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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老科尔沁 奋进新时代 谱写新华章

“科尔沁牛”引领绿色农畜产品走出国门
——内蒙古通辽市践行新发展理念系列报道之十

□ 本报记者 于保明

□ 任阿龙

在内蒙古科尔沁草原腹地北纬

42°到 45°，有一条世界黄金畜牧

带，这里的黄牛以膘情好、牛龄小、出

肉率高、肉质细嫩著称。

2020年以来，素有“内蒙古粮仓”

和“黄牛之乡”美誉的通辽市坚持以工

业化思维谋划农牧业发展，把肉牛产

业作为富民产业重点培育，全力推进

肉牛全产业链集群化发展，现已形成

肉牛良种繁育、规模养殖、精深加工、

线上线下交易、金融创新融合发展的

新业态，肉牛产业发展水平处于全国

领先地位，带动万千农牧民走上了脱

贫致富路。

牛年过上“牛”日子

“牛年好兆头！有政府的支持，

有这群牛在，我家的生活就有奔头。”

通辽市科左中旗苏林毛都嘎查的呼

达古拉说，“现在有19头牛，其中11

头都有犊子了，它们可是我们家的大

功臣！”

2014年，呼达古拉一家从父母

家分出来独自生活，由于文化水平较

低，外出也找不到合适工作，呼达古

拉夫妇只能在家靠种地为生，收入十

分微薄。

呼达古拉一家被识别为贫困户

后，他拿着国家补助的7000元扶贫资

金，买了7只小尾寒羊。“刚开始养羊

养的不太好，就把羊卖了，又借了点钱

买了5头牛，现在这些牛都是当初那

5头牛发展起来的。”呼达古拉说，当

时镇里派来了技术员，组织村里人搞

培训、讲技术，还上门手把手教养牛知

识。“2019年，政府又给贴息贷款3万

元，我又买了两头母牛，这才有了现在

的‘牛’日子。”

据了解，通辽市黄牛品种改良已

有60多年的历史，先后培育出“科尔

沁牛”“中国西门塔尔牛（草原类型

群）”，肉用性能优异的中国西门塔尔

牛已成为通辽市的当家品种，数量占

到全市牛存栏的96%。通辽市肉牛产

业规模和产业生产水平在国内占据突

出地位，2020年末肉牛存栏187.47万

头，年出栏肉牛80.24万头，牛肉产量

14.16万吨。

全市有1260个嘎查村以养牛为

主导产业，32万户、106万农牧民从肉

牛产业中获益，农牧民人均拥有超过

1.2头牛，70%的农牧户依靠肉牛产业

增收致富，农牧民人均肉牛养殖纯收

入达到2600元以上。通辽已成为全

区肉牛产业集群、纵深链接、产能最

大的肉牛基地和自治区东部肉牛种

源基地，主要指标均在全国地级市排

名前列，产业发展处于全国领先水

平，在业界有着“世界肉牛有中国、中

国肉牛看通辽”和“中国草原肉牛之

都”的美誉。

建设千亿级肉牛产业集群

近年来，通辽市肉牛产业发展迅

速，在产业地位、饲养规模、牛群质量、

产品加工销售、服务体系、养殖效益等

方面均处于全国领先地位。而这些都

得益于健康可持续的全产业链发展模

式，从草业、繁育，到屠宰、加工，再到

销售、流通，通辽市黄牛产业的发展模

式令世人瞩目。今年，通辽市将进一

步推进“中国草原肉牛之都”建设，打

造千亿级肉牛产业。

现如今，通辽市黄牛全产业链上

各个环节共荣共赢，带来了多重红利。

一是草产品加工企业异军突起，

成长为地方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饲

草料加工机械设备近6万台，2018年

全市青贮玉米种植面积565.06万亩，

人工草地保有面积达到110.5万亩，秸

秆饲料化利用率超过70%，全市粗饲

料储备总量220亿公斤。

二是肉牛交易市场条件日渐完

善，生意火爆。全市拥有成峰牲畜市

场、科尔沁黄牛市场、雨田农畜市场、

巴图牲畜市场等十大肉牛交易市

场，活牛年交易规模200万头，交易

额150亿元，辐射锡林郭勒盟、赤峰

市、兴安盟等周边盟市和辽宁、吉林、

黑龙江、河北、山东等十几个省市区，

初步构建了“买全国、卖全国”的发展

格局。

三是催生了一批在市场上叫得响

的品牌。“科尔沁牛”已成为国家地理

标志产品，“通辽肥牛”已获得国家质

检总局原产地标识注册。2020年，科

尔沁牛业股份有限公司、伊赛牛业、谷

润肉业有限公司等7家规模以上肉牛

屠宰加工企业已具备年屠宰加工能力

60万头，牛肉及深加工产品远销阿联

酋、科威特、黎巴嫩、巴勒斯坦、以色列

等中东国家以及马来西亚、印尼、文莱

等东南亚国家和地区。

牛产业的快速发展让农牧民尝到

了甜头，资本市场也看准了这块“蛋

糕”。2020年12月，总投资50亿元的

乳业产业园项目落户通辽市，规划在

科左后旗建设乳业产业园。项目计划

分三期建设：一期建设存栏奶牛6万

头以上的奶源基地；二期配套建设年

产20万吨反刍饲料加工厂；三期建设

乳粉生产样板工厂和示范基地，打造

全链条奶牛产业。

借“牛”势加快发展农牧业

“科尔沁”和“黄牛”这两个名词最

初关联度并不大，如今却融为一体，人

们提到“科尔沁”便会想到“黄牛”，提

到“黄牛”便会想到“科尔沁”，这就是

品牌的影响力。

自2020年以来，通辽市以品牌建

设为引领，加快打造科尔沁绿色农畜

产品品牌，加大“科尔沁肉牛标准”推

广应用，规模化养殖比重达到40%以

上，支持屠宰加工企业释放产能，拉紧

拉长产业链条，提高产业链增值收

益。出台支持奶业发展政策，建设优

质奶源基地，抓好伊利、蒙牛奶牛养殖

和奶制品加工项目，大力推动民族传

统奶制品产业健康发展。目前，“科尔

沁牛”国家地理标志享誉海内外，区域

公用品牌价值达到230亿元。

与此同时，通辽市借势“蒙字标”、

打好“绿色牌”，在巩固“通辽黄玉米”

“科尔沁牛”两个区域公用品牌基础

上，同步启动“开鲁红干椒、库伦荞麦、

科尔沁黄芪、奈曼甘薯、扎鲁特草原

羊”5个县级区域公用品牌建设工作，

力争三年内全市农畜产品区域公用品

牌价值突破1000亿元，让“绿色科尔

沁”品牌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今年通辽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围绕建设国家高质量绿色农畜产品生

产基地，推动农牧业园区化布局，建设

牛羊肉生产基地、优质乳产品生产基

地，创建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国家

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推动农牧业绿

色发展，完善科尔沁牛、奶制品等标准

化体系建设，建立统一的质量安全监

管信息化平台，标准化生产牲畜560

万头只，新增市级以上农牧业产业化

龙头企业8家、达到107家。

□ 李 杰

在“中国苹果之乡”甘肃省平凉

市静宁县，2020年苹果“保险+期货”

项目赔付工作刚告一段落。这次赔

付覆盖近6000户果农、赔付额4000

多万元、赔付率超过180%，也成为目

前我国苹果期货价格险赔付额较高

的项目。

苹果“保险+期货”项目不仅为农

户“保价”护航，更让山大沟深、交通不

便的静宁县在金融领域实现“逆袭”，

苹果产业“含金量”不断提升——郑州

商品交易所“苹果期货交割库”在此落

户，苹果“保险+期货”试点项目全县

推开，静宁苹果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成功登陆“新三板”。

“保险+期货”成“定心丸”

“因灾减产”“同果不同价”“丰年

难丰收”等问题，长期阻碍着当地苹果

产业发展、果农增收的步伐。静宁县

甘沟镇杨咀村村民樊森，便一直饱受

烦恼。

46岁的樊森，种植着10亩果园，

其中挂果园5亩。正常年份5亩地能

有4万多元收入，也是家里主要经济

来源。2020年，受低温冻害，樊森家

苹果减产严重，仅卖了5000元。

近年来，“倒春寒”等自然灾害频

发，樊森也意识到自身抗灾能力十分

脆弱，便积极参与苹果“保险+期货”

项目。2020年，投保5亩地的樊森，

赔付额达5361元。“自然灾害没办法，

只能听天由命，幸好有赔付，让一年没

白干。”

原来，苹果“保险+期货”是依托

保险公司作为媒介，农户或合作社通

过购买价格保险来保障收入稳定。而

保险公司则向期货公司的风险管理子

公司购买场外期权产品，转移赔付风

险，实现“再保险”。同时，期货公司通

过场内期货市场对冲交易，分散价格

风险。

“真正实现为果农‘保价’护航，有

效避免了‘果贱伤农’。”中国人民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甘肃分公司副总经

理魏欣说，价格保险目标价格的设定，

还充分考虑了果农的生产成本、人工

以及一定范围的稳定受益。

苹果产业是杨咀村的主导产业。

杨咀村去年苹果“保险+期货”实现了

全覆盖，户均赔付5600多元。“在生产

成本上升、自然灾害频发、市场价格波

动影响下，为村民稳定增收提供有力

支持。”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

李银霞说。

金融活水引“三变”

2018年，作为全国苹果种植优势

重点县之一，静宁县成了郑州商品交

易所“保险+期货”试点的重点支持区

域。郑商所累计投入2000多万元，支

持静宁县为期3年的试点建设。

同时，作为对口帮扶单位的中国

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及其直管企业中国

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等金融企业，

也聚焦金融优势，与人保财险甘肃省

分公司共同发力，不仅让“保险+期货”

在静宁县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还让当

地农户、企业、政府金融理念悄然改变。

农户逐渐懂金融、能议价。在静

宁县走访调研后，甘肃省农业金融保

险工作总站站长廉政学发现，过去害

怕金融、厌恶风险的农民，开始认识到

保险、期货等金融工具巨大的杠杆保

护和兜底作用，购买“保险+期货”的

意愿明显增强。过去受客商价格打压

的农户，也因价格托底保障，敢于主动

议价。

企业敢于用金融、强发展。2018

年，甘肃德美地缘现代农业集团有限

公司物流园综合冷库，被郑州商品交

易所指定为苹果期货交割仓库。企业

总经理田选宾发现苹果产业与资本市

场对接后，有效保障了农产品价格。

为了做强企业，更好带动群众增收，德

美地缘股改成立平凉静宁苹果产业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一举成为平凉市首

家“新三板”挂牌企业。

政府善于学金融、抢机遇。2021

年1月8日，全国首批政策性生猪“保

险+期货”项目落地静宁县。银河证

券挂职静宁县副县长的杜晓光告诉新

华社记者，正是因为有苹果“保险+期

货”项目基础，县委、县政府积极研究

政策，从谋划到落地，不足一周时间。

乡村振兴需金融加力

2020年，静宁县苹果“保险+期

货”项目顺利实施完成，惠及5903户

果农，户均获赔近7000元，切实保障

了果农种植收益，有效帮助果农抵御

价格下跌风险。

“农产品期货和农业保险的联动，

实现了苹果从开花到销售全链条的

风险保障。”平凉市政府金融办副主任

赵建军说，“保险+期货”能对冲市场

销售风险，但特色产业发展仍需多种

特色农业保险产品为补充，才能构建

保障的长效机制。

农业发展是乡村振兴的基础。甘

肃省农业特色产业丰富，很多农特产

品都因自然灾害及市场风险发展滞

后。廉政学认为，苹果“保险+期货”

在静宁取得良好成效，还得继续抓住

已上市的生猪期货以及未来还将上市

的马铃薯期货，充分发挥农业“保险+

期货”的风险保障功能、价格发现功

能、兜底保障功能。

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关键在于提

供良好的信息服务和风险管理服务。

“农产品期货期权与农业保险相融合

的农业风险管理模式已经在静宁生

根。”郑州商品交易所农产品部总监

刘鸿君说，乡村振兴还需农业保险与

多种金融工具联动，形成“保险+”模

式，例如加银行，通过保单或仓单质押

贷款，解决生产资金需求；加订单，提

前锁定价格,确保销量。

本报讯 近日，来自湖南省科

学技术厅的消息称，科技部已批复

同意支持湖南建设国家耐盐碱水

稻技术创新中心。

据了解，国家耐盐碱水稻技术

创新中心由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

心牵头，联合海南大学、青岛海水

稻研究发展中心有限公司等单位

共同组建，聚集了广东海洋大学、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黑龙江省农业

科学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

科学院、湖南省农业科学院、湖南

农业大学、三亚市南繁科学技术

研究院、湖南大学和袁隆平农业

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11家单位

协同共建。

创新中心将充分发挥湖南水

稻种业创新优势，聚焦耐盐碱水稻

杂种优势利用关键技术、耐盐碱种

质功能基因挖掘及其分子育种技

术、耐盐碱水稻新品种配套应用技

术等关键核心技术，建设完善科研

条件平台与研发体系，形成重大关

键技术源头供给。

创新中心按照“共商、共建、共

治、共享、共用”原则，多方协作，实

行“总部、研究中心、区域分中心和

试验站/基地”建设模式。通过跨

区域、跨领域、跨学科统筹推进和

任务协同，水稻杂种优势利用技术

与农业分子生物技术、盐碱地改良

综合生态技术等相关领域和产业

有机衔接，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

技术创新融合，与杂交水稻国家重

点实验室、杂交水稻国家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等平台紧密衔接，推动资

源开放共享，构建整体高效的管理

运行机制。 （谢 樱）

本报讯 清明前夕，浙江省宁

波市鄞州区微萌种业有限公司总

经理薄永明终于把蔬菜制种综合

保险协议签订了下来。“有了这份

保险，我们制种企业算是吃下了一

颗‘定心丸’。”薄永明说。

种子被称为农业的“芯片”，

其质量与农作物长势直接相关。

然而对于不少制种企业而言，制种

过程较为漫长，结果难以预测。“种

子的生产对天气的要求较为苛刻，

在我们公司，最终能够达标的种子

可能仅占所有试验种子的1%。”

薄永明说。

“农业生产是受自然灾害影响

较大的行业，制种相比一般的农作

物种植，面临着更大的风险。”宁波

市鄞州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胡尚鹏

说，除了自然灾害等影响因素外，

种子售后种植保障期内也可能会

面临各类纠纷，可靠稳妥的保障机

制对制种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

为保障农业“芯片”产业的顺

畅发展，蔬菜制种综合保险在当地

农业农村、人保财险等部门的谋划

下应运而生。根据保险协议，今后

因暴风雨、洪水、内涝、病虫害等影

响，直接造成保险蔬菜制种植株丧

失制种价值或死亡的损失，保险公

司将按合同约定给予赔偿。

与此同时，若在全国范围内销

售的种子因存在缺陷而造成种植

户财务损失，保险公司也会给予企

业相应赔偿。据了解，微萌种业有

限公司在当地的85亩原种繁育基

地，亩均意向保额超过4万元。协

议签订后，相关部门将为企业提供

全周期跟踪服务。 （顾小立）

湖南获批建设国家耐盐碱水稻技术创新中心

宁波推出蔬菜制种综合保险护航种子培育

“保险+期货”为静宁苹果“保价”护航

河北张家口河北张家口：：设施农业助增收设施农业助增收
近年来，河北省张家口市万全区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大力发展设施农

业，通过龙头公司带动，引导农民因地制宜发展瓜果、蔬菜等错季特色农产

品种植，种植面积达4.5万余亩，带动1.5万农户实现增收。图为万全区丰

胜庄村农民在温室大棚内采摘西红柿。 新华社发（武殿森 摄）

开鲁县雨田农畜交易市场 胡建华 摄 颗粒归仓 胡建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