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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报记者 宋 浩

7月中旬全国各地大多天
气炎热，但一场夜雨过后，内蒙
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已有了些
许凉意。身临其中，清爽惬意，
方知乌兰察布“中国草原避暑
之都”的名号一点都不虚。“这
里常年平均气温低、无霜期短，
是马铃薯、燕麦等农副产品的
绝佳生长之地。”乌兰察布市政
府副秘书长、北京市第六批东
西部协作内蒙古挂职团队乌兰
察布市分队（以下简称“乌兰察
布分队”）领队李晓光自信地告
诉中国城市报记者：“当地百姓
尤其是农牧民把我们称作‘北
京红娘’，会‘打扮’更会‘牵线
搭桥’，不仅让当地农畜产品圆
了品牌梦，也带给了他们实实
在在的收益。”

2021年，伴随着新一轮东
西部协作序幕的拉开，北京市7
个区与乌兰察布市8个旗县再
度牵手。来自北京的资金、项
目和人才支持，汇聚成一股暖
流，将乌兰察布市乡村振兴工
作推向新的高潮。

品牌赋能
“小土特”成就大产业

“别的地方西红柿论斤卖，
而我们的‘宏福柿’则是论个卖，
一个小柿子卖1元钱。”在乌兰
察布市察哈尔右翼前旗（简称

“察右前旗”，下文“中旗”“后旗”
同此）宏福农业现代产业园，察
右前旗委常委、副旗长武振刚拿
起一株准备放入包装的小西红
柿对中国城市报记者说，“我们
的西红柿连枝一起包装，每株
20个，售价20元。”

“‘宏福柿’从育苗到出果，
全部采用精准水肥控制、蜜蜂
授粉、生物防治、无土栽培、饮
用水灌溉的先进生产方式；在
冬季则采用工业废热来进行供
暖，并通过传感器采集、大数据
分析、电脑全控制等先进的智
能环境控制系统，创造出适合
植物生长的最佳环境。我们的

番茄产量达到传统日光温室番
茄产量的6—8倍，全年不断季
向市场供应。”宏福农业现代产
业园相关负责人向中国城市报
记者介绍，借助京蒙协作方面
的支持，2021年，一期30万平
方米的园区创造了当年投资、
当年建设、当年见效的“前旗速
度”，如今已成为当地乡村振兴
战线上的一面旗帜。

在商都县，为助力当地乡
村产业振兴，来自北京市平谷
区的挂职干部们将“京红一号”
优良品种蛋鸡引入该县，半年
累计实现产值400万元，初步
实现养殖户户均5000元的增
收目标。“经过我们协调，这些
鸡蛋成了北京市场上的抢手
货。商都养殖户得到了实惠
后，养殖的积极性也越来越
高。”商都县委常委、副县长郭
云飞表示，下一步，该县将进一
步扩大养殖规模，争取让更多
的百姓受益。

在内蒙古自治区，提起“卓
资熏鸡”来几乎无人不知。这
个从传统手工作坊中走出来的
食品产业，却在新时代面临着
做大做强乏力的困境。“传统企
业习惯了吃老本，在研发、技术
改进方面投入力度较小，在一
定程度上制约了品牌的进一步
提升。”卓资县委常委、副县长
邢净说，今年该县熏卤食品产
业园即将投入使用。园区将引
进国际标准、国内一流的活鸡
屠宰、蒸煮、智能灭菌、无菌包
装等各类全自动生产流水线设
备，通过技术提升和产品研发
创新，着力优化“卓资熏鸡”地理
标志品牌。在京蒙协作的支持
下，目前挂职团队积极对接北京
专业运营团队，在与卓资县共同
推进产业园区管理运营方面进
行磋商，努力实现当地熏鸡企业
组织模式创新，构建有效的企业
管理架构，初步形成卓资熏鸡产
品升级思路和相对成熟的产品
销售方案。

近日，察右中旗“京一根”
无明矾鲜粉生产线投产，将当
地优质的马铃薯淀粉生产成为

高品质的无明矾粉条，并开发
无明矾即食酸辣粉、螺蛳粉、凉
拌粉等休闲食品，将乌兰察布
的优质马铃薯资源与当代时尚
消费紧密结合，极大地扩展了
马铃薯的消费场景。

“通过技术植入、文化植
入、专业认证等一系列方式，乌
兰察布的农副产品在市场上影
响力越来越大，吸引了越来越
多的大型企业落地乌兰察布
市，品牌战略收获了实实在在
的效益。”李晓光说。

“电商+直播”
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在“察右后旗火选”抖音直
播间里，北京市朝阳区挂职乌
兰察布市察右后旗工信局副局
长王宁正在热情地介绍着当地
特色农副产品。中国城市报记
者翻阅“察右后旗火选”主页面
发现，很多视频都是在察右后
旗火山边上拍摄的。截至发稿
前，该抖音号粉丝量已经达到
了4.1万人。

“独特的火山土壤、清冷的
草原气候、充足的日照温差以
及绿色、生态、健康的耕种理
念，让察右后旗所生产的红皮
马铃薯、花菇、石磨面粉、小南
瓜、牛羊肉等产品具有天然有
机的特质。”王宁说，虽然品质
优，但受制于之前销售网络的
不完善，察右后旗农副产品曾
外销不畅，价格也很低。

为了打破这一困局，王宁
组建了一支直播带货团队。他
们围绕“察右后旗火选”所涉及
的特色产品进行直播带货，在取
得销量的同时也将当地独特的
火山文化和草原文化宣传了出
去。“直播不仅让我们的产品有
了好的销量，更提升了整个地区
的知名度，为本地农牧业走品牌
化发展之路奠定了基础。”察右
后旗委常委、副旗长刘立波说。

在察右中旗的相关抖音直
播间里，来自北京的挂职干部贾
伟介绍起手中的一个个农产品
如数家珍。从首次面对镜头时
的不知所措到如今的收放自如，
贾伟逐渐在互联网上开辟了一
片察右中旗乡村振兴的新天地。

“不仅是抖音直播，为了能
够让本地特色产品有一个稳定
的线上销售平台，来自北京的
挂职团队引进企业帮助我们免
费制作了一款销售小程序，并
在2021年国庆节前顺利上线，
促进产品线上销量稳步提升。”
察右中旗委常委、副旗长于建
伟在接受中国城市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线上销售模式的推广
应用，为当地乡村振兴工作赋
予了新的时代内涵。

据了解，在京蒙协作的大
力支持下，乌兰察布中国特产

助农馆已在京东APP上线，目
前已有30种产品上架，开启乌
兰察布农畜产品线上平台销售
新模式。

“‘直播+电商’的线上销售
新模式，不仅让来自草原的好
产品走出草原、走向世界，也为
当地农牧民拓展出了发家致富
的新路径。”在李晓光看来，乡
村振兴工作只有与时共进，才
能更好地助力当地发展。

产销对接
铺就助农致富路

2021年国庆节期间，一场
以“京蒙协作 与爱同行”为主
题的察右中旗京蒙协作建设项
目成果展暨农特产品展销活动
在北京市房山区成功举办。活
动中，参与者现场观看了京蒙协
作建设成果宣传片，观赏了乌兰
牧骑献上的马头琴、蒙古舞、草
原歌曲等精彩的表演，并通过试
吃近距离了解察右中旗出产的
各类特色农畜产品……当天共
实现销售额74.4万元。

同期，依托京蒙消费帮扶，
在北京双创中心展厅举办的乌兰
察布市绿色农畜产品推介会暨第
十届马铃薯展洽会，通过线下、线
上、社会动员三种营销模式对
400多种优质农特产品进行了
展示推介，签约13份供销合作
协议，交易金额达到1.6亿元。

2022年春节前，乌兰察布
分队协调相关单位在北京乌兰
察布大厦举办了“乌兰察布优
质农畜产品新春品鉴会”,冬奥
组委、神华集团、金隅集团、北
京科技大学等20余家单位参
加活动，促成多个销售订单和
采购意向。

在北京市怀柔区的四子王
旗特产馆，来自草原的精品羊
肉受到当地市民的普遍好评，
回头客比比皆是。“北京的市场
消费能力强，草原的牛羊肉品
质好。京蒙协作既丰富了北京
市民的菜篮子，也充盈了草原
牧民的钱袋子，可谓双赢。”乌

兰察布市四子王旗委常委、副
旗长姜军在接受中国城市报记
者采访时说。

从地图上看，乌兰察布市
化德县距离北京并不远，但由
于交通不发达，发个快递也需
先到呼和浩特中转才能到达。
在这种条件下，拓展北京的定
向消费市场对于化德县的农牧
业发展具有特殊意义。为此，
经过化德县挂职干部们的协
调，在北京市东城区建立了“北
京市东城区双创中心化德分
馆”，在和平里商圈设立化德农
副产品的品鉴推广线下店，同
时还计划统筹推广乌兰察布的
其他特色农副产品。“在今后的
工作中，我们将力争使项目有
效落地实施，从而深化、优化、
细化我县以及乌兰察布的农副
产品销售推广工作。”化德县委
常委、副县长李奇称。

平时是急行军，战时是先
锋队。2021年7月，察右后旗
当郎忽洞苏木黄羊城嘎查花菇
滞销。就在种植户一筹莫展之
际，来自北京的挂职干部帮他
们解了燃眉之急，“顺便”也敲
开了北京大洋路市场、便利蜂、
京客隆等商家的大门，全年销
售后旗红土豆、阿斯尔牛肉干、
西泉村胡麻油、菜籽油等特色
农畜产品3000余万元。

2021年以来，通过京蒙协
作，乌兰察布农特产品销售额
达28.87亿元。这份沉甸甸的
成绩单，既是对京蒙两地人民
深情厚谊的真诚回应，也是乌
兰察布分队全体队员辛勤付出
的直观体现。

“乌兰察布分队在推动当
地乡村振兴工作中，能够立足
当地优势产业为发展找出路、
谋新局，并利用线上线下平台
畅通农畜产品进京销售渠道，
扩大特色农副产品销售规模，
为当地经济发展开拓出一条新
路。”九江学院国际经济研究中
心孙飞在接受中国城市报记者
采访时，对乌兰察布市京蒙协
作的经验和做法给予了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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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朝阳区挂职乌兰察布市察右后旗工信局副局长王
宁（中）和察右后旗残联、企业工作人员一起直播带货，推介当
地特色农副产品。 戴小红摄

在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宏福农业现代产业园
内，工人正在采摘装运特色番茄“宏福柿”。 宋 浩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