
三大系列30多个品种，面向追求高品质
的消费人群，每公斤最高卖到260元，创
下品质面粉销售的高端价位。

品牌催生效益，农民发展绿色农业
也有了动力。目前，该市农副产品注册
商标1996件，其中驰名商标7件、著名
商标65件、知名商标131件；河套面粉、
巴美肉羊、河套蜜瓜等优质产品在国内
享有较高知名度；“河套巴美肉羊”“河套

番茄”等16个产品通过农业部农产品地
理标志登记保护。

河套平原素以出产优质农畜产品而
闻名天下，这本身就是珍贵的无形资产。
下一步，巴彦淖尔将充分发掘利用这一优
势，全力抓好河套地域品牌建设。编制河
套农畜产品品牌发展计划，制定完善扶持
政策，完成“河套”地理标志商标注册，让

“河套”成为巴彦淖尔绿色农畜产品的代
名词。建立河套产品全程质量标准体系，

鼓励引导企业、合作组织按照标准组织生
产、加工和销售，对符合标准的产品授权
使用河套地域品牌，让“河套牌”产品进入
高端市场。强化农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
管理，争取将肉类、果蔬、粮食等主要农产
品全部纳入追溯体系。加大品牌宣传营
销推介力度，系统策划河套品牌对外宣
传，线上线下加强品牌营销推介，提高河
套地域品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全力打造

“塞外粮仓”“天下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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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大报告指出：“构
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
产体系、经营体系，完善农
业支持保护制度，发展多
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培
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
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
展有机衔接。促进农村一
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支持
和鼓励农民就业创业，拓
宽增收渠道。”

作为农牧业城市，农
牧业兴旺发展是巴彦淖尔
的安身立命之本。

2017 年 7 月 27 日召
开的巴彦淖尔市半年经济
形势分析会指出：“全市要
用系统化的思维推动一二
三产业融合发展，重点抓
好建设河套全域绿色有机
高端农畜产品生产加工输
出基地等工作。”自此，科
学的顶层设计开启了由资
源优势向产业优势和经济
优势转化的新路径，巴彦
淖尔肩负着新时代赋予的
历史使命，向塞上江南、绿
色崛起的目标阔步前行。

喜看今日巴彦淖尔，
瓜果飘香、粮丰畜壮，八百
里河套田畴似锦沃野生
金：精深加工农产品走俏
国内外市场，“绿色河套”
金字招牌越擦越亮；一条
条农牧业产业链在田野上
延伸，农牧业产业化龙头
企业遍布城乡；多种农企
利益联结机制带来更多实
惠，笑容满溢农牧民的脸
庞；科技人员走进田间地
头提供“零距离”服务，农
畜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体
系从田野延伸到人们的餐
桌上……

建设河套全域绿色有
机高端农畜产品生产加工
输出基地的无穷魅力，正
在这片热土上尽情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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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棚种植大棚种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