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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格斯太到乌兰，
海海漫漫米粮川。”一首
民谣，唱出了达拉特的
风貌，唱出了达拉特人
的精神。不同时期，我旗
的农业展现不同的风
姿。特别是进入新时期，
达拉特人跳出农业抓农
业，以“工业化理念”经
营农业，一场田野上的

“工业革命”悄然兴起。
近年来，旗委政府

坚持以农业增产、农民
增收、农村繁荣为目标，
以特色富农、产业强农、
科技兴农为主攻方向，
进一步强化项目引领、
龙头引领、科技引领，切
实在园区化种植、组织
化经营、产业化发展上
下足功夫，着力提高农
业产业经营能力、特色
农产品市场竞争能力，
在全市乃至全区率先扛
起“高效特色农业”的大
旗。
产业强农：
工业为“骨”，支柱产业
在培育龙头中做强

农业规模化经营，是促进现代农业产业升
级的根本。旗委政府及农业部门围绕提高农业
产业化发展水平，积极引导种养殖大户、致富能
人走规模化、组织化发展道路，鼓励农民组建专
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 通过加大财政支持力度，
积极争取国家扶持政策、规范发展农民专业合
作组织，加强对专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发展建
设工作的指导等措施，帮助其向标准化、产业
化、特色化发展，促进农业生产由粗放分散向集
约高效转变。截至目前，全旗农民专业合作社发
展到了 1400 多个，农民专业合作社有效引导农
民走向市场，将单兵作战的农户与种养能人、农
业经纪人紧紧捆绑在一起，打造了一支经得起
市场风雨的“集团大军”，让广大农民群众成为
最直接的受益者，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双赢局面。今年，为提高农业生产效益，转变发
展方式，实现适度规模经营，探索出“代耕代种”
的新路子，在 8 个苏木镇率先试点，已经有 15 万
亩土地实现代耕代种，让不少农民当起了“甩手
掌柜”，他们不用自己种地，做股东照样有收益。
这种公司与农民之间“利益均沾，风险共担”的
关系，既做大做强了集体经济，又保障了农民收
入。今年全旗农牧民流转土地 120 多万亩，占总
耕地面积 52%。

从“小作坊”到“大产业”，从“单打独斗”到
“集团作战”，从“孤帆独舟”到“联合舰队”，旗委
政府进一步完善产业组织体系，农业在由传统
跨向现代的过程中，走上了一条龙头带基地、基
地连农户、产业增效益的经营之路。

农业要实现由传统向现代的跨越式发展，
必须立足工业发展农业，大力推动工业企业进
入农业领域，扩大优质农产品的生产规模和市
场占有率，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势在必行。围绕

“小生产”如何与“大市场”连接这个核心，旗委
政府确立了扶持龙头企业就是扶持农民的思
想，坚持把培育壮大龙头企业作为加快农业产
业化发展的第一引擎，把特色农产品转化增值
作为农民增收的重要手段，坚持扶“大”引“强”，
延伸产业链条，提高产品附加值。按照农业工业
化、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思路，采用“市场连龙头、

龙头带基地、基地连农户”的产业模式，对规模起
点高、带动力强的龙头企业，在政策、资金、技术
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使金泰禾、骑士、赛科星龙
头企业迅速成长为农业产业化的“火车头”。
特色富农：

品牌为“魂”，特色产业在集群发展中做优
旗委政府按照现代农业的发展方向，深度谋

划农业及农村经济发展，围绕高效特色产业发
展，以优化品种、提升品质、打造品牌为重点，加
快现代农业园区建设，有效发挥现代精品农业的
示范引领作用。重点支持建设一批专业化、标准
化、规模化的特色高效农业园区，培育一批以玉
米、花葵、蔬菜、瓜果为主导的特色产业区。西红
柿、茄子、黄瓜等各种蔬菜水果春夏秋冬赤橙黄
绿，以色彩装饰着大地，以馨香温暖人心。同时加
强反季蔬菜种植，突出有机、绿色、无公害蔬菜生
产，发展净菜包装、农超对接、订单生产等经营模
式，供应本地、辐射周边。今年全旗大棚和温室总
数发展到 1200 多栋，生产面积 9000 多亩。

按照“依靠科技创新，突出增量提质、促进群
众增收”的要求，突出特色优势，整合现有农产品
品牌，防止“乱”、突出“好”、培育“优”、做大“强”，
大力实施农产品品牌战略，加大了“一注册三认
证”力度，全力打造知名农产品品牌。目前，全旗
已有 8 个全区知名农副产品商标。

以“名”为帆好行船。如今二狗湾大米、大树
湾黄河鱼、百善堂蔬菜、四村香瓜、梁家圪堵西
瓜、金柏利草莓这些品牌先后打响，形成了一张
张闪亮的“名片”，备受区内外客商青睐，这些

“金”字号品牌，推动了全旗农业品牌大转变，为
当地经济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科技兴农：

创新为“媒”，优势产业在提质增效中做大
农业一枝花，科技来当家。在发展现代农业

过程中大力实施科技兴农战略，旗委政府突出农
业科技创新，大力推广深松整地、保护性耕作、喷
滴灌技术，全面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在现代
农业示范园区建设方面，加大技术创新力度，增
加对科研设施的投入，提高科技含量，加快主导
产品的品种改良和新品种、新技术的引进示范及
推广，促进园区向高质量、高科技、标准化、集约
化方向迈进。加强科技推广队伍建设，建立和完
善农业部门为龙头，基层农业技术推广站为重
点，科技示范户为基础，农技推广专家、农业技术
员各司其职的新型基层农技推广体系，实行预约
服务、上门服务、跟踪服务，采取农民“点菜”、专
家“下厨”的“菜单式”培训，并加强与科研院校的
联姻合作，一大批土专家、田秀才活跃在田间地
头、村庄院落，农业科技人员实现与农民零距离
全方位对接，打通科技服务“最后一公里”，奠定
了全旗农业产业发展的坚实基础。为进一步确保
农产品质量可控、可追溯，白泥井镇今年利用智
慧党建大厅，搭建“智慧农业”系统，开发手机
APP 客户端，随时、随地查看农作物生长情况，实
时监控土壤温湿度，实现智能灌溉。通过扫描农
产品二维码，对农产品质量全链条进行安全追
溯，从生产、运输、零售等各环节对产品质量进行
全面把控。接入物联网通用平台，通过电子地图
对种植农户信息、耕种情况进行全面监控、记录。
基础数据纳入现代农牧业大数据平台，为下一年
种植提供科学数据比对，促进现代农牧业“智慧”
发展。目前，已初步完成 2 个基地共 2300 亩的

“智慧农业”监管配套设施安装。
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农业新品种、新技术

和新机具的推广应用，加速了全旗农业从传统农
业向现代农业转型升级的步伐，加快了农业现代
化进程，为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注入了新动力。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站在新
的起点上，达拉特现代农业风头正劲，景色无边。

近日，记者在内蒙古新长江矿业集团生产车间里看到，企业的创新团
队正在对刚投产不久的高纯铝溶解槽进行细节改造，目的是将二期工程
中生产的高纯铝纯度再提高 0.001%。

内蒙古新长江矿业集团利用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改造提升
资源型产业，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高纯铝是以电解铝为原料，进一步提
纯后产生的导电性更好、延展性更强的新材料，是集成电路基板、飞机机
翼、光电子储存媒体反射层的主要原料。按照国家标准，高纯铝有 99.95%、
99.99%和 99.996%三个层级，每提高一级，产品附加值就能增加一倍。然
而，要做出 99.996%的高纯铝却不容易。为了提高生产标准，企业组建了
20 多人的研发团队，从 99.99%做起，针对生产环节中的 20 多项工艺流程，
经过上千次的反复试验，拿下了 8 项国家级专利，平均每一个 0.001%背后
都有一项国家专利做支撑。

今年，我旗加快利用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改造提升资源型产业，通
过电价扶持，支持新长江矿业进行技术创新。目前企业正在尝试用天然气
代替电阻丝，给高温溶解池加热。这是国内同行业的第一次尝试，每天能
节约 2000 度电，相当于少燃烧 30 吨标准煤，还能让溶解池受热更均匀，
提高去除杂质的效果。有了这项技术，企业生产的高纯铝的合格率能达到
80%。

近年来，我旗把创新驱动作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主引擎，加快建
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激发和

保护企业家精神，鼓励更多社会主体投身创新创业，在
更多领域培育新的增长点。支持煤化工、煤电铝等煤基
产业多元发展，提高资源综合利用率和产业精深加工
度，加快完善以煤—甲醇—乙二醇、煤制气、二甲醚、烯
烃等深加工为主的煤化工产业链，推进现代煤化工高端
示范，实现自主核心技术研发创新，培育现代煤化工行
业领军品牌。

已经建成达产的兖州煤业 90 万吨、新能 60 万吨煤
制甲醇项目，形成了全旗 150 万吨甲醇产能。正在加紧
建设的兖矿二期 40 万吨煤制乙二醇 30 万吨聚甲氧基
二甲醚项目，还有 4 月 21 日开工建设的内蒙古盛德源
化工有限公司 25 万吨二甲醚项目，就是产业的进一步
延伸和细化。

3 月 31 日，新奥石墨烯材料有限公司 5000 吨石墨
烯项目一期年产 1000 吨石墨烯粉体工程开工建设。该
项目通过高新技术实现低热值煤炭资源的转化增值，是
传统能源向新能源、新材料的进化与升华。该项目建成
后，可实现“连续、绿色、低成本”的规模化生产，并将以
石墨烯材料为基础，持续推进下游产品的研发应用，逐
步形成完整的石墨烯上下游产业链，最终将达拉特经济
开发区建设成为集石墨烯生产、应用研发于一体的自治
区级高新材料产业基地。

6 月 29 日，新能能源有限公司二期年产 20 万吨稳
定轻烃项目甲醇主装置一次投料试车成功，并产出合格
产品。这一稳定轻烃项目承担了国家“863”和“973”两项

重点科技课题，即催化气化和加氢气化。这两项技术也是由新能能源有限
公司完全自主研发的新能源技术。

这两项重点科技课题是基于整个煤制轻烃能源战略的一个开发，它
主要针对目前国内煤基化工行业气化效率低、污染物排放量高而开发的，
尤其是针对煤制天然气行业。催化气化后，煤制气的效率从传统的 56%提
升到 63%左右；加氢气化后，甲烷含量可达 80%，芳烃产量可以达到煤重量
的 10%左右，能效非常高，实现甲烷和油型的多联产。所以对于煤制气能效
的提升，催化气化和加氢气化是非常好的途径。

新能能源有限公司还将打造以煤制甲醇及深加工为主的煤基化工新
材料产业链、以煤制天然气为主的清洁能源产业链，通过技术创新，提升
能源转化效率，实现排放物的资源化利用，最终构建一个低碳、生态、循环
的产业发展模式。

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
出，要把现代能源经济这篇文章做好，紧跟世界能源技术革命新趋势，延
长产业链条，提高能源资源综合利用效率。我旗紧盯化工产业精细化、高
端化发展方向，围绕现有煤化工产业布局，加快改造提升和模式创新，促
使初级产品向下游产品、精细化工产品和新型化工材料方向延伸，推动经
济新旧动能转换，构筑经济高质量发展新优势，奋力谱写新时代高质量发
展新篇章。

创新是引领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近年来，我旗努力探索、悉心培育
创新创业的力量，奏响创新创业的时代旋律，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添双翼。

技术和模式的革新让传统产业迎来“第二春”。我旗是农业大旗，近年
来，农业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农业技术推广难、与市场连接不紧密等问题
让农牧民向土地要效益越来越难。内蒙古天洲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作为创
新型企业，为传统农业破题解难。

内蒙古天洲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把“管家服务”带到田间地头，企业代耕
代种，1000 多户农民当上了“甩手掌柜”。企业和农民签订合同后，农民只
需支付种植成本，企业统一提供种子、统一管理、统一机械化作业、统一服
务。这种模式既节约了劳动力，保障了农牧民增收，同时引进了新品种、新
技术，提高土地集约化、规模化和专业化种植水平，助力农业高质量发展。
截至目前，我旗已经有 15 万亩土地实现了代耕代种。

不仅如此，内蒙古天洲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致力于“互联化 + 农业”深
度融合，自主搭建的“农业大数据管理平台 + 智慧农业社区 + 土地托管”
的一体化建设体系，将深刻改变传统种养殖模式，推动农业现代化进程。
平台以种养殖业为核心，采集地块、农药、化肥、灌溉、农机、劳动力等信
息，通过大数据“读懂农牧业”为农业精准研究提供依据。

理念和态度的转变使我们在产业发展的道路上不断出新品、出精品。
旅游业是我旗具有潜力的特色产业，在“融合发展”和

“深耕细作”的理念指引下，我旗旅游业不断向前迈进。
近日，我旗文旅创投基地正式启动运营，这是文化

和旅游融合发展的实践。文旅创投基地串起散落在我旗
的文化珍宝，把非遗文化、本土文化及鄂尔多斯玉石文
化等变成文化旅游产品，同时政府主导、企业运营整合
全旗的旅游资源，让旅游景点联动起来，共同打造同一
张文化旅游名片，文化与旅游的融合、旅游与旅游的整
合所迸发出的新力量，必将推动我旗文化旅游的发展。

为提高质量，响沙湾旅游景区在细节处“深耕细
作”，年年都有新变化、新体验。单就厕所一项，自 2015
年以来，响沙湾旅游区累计投资 3500 万元，共新改建厕
所 14 座。新建厕所造型独具特色，或简洁大气，或灵巧
别致，不同程度融合了沙漠、莲花等元素，厕所的内墙就
地取材用沙装饰质朴大气与景观相映，花瓣造型的厕所
宛若一个个散落的莲花花瓣，名字清新脱俗，有“沙漠小
花”之称。新建厕所增加了家庭卫生间，设有无障碍设
施、婴儿床和儿童座椅，方便陪同老人、儿童如厕。星级
厕所成为响沙湾旅游景区的一个窗口，彰显了旅游品质
和文化内涵。正是这样的态度和做工，让响沙湾景区历
久弥新，5A 级的品质闪耀生辉。

我旗十分珍视创新创业的力量，激发和鼓励更多社
会主体投身创新创业，在更多领域培育新增长点。2016

年，现代服务业创意创业园成立，面积 1830 平方米，由旗政府主办的孵化
服务业创业企业、培养创新人才和孵化新社会组织的公共服务平台。创业
园为入驻企业免费提供办公场地、水电暖物业等公共服务，同时提供导师
咨询、创业培训、财税商事、投融资一体的综合服务。

位于政务服务中心五楼的创意创业园，到处充斥着年轻的时代气息，
这里如同一个温暖的摇篮，聚集了一批年轻人和一批令人耳目一新的创
业项目。内蒙古天洲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用大数据“读懂”农业；纳迷娅立
体打印工作室的 3D 打印项目拥有 4 项专利技术，可以让广告牌上最小的
蒙古族文字发光；内蒙古韩廷宴食品有限公司，把我旗农民的大白菜卖到
韩国人的餐桌……

现代服务业创意创业园深入推进“1+6+N”创新创业模式，即以 1 个
现代服务业创意创业园为中心，6 个创业基地为支撑，辐射带动 N 个特色
产业发展，引领推动广大群众创新创业。创业园主要围绕现代服务业、文
创产业、消费升级、技术外包等业务积极培育现代服务业企业，目前在园
企业 41 家、创业人员 220 人，已建成 20 人的创业导师人才库。2017 年，创
业园先后获评国家级众创空间、星创天地和自治区级科技企业孵化器。

正如楼道里醒目的标语一样，创新创业的力量正在为我旗的高质量
发展添上翅膀，“一层楼影响一座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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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晓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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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创业为高质量发展添双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