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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报记者 宋 浩

盛夏时节，从北京去往呼
伦贝尔的飞机上俯瞰，大地就如
同一幅波澜起伏的立体画卷，一
路向北，绿色开始越来越浓，最
终来到了一片翠绿的“海洋”。

走进鄂伦春自治旗（以下
简称“鄂旗”）京蒙协作乡村振
兴产业园区，还未到呼伦贝尔
福禧粮油有限公司的豆油加工
车间，阵阵油香扑面而来。厂
长刘福山指着现代化的生产车
间对中国城市报记者说：“厂子
年加工有机和非转基因大豆
3万吨，产出有机和非转基因豆
油3000吨，有机和非转基因豆
饼 2.5 万吨，实现产值 1.5 亿
元。工厂能有今天，可离不开
他们的帮助。”

刘福山口中的“他们”，指
的是北京市第六批东西部协作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挂职
团队（以下简称“呼伦贝尔分
队”）的队员们。从参与脱贫攻
坚会战到转战乡村振兴战场，从
资金扶持到人才输入，他们带
着首都人民对呼伦贝尔大草
原的深厚情谊，用奉献精神凝
聚成攻坚克难的“北京力量”，
在草原上谱写了一曲协同发展
的时代赞歌。

引进首都资源

草原绽放产业之花

“只要你去过呼伦贝尔大
草原，你就会再也忘不了‘她’，
没有再比‘她’更美的草原了。”
在《呼伦贝尔大草原》词作者克
明的眼中，生态优美风光旖旎
的这片草原犹如一位美丽的母
亲，萦牵着每一颗游子的心。

茫茫林海、辽阔草原，河湖
连片、景色醉人，这是呼伦贝尔
大草原留给游客们的美好形
象。但在高速发展的工业经济
时代，好生态缺乏产业支持，就
成了一张难以变现的远期存
单。这种情况，对于地处林海
深处的鄂旗和莫力达瓦达斡尔
族自治旗（以下简称“莫旗”）尤
为明显。呼伦贝尔分队从一开
始就谋定要在产业上发力，经
过数十年的努力，一番产业兴
旺的新景象已然呈现。

在鄂旗贝农食用菌加工有
限公司的产品展示区，各种食
用菌加工产品琳琅满目。“这是
烘干车间，这是冷冻生产线，这
是蘑菇酱加工线……”公司总
经理刘亚江告诉中国城市报记
者，他们公司是借助京蒙协作
资金建起来的，目前已经成功
带动大批周边地区蘑菇种植户
发家致富。

“呼伦贝尔地区冷冻期长，
农作物病虫害少，是天然有机

食品的理想生产地。”鄂旗旗委
常委、副旗长李卓告诉中国城
市报记者，这里生产的大豆油、
蘑菇等农产品是出口市场上的
抢手货。

“我们这两年的重要工作
就是将呼伦贝尔市的绿色优
势、区位优势、资源优势当成

‘梧桐树’，将北京的市场优势、
科技优势、资金优势当成‘金凤
凰’，吸引北京资源落地呼伦贝
尔，推动实现两地优势互补、互
利共赢。”呼伦贝尔市政府副秘
书长、呼伦贝尔分队领队徐建
生在接受中国城市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下一步，呼伦贝尔分队
将充分发挥挂职干部桥梁纽带
作用，协调首都资源，推进当地
产业向纵深发展。

“近一年来，北京投入鄂
旗、莫旗的资金及物品合计达
2.2亿元，实施项目83个，其中
产业类项目 16 个，落实资金
1.34亿元。”说话间，来到了一
个中药材种植基地，徐建生指
着连片的芍药花意味深长地对
记者说：“我们的工作就是要让
北京的资源在这里扎下产业之
根、开出产业之花。”

卖出好产品

靠品质进入北京大消费市场

“呼伦贝尔地区生态优势
明显，是天然的优质农副产品生
产基地，而北京作为超级大都
市，拥有强大的消费能力。”在徐
建生看来，为呼伦贝尔好产品和
北京消费大市场建立通路，不仅
将助力呼伦贝尔地区的乡村振
兴，对优化北京供应保障体系也
将起到促进作用。

京蒙扶贫协作开展以来，
北京市西城区、石景山区与呼
伦贝尔市鄂莫两旗深度协作，
先后实施了食用菌深加工、肉
类食品精深加工、有机肥厂、大
豆深加工等80个重点产业项
目，有力推进了两旗农畜林产

品产业化进程。而产业快速推
进的背后，离不开来自北京消
费市场的给力表现，这其中也
渗透着一批又一批北京挂职干
部的心血。

“前两天刚帮着企业卖了
500箱大豆油，这两天又忙着
对接国资委安排的央企考察
团，这些挂职干部，为了帮助我
们的企业打开销路，使出了浑
身解数。”一起工作一段时间
后，让鄂旗京蒙协作乡村振兴
产业园负责人郝亚利说起这批
挂职干部来直竖大拇指。

在呼伦贝尔分队的协调
下，一批优质的呼伦贝尔绿色
农畜林产品入驻北京华远三
农、西单购物中心、北京双创中
心等消费扶贫平台，蘑菇、木
耳、蓝莓果汁等26种特色产品
走上了北京市民的餐桌，鄂伦
友礼、莫旗长粒香有机大米、塞
北豆粉等品牌产品开始被人们
所熟知，呼伦贝尔绿色农畜林
产品“走出草原、进入首都”的
梦想初步实现。

北京市西城区是一批国家
部委机关和金融机构所在地，
呼伦贝尔分队充分利用两地对
口协作的机会，争取将呼伦贝
尔绿色农畜林产品纳入这些单
位干部职工福利采购范围。徐
建生告诉中国城市报记者，他
们正在同首农集团、正大集团
等大型企业对接，
开展羊产业基地
建设，延伸羊肉深
加工产业链，争取
将呼伦贝尔羊肉
推向北京市场，未
来进一步辐射到
京津冀高端市场。

近一年来，东
部省份采购、销售
呼伦贝尔农畜牧
产品和特色手工
艺品金额12.75亿
元，尤其是京蒙协
作引入企业——

呼伦贝尔市大红门有限公司发
展强劲，销售龙头作用初步显
现，累计销售额8.4亿元，占全
市京蒙协作销售额的67%。

推进协作纵深发展

“北京力量”助力草原崛起

“我现在每个月都有几千
元的工资，前两天旗里又给我
发了1800元的京蒙务工补贴，
让我颇感意外。”借助京蒙协作
劳务输出政策，鄂伦春旗大杨
树镇振兴村村民田春宇在北京
一家家政公司找到了新工作。

自从北京市西城区、石景
山区与呼伦贝尔市鄂旗、莫旗
建立了协作关系以来，越来越
多像田春宇一样的呼伦贝尔人
在北京获得了就业机会。

既要走出去，也要引进
来。在呼伦贝尔分队的努力下，
先后促成4家企业、3个园区、
14个车间落地，吸纳就业300
余人。除此之外，北京企业带设
备、技术、订单在两个旗创建了
10个“扶贫车间”，吸纳370名
劳动力就地务工。

而来自高层的人才交流则
更彰显出京蒙协作的长久努
力。2021 年 7 月 11 日至 17
日，通过挂职团队协调，呼伦贝
尔市37名乡村振兴系统干部
赴北京市西城区党校参加培

训。“通过走出去，学习发达地
区的先进经验，提升了自己的
理论水平，让我们对推进乡村
振兴工作更有信心。”呼伦贝尔
市乡村振兴局干部徐志明在接
受中国城市报记者采访时说。

“北京市和呼伦贝尔市互
派干部挂职，互派教育、医疗
等各类专业人才相互交流任
职，现在已经形成了常态化机
制。”在莫旗旗委常委、副旗长
宋晓斌看来，伴随着深层次人
才交流计划的实施，受援助地
区的群众既富了“口袋”、又富
了“脑袋”。

今年春节前夕，为更好地
助力东西部协作工作，充分发
挥东部地区智力、人才、技术、
资源等方面优势，徐建生赴京
对接清华大学规划院、洛娃科
技实业集团。3月初，北京市西
城区专家考察团抵达鄂旗，就
科技帮扶、人才结对、校企合作
等事宜进行协作洽谈。两地之
间的交流合作，日益频繁。

山遥水远情相系，肝胆相
照手足亲。北京两区12个乡
镇、18个村（社区）、14家医院、
14所学校、15个企业、12个社
会组织与呼伦贝尔市15个乡
镇、18个村、17家医院、14所学
校、25个村，以“一对一”“一对
多”“多对一”等方式，结成对
子、开展帮扶。

2021年12月满洲里新冠
肺炎疫情发生时，北京市西城
区援派鄂伦春自治旗人民医院
专家曲金宁主动请缨加入支援
满洲里医疗队；来自石景山古
城第二小学的美术教师胡文
生，年近花甲毅然选择到莫旗
支教，全身心投入到教学中去，
深受学生们的喜爱。

无数平凡而感人的故事，
汇聚成助力草原崛起的“北京
力量”，带给呼伦贝尔大草原新
时代的奋斗气息。“未来我们将
继续围绕产业合作、消费协作、
人才交流、劳务协作、社会帮扶
等领域持续发力，推进京蒙深
度协作，以更大成就造福当地
百姓。”采访结束时，徐建生讲
出了自己的期待。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

草原处处见证乡村振兴的草原处处见证乡村振兴的““北京力量北京力量””

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北京市第六批东西部协作援蒙挂职团队临时党委书记、领队郑

宇（前排左三）深入呼伦贝尔市鄂伦春旗京蒙协作产业园区调研对接项目。 徐志明摄

呼伦贝尔市政府副秘书长、北京市第六批东西部协作援蒙挂职团队呼

伦贝尔分领队徐建生（右二）在鄂伦春旗调研食用菌种植项目。 徐志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