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机奶项目施工鸟瞰图。

7 月，呼伦贝尔市阿荣旗的伊利
有机乳制品项目及奶源地建设如火
如荼。作为伊利在自治区内投建的
首个项目基地，阿荣旗正同步推进工
厂和奶源基地建设。依托伊利有机
乳制品项目，阿荣旗举全旗之力推进
奶源基地建设。未来，这里将成为全
球最大的有机原奶加工基地。阿荣
旗项目，是伊利在自治区内布局的重
要一环，也是内蒙古奶业振兴进程的
缩影。在国家和自治区奶业振兴规
划之下，伊利勇挑重担，密集启动一
系列重大项目，描绘了宏伟的乳业集
群蓝图。未来，地处北纬黄金奶源带
的内蒙古，必将是世界高端乳品市场
上一道亮丽风景线。

热火朝天的施工场景。

杜志强（右）与“专班”负责人赵明磊（左）在讨
论工作。

谷洪波（右）和李景龙（左）在青贮地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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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利阿荣旗布局中的内蒙古奶业振兴进行时伊利阿荣旗布局中的内蒙古奶业振兴进行时

“杜十六”的眼力与眼光杜志强是个“老伊利人”——
来伊利21年，任投资管理部投资经
理 9年。从 2011年任现职以来，杜
志强的足迹走遍全国，选定合适的
工 厂 和 牧 场 位 置 ，谈 项 目、搞 建
设。今年 7月 20日，杜志强再次来
到阿荣旗。这次他是与笔者一起，
走访伊利呼伦贝尔有机乳制品项
目建设进展。

2019 年，自治区提出奶业振
兴计划，伊利率先扛起奶业振兴的
重任，将原计划在自治区外投资的
项目几乎全部转移到自治区内，大
手笔筹划布局内蒙古奶业产业集
群。因此，杜志强的工作重心也转
向自治区内。阿荣旗，是杜志强在
内蒙古选中的第一个项目。

阿荣旗地处北半球黄金奶源
带，拥有广袤的农田和草场，充裕的
工业用地、悠久的种植养殖基础以及
良好的营商环境。但是，由于阿荣旗
地处自治区东北部，距离需求更旺的
南方市场较远，项目运营之后必将产

生高昂的物流费用。加之该地天气
寒冷，企业投资成本也更高。受限于
这两大原因，多年来，一直没有大型
乳品企业在阿荣旗投资建厂。但为
了响应自治区政府的号召，带动我区
奶业振兴发展，伊利毅然决定将项目
落地阿荣旗。经过多次磋商，2019
年11月，总投资45亿元的呼伦贝尔
市·伊利集团绿色智能高端有机乳制
品示范项目落户阿荣旗。伊利将在
这里建设一座现代化的乳品加工厂
及三座规模化牧场。

2月28日，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杜志强逆行来到阿荣旗。零下20摄
氏度，杜志强和时任阿荣旗委书记栾
天猛等主要领导顶风冒雪，选定了第
二个牧场的厂址，成为伊利在疫情期
间第一个启动的项目。当天，选址的
新闻，被阿荣旗融媒体中心发布后，
在32万人口的阿荣旗，获得18万阅

读量，点赞超过16万，杜志强遂被笑
称为“杜十六”。

7 月 的 阿 荣 旗 ，高 温 ，赤 热 。
而伊利呼伦贝尔有机乳制品项目
工地一片忙碌：一台台机器轰鸣作
响、一辆辆运输车穿梭而过、几百
名工人争分夺秒，10 个单体项目
同时施工——这是阿荣旗正在上
演的全面推进奶业振兴战略中的
一个片段。工厂建设热火朝天，奶
源基地建设也不松懈，第一示范牧
场已经进牛，第二示范牧场以及社
会合作牧场等几个标准化奶牛养
殖示范牧场在紧锣密鼓建设之中。

当下，阿荣旗的伊利工厂和奶
源基地建设同步推进。伊利有机
乳制品示范项目一期工程，计划建
设高端有机乳制品加工基地和三
座规模化牧场，预计项目投产后，
可实现年产液态奶 53 万吨，产值

40 亿元。二期项目计划通过标准
化奶牛养殖牧场建设、智能乳品加
工厂建设，打造国家级的养殖和加
工一体化项目，实现优质奶牛存栏
达 到 30 万 头 ，日 均 收 奶 量 达 到
4000 吨。

依托伊利有机乳品项目，阿荣
旗举全旗之力推进有机奶源基地
建设。全旗规划实施奶源基地建
设项目 16 个，其中万头示范牧场 7
个，5000 头示范牧场 3 个，3000 头
示范牧场 6 个，全部为规模化标准
养殖牧场。到 2025 年，阿荣旗规
模化、标准智能化有机示范牧场将
达 40 个，全群奶牛饲养量将达到
30 万头，阿荣旗将成为全球最大
的有机原奶加工基地。

圈地阿荣旗之后，杜志强的目
光又投向新的项目地区，继续寻找
最优质的奶业生产和加工区域。
杜志强的标准，体现着伊利的价值
观。对最优品质的苛刻追求，是伊
利高于利润的选择。

构筑阿荣旗的崭新未来伊利项目落地同时，阿荣旗把
一张“项目手续办理时限路线图”
挂上了墙。包括该旗自然资源局、
工信局、环保局在内的 13 家单位，
在项目审批环节中的工作都被规
定时限，以路线图的形式标记上
墙。任何单位在审批环节拖了后
腿，都将被问责。

旗委旗政府配备了 16 个相关
科局一把手担任指挥长、所在乡镇
领导任副指挥长及两名脱产的公
务员组成的“专班”，为包括工厂、
牧场在内的 16 个项目提供“医护
式”服务。阿荣旗承诺，政府将为
伊利项目提供从“第一锹土”到“第
一滴奶”的全程服务。

旗委旗政府要通过“专班”模
式,在机制设计上，为企业营造最优
的营商环境。在实际操作中，这种
创新模式也的确大大提高了政企合

作效率。各单位通力合作，全力支
持奶业集群项目的推进。截至 4月
13 日，阿荣旗用 73 个工作日时间，
完成了43项前期审批手续，创下了
阿荣旗历史上的最快速度。

呼伦贝尔市副市长、阿荣旗委
书记栾天猛是项目总指挥。7 月
22 日，利用早餐时间，他向笔者讲
述了阿荣旗与伊利的结缘以及伊
利为阿荣旗带来的崭新未来。

阿荣旗区位优越、农业资源丰
富，全旗有 470 万亩优质黑土地，
土壤有机质含量在 4%以上。近
年来，阿荣旗借助全国农村改革试
验区机遇，实现了土地规模化经
营，培育万亩以上经营主体 80 家，
成为全国规模化流转面积最大的

旗县。十二五期间，阿荣旗粮食生
产连年增长，连续十次被评为“国
家粮食生产先进县”、先后获得“国
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国家东北黑
土地保护试点旗”称号。

然而，占全旗人口三分之二的
农业人口，可年生产粮食 30 亿斤，
却一直受产业结构单一所困。产
业结构单一、产业化程度低是制约
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农业
家庭的收入以种植为主，基本处于

“靠天吃饭”的局面，增收路子少、
收入不稳定。

在《阿荣旗“十三五”攻坚规
划》中，阿荣旗提出“稳粮、扩经、抓
畜”的经营模式，决心在种养结构
调整上狠下功夫。在阿荣旗产业

结构调整迫切需要突破口的时候，
伊利的奶业布局项目适时而来。

栾天猛说，奶业振兴、奶业发
展将成为阿荣旗高质量发展的战
略支撑。伊利这个世界级乳业企
业的入驻与发展，势必对阿荣旗社
会和经济带来深刻的变化，从种植
业的结构，到奶牛养殖的现代化，
延伸到包装、印刷、物流行业，到牧
业机械、饲料加工、动物保健、生物
制药等，最终形成一个多维度、立
体化的产业链集群。

目前，服务伊利工厂的包装企
业已经有入驻意向，已落地的伊利
项目和齐鲁生物制药在后续发展
中还将有战略合作与交集。在这
些项目的助力下，阿荣旗将打造成
为一个经济循环发展、绿色化的国
际型小镇，从传统的农业旗县华丽
转身。

复兴镇的转型与振兴为了了解伊利落地阿荣旗给
当地带来的变化，7 月 22 日，记者
来到阿荣旗复兴镇采访。45 岁的
谷洪波向笔者介绍了自己的转型
故事。2018 年，谷洪波在阿荣旗
复兴镇靠山村流转了 400 多户农
民的 3 万多亩土地，成为当地一名
种植大户。通过改进种植技术，谷
洪波的农田连年丰收，但农作物价
格却不由自己把控。

2018年，谷洪波收获1.6万吨大
豆。秋天大豆价格偏低，于是，谷洪波
将大豆存放到第二年春天再卖。本
以为行情会上涨，但赔上了储存费用，
作物还脱水减重，市场收购价格却仍
低迷，一年的辛劳，丰产并没有换来丰

收。谷洪波意识到，传统的种植业，靠
着扩大种植面积和提高单产，并不能
增收。走种养结合的结构调整之路，
才能真正掌握经营主动权。

就在谷洪波谋划养殖业发展
时，伊利项目落地阿荣旗。借此机
遇，旗委旗政府鼓励全旗种植大户加
入有机奶源建设项目，从传统种植业
转型为种养结合的新型农业模式。
2019年年底，就有13个种植大户和
农业企业加入了投资建设行列。

今年 1 月下旬，阿荣旗社会资
本方到北京、天津签订首批 1.62 万

头购牛协议。全旗 16 个示范牧场
总投资 43 亿元，资金构成包括基
金、债券、金融贷款、财政专项和社
会资本五部分。政府申请债券资
金，投资 8.13 亿元，为所有项目实
现“三通一平”。

为了全力推进奶业健康快速
发展，自治区、呼伦贝尔市、阿荣旗
和伊利集团相继出台多项扶持政
策。在政策扶持下，谷洪波筹资
2.6 亿元，建设 5000 头示范牧场。
5 月 23 日，阿荣旗奶业协会正式成
立，标志着全旗奶业进入组织化、

一体化的发展新阶段。
7 月 3 日，谷洪波的牧场项目

正 式 开 工 。 19 天 来 工 程 进 展 较
快，场地平整与土建项目同时进
行，夏秋短暂的施工季，工人们必
须争分夺秒地赶进度。今年 10 月
份，牧场订的首批 3000 头牛就要
进场了，在这之前土建工程要全部
完工。

明年，谷洪波将再流转 2 万余
亩土地用于种植青贮、燕麦和苜蓿
等。谷洪波说，今年他的土地将进
行有机认证，将来这片广袤的黑土
地会种植高质量的草料，为生产优
质有机奶服务。对未来持续和稳
定的发展前景，谷洪波充满信心。

幸福生活可期可待李景龙是谷洪波农场的一名员
工，也是将农田流转给谷洪波的农
民之一。在靠山村土生土长的李景
龙，大半辈子靠种地维生。没手艺
没文化的他，觉得外出打工背井离
乡，并不一定能改善生活，但 40 多
亩地靠天吃饭，让他一直生活在贫
困线附近。

往年，收成好，耕作一年可收入
2万多元。而如今，流转土地一年可
收入 1 万多元，加上他和老伴都在
农场工作，一年有 6万多元的收入，
还上了五险一金，生产生活方式变
化不大，收入水平却大大提高。李

景龙说，靠着养牛种草，乡亲们的生
活都会越来越好。

结束靠山村走访，车子驶过一
片片广袤的农田，等待收割的燕麦
草，散发着迷人的香气。夏季，阿荣
旗如风景画般迷人。服务于伊利项
目部的汽车租赁公司司机苗浩，带着
走访组3人，到返程必经的东光朝鲜
民俗村参观。大片大片的水稻，高高
的秋千和村里小河边垂钓的朝鲜族
老人，勾勒出鲜活的生活画卷。午后

的村落少有游人，独自酣畅淋漓地荡
一会儿秋千，是难得的放松体验。

在旅游资源丰富的呼伦贝尔，
阿荣旗确实存在感略微，但这个背
倚大兴安岭、面眺松嫩平原的农业
旗县，仿佛有着一扇童年的时光隧
道之门，通往未被城市化生活吞噬
的田园风光和乡土人情。

苗浩是土生土长的阿荣旗人，
他说，小时候乡间的小河里有很多

“蝲蛄”，是一种类似小龙虾的水生生

物，味道鲜美，抓蝲蛄是很多阿荣旗
的孩子们童年记忆。这里是他从小
玩到大的地方，如今他常带着儿子
来。闲暇时，约上亲朋好友，雇一辆
大巴车、带上啤酒，去山林间溪水旁，
炖上一锅羊肉，能忘掉紧张的工作和
生活的压力，享受为所欲为的快乐。

因为这些美好，苗浩不愿意离
开阿荣旗。伊利的工厂年底就要建
成了，他希望自己和妻子能去伊利
工作。他们在这里长大，也愿意在
这里变老。很多人相信，地方产业
结构的调整，将给这里 32万人口带
来生活的巨变。

奶业振兴之
内蒙古日记

奶业振兴，伊利握手阿荣旗。
这一举动，是伊利在我区内布局的
重要一环，也是中国奶业振兴进程
的缩影。2018 年，针对我国奶业
仍然面临着产品供需结构不平衡、
产业竞争力不强、消费培育不足等
发展现状，国家提出奶业振兴计
划，围绕奶源基地建设、乳制品加
工流通、乳品质量安全监管以及消
费引导等方面作出了全面部署。

奶业振兴，内蒙古适时而动。
作为全国奶业主产大区和最大的
奶源生产输出加工基地的内蒙古，
在 2018 年 提 出 了 发 挥 黄 金 奶 源
带、黄金草原带、黄金玉米带优势，
建设黄河、嫩江、西辽河流域和呼
伦贝尔、锡林郭勒草原五大奶源基
地的优化奶源布局蓝图。同时，要
在黄河、嫩江、西辽河流域和呼伦
贝尔、锡林郭勒草原五大奶源基地
配套建设青贮玉米、苜蓿种植基地
各 700 万亩，种养结合、就地就近
保障饲草料供应。

奶业振兴，伊利率先打出组合
拳。推动内蒙古奶业在全国率先
振兴，离不开龙头企业的担当，这
也 是 伊 利 的 职 责 与 选 择 。 2019
年，伊利出手了——东起呼伦贝
尔，西至巴彦淖尔，密集启动一系
列重大项目，以横贯东西之势打造
世界级横跨一二三产业的全产业
链乳业集群。充分延伸产业链上
下两端，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带动数百万人实现就业和脱贫
致富。项目全部落地之后，将产生
数千亿的经济价值和巨大的社会
效应，对内蒙古奶业振兴及经济高
质量发展必将产生强大的推动力。

呼和浩特市“敕勒川 30 万头
奶牛生态牧场示范项目”规划打造
绿色智能规模化牧场集群，全部建
成后奶牛存栏量将达到 30 万头，
日产生鲜乳 4500 吨。

巴彦淖尔市正在建设伊利集
团高端有机乳产业集群样板项目，
位于杭锦后旗的生态乳业园区项
目规划占地面积 1.5 万亩，规划奶
牛养殖规模 10 万头，未来将建设
18 个标准化奶牛场。

兴安盟·伊利集团绿色健康产
业创新示范区暨有机高端乳品智
能示范项目现已开工，全部达产达
效后，将为当地创造全产业链经济
贡献值 1800 亿元。

“通辽市·伊利集团高端乳、肉
双产业集群示范项目”将打造目前
全国唯一的奶牛和肉牛双产业集
群一体化现代农业资源综合开发
项目。

⋯⋯
目前，六大项目建设稳步推进

中，根据规划，还有三大项目将分
别落地包头、鄂尔多斯。未来，数
个国际一流的生产加工一体化项
目 将 在 内 蒙 古 的 大 地 上 拔 地 而
起。项目全部落地之后，将产生数
千亿的经济价值和巨大的社会效
应，对内蒙古奶业振兴及经济高质
量发展产生巨大的推动力。

内蒙古已成为伊利最重要的
产业布局之地，占据伊利未来生产
规模的半壁江山。8 项重大项目建
成投产后，伊利原奶供应量将翻一
番，生产能力大幅提高。内蒙古乳
业格局也将飞跃发展。

这一连串的举措，是伊利集团
党委书记、董事长兼总裁潘刚“党
建引领、产业带动、精准发力、全面
脱贫”十六字方针的充分印证——
贡献出以产业带动助力精准扶贫
的伊利经验——伊利推进重大项
目、发挥产业扶贫效应——全面拉
动各地种植业、养殖业、饲料加工、
乳品加工和物流、包装等上下游辅
助产业——直接和间接带动上百
万人就业、为更多人致富奔小康开
辟了宽阔道路。

贯通北纬 40°—50°区间，串
起的是全球众多优质牧场。自西向
东的北半球黄金奶源带，包括了爱
尔兰、荷兰、法国诺曼底、德国北部、
蒙古、日本北部、美国的明尼苏达州
等地区。这些地区出产的高品质的
奶源，占据世界高端乳品市场的大
部分市场份额。在这一黄金奶源带
上的中国内蒙古，正紧锣密鼓地建
设着高质量奶源和加工基地。未
来，在世界高端乳品市场中，内蒙古
必将是一道亮丽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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栾天猛（前排左二）和潘刚（前排右一）视察项目进展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