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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正值播种的关键时期，通辽市各地正
抢抓农时，推进大田玉米播种。

在科左中旗腰林毛都镇的田间地头，智慧
农业设施在阳光的照射下熠熠生辉。腰林毛
都镇副镇长邢浩说：“目前，镇内智慧农业平台
硬件设施已经全部安装完成，现在将开展网络
软件的设施搭建，完成后可实现我们项目区的
农田全自动化。”

高标准农田建设不仅是落实“藏粮于地、
藏粮于技”战略的重要举措，更是实现农业现
代化的必由之路。通辽市正以此为契机，努力
打造现代农业发展的新标杆。

自 2011年以来，该市累计建设高标准农
田 1200多万亩，其中浅埋滴灌高效节水高标
准农田661万亩，年节约农业灌溉用水6亿立
方米以上，粮食产量从2011年的121.8亿斤增
长到 2023年 189亿斤。连年丰产的背后，高
标准农田建设对破解产粮又缺水的矛盾起到
重要作用。

“以前地块小，大中型农机无法进去开展
作业，都靠人工，不仅浪费时间、人力，成本还
高，效果也不理想。等高标准农田项目建成
后，大型农机具就可直接开进田间地头了，机
械作业真是省事儿不少。”科左中旗宝龙山镇

前玛尼吐嘎查农民马卫青说。
“2024年，科左中旗统筹推进田、土、水、

路、林、电、技、管综合建设，遵循‘突出重点、多
措并举、集中连片、整体推进、综合治理、分期
建设’的原则，计划建设高标准农田100万亩，
春季开工建设 40万亩，项目地块共落实在 12
个乡镇、63个嘎查村，共分为12个子项目。”科
左中旗农牧局副局长张晓军介绍。

耕地面积 3200万亩的通辽市，是全国 23
个百亿斤粮食生产地级市之一。2023年，全
市粮播面积达1893.1万亩，粮食产量达到189
亿斤，实现“二十连丰”，稳居内蒙古自治区第
一。为了让“中国碗”装上更多“通辽粮”，通辽
市深入贯彻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
不断探索创新，在破解玉米增产增效瓶颈上下
足功夫，与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开
展深入合作，进行技术攻关、集成示范，积极推
广选用耐密抗倒品种，推行大小垄种植、合理
密植、籽粒直收等关键技术集成的密植技术模
式。目前，全市建成玉米密植精准调控高产百
亩田100个、千亩方125个、万亩片30个、高产
村18个、高产典型20个，推广玉米密植精准调
控高产技术面积 238 万亩，带动吨粮田面积
260万亩以上。

2024年，通辽市将打造千万亩现代节水
高产农业示范区，力争年内建设现代农业产业
园24个，建设高效节水高标准农田400万亩，
推广玉米密植精准调控高产技术模式 600万
亩，实施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 800万亩，将粮
食总产突破 190亿斤作为发展主要预期目标
之一。

“千万亩现代节水高产农业示范区建设
的总体目标是坚持‘节水优先、以水定地’原
则，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以土地
整合、规模经营为基础。”通辽市农牧局局长
邱军介绍，到 2026 年，通辽市将新建高效节
水高标准农田 600万亩、改造提升 600万亩，
同步推进已建成 600万亩高标准农田实现规
模化经营、社会化服务全覆盖。全部建成后，
年可节约农业用水 12亿立方米以上，全市农
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达到 0.69，实现地下
水采补平衡。

农田集中连片，道路沟渠平整通畅，现代
化设施设备广泛应用，大型机械施展自如
……随着高标准农田建设的不断推进，通辽
市的农业现代化步伐不断加快，为广大农民
带来更加丰厚的收入，也为国家粮食安全提
供坚实保障。

初夏初夏，，走进通辽市扎鲁特旗查布嘎图苏木走进通辽市扎鲁特旗查布嘎图苏木
王喜良家庭牧场内王喜良家庭牧场内，，一头头肉牛膘肥体壮一头头肉牛膘肥体壮。。近近
几年几年，，在旗农牧和科技部门帮助下在旗农牧和科技部门帮助下，，王喜良不王喜良不
仅对牛进行了品种改良仅对牛进行了品种改良，，还注册了家庭牧场还注册了家庭牧场，，
发展前景越来越好发展前景越来越好。。

““几年前几年前，，我们主要养本地黄牛我们主要养本地黄牛，，收入不是收入不是
很高很高，，并且一味发展黄牛数量会加速草场沙并且一味发展黄牛数量会加速草场沙
化化，，投入和收入也不成正比投入和收入也不成正比。。要想提高收入要想提高收入，，
必须得改良牛品种必须得改良牛品种。。””王喜良说王喜良说。。

20162016年年，，王喜良成立了家庭牧场王喜良成立了家庭牧场，，引进育肥引进育肥
11个月能长膘个月能长膘100100多斤的西门塔尔牛多斤的西门塔尔牛，，逐渐改良逐渐改良
了育肥了育肥1010个月才能长到个月才能长到800800斤的本地黄牛斤的本地黄牛。。现现
在家庭牧场饲养了在家庭牧场饲养了400400多头西门塔尔牛多头西门塔尔牛，，再加上再加上
卖牛犊的钱卖牛犊的钱，，全年养牛收入达到了全年养牛收入达到了150150万元万元。。

王喜良的家庭牧场是通辽市畜牧业发展王喜良的家庭牧场是通辽市畜牧业发展
的一个缩影的一个缩影。。

通辽市具有得天独厚的区位和资源优势通辽市具有得天独厚的区位和资源优势，，
既是世界玉米三大黄金带之一既是世界玉米三大黄金带之一，，也是世界肉牛也是世界肉牛
黄金养殖带黄金养殖带，，肉牛养殖历史悠久肉牛养殖历史悠久。。

为了让世界黄金玉米带和肉牛黄金养殖为了让世界黄金玉米带和肉牛黄金养殖
带的独特优势充分发挥带的独特优势充分发挥，，近年来近年来，，通辽市不断通辽市不断
巩固扩大粮食和肉类生产基础巩固扩大粮食和肉类生产基础，，推动国家重要推动国家重要
的粮食基地和畜牧业生产基地迈上更高台阶的粮食基地和畜牧业生产基地迈上更高台阶。。

20232023 年年，，内蒙古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工作报告政府工作报告》》
提出提出““支持通辽建设全国肉牛产业第一重支持通辽建设全国肉牛产业第一重
镇镇””。。同年同年88月月，，通辽市举办了中国通辽市举办了中国··通辽肉牛通辽肉牛
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发布发布《《通辽全国肉牛产通辽全国肉牛产
业第一重镇建设白皮书业第一重镇建设白皮书》，》，更加全面更加全面、、系统地谋系统地谋
划肉牛产业高质量发展划肉牛产业高质量发展。。

利好政策产生的叠加效应利好政策产生的叠加效应，，让通辽市肉让通辽市肉
牛产业的发展步伐飞速向前牛产业的发展步伐飞速向前，，随之而来的是随之而来的是
全产业链蒸蒸日上全产业链蒸蒸日上。。20232023年年，，通辽市完成牛通辽市完成牛
冷配冷配 165165..7878 万头万头、、深度育肥深度育肥 3131..4545 万头万头、、屠宰屠宰
加工加工 66..1414 万头万头。。大力推广精养精育养殖模大力推广精养精育养殖模
式式，，改造提升肉牛规模养殖场户改造提升肉牛规模养殖场户 5252 个个，，创建创建
肉牛养殖示范场户肉牛养殖示范场户 9696个个，，带动创建肉牛养殖带动创建肉牛养殖
示范村镇示范村镇 2020 个个，，建设改造育肥牛养殖场建设改造育肥牛养殖场 3030
个个，，盘活闲置规模化养殖场盘活闲置规模化养殖场 1010 个个，，精养繁育精养繁育

户达到户达到12001200户户。。
目前目前，，通辽市肉牛产业发展势头强劲通辽市肉牛产业发展势头强劲，，肉肉

牛饲养量牛饲养量 500500 万头以上万头以上，，拥有中国最高存栏拥有中国最高存栏
量量、、最多交易量最多交易量、、最大加工量和最好种质资源最大加工量和最好种质资源
等优势等优势，，是全国肉牛优势区域东北肉牛带是全国肉牛优势区域东北肉牛带、、国国
家活体牛储备基地和供港肉牛的重要基地家活体牛储备基地和供港肉牛的重要基地。。

通辽市农牧局畜牧科科长马海峰介绍通辽市农牧局畜牧科科长马海峰介绍，，今今
年年，，通辽市将围绕建设全国肉牛产业第一重镇通辽市将围绕建设全国肉牛产业第一重镇
总体目标总体目标，，以打造通辽现代肉牛产业高质量发以打造通辽现代肉牛产业高质量发
展示范区为抓手展示范区为抓手，，加快建设加快建设““一中心一中心、、三园区三园区、、
五基地五基地””，，坚持从市场开发端持续发力坚持从市场开发端持续发力，，实施种实施种
业提质创新业提质创新、、良种扩繁良种扩繁、、规模化集中育肥规模化集中育肥、、屠宰屠宰
加工倍增加工倍增、、科技赋能科技赋能、、市场拓展市场拓展、、品牌培育品牌培育、、数数
字赋能字赋能、、保障能力提升保障能力提升““九大行动九大行动””，，““反弹琵反弹琵
琶琶””带动肉牛产业高质量发展带动肉牛产业高质量发展，，推动肉牛产业推动肉牛产业
从全国地级市中数量第一向综合效益第一跃从全国地级市中数量第一向综合效益第一跃
升升，，实现种质资源实现种质资源、、良繁推广良繁推广、、养殖规模养殖规模、、屠宰屠宰
加工加工、、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产业发展保障能产业发展保障能
力力““六个全国第一六个全国第一””。。

通辽市农牧业资源富集，粮食和肉
类产量位居内蒙古之首，是内蒙古的“粮
仓”“肉库”。

近年来，通辽市把质量强市和品牌
建设作为转方式、调结构的战略举措来
抓，推动通辽市从内蒙古的“粮仓”“肉
库”向国人的“厨房”世人的“餐桌”转变。

“一直以来，市委、市政府把质量强
市和品牌建设作为转方式、调结构的战
略举措来抓，推动通辽农畜产品区域公
用品牌走出通辽走向全国。”通辽市农牧
局局长邱军介绍，2023年，通辽市新增绿
色食品认证企业 23家、产品 43个、产量
6.83万吨。

依托资源和区位优势，通辽市全力
推动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
加快推进玉米、肉牛两大主导产业转型
升级，因地制宜发展红干椒、荞麦、甘薯、
肉羊等特色产业，不断加大农产品品牌
建设力度，为助推农牧业转型升级、促进
农牧民多渠道增收提供了有力支撑。

为了深入实施品牌强市战略，通辽市
把“培育通辽品牌、打造品牌通辽”作为一
项重大任务，坚持“兴一个品牌、带一批产
业、强一方经济”的发展思路，积极推动

“品牌产品—品牌企业—品牌产业—品牌
文化—品牌城市”良性互动，全面丰富发

展内涵、增强产业活力、提升城市魅力。
2023年，通辽市大力发展绿色特色、

节水高效、防灾避灾型农牧业，着力推动
玉米、肉牛、肉羊、奶业、生猪、红干椒、荞
麦全产业链发展，打造一批市级特色农
畜产品优势区，争创国家优势特色玉米
产业集群。在同年7月召开的中国·通辽
区域品牌联合发布会暨招商推介大会
上，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通辽农品”正
式亮相。

从“通辽黄玉米”到“科尔沁牛”到
“开鲁红干椒”到“库伦荞麦”再到“扎鲁
特草原羊”，目前，通辽市农产品地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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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绿
色食品认证企业达到 104家、认证产品
260 个、产品产量 56.2 万吨。通辽品牌
正迎头赶上，成为国内国际市场抢手货。

2024年通辽市《政府工作报告》中提
出，将着力引进培育农牧业龙头企业，做
优肉牛、玉米、荞麦、红干椒、水稻、林果
等特色产业链，打造“通辽农品”品牌，推
动传统农牧业大市加速向现代农牧业强
市迈进。随着通辽市农畜产品知名度和
美誉度与日俱增，越来越多优质农畜产
品快速走出通辽，走出内蒙古，走向全
国，走向世界。

助推优质农畜产品出圈助推优质农畜产品出圈

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激活畜牧业新动能激活畜牧业新动能

荞麦之乡荞麦之乡。。 王金王金 摄摄

从盐碱地改造到高标准农田建设从盐碱地改造到高标准农田建设，，从农机从农机

具检修到农资储备具检修到农资储备，，从科技培训到车间育苗从科技培训到车间育苗，，

从接羔保育到草料保障……通辽市处处生机从接羔保育到草料保障……通辽市处处生机

盎然盎然、、热闹非凡热闹非凡。。

通辽市是农牧业大市通辽市是农牧业大市，，素有素有““中国草原肉中国草原肉

牛之都牛之都””和和““内蒙古粮仓内蒙古粮仓””美誉美誉，，粮食和肉类产粮食和肉类产

量均居内蒙古自治区首位量均居内蒙古自治区首位。。作为国家重要的作为国家重要的

商品粮基地和畜牧业生产基地商品粮基地和畜牧业生产基地，，该市始终坚持该市始终坚持

调结构调结构、、促转型促转型，，全力推动粮食单产再提高全力推动粮食单产再提高、、牲牲

畜养殖再增效畜养殖再增效，，不断扩大数量不断扩大数量、、提高质量提高质量、、增加增加

产量产量，，蹄疾步稳打造现代农牧业强市蹄疾步稳打造现代农牧业强市。。

□郭洪申

蹄疾步稳打造现代农牧业强市蹄疾步稳打造现代农牧业强市蹄疾步稳打造现代农牧业强市蹄疾步稳打造现代农牧业强市蹄疾步稳打造现代农牧业强市蹄疾步稳打造现代农牧业强市蹄疾步稳打造现代农牧业强市蹄疾步稳打造现代农牧业强市蹄疾步稳打造现代农牧业强市蹄疾步稳打造现代农牧业强市蹄疾步稳打造现代农牧业强市蹄疾步稳打造现代农牧业强市蹄疾步稳打造现代农牧业强市蹄疾步稳打造现代农牧业强市蹄疾步稳打造现代农牧业强市蹄疾步稳打造现代农牧业强市蹄疾步稳打造现代农牧业强市蹄疾步稳打造现代农牧业强市蹄疾步稳打造现代农牧业强市蹄疾步稳打造现代农牧业强市蹄疾步稳打造现代农牧业强市蹄疾步稳打造现代农牧业强市蹄疾步稳打造现代农牧业强市蹄疾步稳打造现代农牧业强市蹄疾步稳打造现代农牧业强市蹄疾步稳打造现代农牧业强市蹄疾步稳打造现代农牧业强市蹄疾步稳打造现代农牧业强市蹄疾步稳打造现代农牧业强市蹄疾步稳打造现代农牧业强市蹄疾步稳打造现代农牧业强市蹄疾步稳打造现代农牧业强市

特色农产品展示推广。 张启民 摄

扎鲁特旗东萨拉养牛合作社标准养殖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