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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韩雪茹

时序更替、草木勃发，北疆沃野到处是欣欣向荣的景
象：从高标准农田建设到温室大棚改造，一批批现代农业
项目加速发展；从制种到种植，一个个标准化现代产业园
提档升级；从零星到“批量”，一个个绿色农畜产品品牌“焕
颜”出发……

2023年 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考察时强调，要
发挥好农牧业优势，从土地、科技、种源、水、草等方面入
手，稳步优化农牧业区域布局和生产结构，推动农牧业转
型发展，大力发展生态农牧业，抓好农畜产品精深加工和
绿色有机品牌打造，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推动农牧
业高质量发展。这为内蒙古全力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
生产基地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凝聚了力量。

关心与关怀，化作前行动力。一年来，内蒙古紧扣
“地、水、种”“粮、肉、奶”6个重点，树牢工业化思维、链式
思维、市场化思维，强化政策体系、组织领导、多元投入、科
技装备、深化改革等保障，构建以生态农牧业为引领，农牧
业重点产业链和特色产业链多元发展的农业体系。

科技引领，锻造农牧业新质生产力

在内蒙古的广袤原野上，现代农牧业技术的应用成为
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走进呼伦贝尔农垦苏沁农牧场公司的智慧农业信息
室，一块LED大屏十分“吸睛”。它与安装在农田里的智
能监测系统联动，随时采集各田块的土壤墒情、作物的生
长情况、作业机车的运行轨迹等农情信息，田间数据在此
汇总储存。

农田里装上“智慧大脑”有啥不一样？“过去种地靠经
验，现在种地看数据。你看，大屏幕上显示的是当前监测
到的土壤情况。用大数据进行生产过程管控，不仅省时省
力，而且精准高效。”正在利用智慧农业信息平台汇总数据
的技术员王宏伟说。

为了让农业生产更“智慧”，该农牧场“量身定制”搭建
起一个集耕地监测、自动化灌溉、农机管理、农产品溯源等
农事操作与管理为一体的现代化智慧农业信息平台，大大
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

“今年，农牧场计划种植大麦、小麦、油菜等作物，播种
面积将达到 34.11万亩。我们正利用智慧农业信息平台
对各地土壤进行综合分析测算，生成土壤适应性评价图，
结合前茬种植作物实际情况研判适宜播种作物。基于数
据研判结果，各生产队可提前谋划作物种植布局，抢抓
农时开展春播，并根据田间要素变化精准调整作物管理
措施，优化农业资源投入。”该农牧场农业副总经理尹虹
升介绍说。

农田里充满“科技范儿”已经不是新鲜事儿。如今，生
物育种、精准灌溉、无人机植保等科技感十足的农业生产
方式在北疆沃野遍地开花，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降
低了生产成本，不断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科技竞争力，激
发农业绿色发展动能。

科技引领锻造农牧业新质生产力。一年来，内蒙古以
科技为支撑，让更多发展的新理念、新模式、新技术、新品
种赋能农业生产，着力打造科技农业、绿色农业、现代智慧
农业新样板。

种业强起来。2023年，内蒙古启动了11个育种联合
攻关和13项“揭榜挂帅”工程，乌珠穆沁羊、蒙古马、华子
鱼分别入选国家十大优异畜禽和水产种质资源名录，马铃
薯、大豆良种繁育面积分别居全国第一和第三；国家肉羊
遗传评估中心和肉牛、肉羊生产性能测定中心落户内蒙
古，科技创新有效加强。

科技用起来。2023年，内蒙古创建 8个农牧企业国
家重点实验室，建成 186个长期稳定的农牧业科技示范
基地。国家乳业技术创新中心建成启用，并开展科研项

目 70 项、申请专利 97 项、发布标准 12 项。内蒙古还
首创农牧业“科技 110”服务模式，打通助农服务“最后
一公里”。

塞外粮仓的农业生产方式在悄然改变：夯实种业基
础、强化技术创新、推进模式升级……一场科技赋能的提
质增效变革，正在内蒙古大地蔓延开来。

三产融合，农牧业产业链日渐成势

今年4月，《关于2024年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中期绩
效评估情况的通报》公布，在全国49个国家现代农业产业
园中期绩效评估中，内蒙古和林格尔县、莫力达瓦达斡尔
族自治旗、杭锦后旗3个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分别位列
第四名、第十一名和第十五名，并争取到中央财政产业园
中期创建奖补资金6000万元。

此次中期评估重点审核产业融合、技术装备、绿色发
展、联农带农、要素集聚、资金使用、组织管理、模式探索和
材料完整性等方面内容。和林格尔县、莫力达瓦达斡尔族
自治旗、杭锦后旗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务实高效推进创建
工作，如期实现了阶段性创设目标。

产业兴则乡村兴。近年来，内蒙古将国家农业产业融
合项目建设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已构建起
国家、自治区、盟市、旗县上下联动、以点带面、梯次推进的
建设格局。目前，内蒙古已创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 11
个、自治区现代农牧业产业园 41个，带动各地建设了 50
个产业特色鲜明、要素聚集、生产方式绿色、一二三产深度
融合的盟市、旗县现代农牧业产业园。

高标准谋划推进产业园建设的背后，是内蒙古补链
条、聚集群，不断健全产业融合发展体系的坚实步伐。

内蒙古以链式思维抓产业，做大做强奶业产业链，“从
一棵草到一杯奶”全链条发力；做大做强肉牛、肉羊产业
链，提高资源整合度和发展集中度，推进种养加销全链条
发展；做大做强林草产业链，一手抓“为养而种”、一手抓

“生态惠牧”，大力发展生态草业……从蓝图到实践，农牧
业产业链日渐成势。

以农为体，以融为用，聚合优势要素，打通产业环节，
不断提升粮食的供给能力和产业韧性，始终是农业现代化
的重要课题。

一产往后延、二产两头连、三产连前端，内蒙古正在推
动建设奶业、肉羊、肉牛、马铃薯、羊绒等重点产业链，做强
奶业、玉米2个千亿级和肉羊、肉牛、马铃薯、小麦等10个
百亿级产业集群，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经营体系和生产体
系不断完善，有效增加优质绿色农畜产品供给。

品牌赋能，“内蒙古味道”香飘世界

爱上内蒙古，从爱上“内蒙古味道”开始。
锡林郭勒羊肉、呼伦贝尔草原羊肉、科尔沁牛、乌兰察

布马铃薯、兴安盟大米、敖汉小米、乌海葡萄、河套向日葵、
达茂草原羊……这些区域公用品牌成就了餐桌上令人难
忘的“内蒙古味道”。

今年的内蒙古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做优绿色生态的
“蒙”字标品牌。唱响“千里草原、万顷牧场，生态内蒙古、
绿色好味道”，实施商标品牌价值提升和地理标志运用促
进工程，让更多品牌叫得响、立得住、能赢人、可长久，让来
自大草原的好味道香飘万里、誉满全球。

4月 12日，来自12个盟市的80余家企业携300多种
特色农产品、预制菜产品亮相食博会·预博会，为海内外与
会者带来“草原盛宴”；

4 月 25 日，“绿品出塞——内蒙古优质特色农畜产
品进京”活动在北京举办,拉开了 2024 年京蒙协作消
费帮扶助农增收系列活动的序幕，现场签约额超 8000
万元；

5月10日，“蒙”字标大草原优品亮相第八届中国品牌
日。作为内蒙古品牌的重点板块,自治区农牧厅组织 13
家企业200多种产品亮相展区，充分展示了内蒙古绿色优
质农畜产品品牌风采；

……
树起一个品牌，激活一片市场。农牧业品牌建设既是

现代农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也是适应居民消费升级的迫
切需要。内蒙古健全品牌建设体系和评价机制，完善农牧
业品牌目录制度，助力农牧业高质量发展。

以区域品牌为带动、以企业品牌为主体、以产品品牌
为基础，内蒙古按照上下有层级、区域有特色、整体有优势
的品牌建设总体布局，使区域优势、资源优势、生态优势、
质量优势、人文优势转化为品牌优势，让“蒙”字标成为内
蒙古优质农畜产品的“代名词”。

数字说话。内蒙古 720个农畜产品被列入全国名特
优新农产品目录，数量位居全国第一；农畜产品质量安全
合格率连续 5年保持在 97%以上；2023年新认证绿色食
品产品319个、产量44.46万吨，有机农产品342个、产量
304.88万吨。

走绿色路、打优质牌，内蒙古优质农畜产品的“硬招
牌”正在立起来、亮起来，从田园到餐桌，内蒙古的农畜产
品正在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内蒙古2023年

粮食产量达到791.6亿斤

实现“二十连丰”

粮食播种面积、单产、总产“三增长”

粮食产量稳居全国第六
玉米、大豆、水稻、小麦、马铃薯、油菜、向日葵

7类主栽作物单产均创内蒙古历史新高
社会化服务快速发展

在5个旗县20个乡镇100个村

开展集中连片示范行动

农业社会化服务面积达到2880万亩

新增面积全国第一

【
见
闻
】

村里有了高产“法宝”
□本报记者 韩雪茹 实习记者 方圆

北斗系统为农机精准导航、无人机巡田采集数
据、智能系统“按需”灌溉……春耕时节，在通辽市科
尔沁区钱家店镇前西艾力村万亩数智化农场示范基
地，田间地头“科技范儿”十足。

“硬核”技术装备，为农业生产增“智”。“基地通过
配置智慧农机装备、大田智慧灌溉等系统，实现数据
精准分析、自动控制灌溉。只需手机轻轻一点，就可
以随时监测玉米长势。”通辽市汇民盛丰农民合作社
理事长马忠臣介绍。

通辽市地处世界三大黄金玉米带之一的中国东
北黄金玉米带。2023年，东北春玉米小面积、千亩方、
万亩片单产最高纪录以及内蒙古玉米单产最高纪录
均在通辽市产生。其中，万亩片最高产量出现在前西
艾力村。

玉米的高产“法宝”是什么？“这块地采用了密植
高产精准调控技术。”马忠臣一语道破。

与传统生产方式相比，引进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
术后，每亩地能多种2000株左右的玉米，所筛选的品
种成熟后含水量少，秋收时利用机械直接收获玉米籽
粒，效率高、省工省时，大大降低了劳动力成本。

自2019年通辽市引进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
以来，该市玉米亩均增产100公斤左右，多次刷新东北
春玉米区千亩方和万亩片大面积单产纪录。今年，自治
区农牧厅计划在全区示范推广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
技术1000万亩，应用范围扩大到全区11个盟市。

农民尝到增收“甜头”
□本报记者 韩雪茹 实习记者 潘佳慧

智能卷帘器、温室控制机、精准水肥一体化智能
控制机……在准格尔旗现代智慧设施农业产业园的
智慧温室大棚里，各类果蔬在自动化设备的精心“管
护”下茁壮成长，浓浓的“现代范儿”扑面而来。

园区主要打造北方高寒地区现代设施农业全产
业链标准化示范园，建设有322亩新型水蓄热内保温
装配式日光温室和年产5000万株的设施蔬菜瓜果集
约化育苗中心。

“日光温室配套安装了智能卷帘控制设备系统和
智能放风控制设备系统，可实现温室内湿度、二氧化
碳浓度的自动调控。园区通过‘政府支持引导+企业
共建运营+基地产业示范+农户参与’的联农富农模
式，让农户增收。”内蒙古中天现代农牧业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总经理徐文俊指着设备说。

温室大棚升级改造后，准格尔旗十二连城乡五家
尧村村民刘成厚尝到了增收甜头。去年9月，他第一
茬种了番茄，收入了8万元。最近，第二茬香瓜也进入
了采摘期。刘成厚掰着手指头算起了增收账：“棉帘
能自动起放，水肥都是自动控制，省时、省工还增产，
这1个大棚比往年要多收入2万多元。”

“据测算，现代化温室大棚每亩年产量比传统种
植高出30%至50%，设施农业区农民的生产经营收入
是传统农业区农民的十几倍甚至二十几倍。”鄂尔多
斯市农牧技术推广中心主任栾忠贤说。

2023 年，内蒙古设施种植业面积达到 235.5 万
亩。今年，全区设施种植业计划新增24万亩，改造提
升老旧设施5万亩。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本报记者 孟和朝鲁 摄）

【数说】

位于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的内蒙古中加农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试验田里，
科研人员正在进行田间观察。 张蜀雁 摄

内蒙古农牧业科学院谷子课题组成员查看谷子长势。 呼和浩特市赛音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的网纹瓜上市。

内蒙古特色农畜产品受到顾客青睐。

呼伦贝尔农垦集团进行机械化秋收呼伦贝尔农垦集团进行机械化秋收。。 王敏王敏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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