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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处祖国北疆的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是世界公认
的农牧业发展“黄金产业带”，同时也是国家重要的商品
粮基地和农畜产品供应基地。

近年来，除了发展传统的种植与畜牧等农牧产业，
赤峰市加快发展特色农牧产业，不断打造特色拳头产品，
持续做强区域公用品牌，力促更多优质绿色农畜产品

“破圈出道”。
“我们围绕特色品种和优势产业，抓好品牌建设，做

大做强‘敖汉小米’‘赤峰绿豆’‘赤峰荞麦’‘昭乌达肉
羊’‘牛家营桔梗’‘巴林左旗笤帚苗’等品牌，发展特
色产业，让好产品卖上好价钱，带动农牧民增收致富。”
赤峰市农牧局局长比其格图说。

药材种植开辟增收新渠道

冬日阳光正好，驱车行驶在赤峰市喀喇沁旗，远处
的山脉层峦叠嶂。记者来到牛家营子镇牛家营子村，村
党支部书记徐福东热情地端出热茶，屋内空气中瞬间弥
漫着淡淡的药茶香。

“从我记事开始，家里就是种药的，年轻时不懂，以
为药材就是随便种种，后来才知道这里面学问大着呢，
土壤、气候、温度、湿度等，还有如何选择合适的药材
品种。”年逾花甲的徐福东说，他见证了喀喇沁旗药材产
业几十年的发展，如今他也算是半个“土专家”，“自己
这些年到处去学药材种植技术，只有自己懂了才能带着
村民们一起科学种植，现在周边地区几百亩的北沙参、
桔梗等药材都是我带动种起来的。”

近几年，全国中药材 （蒙药材） 产业高质量发展大
会接连在喀喇沁旗召开，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药商常
驻于此。“现在我们当地的药材种植已经形成规模，产业
从产到销形成了闭环，有了属于自己的品牌，产品卖到
全国各地，甚至出口到国外。”徐福东一脸自豪地说。

徐福东介绍，牛家营子村仅一个药材种植合作社在
旺季时用工就达五六百人次，每亩药田至少收入 5000
元，药材种植业为农民开辟了新的增收渠道。

目前，牛家营子镇已拥有药材种子生产企业和合作
社 87 家，建设规模化种子种苗基地 2.98 万亩，年产药材种
子 30 万斤，繁育种苗年均 2.5 万吨，形成了完备的生产经
营体系、研发技术体系、质量控制体系和综合保障体系。

牛家营子镇在农田里种植药材，喀喇沁旗美林镇则
在林下种植药材。“我们坐拥 5.5 万亩耕地与 70 万亩广袤
林海，森林覆盖率高达 86%，森林资源资产价值近 10 亿
元，人均拥有林地达 20 亩之多。这片自然的馈赠，为美
林镇发展林下中药材产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美林
镇镇长张明旭介绍。

喀喇沁旗旺业甸实验林场，一望无际的森林早已覆
盖上一层白雪。雪层之下，柴胡、苍术、白鲜皮等多年
生的中药材作物埋藏其中，静待春天的到来。地表的冰
雪和枯叶，是这些药材来年开枝发芽的最好养料。

“我们立足林场实际，充分发挥本地丰富的林地资源
优势，盘活利用林下空间，积极探索发展林下中药材种
植，借‘绿’生‘金’。”旺业甸实验林场副场长马成功
介绍，该林场本年度完成了天麻、紫灵芝、毛慈菇等 8
个品种优质名贵中药材的引进和苗木培育，这种本土化
育苗的方式让群众看到这些新品种引进的可行性。

目前，喀喇沁旗药材种植面积 15.8 万亩，500 亩以上
种植基地达到 77 个，辐射带动周边地区种植 50 余万亩，同
28个省份建立稳定的供销关系，综合产值近 40亿元。

牧草产业释放生态经济双重效益

冬天的阿鲁科尔沁草原一片静谧，赤峰市阿鲁科尔
沁旗绍根镇巴彦温都尔嘎查，冷风阵阵。冬季草原没多
少草，牛羊要过冬，饲草料便是关键，而牧民巴彦宝力
高家的 60 头牛却不缺饲草料，原来他家今年种了 500 多
亩苜蓿草。“今年我家牧草产量达到了亩产 800 公斤以
上，打草打了两茬，第一茬全部卖掉了，挣了 40 多万
元，第二茬为牛群过冬储存了起来。”巴彦宝力高说。

在阿鲁科尔沁旗，优质牧草产业正逐步拓展、稳定发
展，从苜蓿草、燕麦草种植，到草颗粒深加工，再到规模化
肉牛养殖，“种养结合、以种促养”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

早些年，地处科尔沁沙地西缘的阿鲁科尔沁旗草原却
因连年干旱和过度放牧而严重沙化退化。为保护这片草
原，阿鲁科尔沁旗采取禁牧休牧、草畜平衡等多种政策，
同时积极探索寻找拯救沙化草原的良方。2008 年，全旗
第一个沙地节水灌溉紫花苜蓿种植试验成功，随后吸引
国内外知名牧草企业纷至沓来，现在当地优质牧草种植
面积达到 70万亩。

小小牧草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在牧草种植核心区的
绍根镇、巴拉奇如德苏木，各嘎查村党组织充分发挥党
建引领村强民富作用，深挖牧草种植带富潜能，积极引
导农牧民通过草牧场流转、土地入股、合作社务工等多
元方式致富增收，800 多户农牧民通过牧草种植，户均
增收 2万元左右。

巴彦宝力高所在的嘎查就在牧草种植核心区，当地
成立牧草种植合作社，种植 6700 亩苜蓿和燕麦草，平均
亩产量达到 800至 900公斤。

“种植优质牧草不仅改善了沙化的草场，牲畜也有了
‘口粮’。草原得到休养生息，牲畜长膘也快。”巴彦宝力
高笑道。

经过多年的保护与休养，曾经的沙化草原恢复了生
机。阿鲁科尔沁旗牧草种植核心区植被覆盖率增长到如
今的 90% 以上，全旗优质牧草种植单位产值较天然草场提
高 20 多倍，单位草场载畜量增加 60 多倍，年产干草 65 万
吨，占国内年优质商品草供应总量的 1/6，产值 12亿元。

“现在生态环境越来越好，经常能在草原看到狐狸、
野兔等动物，慕名而来的游客也越来越多了。”绍根镇党
委书记朝伦巴根说。

目前已有 23 家国内外知名企业进驻阿鲁科尔沁旗从
事牧草种植和草产品深加工，让这里成为国内乳业龙头
企业重要的饲草供应基地。阿鲁科尔沁旗草业示范园区
管理委员会主任苏胜坤介绍：“鲜美的牧草引来众多企业
陆续入驻，园区奶牛存栏达到 3.6 万头，年产鲜奶 25 万
吨。明年 7 月，飞鹤阿鲁科尔沁智能产业园将投产运营，
届时年可处理鲜奶 30万吨。”

葵花产业结出致富“金瓜子”

在赤峰市巴林右旗的万亩葵花加工示范基地，高科
技色选机正精准地将收获好的葵花籽按色泽分级。经过
质检、包装等流程，一袋袋颗粒饱满的“金瓜子”如小
山般堆叠，满载葵花籽的货车缓缓驶出，运往全国各地。

巴林右旗作为北方重要葵花种植基地，土地资源丰
富，交通便利，全旗积极推进土地整合以及农业产业结
构调整，引导农民集约化、规模化种植，成功实现了葵
花种植、收购、生产、销售一体化运作，构建葵花产业
产、供、销“一条龙”发展新格局。

宝日勿苏镇地处西拉木伦河下游，境内分布着许多
盐碱地，近年来，巴林右旗政府加大资金投入和技术指
导，对盐碱地进行根本性治理，让荒芜的土地变成丰收
的葵花田。

“葵花比较耐盐碱，我们这里昼夜温差大，经过有机
肥治理后的盐碱地，所产的葵花籽籽粒饱满、品质上乘，
很受欢迎。今年我种了 1000 多亩葵花，每亩能挣七八百
元。”宝日勿苏镇新井村村民张利民说。

如今，当地正致力于延长葵花产业链，让优质的小
瓜子就地加工转化，提高产品附加值。“我们要让葵花籽
既产得出，也卖得好。”内蒙古田园稻香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负责人赵永坤说，今年底，该公司在京蒙帮扶资金扶
持下，新建了一条葵花炒货产业生产线。

在此基础上，巴林右旗还坚持以文塑旅、以旅促产。
到了葵花丰收时节，游客们可以在悠扬的马头琴声与激
昂的歌声交织中，踏着欢快的节奏，漫步在一望无际的
金黄色葵花田中。“我们以花为媒，连续多年以葵花节形
式为‘农文旅’融合发展搭建桥梁，生态观光农业和现
代特色农业同步推进，塑造有‘里’有‘面’的生态宜
居新乡村。”巴林右旗农牧局副局长聂贵龙说。

如今，葵花产业已成为巴林右旗特色产业蓬勃发展
的“金色名片”。2024 年，全旗葵花种植面积达到 12.07
万亩，总产量 3.23万吨，产值在 4.8亿元以上。

“近年来，巴林右旗以完善葵花产业利益联结机制
为纽带，对葵花产业进行全产业链谋划，夯实种植链、
完善技术链、拉长价值链，因地制宜统筹区域葵花产
业布局，竭力打造集观赏、食用、采摘为一体的新型
葵花产业链，带动群众持续增收。”巴林右旗农牧局局
长图门乌力吉说。

（王中文、美令、阿木吉拉塔参与采写）  

冬日时节，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
市乌审旗寒风呼啸，图克镇呼吉尔特村
的羊肚菌种源基地内，一派热火朝天的
繁忙景象。村党支部书记张拴成正在生
产车间内制作羊肚菌营养包，培育菌种，
种植大棚内的工人们也忙着平整土地、
搭种植膜，准备入棚培养。

呼吉尔特村地处毛乌素沙地腹地，
每年农历谷雨节气前后，如果雨水充沛、
光照气候适宜，在沙柳、沙蒿等灌木丛
中就会生长出野生羊肚菌来，过去本地
不少村民会翻越一道道“沙梁”找寻采
摘，并拿到集市上卖。“可是这样不仅收
获不稳定，采集效率低，而且有可能破
坏植被，我便想着能不能在大棚里种植
羊肚菌。”张拴成说。

有了想法后，张拴成便与村两委成
员一起到四川、河北等地学习羊肚菌种
植技术。“羊肚菌对气温有特殊要求，一
年只能种植一季，生长周期 90 天，一般
是前一年 11 月份左右将菌种种进大棚，
休眠、培育、生长后，到来年 3 月迎来成
熟季。”张拴成说，“经过一次次不断试
种，我们终于取得了成果。”

掌握技术后，张拴成便联系其回乡
创业的企业家在村里投资建厂，把自己
学到的技能无偿教授给村民，并把培育
出的菌种平价卖给他们。“如今在张书记
的带动下，全村有几十户村民种植羊肚
菌。村里利用大棚冬春时节空闲期种植
羊肚菌，可以实现每亩增收 4 万元，去年
总产值达 500 余万元。”呼吉尔特村驻村
第一书记王宏说。

现在呼吉尔特村还为陕西、甘肃等地提供菌种供应，
并负责设计栽培和管理相关方案，实现了产品供应和技术
输出。张拴成也成为远近闻名的羊肚菌栽培专家，他的努
力让小特产成为大产业，为其他乡土人才树立了榜样。

为充分发挥乡土人才示范引领作用，促进乡村全面振
兴，乌审旗将全旗种植养殖能手、能工巧匠、民间艺人、
经营能人等各类“土专家”“田秀才”进行登记造册，建立
起乌审旗、苏木镇、嘎查村三级乡土人才库，出台乡村产
业“领头雁”、新型职业农牧民、乡土实用人才等一系列人
才支持政策，定期开展“土专家”“田秀才”“乡创客”“草
根艺人”等乡土实用人才评选表彰。

乌审旗还大力扶持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返乡创业
人员、农牧专业技术人才等到乡村创办领办农牧业企业、
农牧民合作社、家庭农牧场、农牧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等新
型经营主体，优先给予土地审批、创业贷款、税费减免等
优惠政策，进一步激活乡村发展的内在活力，推动地方特
色产业的蓬勃发展。

“接下来，我们将一如既往地将加强农村牧区乡土实用
人才队伍建设视为乡村全面振兴战略中的关键一环。”乌审
旗委组织部部长韩玉峰表示，“我们将通过实施乡村实用人
才振兴计划、农村牧区实用人才‘领头雁’培养选拔计划、
高素质农牧民培养计划、乡村工匠培育工程等一系列措施，
建立一支‘有觉悟、懂技术、会经营、善管理’的农村实用
人才队伍，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加快发展特色农牧产业

借“绿”生“金”，农牧民口袋鼓起来
本报记者  张  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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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党政同责  扛牢食品安全责任

坚持统筹推进。广西整合设立自治区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推动

全区食品药品安全领导机构整体升格。

完善协调机制。广西建立跨国、跨省、跨市食品安全区域协调机

制 ，创新成立 5 个食品安全专项协作小组 ，变“单兵作战 ”为“协同

作战”。

落实落细责任。全区 7.5 万名干部包保 48.4 万家经营主体，食品

安全总监和安全员依法配备率 100%，督导发现问题 4.6 万项，督导完

成率、问题整改率均达 100%，食品安全属地管理责任和企业食品安全

主体责任“两个责任”得到有效落实。

组织领导持续加强，食品安全责任进一步压实。

坚持紧盯重点  扎实开展排查整治

开展全面排查。全区“一盘棋”强力推进，高效完成对 60.99 万户

食品生产经营主体大起底、全覆盖、全对象、全过程排查。

抓好全面整治。实施问题闭环管理，建立问题清单、任务清单、责

任清单，督促逐个整改、逐项销号。排查整治提升行动发现问题，实现

100% 整治到位，取缔无证生产经营单位 32 家。

推动全面提升。广西建立长效机制，巩固行动成果，部署推动学

校食堂“三无三有”建设、食品安全风险“指南针”试点等工作，着力构

建“七化”（法治化+智慧化+信用化+网格化+社会化+专业化+预防

化）食品安全监管体系。

排查整治提升行动让全区食品安全风险隐患得到有效治理，食品

生产经营行为明显规范。

坚持综合治理  有效保障监管质量

监管要求更细。开展肉类制品专项整治，发现问题 6352 个；持续

推进小作坊花生油“互联网+监管”。监督检查生产企业 1516 家次，监

督检查小作坊 6754 家次，监督检查经营户 47415 家次，监督检查餐饮

户 65122 家次。

社会共治更好。广西成功举办 2024 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广西

系列活动，打造“八桂食安—食在广西  桂在安全”宣传品牌；持续推动

“八桂食安”志愿者服务队建设，创新组建“桂姐姐”志愿服务队、外卖

骑手志愿服务队，推动食品安全理念深入人心。

综合施治，推动了全区食品安全工作行稳致远。

坚持高水平安全  食品产业快速发展

突出标准引领。建成东盟国家标准化合作交流中心。制修订水

牛乳等地方标准 10 项，发布广西好粮油团体标准 2 项。目前，广西现

行有效的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共计 61 项。

打造特色品牌。广西持续加强培育特色品牌，全区农产品地理标

志保护产品和证明商标增至 376 个，14 个地理标志入围中国区域品牌

百强榜，上榜数量居全国第二。

强化发展支撑。广西推动防城港国际医学开放试验区成为全国

第一个建立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注册优先审评审批区域；举办广西

酸嘢北京推介会等系列活动，倾力打造广西酸嘢产业。

安全至上，质量先行，推动全区食品产业持续健康发展，系列举措

取得丰硕成果。全区规模以上食品工业企业突破 900 家，年产值达

3029 亿元。

未来，广西壮族自治区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将加快实现广

西食品药品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

量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贡献力量。

  数据来源数据来源：：广西壮族自治区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广西壮族自治区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广告广告··

2023 年以来，广西壮族自治区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狠抓食品安全与产业高质量发

展，全区食品安全形势稳定向好。广西食品安全评议考核全国排名持续提升，南宁市、钦州市

获评“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实现历史性突破，食品安全群众满意度、评价性抽检合格率均

为历史最好水平。

智慧农贸市场建设卓有成效智慧农贸市场建设卓有成效

1212月月 33日日，，20242024年广西食品安全与年广西食品安全与

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在防城港市召开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在防城港市召开 1010月月 2121日日，，举办举办““食品安全宣传周食品安全宣传周””广西启动仪式广西启动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