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绘就玉米产业新蓝图 打造玉米生物科技产业集群

金玉锋生物科技大健康产业园项目总投资 120 亿元，
年度计划投资 10.5亿元，建设年产 240万吨玉米淀粉、20万
吨葡萄糖、10 万吨麦芽糊精、10 万吨山梨醇、500 吨辅酶
Q10 和 10 万吨玉米胚芽油生产线各一条，目前仓储项目已
封顶，正进行内部装修；华北制药生物发酵基地总投资 16.9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0.6 亿元。项目一期建设 10000 吨/年
固态营养素生产线及配套设施，二期建设 20000吨/年固态
营养素及 60000 吨/年山梨醇生产线及配套设备设施和配
套电厂。目前一期工程动力车间蒸汽、循环水系统试车完
毕，发酵车间、提取车间试车完成，二期项目正在进行设计
评审⋯⋯今年，总投资 201.17 亿元的通辽市重点推进的 15
个玉米产业链上项目已全面开工建设。

通辽市地处世界“黄金玉米带”，是国家重要的商品粮
生产基地，年玉米播种面积保持在 1500 万亩以上，占全部
播种面积的 70%，玉米年产量达到 150 亿斤以上。2018
年，“通辽黄玉米”成功注册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并作为通
辽市农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参加了全区农畜产品区域公
用品牌价值评估，以 287 亿元的品牌价值位居全区农畜产
品区域公用品牌价值榜首。2019 年，经中国优质农产品
开发服务协会重新评审，“通辽黄玉米”品牌价值达到
301.6 亿元。

近年来,通辽市依托区域优势和资源禀赋，在玉米“吃
干榨净”上做文章，以发展玉米生物产业为重点，积极推进
玉米加工转化、增值升级，不断提升产品附加值，下大气力
壮大产业链条，全力推进玉米产业高质量发展。目前全市
已有玉米生物产业链规上企业 16 家,重点企业有梅花生
物、华曙生物、利牛生化、中圆生物、三星、德瑞等玉米加工
企业，已形成 105 万吨淀粉、58 万吨味精、22 万吨氨基酸、
35 万吨酒精、8200 吨土霉素碱、5 万吨麦芽糖、13.8 万吨乙
二醇、5 万吨玉米油的生产能力。

在通辽市第六次党代会上，进一步把优势特色产业培
育的主攻方向聚焦到玉米生物科技产业基地建设上，玉米
生物科技产业已成为该市最具现实基础、最有可能打造出
特色竞争力的关键领域。在玉米生物科技产业建设中，全

市政企联动绘制“玉米产业图谱”，抓好区域分工。开鲁工
业园区重点培育药品级产业集群，主攻原料药和医药中间
体，提升在全国相关行业的话语权和影响力；科尔沁区重
点发展食品级高端终端产品，主攻小品种氨基酸研发生
产，打造世界级小品种氨基酸生产基地。

开鲁县聚焦产业定位，坚定不移地推进玉米生物科技
产业集群发展，全力推进玉米加工转化、增值升级，不断延
伸产业链，着力打造全株产业链、集群式发展的玉米生物
科技产业，产业的集聚效应日趋显现。目前，全县已经入
驻上下游紧密衔接、产业链深度耦合的玉米生物科技企业
32 家，年可转化玉米 260 万吨，强力霉素产能占世界 60%，
舒巴坦酸产能占世界 36%。逐步形成了以玉米淀粉为基
础的 4 条重点产业链，推动全县工业总产值和规模以上工
业增加值连续 4 年年均分别增长 20%和 12%。

科尔沁区全面优化产业结构，以提升工业经济发展质
量效益为核心，全力培育壮大玉米生物科技产业，推动玉
米生物产业集聚化、集群化发展。海邻生物饲料项目有效
延展低质资源利用链条，顺通生物乙醇技改项目开辟醇类
产业精深加工新路径，梅花生物海藻糖、药用氨基酸扩产
等项目打开产业“蓝海”，越来越多优质、绿色、高效的企业
入驻，形成了以“玉米—淀粉—氨基酸”“玉米—淀粉—酒
精”“玉米—淀粉—有机酸—乳酸—聚乳酸—生产可降解
新材料”为代表的产业链条，产品持续向高端化迈进。

“十四五”期间，通辽市将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
向，推动玉米全株开发，突出玉米全株产业链建设，聚焦玉
米生物科技，加快推进工业转型升级，打造世界级小品种
氨基酸生产基地、全国原料药和医药中间体生产基地。坚
持以链式思维培育产业生态，向食品药品级高端终端延
伸，继续引进高附加值玉米深加工项目，完善玉米产业发
展载体，推动全市玉米生物产业向绿色、精深、高端延伸。
稳定发展现有氨基酸、淀粉糖、变性淀粉、生物饲料、糠醛
等产品，大力发展食品级、医药级氨基酸、原料药等高端产
品，实现资源可循环利用，建成国家重要的玉米生物科技
产业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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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的科尔沁大地处处皆景，美不胜收。位于通辽
市科左后旗巴胡塔苏木伊和布拉格嘎查、由内蒙古新牛
畜牧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奶（肉）牛一体化全产业链
项目第七牧场，在绿水青山的怀抱中显得格外耀眼。该
项目占地面积 1700 亩，总投资 8.7 亿元，主要建设存栏规
模 2.5 万头奶（肉）牛一体化规模化养殖场，包括通风泌乳
牛舍 15 栋，自然通风育成、育肥牛舍 14 栋，利拉伐双 80
位自动挤奶厅 1 座及配套基础设施。牧场完工后，能提
供就业岗位 300 个。同时，可有效带动周边农户发展相
关产业增收致富，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丰收。

这是通辽市大力推进肉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缩
影。近年来，该市立足良好的自然条件和资源禀赋，坚持
把肉牛产业作为推动乡村振兴、保持农牧民持续增收的
支柱产业来培育。目前，全市 91 个苏木乡镇中，基础母
牛超万头的有 64 个，超过了 2/3；2103 个嘎查村中，以养
牛为主导产业的有 1260 个，超过了 1/2；76 万农牧户中
18 万户以上从事肉牛养殖，接近 1/4；106 万农牧民从肉
牛产业链条中获益增收。

北纬 42°—45°之间是世界上公认的黄金畜牧带，
通辽市就位于其间。这里有 2000 多万亩森林、3000 多
万亩草原和 2000 多万亩耕地相间分布，四季的温湿度、
土壤成分的构成、水源与降雨条件等都为牧草和牲畜的
生长提供了优越的自然环境，也为该市牛产业发展奠定
了基础。

前 不 久 ，该 市 着 眼 长 远 ，立 足 未 来 ，编 制 了
《2022—2025 年 通 辽 市 肉 牛 产 业 高 质 量 发 展 行 动 计
划》，计划明确提出以下任务目标：2022 年牧业年度全
市牛存栏达到 350 万头，其中能繁母牛 170 万头；日历
年度肉牛出栏 120 万头，市内屠宰加工 15 万头，母牛
繁 殖 成 活 率 达 80% ，肉 牛 规 模 化 养 殖 比 重 达 48% 以
上，肉牛全产业链产值达到 350 亿元以上；到 2025 年，
牧业年度牛存栏达到 400 万头，其中能繁母牛 220 万
头，日历年度肉牛出栏 150 万头以上，市内屠宰加工 60
万头，肉牛标准化规模养殖比重达到 60%以上，肉牛全

产业链产值达到 500 亿元以上。同时，成立了由市政
府主要领导任组长，农牧、发改、财政、工信、金融、商
务、科技、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等部门人员为成员的通
辽市肉牛产业高质量发展领导小组，统筹谋划、决策和
推进肉牛产业高质量发展。

做大做强做优肉牛产业，配套支持政策至关重要。
为充分发挥肉牛产业优势，夯实肉牛全产业链发展基础，
该市出台了《通辽市推进肉牛产业高质量发展扶持政策》

《通辽市 2022 年政策性肉牛养殖保险试点工作实施方
案》《通辽市金融财政进一步支持牛产业发展若干政策》
等系列政策措施，对肉牛养殖企业（场/户）给予支持，激
发了肉牛养殖企业、合作社、养殖场（户）的积极性。

科左后旗素有“黄牛之乡”的美誉。近年来，该旗坚
持将肉牛产业作为全旗主导产业来抓，量质并举、速效并
重，引导鼓励农牧民群众养牛，2021 牧业年度，科左后旗
牛存栏 92.53 万头。

为高效精准服务牛产业，中国银行通辽分行在科左
后旗设立了全国首家牛产业金融服务中心，推出了专门
针对当地养殖户的“惠牛贷”业务。今年一季度，中行科
左后旗支行共发放“惠牛贷”514 笔，金额达 5012 万元。
为推进肉牛产业可持续发展，科左后旗强化资金保障，
2021 年，驻旗各金融机构共投放养牛贷款 25.76 亿元；
2022 年 1 月至 5 月投放养牛贷款 13.3 亿元，目前贷款余
额 30.4 亿元。

为加快推进肉牛产业高质量发展，通辽市还制定了
26 条扶持政策。市财政每年投入专项资金 1000 万元，
用于引进肉牛优秀种质资源、培育优质种公牛及科尔沁
肉牛新品种；在落实国家和自治区良种补贴的基础上，按
照农牧部门测算标准对冻精生产成本差额予以兜底补
贴，保证全市范围内良补冻精优质、足量、免费供应；对认
定为市级肉牛育种核心群的养殖场一次性奖励 10 万
元。同时，实施肉牛政策性保险，投保范围覆盖能繁母
牛、育肥牛、犊牛等肉牛全生命周期；市财政出资 2000 万
元加入肉牛屠宰企业“助保贷”资金池，并争取自治区“助

保贷”配套资金，与银行合作放大信贷投放倍数，形成 5
亿元的“助保贷”信贷资金规模。

7 月 13 日，科左中旗澳丰集团子公司丰润牧业供港
澳活牛养殖基地的 40 头膘肥体壮、个头匀称的“科尔沁
牛”开启了港澳之行。

澳丰集团于 1998 年注册成立，2000 年被国家检验
检疫局认定为供港澳活牛基地，如今，已连续 22 年为港
澳供应活牛，是国家供港澳育肥牛生产基地、国内供港澳
育肥牛重点基地口岸之一。

目前，丰润牧业供港澳活牛养殖基地存栏育肥牛约
1500 头，除了企业自主繁育的以外，还有很多是选购于
当地的牲畜交易市场和养殖户家中。近 20 年来，随着科
左中旗黄牛改良步伐进一步加快，农牧民对优质品种肉
牛的认识愈加提高，经过长时间的良种繁育，养殖户家里
的优质肉牛数量逐年增加，品质有了质的飞跃。

扶持龙头企业，通过市场联动效益带动中小养殖户
共同发展，是科左中旗全力建设国家高质量绿色农畜产
品生产基地的重要举措。农企利益的紧密联结，有力推
动了科左中旗打造集优良种牛繁育养殖基地、肉牛交易
基地和精深加工基地于一体的肉牛全产业链，实现了肉
牛从饲养、加工到餐桌的全程可追溯，形成规模化肉牛繁
殖、交易、育肥、屠宰、精加工等产业集群。

龙头企业是带动产业发展和群众增收的主力军，让
龙头企业与群众真正形成利益共同体，才能实现肉牛产
业的稳步发展。

“ 十 四 五 ”期 间 ，通 辽 市 将 以 屠 宰 环 节 的 引 进 培
育、提升补强，牵引前端扩繁育肥、后端精深加工不断
发 展 壮 大 。 一 方 面 抓“ 盘 活 ”，对 一 些 进 了“ICU”、快
成“植物人”的企业主动上手，引导企业强身健体、发
展壮大，尽快恢复有效的生产能力。另一方面抓“引
进”，重点聚焦资金实力强、专业化程度高、市场渠道
覆盖广的行业领军企业，以合作等方式引进一批新的
市场主体，尽快形成精深加工的示范，带动提升行业
生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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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通辽市科左后旗努古斯台镇科尔沁沙地“双
千万亩”综合治理项目区，目之所及，天蓝树翠，雨后清
风送来阵阵松香，昔日的黄沙秃岭变换了容颜。

据了解，该项目区治理区规划面积 200 万亩，目
前项目已全部建设完成，项目区植被覆盖率提高至
90％以上，新增森林活立木蓄积 120 万立方米，形成
百万亩大林场，有效控制风沙危害，实现沙地增绿、农
牧民增收。

“科左后旗遵循自然规律，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
草沙’综合治理。采取拟自然林、飞播造林、锁边造林
等治沙造林方式，完成人工造林 60 万亩；对适宜封育
的地块，采取建设围栏、抚育复壮、人工促进更新和管
护等措施封山育林 40 万亩；对退化沙化草牧场进行全
面禁垦禁牧，利用生态系统自我修复能力，完成自然修
复 100 万亩，促进天然更新，形成稳定的生态系统。”科
左后旗委书记解春贺表示。

科尔沁沙地在通辽市境内有 4086 万亩，占科尔
沁沙地总面积的 52.7％。为摆脱风沙危害，通辽市
委、市政府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开始，坚持不懈地把
防沙治沙摆在突出位置来抓，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
来，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
发展理念，将防沙治沙与产业发展、治贫致富统一起
来，把推进科尔沁沙地治理，推动林业生态建设作为
促进生产发展、农牧民致富的有效途径，统筹协调兴
林与富民的关系，大力发展林沙产业，着力实现生态
与产业的共赢，先后启动实施了“5820”工程、科尔沁
沙地“双千万亩”综合治理工程等一大批防沙治沙重
点工程，取得了显著成效。目前，全市已有
2066 万亩严重沙化土地、900 多
万亩水土流失土地得到

有效治理，初步形成了木材加工、林果、森林草原旅
游、种苗花卉、林下种养殖五大林草产业体系，促进并
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全市木材初加工和人造板
生产企业稳定在 100 家左右，农牧民每年通过销售木
材以及加工增值收入达 3.5 亿元。以杨树为主的用材
林基地达 500 多万亩，活立木蓄积 1500 多万立方米。
以沙地葡萄、塞外红苹果为主的经济林果品产业已形
成规模，栽植面积近 100 万亩。林下种植药材、食用菌
培育、种苗花卉培育以及林下特种养殖产业，已成为农
牧民群众增收致富新的增长点。以大青沟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以及以银沙湾、宝古图沙漠为重点的生态旅
游产业得到快速发展，昔日的“沙窝窝”变成了“金窝
窝”。通辽市先后被授予“全国林业生态建设先进地
区”“全国平原绿化先进市”“全国绿化模范城市”“全
国防沙治沙示范区”等荣誉称号。

“十四五”期间，通辽市计划完成科尔沁沙地
综合治理任务 1000 万亩，持续恢复沙区林草植
被，不断提高科学防沙、治沙、用沙的能力和
水平，重点发展市场前景好、对农牧民增
收带动强的林草产业，培育一批以名
优经济林、优质牧草为主的林草
支柱产业和产业集中度较
高的重点苏木镇场、嘎
查村，让生态化为
乡村振兴聚势
赋能。

丰收的喜悦丰收的喜悦。。
张美娜张美娜 摄摄

进入盛果期的通辽特色林
果——鸡心果。 刘源丰 摄

玉米晾晒玉米晾晒。。 张启民 摄正在建设的玉米深加工企业——内蒙古金玉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胡立忠 摄通辽肉牛核心育种场。 郭洪申 摄村在绿中——鸟瞰奈曼旗八仙筒镇门迪浩来嘎查。 侯显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