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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九月，放眼通辽大地，田垄由

绿转金，处处好“丰”景。

促进粮食生产，政策是关键。通

辽市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已制定印发

《通辽市千万亩现代节水高产农业示

范区建设方案》《2024年通辽市农牧业

科技培训工作实施方案》《通辽市2024

年推进玉米单产提升行动实施方案》

等一系列文件。

为提升农技人员业务水平，全市

选送100余名市县乡三级拥有高级、中

级专业技术职称的农技骨干，赴南京

农业大学、福建农林大学等地开展脱

产业务培训，组织500余名普通农技员

在呼和浩特市等地进行知识更新培

训。上半年，全市已通过线上线下相

结合的方式举办培训班959期次，培训

市县两级农技人员 1161人次，培育科

技示范户1670人。

为充分发挥基地的示范引领作

用，通辽市以玉米新技术集成与推广

示范基地为核心，采取“1+8+N”模

式，建设优质高效增粮示范基地 20

个，建设玉米单产提升百亩田 100

个、千亩方 80 个、万亩片 12 个，创建

高产镇 20 个、高产村 295 个，面积约

300万亩，示范带动面积 1000万亩以

上；在全市搭建“看禾选种”平台 10

处，展示示范作物品种 334 个。把种

子作为加快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芯

片”，2020 年以来，全市农牧业领域

累计转化新品种科技成果 52 项，正

在研发的新品种 15 项、新技术 5 项、

新模式 2项。

人才下乡、技术下田，到位的科技

服务是丰产的硬支撑。今年，全市创

新实施“1+3”工作机制，即1名科技工

作者对接服务3个嘎查村，帮助基层实

现农业增产、农民增收。目前，已有34

名科技工作者对接服务100个嘎查村，

组织开展了 150场（次）实用技术培训

和现场技术指导活动，面对面为 4300

余户农牧民提供农技服务。解决吃饭

问题，根本出路在科技。只有将科技

与农业生产相结合，才能更好带动粮

食丰收。为此，该市与中国农科院作

物科学研究所签订了科技包市、科技

包县协议，建立了5个李少昆老师专家

指导站，成立了玉米高产研究中心。

2022年以来，累计建设“科技小院”12

家，刚性引入内蒙古农业大学等高校、

科研院所7个专家团队。

2019年，汇民盛丰合作社与李少

昆团队合作推广玉米密植滴灌精准调

控技术，推动传统耕作方式迅速转

型。2023 年玉米单产达到 2000 斤

（14%水分干粮），较 2022年亩均增产

100斤至 300斤，玉米单产连续3年刷

新万亩片最高纪录。

库伦旗与京东农业科技共同打造

了全国首例荞麦行业全链路数字化项

目，在种植基地安装了摄像头，建立了

田间气象站、病虫监测仪器，对荞麦从

种植到收获的生长情况、机械作业开

展情况、田间管理、病虫害防治等实时

监测；开鲁县在小城子村玉米单产提

升示范基地打造了智能化田间管理平

台，对虫情、苗情、墒情及病情进行监

测……高标准农田和相关配套基础设

施建设让田间管理和收获更加便捷，

科技支撑为粮食生产提供了更多保

障。

科技支撑 藏粮于技
□赵彦臻

收获甘薯。 张启民 摄 颗粒归仓。 白敖敏 摄

□郭洪申 杨永娜

金秋沃野，岁稔年丰，通辽大地上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9月22日，通辽市以“喜迎丰收 悦来通辽”为主题的2024年“中国农民丰收
节”盛大开幕，重点围绕“庆丰收、展丰收、赛丰收、品丰收、晒丰收”5个篇章开展系列活动。活动主会场设在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在8个旗
县市区设分会场，同期举办丰收节活动。辛勤耕作的人们，共同迎来收获的时节。

当日上午9时，丰收节活动在舞蹈《庆丰收》中拉开帷幕，欢快的旋律、优美的舞姿，点燃现场观众的热情。各类精彩节目轮番上演，舞台
上的欢歌热舞将人们对于丰收的幸福、喜悦和期许展现得淋漓尽致。

在丰收节品鉴区，人头攒动、热闹非凡，有的摊位前甚至排起了长队。“这个甘薯真甜，一会儿买几斤回家。”“牛肉干多少钱一斤？给我拿
二斤。”“这个葡萄和以前吃的不一样，这个更甜！”大家品尝着各具特色的农产品，由衷地发出赞叹。

在蟹王比赛现场，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评审团队从外观、重量、速度等方面，详细记录参赛螃蟹的数据，评选出最优质的螃蟹。科左
后旗双胜镇长利家庭农场刘长利的螃蟹获得“蟹王”称号，并蝉联两届冠军，他说：“今天再次获得‘蟹王’称号，非常高兴，感谢这个平台让全
市人民了解我们的好螃蟹。”

在现代农机装备展示区，拖拉机、播种机、农业无人机等各类现代化、高效环保的农机纷纷亮相，成为丰收节的一大亮点，展示着农业机
械正向着科技化、智能化迈进，也为农机生产企业及农机用户搭建了一个展示、交流的平台。

丰收节里话丰收。丰收节不仅是对农民劳动成果的最好致敬，也是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抓手。
通辽市农牧业资源丰富，是国家重要商品粮基地和畜牧业生产基地，农业和畜牧业生产连稳连丰，农畜产品质效双优。近年来，该市以

助力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为目标，推动玉米、肉牛两大主导产业转型升级，红干椒、荞麦、甘薯、水稻等特色产业百花齐放，走出了
一条“全产业链开发、全价值链提升”的农牧业现代化发展新路子。

农业兴则根底强，农民富则国家盛，农村稳则社会安。翻开农业高质量发展通辽“答卷”，寻丰收色彩、看丰收笑容、听丰收声音，一项项
特色产业蓬勃发展，一个个和美乡村亮丽多彩，一张张朴实笑脸幸福满满……

春华秋实、岁物丰成。在希望的田野上，每一滴汗水都见证着农民的辛劳，每一个季节都在为新的收获筑牢基础。满了“粮袋子”、甜了
“果盘子”、富了“口袋子”，这是农民群众的期盼，也是乡村振兴路上越来越美的风景。

农牧业资源富集是通辽市的优势也

是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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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的重要指

示精神，为农牧业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

向。

通辽市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

殷嘱托，聚焦聚力抓好“五大任务”落实，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着力打造特色

优势产业集群，蹄疾步稳打造现代农牧业

强市。

作为国家重要的商品粮基地和畜牧

业生产基地、内蒙古的“粮仓”和“肉库”，

通辽市始终坚持调结构、促转型，全力推

动粮食单产再提高、牲畜养殖再增效，不

断扩大数量、提高质量、增加产量，致力于

将优势产业做大做强，不断攀越更高更远

的发展目标。

玉米是通辽市的当家作物。一粒玉

米能产生多大价值？通辽市用实实在在

的行动给出答案。

在梅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一粒玉米

被“吃干榨净”，应用于调味、生化、饲料、

医药等多个领域。

在金玉锋生物科技大健康产业园生

产车间，一粒粒玉米经过液化、糖化、发

酵、提取等工序，被加工成麦芽糊精、山梨

醇等产品。

近年来，通辽市围绕打造玉米全株

产业链，引进梅花生物、玉王生物、华曙

生物等 30多家重点企业，规上企业年加

工转化玉米 80多亿斤，不断加快玉米生

物产业链条的培育、发展和延伸，产品已

形成 13大类 200多个品种，深加工带来

的高附加值让“粮袋子”和“钱袋子”一起

鼓了起来。当前，全市正在围绕糖、酸、

药、醇等方向，打造世界级氨基酸基地和

国家级原料药生产基地，推动产业链向

食品级、药品级高端延伸，努力实现一产

供二产、二产拉一产、一产二产三产不断

融合发展。

通辽市是远近闻名的“黄牛之乡”，肉

牛种质资源、品种改良、养殖规模、交易数

量、品牌价值、服务体系 6项指标位居全

国地级市前列，贯通一二三产。2023年，

肉牛存栏、育肥分别达到 385.8 万头和

31.5万头，肉牛全产业链产值达到 404.9

亿元。

走进通辽市肉牛产业园内蒙古九匠

牛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人们正有序

对牛肉制品进行加工、包装，一道道严格

的处理工序保证了牛肉制品的独特品质

和特色。

目前，通辽市肉牛产业园已入驻九匠

牛、雅鲁牧场、马本斋村等30家牛肉食品

加工类企业。园区正积极推动以基金招

商模式破题牛产业发展，与和君集团、广

东天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等牛产业链上

下游头部企业对接洽谈，全方位延长肉牛

产业链条，最大化兑现“通辽牛肉”品牌价

值，全力打造国内最大牛肉产品集散中

心。

写好“牛”文章、做强“牛”经济，已成

为全市上下的共识，坚持用工业化思维谋

划肉牛产业发展，在资源深加工、延伸产

业链、提高附加值上下功夫，推动肉牛产

业全链条发展。

三产联动 融合发展
□徐健

农业品牌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

标志，培育发展农业品牌是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加快建设现代农牧业强市的重要抓

手。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鼓励各地因

地制宜大力发展特色产业，支持打造乡土

特色品牌。

今年 8 月 24 日至 25 日，第十七届

（2024）牛业发展大会在通辽市隆重举

行。会上，通辽市发布了“通辽牛肉”品

牌，签约肉牛产业招商引资项目35个，总

金额达168.46亿元。

近年来，通辽市不断汇聚品牌力量，

做强“通辽农品”，持续为现代农牧业高质

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从“通辽黄玉米”

到“科尔沁牛”、从“开鲁红干椒”到“库伦

荞麦”再到“扎鲁特草原羊”，目前，全市农

产品地理标志达到 5个，共有 61个农畜

产品列入农业农村部名特优新农产品名

录。截至2023年末，全市绿色食品、有机

农产品有效用标企业 106 家、认证产品

266个、产品产量56.29万吨。

品质是品牌的前提，是抵御市场风险

的基石。“通辽农品”能够获得认可、打出

名气的背后，离不开过硬的产品品质。

“通辽黄玉米”以其容重高、营养含量

高、霉变率低、含水率低“两高两低”的优

良品质，在东北乃至全国独占鳌头；科尔

沁牛肉以其安全、营养、味美、鲜嫩等诸多

优点和大草原天然无污染“绿色食品”等

优势，赢得了国内外客商的青睐；“开鲁红

干椒”红色素、维生素、辣椒素、氨基酸含

量远高于国内其他地区椒品，是“老干妈”

“康师傅”等知名品牌的供应原料……

为了维护品牌权威性和公正性，通辽

市加强对农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的规范

管理，按照“一个公用品牌、一套管理制

度、一套标准体系、多个经营主体和产品”

原则，逐步形成政府统一领导、行政主管

部门指导、农牧业企业共同参与的农畜产

品区域公用品牌评（认）定和评估机制，确

保产品品质。

农业品牌越亮，越能产生好效益，有

效的营销推广是农业品牌走向市场的关

键环节。今年，通辽市先后组织各类企业

参加 2024中国国际食品及配料博览会、

2024 年中国品牌日活动、第二十一届

（2024）中国畜牧业博览会、内蒙古优质

农畜产品进雄安推介活动等相关展会，进

一步提升品牌影响力。选派人员参加第

二届“内蒙古农推官”大赛，8人获得“通

辽市优秀农推官”称号。同时，充分利用

广播、电视、报刊等传统媒体和微博、微信

等新媒体，宣传推介农牧业品牌。依托电

商平台，组织实施“互联网+”农畜产品出

村进城工程，推进优质特色农畜产品网络

销售，推动展览展示与品尝体验相结合、

线上线下相融合，不断拓宽销售渠道，促

进产销对接。2023年，全市通过组织百

余家企业参加各类博览会、展销会 19余

场次，助力企业签订合作意向订单 30余

份，产品远销北京、上海、广州等地。

十年树企业，百年树品牌。打造农业

品牌，要久久为功、千锤百炼。农业品牌

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形成合力方能见

效。政府要加强政策引导，优化农业品牌

发展环境；企业也要强化主体地位，激发

品牌创造活力和发展动能，推动品牌标准

化、特色化、国际化发展。这也要求必须

全链条打造育品牌、全过程监管树品牌、

全方位塑造铸品牌，不断提升品牌知名

度、美誉度和影响力，让“通辽农品”的金

名片立得住、擦得亮、叫得响。

品牌赋能 久久为功
□白菊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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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新农村。 张启民 摄

机械收割。 白敖敏 摄

多好的西红柿。 张启民 摄

专家测产。 胡建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