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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兰屯市地处内蒙古大兴

安岭东麓和东北松嫩平原的过

渡地带，拥有创建绿色农畜产

品生产基地优质资源禀赋，全

市总面积 1.68 万平方公里，大

体上构成“七林二草一分田”的

格局。人口 43 万人，由 20 个民

族构成，其中农业人口28万人。

市域内生态系统完好，全市土地

耕种面积 359 万亩，天然草场面

积 506 万亩，森林面积 119 万公

顷，森林覆盖率 70.04%，粮食

年总产量突破 25 亿斤。境内主

要河流 47 条，市域水资源总量

约 25 亿立方米（占全区 1/20）。

年平均气温 2.4℃，年均降水量

480-550 毫米，无霜期年均 123

天。玉米、大豆、马铃薯、葵花

等主导产业巩固提升，黑木耳、

沙果、榛子、万寿菊、中草药、

小笨鸡等特色种养产业发展势头

良好，已形成区域明显、优势

突出种养业生产格局，走出了

一条产业高效、产品安全、资

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现代农牧

业富民强市可持续发展之路。

高质量推动扎兰屯市绿色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建设

一、扎兰屯市高质量建设

绿色农畜产品生产基地有益

经验

（一）科学编制产业规划

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

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科

学规划基地各区域产业空间布

局、主导品种和发展重点，因地

制宜探索适应不同产业的可持续

发展模式，编制《农牧业产业

化发展规划》《特色优势产业发

展规划》，不断加大产业扶持力

度，依据现有产业基础、农牧业

生产条件及特色产业布局，注重

农牧业产业的带动性、效益性、

特色性，重点围绕玉米、肉牛肉

羊、设施农业、黑木耳、林果等

优势特色产业带，大力发展“一

村一品”“一乡一业”，加快建设

优质高效、高产出率和高商品率

稳定的农牧业生产基地，增强农

牧业产业化对全市经济发展的支

撑和带动作用，促进一二三产

业融合发展。截至 2021 年，黑

木耳栽培达到 2000 万袋，成为

呼伦贝尔黑木耳产业核心区 ；榛

林面积 100 万亩，产量达到 2000

万斤，实现产值 4 亿元，成为内

蒙古平榛主产区 ；沙果经济林 15

万亩，年产量稳定在 10 万吨左

右，产值达两亿元 ；中草药种植

25000 亩，年产中药材 3600 吨，

年产值 6450 万元。

（二）稳步扩大产业规模

坚持用工业化思维谋划农

牧业生产，做强传统产业与做大

特色产业相结合，突出第一车间

导向，推动粮经饲统筹、农牧林

渔结合、种养加一体、一二三产

融合发展。传统产业方面，着

力打造玉米产业基地，2021 年

玉米种植面积达到 270 万亩，带

动农民人均收入 4300 元，成为

拉动农民稳定增收的支柱产业 ；

设施农业基地总面积达到 5000

亩，年产值超过 7000 万元，逐

步形成了以市郊为中心向周边乡

镇扩展的区域化、规模化、专业

化格局。连续多年出台规模养殖

场扶持政策，新建规模化养殖

场 630 个， 总 数 达 到 1000 个，

摘  要 ：充分发挥农畜产品资源优势，提高开发和深加工水平，努力打造绿色农畜产品生产加工基

地，依托龙头企业和知名品牌，做大做强乳品和羊绒生产加工业，加快培育肉类、粮油、果蔬生产加工

龙头企业，打造一批绿色知名品牌，加强原产地产品及地理标志产品保护，是国家赋予内蒙古的战略定

位。因此，必须牢固树立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深化农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努力开展质量提升

行动，推动农牧业由数量扩张型向质量内涵型转变，高质量建设绿色农畜产品生产基地，为全国人民提

供绿色优质的农畜产品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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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发展以肉牛、肉羊、生猪为

主的标准化养殖基地，牧业年度

牲畜存栏达到 470 万头只，带动

农民人均收入 3000 元。扎兰屯

市年交易牲畜 8.5 万头，年出售

商品育肥牛 1.6 万头，成为内蒙

古自治区最大的肉牛育肥基地，

打造夯实了呼伦贝尔岭东牲畜交

易市场，同时辅射到岭西牧业旗

市，连接了东北地区以及河北，

山东等地的牲畜贸易。

（三）发展壮大龙头企业

加快培育壮大龙头企业 , 延

长农牧业产业链条，提高产品加

工转化能力，龙头企业数量和规

模水平不断提高，企业辐射力和

带动力显著增强，引进龙头企业

带动玉米、马铃薯、大豆、鲜奶

等产业发展壮大，调动民间资本

投资产业化经营，促动中小企业

转型升级，引导企业自建基地，

培育自主品牌，促进粮、油、

乳、肉、家禽、蔬菜、马铃薯、

沙果、黑木耳、中草药等产业强

势发展。全力打造玉米加工全产

业链，建设大型氨基酸生产基

地，截至 2021 年玉米产业累计

完成投资 110 亿元，形成了每年

220 万吨玉米的加工能力，实现

产值 58 亿元，上缴税金 3 亿元，

出口创汇 1.8 亿美元，带动就业

7000 余人。农牧业产业化龙头

企业总数达到 31 家（国家级 1

家，自治区级 12 家，呼伦贝尔

市级 18 家），龙头企业与农民建

立利益联结关系的比例达到 70

%，农产品转化率达到 65%，农

民人均从产业化得到的纯收入达

到 4600 元。

（四）培育新型经营主体

着力培育规范家庭农牧场、

专业大户、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经

营主体，加快构建“龙头企业 +

基地 + 农牧户”“利益共享、风

险共担”新机制，推动农牧业规

模化发展、集约化经营、机械化

生产，采取龙头企业带动型、金

融资金扶持型等多种方式，确保

农企利益联结落到实处。大力推

动园区振兴，将岭东工业开发区

规划面积由 6.7 平方公里扩展到

38.7 平方公里，其中绿色农畜林

精深加工区达到 22.7 平方公里，

占总面积的 58.7%。以工业全区

振兴为统领，深度谋划大项目、

好项目，着力培育壮大玉米、秸

秆、小麦、油料、马铃薯、畜产

品、木材等 7 个百万吨（头只）

级的加工产业集群，切实加快了

农牧业产业化进程，对利益联结

机制中典型企业和模式。通过新

闻媒体开展多角度的宣传报道，

形成龙头企业与农牧民建立紧密

利益联结机制的良好氛围。

（五）大力推广特色种养

持续做强做优黑木耳、沙

果、榛子、小笨鸡等特色产业，

提高结构调整层次和水平，引导

优势产业向优势区域集中。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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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名、特、优、稀、新等高品

质、高附加值的名牌产品和无污

染、无公害高营养的绿色食品，

实现各类种养基地种植业为主向

农牧并重转变。突出发展“一村

一品”， 促进农牧业从增产转向

提质，支撑带动农牧业步入内涵

式发展轨道。积极打造以肉牛养

殖场为核心的“一核多点”的现

代牧业示范园区，打造一批集生

产集散、采摘观光于一体的现代

农业园区，建设辐射呼伦贝尔的

蔬菜供应基地、食用菌基地。积

极推进集农业生产、教育科研、

生态观光、科研成果转化等多种

功能为一体的现代农业科技园，

建设面向呼伦贝尔辐射东三省的

苗木供应基地和苗木资源圃。通

过“四园”辐射，高质量构筑绿

色农业新体系，有力推动农业

产业高质量发展。2021 年建成

7 个较大的黑木耳种植基地，5

个沙果种植基地，3 个中草药种

植基地，2 个甜玉米种植基地，

2 个杂粮种植基地，1 个红辣椒

种植基地。黑木耳产业建成 1 家

食用菌研究所、7 个种植基地，

拥有多家黑木耳生产加工龙头企

业，全市食用菌产值超亿元。

（六）加快推进品牌建设

大力实施品牌战略，叫响

绿色农牧业品牌，着力抓好国家

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建

设，稳步发展绿色食品、有机食

品，深度发展农产品地理标志，

持续壮大地域品牌。围绕打造自

治区东部重要的绿色农畜林产品

生产加工输出基地的发展定位，

以推进农牧业供给侧改革为主

线，着力在夯基地、调结构、促

融合、育品牌、增活力上下功

夫，落实“稳粮优经扩饲”和

“减羊增牛增猪”战略，持续推

进农业减化肥、减农药，大力推

进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

建设，支撑带动农牧业步入内涵

式发展轨道。2021 年“三品一

标”认证总数 90 个，国家农产

品地理标志 7 个 ；扎兰屯市沙果

被认定为内蒙古特色农畜产品优

势区 ；扎兰屯黑木耳凭借品牌强

度 769 分、 品 牌 价 值 2.58 亿 元

上榜“2020 中国品牌价值评价

信息榜”；扎兰屯小米、扎兰屯

大豆油成功入选 2020 年第二批

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

（七）产品营销转型发展

在互联网经济大潮下，扎

兰屯市加快电商产业布局，投

资 6500 万元建成岭东电子商务

公共服务中心、青年创业孵化

园、绿色产业电子商务体验馆等

一批平台，成功引进了智慧乡村

物流中心、杭州杰夫电商集团、

北京布瑞克农信集团等知名电商

企业，与苏宁易购、京东商城、

阿里巴巴、腾讯公司等大型电商

集团开展业务合作，引领农牧业

迈入互联网大市场。利用产业优

势推动互联网与产业融合，依托

绿色产品电子商务体验馆，采取

互联网 + 绿色食品模式，将来

自河南、黑龙江、辽宁、湖北、

山东、甘肃以及扎兰屯市绿色食

品生产企业的产品进入体验馆，

囊括了食品、饮品、粮食、农产

品、山产品等上千种特色农畜产

品全面进入电子平台，体验电商

在线自主采购，拓展了农畜产品

销售渠道，引领和推进现代农业

转型发展。通过推进国家电子商

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市建设，重点

实施蒙东电商人才培训基地、电

商快递物流园、智慧社区、互联

网小镇等项目，积极推动腾讯为

村、天猫国际、京东全球购等平

台落地，促进电子商务提档升

级。规划建设岭东物流快递分

拣中心，支持发展同城快递，

推进快递下乡工程，打通城乡

物流“最后一公里”。截至 2021

年，全市各类网店（微店）达到

166 家， 电 商 企 业 达 到 50 家，

实现年交易额 6.36 亿元，产品

上行线上直接销售额达到 4500

万元，以电商新业态为引领，商

家、种养殖户通过网络平台把农

产品卖到了全国各地，农牧林产

业迈入全新发展阶段。

（八）努力拓展贸易渠道

依托“中国·内蒙古绿色

农畜产品博览会”扩大产品外

销，鼓励企业“走出去”，以中

国绿色食品博览会、中国国际农

产品交易会为突破口，借助扎兰

屯市作为呼伦贝尔副中心城市、

岭东区域中心城市的影响力，尤

其是地标产品“扎兰屯黑木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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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纳入首批中欧互认清单，不断

提升优质农畜产品外销平台建设

层次，创新市场营销模式和现代

营销手段，建立辐射华北、东

北、华东、华南地区的多层次营

销网络，扩大辐射范围，攻占中

高端市场，销往北京、上海、哈

尔滨、河南等地。发挥扎兰屯市

毗邻满洲里口岸优势和特色农产

品资源优势，积极开拓中东、中

亚、俄罗斯等国际高端市场，推

动外向型农牧业加快发展。鼓励

企业开展富有本地特色的农畜产

品商标注册和品牌认证，支持企

业与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合作，培

育农畜林产品知名商标和著名品

牌，通过参加域外各类农牧业展

会，帮助企业迅速形成市场占有

率较高的产品品牌，提升品牌形

象，助力农产品销售。

二、进一步推动绿色农畜

产品生产加工基地建设的对

策建议

（一）调整结构，壮大优势

产业

根据自然资源和环境因素，

发挥区域优势，以市场为导向，

合理配置资源，积极发展一批高

起点的绿色食品加工龙头企业。

以提高农畜产品质量安全和效益

为中心，以推行标准化、产业化

为重点，大力推进绿色食品基地

建设，促进绿色食品生产向集约

化、规模化和产业化方向发展。

（二）树立典型 , 发挥引领

作用

认真总结龙头企业与农畜

产品生产加工基地农民利益联结

的经验做法，推广产业化联合体

等紧密的利益联结形式，广泛宣

传带动作用强、诚信履约好、联

结模式有创新的典型企业，营造

共同关注、充分认同、协力支持

农企利益联结的良好氛围。

（三）创新发展，实施品牌

战略

鼓励和支持绿色食品生产

加工企业建品牌、创品牌、树品

牌，调动各企业争创名牌的积极

性，推出具有地方特色、高附加

值、高质量的品牌产品，提高产

品的保鲜、分级、包装、加工等

商品化程度，降低产品季节性缺

陷，赋予产品较高的附加值，促

进增产增效。

（四）搭建平台，畅通农超

对接

整合农牧业、商务流通体

系建设基金，大力推动农超对

接、农校对接、农批对接等多种

形式的产销衔接，支持引导连锁

商业企业以及农畜产品销售龙头

企业与农民专业合作社建立合作

关系，实行“订单农业”，结成

紧密的利益共同体，为农畜产品

提供稳定的销售渠道。

（五）加强监督，提高产品

质量

坚持证前审查和证后监管

并重，落实好企业年检、产品抽

检、市场监察、风险预警、产品

公告等监管制度。积极开展绿色

食品、有机食品、农产品地理标

志专项检查，严厉打击冒用、超

范围、超期限使用标志等违法行

为，保障农畜产品质量安全和营

养品质。

（六）统筹规划，建立追溯

制度

全面推进国家农产品质量

安全追溯管理信息平台应用，组

织绿色食品、有机食品新认证企

业纳入国家追溯平台，推动生产

经营者积极参与农畜产品质量安

全追溯管理信息平台运行，逐步

提升追溯产品影响力，提高消费

者对追溯产品的认知度。

参考文献 ：

 [1] 提升农牧业产业化经营水平 

加快推进绿色农畜产品生产加工输出

基地建设 [R].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

公报 ,2014,(10).

[2]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 自治区人

民政府关于加快绿色农畜产品生产

加工输出基地和现代农牧业建设进

一步增强农村牧区发展活力的实施

意见 [R].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公

报 ,2013,(9).

[3] 冯玉臻 . 全力打造国家高质量

绿色农畜产品生产基地[J].人民周刊，

2021，（5）.

( 作者单位 ：内蒙古扎兰屯市

绿色产业发展中心 )

                责任编辑 ：张莉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