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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郑学良 呼和浩特日报社记者 苗青

呼和浩特：“永不落幕”的农博会启动农牧业发展新引擎

金秋十月金秋十月，，天朗气清天朗气清,,
硕果盈枝硕果盈枝。。

在首府呼和浩特在首府呼和浩特，，备受备受
瞩目的瞩目的20192019首届内蒙古首届内蒙古··呼呼
和浩特国际生态农牧业博和浩特国际生态农牧业博
览会览会（（以下简称农博会以下简称农博会））在在
呼和浩特国际农业博览园呼和浩特国际农业博览园
落下帷幕落下帷幕。。仅仅仅仅 33 天的时天的时
间里间里，，农博会观展人数达到农博会观展人数达到
99..7878万人次万人次，，现场实际成交现场实际成交
额额 22..4343 亿元亿元，，意向成交额意向成交额
33..4848 亿元亿元。。展会现场包括展会现场包括
蒙牛蒙牛、、伊利伊利、、科迪华科迪华、、利拉利拉
伐伐、、大北农集团等大北农集团等 4040 余家余家
企业和单位举行了签约仪企业和单位举行了签约仪
式式，，签约额达到签约额达到1010..7272亿元亿元，，
为参展商和参展企业带来为参展商和参展企业带来
直接经济效益的同时直接经济效益的同时，，还为还为
呼和浩特市农牧业产业链呼和浩特市农牧业产业链
及餐饮及餐饮、、酒店酒店、、交通交通、、物流物流、、
旅游等众多行业带来明显旅游等众多行业带来明显
的间接经济效益的间接经济效益。。

首届农博会在取得丰首届农博会在取得丰
硕成果后落下帷幕硕成果后落下帷幕，，然而然而，，
打造打造““永不落幕永不落幕””的农博会的农博会
的消息让人欣喜的消息让人欣喜，，呼和浩特呼和浩特
市委市政府决定市委市政府决定，，呼和浩特呼和浩特
国际农业博览园将长久保国际农业博览园将长久保
留留，，作为今作为今后继续举办农博后继续举办农博
会会、、发展会展经济的基础发展会展经济的基础
设施保障设施保障。。呼和浩特也将呼和浩特也将
通过永不落幕的农博会进通过永不落幕的农博会进
一步巩固提升呼和浩特市一步巩固提升呼和浩特市
中国乳都地位中国乳都地位，，逐步将呼逐步将呼
和浩特市打造成世界乳业和浩特市打造成世界乳业
之都之都，，把呼和浩特市建成把呼和浩特市建成
面向蒙俄面向蒙俄、、服务全国服务全国、、开放开放
包容包容、、城乡融合城乡融合、、绿色发展绿色发展
的重要节点城市的重要节点城市，，并对全并对全
市乃至全区经济发展起到市乃至全区经济发展起到
巨大推动作用巨大推动作用。。

在此次农博会上，呼和浩特展区格外引人注
目，青城菜篮把绿色生态蔬菜带给老百姓；盆栽苹果
树，吸引了众多参观者去品尝；和林格尔县前窑子水
库有机鱼让塞北大地的水产品广为人知；托克托县
的豆腐、清水河的小香米几乎是人见人爱……

琳琅满目的展品让人眼前一亮，而生态有机
的特色更是让人追捧。

按照自治区提出的着力打造区域公用品牌的
要求，在今后一段时期内，呼和浩特市也将品牌打
造与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特
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以及绿色、有机等产品认证
紧密结合，聚焦品牌宣传推介、“三品一标”建设、
优势畜产品产地追溯、特优区建设、农畜产品加工
业提升、绿色农畜产品输出，重点打造提升区域公
用品牌，逐步构建全市上下合力推进农牧业品牌
提升的工作体系，加快呼和浩特市农牧业提质增

效，让优质农畜产品真正能够优质优价，让更多的
农牧户受益。

近年来，呼和浩特市坚持农业区域化布局、畜
牧业规模化发展，推动农牧结合。围绕玉米、小
麦、大豆三大主要作物，呼和浩特市划定320万亩
粮食主产区和特色农产品保护区。玉米主要集中
在土默特左旗、托克托县、和林格尔县、赛罕区等土
默川平原地带；小麦主要集中在武川县地区；大豆主
要集中在托克托县、清水河、和林格尔等丘陵地区。

同时坚持种养结合，构建规模化养殖带。在
土默特左旗、托克托县、和林格尔县，形成具有比
较优势的奶牛产业带，大力扩大青贮玉米种植面
积，推进订单农业模式，减少饲料供给半径，保证
青贮饲料供给与节约养殖成本；根据区域特点和
退耕还草政策，在和林格尔县、清水河县、武川县
重点发展肉羊养殖，形成优势产业带，利用当地

农业生产的副产品，如玉米秸秆、燕麦秸秆等作
为禁牧后肉羊舍饲养殖主要粗饲料来源；武川县
结合国家退耕还草政策，与蒙草抗旱公司联手，
大力推进退耕还草百万亩，肉羊养殖百万只战
略，取得效果明显。

呼和浩特市还因地制宜加快地区优势特色产
业发展，逐步形成了武川县马铃薯种植、托克托县
休闲农业、赛罕区设施农业、和林格尔县农畜产品
加工业等地区优势特色产业。开展耕地轮作试点
项目，清水河实施面积5万亩，采用玉米-杂粮杂
豆-马铃薯-玉米的轮作模式。开展耕地质量监
测点建设，已建设784个肥力监测样点，新建120
个市本级标准化耕地监测点。

农牧业区域化布局、标准化生产、规模化种
养、产业化经营，呼和浩特市充分发挥既有的气
候、土地、水利、交通、区位等优势，坚持“调结

构、引龙头、建基地、拓市场、优服务、促增收”工
作思路，选准路子大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不断
推动特色农产品生产向区域化、规模化、专业化
方向发展，特色农牧业基地逐步壮大，特色农牧
业发展取得明显成效。

农博会期间，展会承办方内蒙古青城金谷
农牧业发展有限公司与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
发市场签订合作协议，双方将以供应链平台
为基础，共同推动呼和浩特优质绿色农畜产
品搭建在京供应渠道。北京新发地农产品
批发市场是北京交易规模最大的国家级农
产品中心批发市场。双方利用项目所在地
独特的区位优势，通过对园区掌握的现有资
源，进行最大限度整合，努力把呼和浩特国
际农业博览园打造成北部边疆地区重要的
绿色农畜产品供应链平台，真正实现永不落

幕的农博会，也让更多优质绿色农畜产品走
出内蒙古、走向全国。

“从今年起,农博会每年都将举办一次。 呼
和浩特将全力以赴做好各项组织、服务,保障
工作,努力把呼和浩特国际生态农博会办成隆
重热烈,节俭务实的盛会,办成友好交流、真诚
合作的盛会,办成产销双赢、成果丰硕的盛会,
努力打造西北地区规模最大、展品最全、交易
成果最丰硕的全国知名农博会之一。”呼和浩
特市委、市政府的决心为呼和浩特市农牧业发
展提供强劲支撑。相信呼和浩特市能更好地
发挥首府城市和区域性中心城市优势,更好地
融入推动农牧业优质高效发展的新思路,新理
念,更好地探索实现新时代农牧业高质量发展
的新模式,新路径,助推农牧业高质量发展和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通过搭建农博会这一农牧业展示交易平台通过搭建农博会这一农牧业展示交易平台，，呼和浩特市收获的不仅仅是沉甸甸的投资交呼和浩特市收获的不仅仅是沉甸甸的投资交
易订单易订单，，同时也为呼和浩特市现代农牧业发展培育了新动能同时也为呼和浩特市现代农牧业发展培育了新动能。。

呼和浩特——中国乳都。
随着乳业双雄伊利、蒙牛的崛起，联接农业和

畜牧业、地头到餐桌的奶业成为这里的支柱产业，
奶业的蓬勃发展，强劲带动了相关农牧产业的跨
越式发展。

奶业作为呼和浩特市农牧业主导产业，在全
市农牧业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加强奶源
基地建设，巩固中国乳都地位，努力在全区甚至全
国率先实现奶业振兴，这是呼和浩特市奶业发展
目标。一直以来，呼和浩特市秉承“种好草、养好
牛、挤好奶”的总体思路，成功打造了敕勒川优质
奶源基地，积极探索种养结合良性发展之路，引领
着中国奶业养殖模式的转变。

地处北纬41°至45°黄金奶源带上，呼和浩
特发展奶业的优势可谓得天独厚。呼和浩特从
2000年确立奶业兴市发展战略至今，全市农业现

代化不断迈出新步伐，农牧业规模化、标准化、机
械化、品牌化水平不断提升，一批优质绿色农畜产
品走出内蒙古，走向全国。伊利、蒙牛跻身全国乳
品企业十强，当地15个农牧业企业商标被评为中
国驰名商标。中国乳都已成为呼和浩特市一张引
以为傲的城市名片。

呼和浩特市奶业依托伊利、蒙牛两大龙头
企业的带动，基本形成从饲草料种植和加工、奶
牛繁育到乳品加工、销售、运输等比较完善的乳
业全产业链。在各级政府的推动和龙头企业的
带动下，奶牛养殖基地发展迅速，奶牛养殖规模
化、标准化、集约化都大幅度提高。2019年，为
实现奶业振兴，呼和浩特市在全区率先出台了
《呼和浩特市奶业发展扶持政策》（呼政发
[2019]8 号）和《呼和浩特市奶业发展扶持政策
实施方案》（呼政办字[2019]83号），从优质饲草

料种植、良种奶牛引进、优质性控冻精使用、牧
场新建及改扩建、牧业机械购置、从业人员培训
等 7 个方面的 8 个具体内容进行补贴扶持，
2019 年全市拟投入补贴资金约 1.4 亿元，为全
市奶牛养殖提供了良好的政策支持，创造了宽
松的发展环境。

制定了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营造良好的政
策环境、市场环境和政务服务环境，激发市场主体
活力，这是呼和浩特市向全社会发出的振兴奶业
的强烈信号，对于推动奶业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
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目前，呼和浩特市建成以土默特左旗、和林格
尔县、托克托县为核心的30万头奶源基地，奶牛
牧场164个，规模化程度达97%以上，平均单产达
8.2吨，平均每年为乳品企业提供优质奶源180万
吨。呼和浩特市奶牛养殖正在出现结构性转变，

呈现出多种模式共同发展态势，过去的农民庭院
式养殖基本退出，专业化、公司化运作的比例逐步
在提高。全市养殖场不仅在基础设施条件和经营
管理水平方面都有了明显的提高，生鲜乳营养指
标基本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在各级政府奶业振兴政策的引导下，呼和浩
特市确定力争到2022年，奶牛存栏稳定在50万
头，奶牛单产9吨，奶产量达260万吨。扶持壮大
羊奶加工企业，扩大奶山羊、奶绵羊养殖规模，奶
羊存栏达到 10万头，产奶量达到 5万吨。通过
本奶业振兴行动，全市奶源基地将在数量、质量
及结构上都得到充分的提高，提升中国乳都的整
体水平。

在2019此次农博会上，吸引众多国内外宾朋
关注的乳业科技创新发展论坛无疑是重头戏，来
自国内外的知名行业专家学者、企业家和行业从

业者代表近千人云集主会场呼和浩特国际农业博
览园，共同探讨乳业科技创新与发展，谋划奶业振
兴大计。

乳产业链特色展区更是突出展示了乳产业链
各环节新技术、新产品、新设备及新应用，为乳产
业从业人员、专家、学者、乳企之间提供了良好的
沟通、交流、学习、合作的平台。展区全面展示新
时代奶业发展所取得的成就，展示乳品企业国际
间的合作与交流成果，充分体现中国乳都的独特
魅力。

通过一流种源、一流饲草料、一流奶源基地，
打造一流加工企业，创建一流品牌，形成一流品
质，坚决守住奶业质量安全底线，呼和浩特可谓信
心十足。呼和浩特市将利用全球资源，助力中国
乳业高质量发展，推动中国乳都呼和浩特成为世
界乳业发展的新引擎。

从传统人工耕种到智能机械耕种，从靠天吃
饭到智慧大棚，从散户售卖到互联网销售……智
慧农业逐步深入农户家，给呼和浩特市农户们带来
了不一样的丰收体验。

“过去，我们都是把成熟的蔬菜卖给收购商，
再由收购商统一销售到市场。蔬菜层层加价，
可我们种植户挣得却不多。如今，我们村里人
也都学会网络销售，让最新鲜的、最天然的蔬
菜直接送到买家门口。不仅让我们农民看到
了逐渐增长的收益，也减少了中间差价，让买
家同样得利。”在农博会上，土默特左旗农民刘
保强介绍说。

在农博会上，像刘保强这样的农民比比皆
是。几乎每一个展台前，经销商都会告知买家关
注网络售卖平台。

为将农博会打造成北部边疆地区重要农牧
业展示交易平台，国际农业博览园准备建设初

期，呼和浩特市政府就专门组织团队赴陕西杨
凌取经学习。通过借鉴国家首个农业高新技术
示范区的发展模式，呼和浩特利用大数据、云计
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让内蒙古的优质农畜
产品插上“硬科技”的翅膀；同时，通过光电农业
技术种出“高端菜”，使用物联网大棚施肥控温、
云端互联网搭建自然农业生态圈……“学习借
鉴的过程坚定了我们建设农博园的想法。”呼和
浩特市农牧业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总建筑面积
12 万平方米的农业博览园周围将建成生态绿
色农业、休闲观光农业、现代科技农业等都市现
代农业项目。

据了解，随着5G+发展战略深入实施，大数
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迅猛发展，并
向农业领域渗透，智慧农业应运而生，智慧农业与
互联网技术实现了传统农业在生产阶段智能决
策，自动控制和精准管理，使农业生产更加科学，

要素应用也更加高效，在销售阶段拓宽信息渠道
与流通渠道，提供个性化服务，使传统农村的“产”
更小更紧密，农业质量与经济效力有利提升，成为
推进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力量。

在此次农博会现场，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展会
承办方内蒙古青城金谷农牧业发展有限公司还设
立了农畜产品智慧供应链公共服务区，农博商城、
阿里巴巴国际站、京东内蒙古特色馆、敦煌网、内
蒙古电子商务促进会、中国社会扶贫网等12家供
应链服务机构为参展企业、观众现场提供农牧产
业供应链咨询服务，并免费为参展商提供农博商
城上线服务，确保农博会各类优质参展产品在展
会闭幕后，仍可以通过现场平台持续交易，打造永
不落幕的农博会。

近年来，呼和浩特市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
导向，初步建立了符合首府实际的现代化产业体
系，同时也面临着深入推进农牧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实现软实力升级的紧迫任务，特别是如何将
呼和浩特打造的中国云谷优势和农牧业发展创新
有机结合，发展智慧农业也成为呼和浩特市的一
项挑战和重要的机遇。

事实上，从产业优势来讲，呼和浩特的乳业不
仅在国内有绝对的竞争力，在世界上也有很大影
响力，“中国乳都”是呼和浩特一张引以为傲的
响亮名片，作为全国乳业发展的排头兵，呼和浩
特市依托产业基础、资源禀赋和政策扶持，奶业
生产规模迅速扩大，综合生产能力显著提升，规
模化养殖水平不断提高，奶业经济呈现良性健
康发展。

从区域优势来讲，呼和浩特市作为自治区首
府，发展现代农业和智慧农业有着先天的技术和
政策优势，特别是呼和浩特农畜加工企业较多，使
呼和浩特市农业得到了全面发展。

从发展基础来讲，和林格尔新区数据中心服

务器能力现已达到72万台，加上新建的73万台
服务器项目，新区服务器装机能力将达到145万
台，大数据应用和5G技术应用非常便利，同时呼
和浩特市农业综合化、机械化水平达到了87.6%，
85%的农户进入了产业化链条，为实现智慧农业、
种养加技术研发、人才培养等一体化的升级改造
打造好了良好基础。

可以说，呼和浩特市有发展5G产业与智慧
农业的先天优势。呼和浩特也坚持绿色兴农、品
牌强农，深入推进农牧业供给结构性改革，农牧业
综合生产能力实现重大跨越。随着产业发展实力
的不断增强，发展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呼和浩
特市无疑站在了加快发展现代农牧业发展的新起
点上，在大棚种植、精准农机作业、农业产品质量
溯源等领域广泛使用现代智慧技术及农牧业生产
不断向信息化、智能化发展，为智慧农业发展创造
了良好的条件。

最强中国乳都 助推乳业高质量发展

发展智慧农业 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

坚持生态优先 优化农牧业区域布局
宾朋满座。

2019首届内蒙古·呼和浩特国际生态农牧业博览会开幕式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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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机展示区农机展示区。。 优选品种的葡萄优选品种的葡萄。。 天赋河套天赋河套。。 农博会一角农博会一角。。

伊利展区伊利展区。。

蒙牛展区蒙牛展区。。

乌兰察布展区乌兰察布展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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