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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川县博物馆占地面积 3.6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4865平
方米，是集典藏、展示、教育、研究、传播等功能于一体的综
合性、现代化的公共文化设施。2011年，博物馆主体建成后
暂时停建，2023年4月重启建设，今年7月正式对外开放。

据武川县文博副研究员武明光介绍，博物馆共分为上
下两层，有六大展厅，以北魏文化为重点，按照远古史前时
期、秦汉时期、北魏隋唐时期、辽金元时期、明清时期 5 个

阶段，在 5处展厅分别呈现武川本土的遗迹和文物。同时，
博物馆还另设有古代货币展厅，展示了货币从起源到近现
代发展过程中的各种质地与型制。

“武川县大力建设博物馆，保护和传播当地的历史文
化，也为开展文化教育活动、提高公众文化素养提供平
台。下一步，将开发相关的文创产品，并与旅游业、展览业
等行业联动，推动博物馆创新发展。”武明光说。

哈达门高山草原旅游区坐落在武川县大青山乡，总占地
面积 68平方公里，森林覆盖率达 82.5%，境内峡谷、森林、草
原、高山台地相间分布，自然风光旖旎。该项目由山东乡源
润丰生态发展集团总投资10亿元建设，并引进众信旅游集团
运营管理，是集生态科普研学、航拍打卡、高山休闲露营、文
化体验于一体的综合性文旅项目。

众信旅游集团景区运营部总经理王亚戈告诉记者，旅游
区总体按照“一中心、两条线”进行规划建设。“一中心”即以

翻新改造主包为主，新建停车场和道路环线，并借助秦长城
遗址，打造集考古研学、餐饮住宿、休闲娱乐为一体的现代化
多功能服务接待中心。“两条线”即以自然景观为主，配建星
空营地、登山步道等基础设施的生态观光东线和以魏家窑
村、崞县窑村、冯家窑村提升改造为主的文化休闲体验西线。

“下一步，景区将按照总体规划、分步建设，通过全力推
进‘一中心、两条线’建设，打造多业态高水平的旅游服务体
验区。”王亚戈表示。

哈达门高山草原旅游区提升项目：

打造多业态旅游服务体验区

武川县养老服务园区：
托起幸福“夕阳红”

武川县养老服务园区于今年 3月开工建设，引入社会资
本1.2亿元，盘活占地38.4亩的综合福利中心闲置资源，将原
有建筑面积13560平方米的3栋单体建筑升级改造为养老服
务功能楼，规划床位 380张，目前特困集中供养人员已经入
住，社会养老人员也将陆续入住。

“武川县养老服务园区作为武川县养老服务行业龙头，
是集养老、医疗、护理、康复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养老示范
产业园区，可为入住老人提供生活照料、康养护理、文体娱
乐、精神慰藉、临终关怀等专业养老服务。”内蒙古蒙大陆置
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陆涛说。

内蒙古通用中药有限公司：
重振正北芪之乡

内蒙古通用中药有限公司位于武川县，该项目由京蒙协
作帮扶资金投资建设，通用技术中国医药旗下的内蒙古通用
中药有限公司租赁运营。项目总投资 0.5亿元以上，占地面
积1.1万平方米，建筑面积6500平方米，设计产能为年产1000
吨趁鲜加工黄芪、黄芩、甘草中药饮片，目前产能为 200吨/
年，年创造产值600万元，预计带动就业1000人次。

内蒙古通用中药有限公司总经理晓成介绍，2018年，通

用技术集团在武川县得胜沟乡设立了武川县首家集种植、产
地初加工、销售为一体的中药材生产企业——内蒙古通用中
药有限公司。集团以科技助力中药材产业高质量发展，一方面
持续加大科研攻关力度，解决发展瓶颈。另一方面持续加大专
业技术培训，培养职业药农。公司的成立推动了当地中药产业
高质量发展，打造了增收致富“造血”工程，为重振武川县“正北芪
之乡”、助力当地培育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新动能贡献力量。

中国燕麦产业数字化总部基地：
数字化赋能燕麦产业高质量发展

中国燕麦产业数字化总部基地位于武川县，由网库集团
建设打造，已于今年 4月 20日运营，将重点建设及运营产业
大数据中心（产业大脑）、产业链招商中心、产业O2O展示交
易中心、产业数字化人才产教融合中心、产业全媒体数字化
营销中心五大中心。

进入中国燕麦产业数字化总部基地，可以看到全国产业
带实时交易大屏、专业直播设备和当地燕麦产品陈列墙。
谈及具体业务，中国燕麦产业数字化总部基地运营总监孙
雪飞介绍道：“我们主要是与当地的燕麦企业开展合作，帮
助他们做好产品营销，包括提供产品设计、包装、营销、开展

线上线下优化推广服务，以及开展企业人才线上营销培训、
提供全域自媒体营销服务等。目前，我们已经与内蒙古智
邦谷物有限公司、三主粮集团、武皇酒业等企业达成了初步
合作。”

中国燕麦产业数字化总部基地建成后，将开展燕麦产业
原材料集采数字化、生产过程数字化、销售及渠道管理数字
化、物流仓储数字化和金融服务数字化五大产业数字化应
用，吸引当地乃至全国燕麦相关企业，并通过整合和优化燕
麦产业大数据，打造国内数据最全、质量最优的燕麦全产业
链大数据中心，构建我国燕麦产业大脑。

武川县燕麦产业园：
大力推进燕麦产业全产业链发展

武川县燕麦产业园位于武川县上秃亥乡马王庙村委会，
规划用地面积 36.19亩，总投资 1亿元，覆盖燕麦产业从种源
繁育、基地种植、原粮仓储、产品研发、初深加工与销售服务
全产业链发展。项目建成投产后，可年培育燕麦良种 2000
吨，加工优质燕麦精粮10000吨，生产燕麦超微粉450吨。目
前项目建设已接近尾声，预计9月底可达到投产条件，10月正
式开始生产。项目达产后，总体产值约 8000万元，能够直接

带动农户 360家，间接带动农户 2000家，并提供 50余个就业
岗位，可消化20余万亩燕麦。

武川县燕麦产业园依托地域优势和区位特色，通过定向
育种，建设优良燕麦品种供应基地，积极推进以销定产，鼓励
支持订单农业，打造适度规模化种植，推动形成内蒙古标准
化、规模化绿色农产品供应基地，为内蒙古燕麦产业发展注
入新活力。

蒙草草产业科技园区建设项目：
推动农牧民增产增收

蒙草草产业科技园区建设项目由蒙草生态环境（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总投资 1.2亿元，占地 92亩，于
今年 4 月开工，建设科研实验中心、草饲料全日粮中央厨
房、原料储存库、牧草超市、七天鲜草牧场等，预计 12月底
完工。

采访中，蒙草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武川县项

目负责人苏津煜表示，武川县积极推进与蒙草公司合作，
建设蒙草草产业科技园区，共同推进武川县饲草产业高质
量发展。项目建成后年可加工生产优质饲草料 20万吨，5
组“七天牧场”年产鲜草约 1100吨，预估年产值 2.8亿元，带
动就业用工 2000 人次，同时助力舍饲圈养，促进从“一棵
草”到“一杯奶”的产业链发展，推动农牧民增产增收。

武川县博物馆：
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武川县现代牧业园区：
护绿增收促发展

武川县现代牧业园区项目总投资 7亿元，占地面积 800
亩，规划建设标准化羊舍 100栋，现已建成 56栋。西区以繁
育基础母羊为主，东区将部分养殖大户吸纳到园区进行禁牧

后的舍饲养殖。通过奖补农户鼓励更换品种、入园自行饲喂
养殖经营、投放怀羔母羊回收羔羊、为养殖户提供周转用棚
代养四种模式，实现“禁牧不禁养、护绿又增收”目标。

在全市上下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和自治区党委十一届八次全会、市委十三届八次全会精神之
际，呼和浩特市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武川县现场会如期召开。

近年来，武川县坚持富民和强县两手抓，做好保护、发展、富裕“三篇文章”，打造高原特色农牧业、文化旅游体验、
清洁能源输出和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四个产业基地”，着力构建高原特色农畜产品加工区、绿色工业集聚区“一园两
区”的目标定位，持续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快速增长，在全市比学赶超的浓厚氛围中，全力推动经济社
会实现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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