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 19日，通辽市各级党委、政府部门负责人，品

牌传播专家学者代表，商协会代表、企业家、媒体记者

等 170 多人相聚西辽河畔，共襄“通达辽阔 近悦远

来”中国·通辽区域品牌联合发布会暨招商推介大会。

随着与会嘉宾共同按动虚拟启动按钮，通辽市全域

品牌、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文旅区域品牌正式发布。

——全域品牌：“通达辽阔”，广告语是“通达辽

阔 近悦远来”。

——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通辽农品”，广告语是

“生态通辽 绿色农品”。

——文旅区域品牌：“悦来通辽”，广告语是“探源

西辽河文明 漫游科尔沁胜境”。

发布会以“通达辽阔 近悦远来”为主题，通过沉

浸式品牌发布会形式，融入产业展示、产品展示、消费

体验、招商推介、渠道对接、现场签约、专题研讨等活动

宣传推介通辽。

自治区党委常委、通辽市委书记孟宪东到会致辞。

孟宪东说，城市品牌是城市形象的精华浓缩，是城

市发展的重要驱动，是城市精神赓续的有效载体。赋

予通辽这座城市一个贴切而响亮的全域公用品牌，赋

予众多通辽产品更加鲜明而别致的区域标识，这是通

辽人孜孜以求的美好愿望。

——通辽地处中华文明三大源头之一的西辽河文

明的核心区域，正所谓：科尔沁铺锦八百里，西辽河润

绿五千年。5000多年前，这里就有“哈民”“南宝”的先

民繁衍生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各民族交往交流交

融、共同创造美好生活，让这片土地成为我国北方草原

文化、农耕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通辽的地形地貌兼具草原、森林、山地、湖泊、

湿地、沙漠等多种形态，科尔沁500公里风景大道让众

多自然景观连珠成串、美不胜收。纯净的生态景致、怡

人的自然气候还孕育出个性鲜明的地域文化，“中国民

族曲艺之乡”“中国安代艺术之乡”“中国马王之

乡”……可以让国内外游客在探源揽胜之余，领略独特

的民族风情。

——通辽天蓝水净、空气清新、日照充足，宝贵的

生态资源孕育形成了丰美物产。粮食产量位列全国地

级市第7位，红干椒、黑荞麦、中药材等绿色农品倍受市

场青睐。“黄金种植带”也造就了“黄金养殖带”，全市牲

畜存栏已达1300万头只，种质资源、养殖规模、品牌价

值等多项指标位列全国地级市首位，正在向着“全国肉

牛产业第一重镇”的目标加倍努力。

——通辽矿产资源相对富集、工业主导产业特色

鲜明。北部有霍林河煤电铝基地，原铝生产规模占到

全国的7.5%，随着绿电替代优势释放、原铝产能加快转

移、精深加工提档升级，一个产值超千亿元的绿电铝之

城基本成型。中部有玉米合成生物工程基地，主攻食

品级、药品级中高端产品研发生产，三五年内产值将突

破500亿元；正在加快建设的蒙东风电装备制造基地，

即将开启内蒙古风机全套装备本土制造的新纪元，形

成一个500亿元规模的产业集群。南部有镍基新材料

和纳米微晶新材料基地，高品质特殊钢、高性能结构材

料、新型建筑装饰材料等产业开发前景广阔，新的千亿

级产业呼之欲出。与此同时，抓住新能源开发的机会，

全市正在大力推动绿能与产业协同发展，用绿电洼地

效应推动蒙东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加快破题。

孟宪东说，像人们常常回避不了“你是谁？你在哪

里？你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等认知困难一样，通

辽作为一个地区也有这方面的困惑。她本来玉树临

风、天生丽质，但依然存在“养在深闺人未识”的遗憾；

她本来独具优势、底蕴厚重，但依然面临“酒好也怕巷

子深”的窘境。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通辽要

进一步扩大开放、更好融入和服务新发展格局，既需要

“苦练内功”，夯实经济发展的家底根基；也需要“外树

形象”，塑造彰显辨识度、增强知名度、提升美誉度的标

识符号。举办这次大会，就是希望通过对通辽全域公

用品牌、系列区域品牌的发布、阐释和传播，进一步挖

掘城市特质、激发城市活力，用品牌的力量赋能通辽经

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通达辽阔 近悦远来”是通辽正在积极塑造的城

市形象。

“通达辽阔”——体现的是通辽区位交通、自然地

貌的鲜明特点。“通达辽阔”原本就是“通辽”这个地名

的由来，到了近现代，这一点更加实至名归。通辽位于

我国东北地区的几何中心，公路铁路交织成网、内畅外

联，几年前就已经开通高铁并接入首都通勤圈，南北两

座机场运营航线30余条，是国家规划打造的综合交通

枢纽城市、物流枢纽承载城市，这样的区位条件不可不

谓之“通达”。背依大兴安岭、沐浴西辽河水，近6万平

方公里的广袤土地、肥沃的西辽河平原哺育着 283万

各族人民，这样的地理状况不可不谓之“辽阔”。

“近悦远来”——展示的是通辽海纳百川、扩大开

放的执着追求。古语云，交以道接以礼，近者悦远者

来。多年以来，通辽主动融入东北全面振兴，积极谋求

与周边地区合作发展，不断促进设施互联互通、资源集

聚集散、要素融汇融通、发展互学互鉴，努力在区域协

同发展中展现作为。对此，应该称之为“近悦”。与此

同时，全市上下集中攻坚优化营商环境，坚定不移推进

开放招商，主动加强与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以及国

内外其他地区的合作，努力把亲商安商的软环境越塑

越优，把开放合作的“朋友圈”越做越大。对此，应该称

之为“远来”。

孟宪东说，这次品牌发布大会的召开，标志着通辽

区域品牌建设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量的突

破”，而要促成品牌价值和品牌影响力“质的飞跃”，还

需要全市上下共同努力、精心呵护，赋予“通达辽阔

近悦远来”这一品牌形象更丰富的内涵、更精良的品

质、更鲜明的特色。

通辽要始终牢记嘱托，办好两件大事。深情感悟

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各族人民的深切关怀，传承好

心向党、心向党中央的红色基因，办好高质量完成“五

大任务”和全方位建设“模范自治区”两件大事，在“闯

新路、进中游”的奋进中展现通辽担当、贡献通辽力

量。

通辽要持续重塑再造，优化发展环境。牢固树立

大抓发展、快抓发展的理念，不断强化讲求质量、争创

一流的意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涵养政治生态、净化

社会风气，引领各级干部群众讲诚信、强服务、提效

率，让“近悦远来”成为各类市场主体的真实体验。

通辽要加强外联内融，扩大对外开放。切实改善

与口岸城市的合作，加强外向型产业培育，积极参与建

设“一带一路”；用好用足蒙东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的

“金字招牌”，主动在区域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

级中找准角色定位，以更大力度招商引资、招才引智，

加快培育具备通辽特色的现代产业体系。

通辽要主动讲好故事，立起正面形象。充分运用

多种媒体的矩阵效应，全方位宣传通辽的比较优势、特

色亮点、发展成就，多维度展示通辽人民热情、和善、诚

信、肯干的鲜明特质，不断提升区域品牌的美誉度和影

响力。

通辽因“通”达“辽”阔而得名，常住人口 283.46万，总面

积5.95万平方公里，是“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卫生城市”。这

里历史悠久，文化厚重，走出了孝庄文皇后、僧格林沁等历史

名人；享有版画艺术之乡、乌力格尔之乡、民族曲艺之乡等盛

誉，《敖包相会》从这里唱响大江南北。这里区位优越，交通便

捷，是全国综合交通枢纽城市，是内蒙古距离海港最近的城

市，主城区距锦州港380公里，距沈阳、长春仅280公里。从

通辽坐高铁，4个小时到北京、1.5个小时到沈阳。境内4条高

速公路与全国高速路网互联互通，两座机场通航20多个大中

城市。这里资源富集，物产丰饶，已探明矿产50余种，煤炭储

量119亿吨，天然碱储量13亿吨，油页岩储量4.6亿吨。通辽

地处世界黄金玉米带、肉牛黄金养殖带，年产优质玉米180亿

斤，肉牛存栏 367.3万头，素有内蒙古“粮仓”“肉库”等美誉。

这里天辽地阔，风光秀美，春有山花烂漫、夏有美景如画、秋有

层林尽染、冬有林海雪原。地形地貌兼具沙漠、草原、湿地、湖

泊、山地等特点，被评为国家园林城市和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这里能源充沛，前景可观，全市风光资源可开发规模2800万

千瓦以上，新能源装机已达872万千瓦，占比近50%，综合到

户电价最低 0.36元左右，远低于周边省市和长三角、珠三角

地区，具有绝对的价格优势，是企业降本增效、提高市场竞争

力的“王牌”。

通辽市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聚焦聚力

抓好“五大任务”落实，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着力打造

特色优势产业集群，正在加快推进现代化通辽建设。玉米

合成生物产业集群发展“优势明显”。围绕打造玉米全株产

业链，引进梅花生物、玉王生物、华曙生物等 30多家重点企

业，规上企业年加工转化玉米 80多亿斤，产品已形成 13大

类 200多个品种，正在围绕糖、酸、药、醇等方向，打造世界

级氨基酸基地和国家级原料药生产基地，推动产业链向食

品级、药品级高端延伸。肉牛产业融合发展“大有可为”。

这里是全国闻名的“黄牛之乡”，肉牛种质资源、品种改良、

养殖规模、交易数量、品牌价值、服务体系6项指标位列全国

地级市首位，贯通一二三产，年出栏125万头，具备120万头

屠宰加工能力，全产业链产值达到 350亿元，正在加快建设

“全国肉牛产业第一重镇”。铝镍硅新材料绿色发展“势强

劲足”。已建成 22家铝后深加工企业，形成 269万吨电解铝

产能，铝基新材料全产业链年产值近千亿元；建有奈曼经安

等集群企业，现有60万吨镍铁合金产能，到2026年，将建成

蒙东地区最大的不锈钢制品生产基地；现有硅砂生产企业

44家，硅砂储量 550亿吨，居全国第一，是国内四大硅砂资

源发展前景最好的地区之一，已经成为国内重要硅砂产业

基地。新能源装备制造创新发展“颇具规模”。通辽“风”

“光”无限，是国家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百万千瓦级光伏发

电基地，强势引进龙马重工、东方电气、金风科技等高端装

备制造企业，全力推进绿电就地消纳替代，正在打造全球最

大的陆上风机制造基地。现代中（蒙）医药产业特色发展

“潜力巨大”。通辽享有“中国蒙医药之都”的美誉，是蒙医

药的重要发祥地、全国蒙医药发展核心区，“蒙医正骨术”被

列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全市中蒙药材种植面积50多万

亩，蒙药产量占全国蒙药市场的 50%以上，到 2025年，将形

成超过150亿元产值规模的中（蒙）医药产业集群。

作为辽西、蒙东重镇，通辽市的政策叠加优势明显，不仅

享受东北振兴、西部大开发、国家支持内蒙古又好又快发展等

政策红利，更被“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辐射带动，

是国家蒙东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通辽市委、市政府牢固树

立“项目为王、招商为要、服务为先”发展理念，持续用心服务、

主动服务、高效服务，以最好环境、最优政策、最强保障，真正

让企业放心投资、安心发展。

哈民遗址。 郭洪申 摄

通达辽阔 近悦远来

品牌解读。 张启民 摄▲
产品展示。 张启民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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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辽市农牧业资源富集，粮食和肉类产量位居内蒙古之

首，是内蒙古的“粮仓”“肉库”，是国家重要粮食基地和畜牧业

生产基地。近年来，通辽市委、市政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为导向，依托资源和区位优势，全力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

产基地，加快推进玉米、肉牛两大主导产业转型升级，因地制

宜发展红干椒、荞麦、甘薯、肉羊等特色产业，不断加大农产品

品牌建设力度，为助推农牧业转型升级、促进农牧民多渠道增

收提供了有力支撑。

通辽黄玉米。通辽地处世界黄金玉米带，依托独特优势

全力建设千万亩玉米核心区，玉米种植面积常年稳定在1600

万亩以上，产量180亿斤，占全区玉米产量的1/3。“通辽黄玉

米”以其容重高、营养含量高、霉变率低、含水率低“两高两低”

的优良品质，在东北乃至全国独占鳌头，形成了氨基酸、淀粉

糖等13大类200多种产品的全株产业链，获得了生态原产地

证明商标和农产品地理标志“双认证”，2022年品牌价值达到

305亿元，位居自治区农产品品牌价值榜首位，位居中国百强

农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榜第39位。

通辽肉牛。通辽地处世界黄金肉牛养殖带，是“中国黄牛

之乡”，2017年被国家命名为“中国草原肉牛之都”。市委、市

政府对肉牛产业发展高度重视、高位推进，全力建设“全国肉

牛产业第一重镇”。2022 年全市牛存栏 367.3 万头，出栏

125.7万头，基本形成了冷鲜肉生产、熟食品加工、副产品回收

利用的全产业链发展格局。

开鲁红干椒。开鲁县红干椒种植面积常年稳定在60万

亩，是我国县域种植面积最大的生产基地，享有“中国红干椒

之都”的美誉。拥有红干椒地方标准体系，获得生态原产地证

明商标和农产品地理标志“双认证”，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

品名录，区域公用品牌价值达到 19.6亿元。“开鲁红干椒”红

色素、维生素、辣椒素、氨基酸含量远高于国内其他地区椒品，

是“老干妈”“康师傅”等知名品牌的供应原料，更是人们生活

中必不可少的调味品，已得到国内外市场广泛认可。

库伦荞麦。库伦旗种植荞麦有1000多年的历史，种植面

积达到10万亩，素有“中国荞麦文化之乡”的美誉，获得了生

态原产地证明商标和农产品地理标志“双认证”，入选全国名

特优新农产品名录，被认定为第二批内蒙古特色农畜产品优

势区。“库伦荞麦”营养价值高，富含具有保健功能的多种矿物

质、维生素，荞麦米、荞麦面、荞麦茶、荞麦酒等产品深受消费

者喜爱，“库伦荞麦、健康常在”已经深入人心。

扎鲁特草原羊。扎鲁特旗水草丰美，具有得天独厚的牧

业资源，饲草料年均产量20亿公斤以上，羊存栏200万只以

上，素有“内蒙古肉羊养殖基地”的美誉。“扎鲁特草原羊”被农

业农村部认定为农产品地理标志，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

名录。“扎鲁特草原羊”肉质鲜嫩，营养价值高，富含优质蛋白

和人体所需的多种氨基酸，已成为家喻户晓、老少皆宜的传统

美食。

奈曼甘薯。甘薯在清朝乾隆年间传入奈曼，已有近300

年的种植历史。种植面积常年稳定在4万亩以上，年产量约8

万吨。“奈曼甘薯”已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奇石净

土、奈曼甘薯”已经声名远播。

穿越时空的历史文化之旅，探源西辽河文明。

通辽地处科尔沁草原腹地，西辽河干流 91%在通辽境

内，是中华文明三大源头之一的西辽河文明的核心区域，农耕

文明、草原文明和现代文明在这里相互交融，铸就了通辽独特

的文化魅力，是全国文明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西辽河文化是这座城市的根脉。哈民遗址公园，再现了

5000多年前先民在这里繁衍生息的场景，是西辽河流域史前

文明的重要考古见证。南宝力皋吐遗址，展现了4500年前文

化交融的历史场景。库伦三大寺，融合蒙藏汉风格于一体，诉

说着历时300年政教合一的历史。孝庄园文化旅游区，解读

清朝孝庄文皇后的精彩人生。悦来河旅游休闲街区，12座博

物馆成为网红打卡地，街区成为夜间消费集聚区。

通辽历史文化厚重，拥有丰厚的文化遗产，是“中国民族

曲艺之乡”“中国安代艺术之乡”“中国马王之乡”。那达慕等

各类节庆活动贯穿全年，7、8月份将举办系列美食音乐节、西

辽河文化节、8·18哲里木赛马节等，广大游客共享激情飞扬

的夏日聚会。

穿越全境的风景大道，漫游科尔沁胜境。

俯瞰七月的通辽大地，沃野千里、山清水秀、绿海银沙、五

彩缤纷，绘就了多彩通辽的壮阔之美。科尔沁500公里风景

大道贯通南北，整合了境内 304国道沿线的 80余处景区景

点，串联24家A级景区，被评为“中国最受欢迎的十大自驾游

路线”。沿线有14家自驾车露营地，科左后旗的草甘露营地

是内蒙古首家5C级营地，还有奈曼旗青龙山、扎鲁特旗誉州

北两家 4C级营地，通辽高等级营地数量位居全国地级市前

列。

风景大道沿线景色秀美，地域文化浓厚。南部的银沙湾、

宝古图两个国家沙漠公园，是越野一族的天堂，可以体验越野

探险、沙漠露营、蒙餐美食、沙漠旅拍等乐趣，感受“大漠孤烟

直、长河落日圆”的壮美意境。大青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原

始森林、漂流探险、青湖垂钓、歌舞演艺，让游客赞叹不已。阿

古拉草原旅游区，《敖包相会》从这里走向世界，最佳体验是带

上帐篷开启精致露营游，体会两日游遍山水林田湖草沙的惬

意。孟家段国家湿地公园，烟波浩渺的沙漠水库、水草丰美的

湿地，春来万鸟翔集、仲夏万顷澄碧、深秋丛林尽染、隆冬银装

素裹，湿地四季，气象万千。北部的珠日河草原、扎鲁特山地

草原、霍林郭勒怪山草原、额仑草原等旅游区，蓝天白云相依，

骏马羊群如梭，迎宾马队、赛马表演、敖包祭祀、篝火晚会，草

原上每一处风景都是一幅油画，都是你心心念念的诗和远方。

游遍天下美景，尝遍天下美食。

来到通辽就是一次美食之旅。皮薄酥软的蒙古馅饼，嫩

滑沁香的荞面饸饹，滋味鲜美的烤羊腿，还有通辽牛肉干、肥

牛火锅、炒米、黄金玉米餐、小米豆角饭，这8种美食称为“通

辽八珍味”，珍在自然，珍在品质，珍在情感，珍在回味，也代表

着“中国蒙餐之都”独一无二的味道。

来通辽旅游，交通便利，高铁直达北京、沈阳等大中城市，

民航和高速公路四通八达。热情好客的通辽人民欢迎八方宾

客，相约草原，相聚通辽。红干椒种植户丰收的喜悦。 郭洪申 摄 葵花获得大丰收。 白敖敏 摄 游客采摘锦绣海棠。 胡建华 摄 鲁北镇小黑山村谷子再获丰收。 白敖敏 摄

生态通辽 绿色农品

探源西辽河文明 漫游科尔沁胜境

宝古图沙漠旅游区摩托车拉力赛。 张启民 摄

通辽新貌通辽新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