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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土高新区“链式发展”加速金属材料产业“出圈”
□本报记者 刘向平 通讯员 贾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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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海

通辽

呼和浩特

“哇，这锡林郭勒奶酪真是太美
味了！浓郁的奶香在嘴里回味良久，
让候机的时光都变得美好起来。”在
呼和浩特市白塔机场候机楼 13-14
处的锡林郭勒区域公用品牌形象店
里，消费者孙先生尝完锡林郭勒奶酪
后，脸上露出了满足的笑容，忍不住发
出赞叹。旁边另一位消费者张女士也
连连点头，兴奋地说：“是啊，原本候机
时还有些疲惫和烦躁，这一口锡林郭
勒奶酪下去，心情都瞬间愉悦了，真的
太神奇了！我要
买回家分享给我
的家人。”

这家位于呼
和浩特市白塔机
场候机楼的锡林
郭勒区域公用品
牌形象店，该店为
同城同质同价店
铺，是锡林郭勒奶
酪品牌在首府建
设的又一重要官
方门店。2023 年
9月，锡林郭勒奶
酪区域公用品牌
在呼和浩特市正式对外发布，首批17
家生产经营主体获得品牌授权。今年
新一轮再次授权52家生产经营主体，
至此锡林郭勒盟已有69家奶酪生产经
营主体获得品牌授权。目前已相继建
成4家官方门店、9家授权门店、3个线
上官方旗舰店，真真切切地把纯正的
锡林郭勒奶酪产品分享给全国人民。

锡林郭勒广袤无垠的草原，赋予
了奶酪独特的灵魂。当阳光倾洒在绿
茵茵的草地上，成群的牛羊悠然自得
地漫步，它们所产的优质奶源，便是锡
林郭勒奶酪的源头。奶酪制作师傅们
用传承已久的工艺，精心雕琢着每一

块奶酪，将草原的精华凝聚其中。拿起
一块放入口中，初尝时，那醇厚的奶香
瞬间在口腔中弥漫开来，带着微微的甜
意和独特的发酵香气，仿佛是一场味蕾
的狂欢。它的口感浓郁而顺滑，在舌尖
上缓缓化开，给人一种无与伦比的美妙
感受。这样美妙的感受也让锡林郭勒
奶酪成为越来越多喜欢和追求高品质
奶酪人群的首选。

锡林郭勒奶酪区域公用品牌是锡
林郭勒盟深入实施品牌发展及奶业振

兴战略，加大区域公用品牌建设力度，
推进地方特色乳制品产业高质量发展，
有效带动和促进农牧民增收致富，经政
府背书全力打造的优质农畜产品品
牌。品牌创建以来，通过强化顶层设
计、完善管理制度、加强产权保护、深化
品牌宣传、拓展销售渠道，品牌建设基
础不断夯实，知名度和影响力不断提
升。通过开展品牌授权，奶酪授权经营
主体产品销量显著提升、经营收益稳步
提高、销售渠道不断拓展、消费群体持
续壮大，盈利情况明显优于未授权经营
主体，走出一条奶酪品牌发展与促进农
牧民增收的“双赢”之路。

锡林郭勒奶酪区域公用品牌知名
度和影响力的显著提升，是因为在品牌
建设之初，锡林郭勒盟就锚定打造“锡
林郭勒奶酪·中国人自己的奶酪”的目
标，研究制定奶酪品牌授权使用管理办
法，夯实品牌运营管理基础，高标准推
进奶酪品牌建设。锡林郭勒奶酪在坚
持高起点规划的同时，还建成锡林郭勒
奶酪追溯防伪系统，对原奶进场、产品
生产环节进行全程溯源管理，推动品牌
产品全方位管控，让“锡林郭勒奶酪·中

国人自己的奶酪”口
碑更加深入人心。

一路走来，锡林
郭勒奶酪被越来越
多的人喜爱，但锡林
郭勒奶酪走向全国
的脚步从未停止。

“下一步，我们将聚
焦锡林郭勒奶酪区
域公用品牌运营管
理，继续抓好追溯体
系、标准体系、品控
体系、产品体系、宣
传推广、渠道建设等
工作，推动品牌运营

管理提质增效、质量管控提档升级、品
牌传播街谈巷议、销售渠道突围扩面，
切实发挥品牌引领带动作用，推动地
方特色乳制品产业高质量发展，为建
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贡献品
牌力量。”锡林郭勒盟品牌建设促进中
心主任闫利军说。

如今，锡林郭勒盟大力实施品牌战
略，加大区域公用品牌建设力度，强化
质量管控，深挖品牌价值，不断拓展销
售渠道，积极建设运营线上线下官方销
售渠道，努力让优质农畜产品走出锡林
郭勒大草原，以最大诚意把纯正的锡林
郭勒奶酪产品分享给全国人民。

草原奶酪等待
更多味蕾邂逅

□本报记者 张璐

巴彦淖尔

锡林郭勒

本报巴彦淖尔 5月 27日电 （记
者 薄金凤）日前，巴彦淖尔市辣椒产
业协会第一届第一次全体会员大会在
临河区召开。会上，审议并通过了《巴
彦淖尔市辣椒产业协会章程》《巴彦淖
尔市辣椒产业协会会员管理办法》等，
助力辣椒产业高质量发展。

巴彦淖尔市辣椒产业协会会长温
埃清介绍，“辣椒产业协会将发挥平台
优势，围绕国际国内辣椒产业布局及政
策方向，聚焦辣椒产业长远发展，推进
辣椒生产、加工、仓储、物流、品牌一体
化发展，实现辣椒全产业链升级蝶变。”

2020 年以来，巴彦淖尔市辣椒种
植面积连续4年翻番，实现了跳跃式发展。从分散种
植的“小农经济”到迈开规模化、集约化发展步伐，该
市辣椒产业初步实现“种植、粗加工、深加工、销售”全
产业链发展格局。

“虽然辣椒产业兴起的形势喜人，但我们也清楚
地看到，在产业规划、科技赋能、精深加工、品牌建立
等方面还有所滞后，辣椒产业发展预期不确定性增
多，后续发展存在一定制约因素和市场风险。”温埃清
介绍，“巴彦淖尔市辣椒产业协会，将就辣椒产业发展
进行牵线搭桥、构建平台、提供服务，充分发挥协会职
能作用。”

据悉，巴彦淖尔市辣椒产业协会将组建辣椒专业
专家团队，对种植户、从业者进行全程指导、培训服
务，推广辣椒优良品种和优质高效增产技术，带领农
户、带动企业开拓市场，推进辣椒产业健康有序发展。

截至目前，巴彦淖尔市已种植辣椒27万亩左右，
基本是订单种植，主要分布在临河区、乌拉特前旗和
杭锦后旗，以酱用辣椒和朝天椒为主。酱用辣椒亩产
5000多斤，朝天椒亩产 3000多斤，产出的辣椒部分
销往贵州、四川等地，部分本地自己加工出售。

辣椒产业在全市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市旗
（区）两级相继出台辣椒产业扶持政策，助力群众实现
产业、就业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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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草茵茵，畜群悠然，夏日里的兴安盟科右前旗乌兰毛都风
景如画。日前，“万亩草原千斤肉，百口大锅煮旅游”——科右前
旗第二届百口大锅宴暨乌兰毛都草原风景区开园仪式举行，草
原风景与民俗文化的激情碰撞，拉开了兴安盟夏日草原风情游
的序幕。

活动现场，边境马帮精妙绝伦的马技表演迅速点燃了现场
游客的热情。富有民族特色的蒙古
长调和舞蹈为杭盖草原带来了欢乐、
幸福的民族团结赞歌。炊烟袅袅的
百口大锅里炖煮着千斤肥美草原羊
肉，肉香四溢，为来自全国各地的数
万名游客送上了最纯正的草原味道。

今年夏季，兴安盟乌兰毛都草原风景区结合地域文化优势，
新增了《札萨克图婚礼》实景剧、帐篷客民宿、民族美食等特色业
态，进一步满足游客“吃、住、行、游、购、娱”的旅行需求。

今年夏季，兴安盟结合地域风貌、自然风光、民俗风情、美食
风味等，打造多种文娱体旅产品、开展各类文旅体融合活动，策
划推出了红色旅游、乡村旅游、草原旅游、森林旅游等观光性旅
游线路；研学、避暑、康养、自驾露营等拓展性旅游线路；亲子、婚
恋、冰雪等主题旅游线路。

“同时，兴安盟将推出自驾、避暑、康养、体育、非遗、研学等
旅游线路产品27条，并举办为期一个月、含‘10+N’主题特色活
动的兴安盟那达慕暨大学生草原旅游节，让游客朋友来了有收
获、回去有念想。”兴安盟文化旅游体育局局长乌兰格日乐说。

本报呼和浩特5月27日讯 （记者 刘洋）春播一粒粟，秋收
万粒籽。今年以来，呼和浩特市积极应对农业生产中的各种挑战，多措
并举、齐头并进，全力以赴确保春耕春播工作的顺利进行。据农情调度，
截至5月15日，全市农作物总播种面积达478.35万亩，进度已超七成。

已播种面积中，粮食作物播种面积 446.25 万亩，同比增长
2.6%；玉米播种面积354.46万亩，马铃薯播种面积38.41万亩，其他
谷物播种面积33.79万亩，小麦播种面积16.87万亩，豆类播种面积
2.72万亩。预计6月中旬完成自治区下达全部播种任务。

当前呼和浩特市农区土壤一类、二类、三类墒情分别占比16.2%、
30.9%、52.8%，较5月上旬有所下滑。据农情调度，全市玉米、小麦、
马铃薯等主要作物已出苗115.37万亩，同比增长8.53%，其中一类
苗、二类苗、三类苗分别为52.77万亩、39.4万亩、23.2万亩。

春播期间，呼和浩特市农牧部门组织农业专家和科技人员进
乡入村，围绕关键节点与主推技术，开展田间管理技术指导，全力
帮助农民解决生产中遇到的问题。

下一步，呼和浩特市将进一步以惠农项目为抓手，坚持藏粮
于地、藏粮于技，密切监测作物苗情和土壤墒情，做好防灾减灾工
作，盯紧粮食生产，为全市粮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春播面积已超七成

本报通辽5月27日电 （记者 鲍庆胜）“多亏了镇政府向
上级部门协调的抗旱应急水源工程，我们再也不用靠天吃饭了。”
通辽市奈曼旗义隆永镇南梁村党支部书记崔晓军站在蓄水池旁
看到蓄水池内满满的水，激动之情溢于言表。

南梁村和大营子村是义隆永镇相邻的两个村，共有梁上旱田
5000亩，因地理条件原因，打不出水井，导致只能种植抗旱农作物，
但还是由于水源不足，这片土地被贴上“三年两不收”的标签。

2023年，义隆永镇政府协调京蒙帮扶资金700万元，为大营子村
新建输水管道4.2万米、南梁村新建输水管道2.4万米，打机电井12眼，
安装变压器5台，架设高低压线路总长5.6千米，配套井房、潜水泵等相
关附属设施。今年，项目如期投入使用，保障了春耕时期基本用水。

崔晓军介绍，这片旱田涉及全村457户 1200余人的人口地，
人均 1.5 亩左右，抗旱应急水源工程能使每亩地增收粮食作物
500斤，可直接实现人均增收700元。

项目通水后，义隆永镇南梁村党支部利用村集体收入资金
10万元建设蓄水池一处，1天能浇灌100多亩农田。

据项目施工方介绍，该项目还涉及大营子村土地3000亩，涵
盖农户326户800余人，为农户带来了可观的效益。

据了解，去年，通辽市下达京蒙协作资金21176.5万元，专项
用于产业协作、消费帮扶、乡村振兴、就业帮扶、人才培训、基本公
共服务等项目。2024年，该市已下达京蒙协作资金21182.1万元。

让久旱的农田“喝饱水”

本报乌海5月27日电 （记者 郝飚）5月25日，记者从乌海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近日，乌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与巴彦淖尔市、
阿拉善盟市场监督管理局共同签署《市场监管领域一体化发展合作框架
协议》。此举将进一步推进自治区西部盟市市场监管领域一体化发展，
为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按下“快进键”。

《市场监管领域一体化发展合作框架协议》明确，三地市场监
管部门将按照“优势互补、合作共赢、政府推动、市场主导、先行先
试、率先发展”的合作原则，充分发挥各地比较优势，加强政府各个
层面的沟通，建立合作机制，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
用，在市场监管、检验检测、政务服务等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先行
先试，探索转变发展方式，着力构建与一体化相适应的管理模式。

《市场监管领域一体化发展合作框架协议》约定，签约各盟市将
以区域公共服务协作互动发展为导向，统筹推进和拓展延伸公共服
务深度合作共享，探索推行“一件事”跨域通办服务，持续推动各盟市
间电子营业执照信息共享，建立企业登记注册快速反应通道及跨区
域档案迁移便利化工作机制；促进城市群范围内检验检测认证技术
资源共享，实现检验检测和认证结果互认；加强知识产权和质量发
展合作，开展跨区域的商标侵权、假冒伪劣等违法案件的联合执法；
发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优势，对信用状况较好的经营主体
开通“绿色通道”；共享“黑名单”，强化对失信企业的联合承接，促进
经营主体信用提升，进一步落实自治区“诚信建设”工程。

与毗邻盟市合作
打造市场监管“一把尺”

兴安

全力推进“三北”及
各类生态工程建设

□本报记者 李新军 通讯员 张梁诚

扶苗定根、提水浇灌……在鄂温克族自治旗“三北”防护林工
程补植补造现场一派繁忙景象，植树人员热情高涨、分工协作，在
大家共同努力下，一株株樟子松树苗迎风挺立；在莫力达瓦达斡
尔族自治旗尼尔基镇乌尔科村“三北”工程示范基地，参加植树活
动的人员精神饱满、干劲十足，挥锹铲土、填土踩实……

随着自治区2024年第 1号、2号总林长令的签发，全力打赢
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的号角在呼伦贝尔大地吹响。呼伦贝尔
市各旗市区具备开工条件的21个工程项目均已破土动工，2024
年防沙治沙“三北”工程及各类生态建设工程攻坚战正如火如荼
进行中。

据了解，呼伦贝尔市全年预计完成防沙治沙26万亩，造林及
补植补造 34.02万亩，种草改良 123万亩，森林抚育 59.41万亩，
义务植树 350万株，建设自治区森林乡镇 8个，自治区乡村绿化
美化示范村17个。截至目前，呼伦贝尔市已完成2024年全年目
标的32.64%，累计共完成各类生态建设项目70.65万亩，涉及造
林及补植补造 1.62万亩，种草改良 11.022万亩，森林抚育 58.01
万亩。此外，通过8类尽责形式开展全民义务植树活动，折合完
成义务植树91万株。

新巴尔虎左旗甘珠尔沙地综合治理巩固提升项目新巴尔虎左旗甘珠尔沙地综合治理巩固提升项目。。

呼伦贝尔

万亩草原千斤肉万亩草原千斤肉 百口大锅百口大锅""煮旅游煮旅游""
□本报记者 高敏娜 通讯员 包宝音德力格尔

近几个月来，为了解决子公司包头震
雄铜业有限公司原材料需求不足问题，并
与其形成完善的铜产业链，提高双方的盈
利能力，实现供给结构平衡发展。位于稀
土高新区希望工业园区的包头华鼎铜业发
展有限公司，实施了年产10万吨铜电解改
扩建项目，项目全部投产后，可实现年产值
300亿元，将满足未来3年至5年，包头市大
力发展风电光伏等装备制造新动能板块增
加的精铜需求，实现产能就地转化。

今年，稀土高新区以企业集中、产业集
聚、资源集约的“园中园”，作为产业发展的
重要支撑点和着力点，积极打造“铝及其深
加工、铜产业循环经济、新型钢材料”等先
进金属材料产业链。推动以华鼎铜业、震
雄铜业、包头希铝等为代表的企业，生产体
系耦合发展，产业要素高效关联，持续筑牢
园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基。

最近几天，在包头威丰稀土电磁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 0.08mm极薄取向硅钢带生
产线上，“科技春风”的浸润，正演绎出“百
炼钢”变身“绕指柔”的传奇，推动企业极薄
取向硅钢系列产品跻身行业“头阵”，广泛
应用于医疗、雷达、国电网、高铁信号指挥
系统等中高频400赫兹以上的高端领域。

“多年来，我们系统研究了无底层取向

电工钢制备、精密冷轧钢带板形控制、绝缘
涂层质量控制及在特殊工况下的磁性能评
价体系等极薄取向电工钢制备关键技术，开
发出成套的工艺和装备。下一步，我们将进
一步扩大产能，让好技术得到更大范围的推
广应用。”公司相关负责人张力钧表示。

铜丝可以细到什么程度？在包头稀土
高新区希望工业园区，包头震雄铜业有限
公司给出了惊人的答案：直径 0.016毫米，
相当于一根头发的1/7。

记者走进震雄铜业生产车间，300余台
拉丝机、400余名工人正在有序作业。目
前，该企业已形成从铜冶炼到铜导体深加工
10万吨/年的铜加工产业链，建成年产值达
百亿元的铜深加工基地。产品广泛应用于
光伏、新能源汽车、通讯电子、航空高铁等高
端电子线缆领域。2024年计划产销量 7.2
万吨，预计营业收入达到45亿元。

据悉，希望工业园区是稀土高新区的
“园中园”，园区占地12平方公里，集聚规模
以上先进金属材料企业11家，是内蒙古循
环经济试点示范园区。

今年以来，包头稀土高新区向“新”发
力，围绕“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依托丰
富的金属资源及原材料优势，牵引带动先
进金属材料高端化、融合化发展。

据介绍，目前，稀土高新区先进金属材料
产业已经形成了以包头希铝为龙头的电解
铝、铝深加工以及配套循环经济产业链；华鼎
铜业为龙头的电解铜、铜深加工及生态经济
产业链；威丰新材料高磁感取向硅钢金属新
材料基地，并着眼打造以高磁感取向硅钢材
料为核心的输变电产业链的全新产业布局。

铜产业循环经济产业链围绕华鼎铜业
初步形成了“矿产-阳极铜-电解铜-铜导
体”“矿产-SO2-硫酸”“矿产-阳极铜-冶
炼渣-重选回收”等循环经济产业链。华鼎
铜业目前形成了年产12万吨阳极铜、10万
吨电解铜、60万吨硫酸的生产规模。震雄
铜业与华鼎铜业形成产业链上下游互补，
现有产能10万吨。

新型钢材料围绕包头威丰稀土电磁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10万吨高磁感取向硅钢项
目，具备自产母材、轧制、退火、涂覆涂层的
全工艺链条生产极薄取向电工钢，是西北地
区和内蒙古唯一拥有取向硅钢生产线、从事
高性能电工钢研发与制造的民营企业。

打造特色产业集群，推动经济高质量发
展。稀土高新区将产业发展转化为推动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最大推动力，围绕“一业一策”
三年行动计划，坚持“区域经济特色化、特色
经济产业化、产业经济集群化”原则，加快建

设多元发展、多极支撑的现代产业体系。
该区牢牢把握“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

化”发展方向，积极发挥科技创新引领作用，
紧盯华鼎铜电解改扩建、新格10万吨铝灰
铝渣综合利用、包头常铝10万吨再生铝回
收利用等项目建设，着力解决超精细铜合金
丝原材料依赖进口、铜产业链延链补链等发
展难题，为高端超精细铜产业链战略安全做
好技术储备。大力实施“双倍增、双提升”和
规上企业研发活动“三清零”行动，坚持做好

“科技体检”“科技特派员”和“四个一”行动
重点工作，集聚创新资源要素、培育多元创
新载体、构建创新服务体系，多措并举唱好
创新“重头戏”，全力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呈现

“百花齐放”的良好局面。
目前，稀土高新区以希望园区为代表

的“园中园”，形成了从电解铝铜到精铝、精
铜杆、板、带、箔、丝全产业链加工体系，
2023年实现工业总产值429亿元。

“下一步，我们将重点在延链、补链、强
链上下功夫，积极引进建筑、装饰用铝板、
电线电缆、汽车用线束、铜箔等项目，大力
发展稀土铝、稀土铜、高纯氧化铝等新型金
属功能材料，不断完善先进金属产业链，促
进产业不断转型升级。”稀土高新区园区建
设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活动表演活动表演。。

开心的游客开心的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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