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蒙牛“奶立方”：
重塑乳业价值链

作为全球乳业十强的蒙牛集团的“大本营”，和林格
尔县以“从一棵草到一杯奶”的全产业链布局闻名，年产
值超百亿元的乳业基石稳如磐石。蒙牛集团 2024年启
动的“奶立方”项目，更将乳业深加工水平推向一个新高
度。

走进蒙牛“奶立方”厂区，一座现代化乳业深加
工基地雏形初现。该项目负责人甄利民介绍，“奶立
方”是科技重构牛奶价值的试验场。在这里，牛奶通
过 LOSS（有序无损解析）系统被“拆解”为酪蛋白、乳
脂、功能性蛋白等高端原料，精准适配特定人群营
养、动物营养及微生物培养等多元需求。“过去牛奶
是普通消费品，现在是生物科技的‘材料库’。”甄利
民说。

科技创新是“奶立方”的核心驱动力。该项目汇聚
20余位院士及顶尖专家智慧，从特定人群营养、微生物
研究等多维度拆解牛奶价值，规划了从深加工 1.0到 3.0
的进阶路径，旨在推动乳业从基础品类向高附加值领
域延伸。项目投产后，可日处理原奶 600吨，新增就业
岗位 500 个，为和林格尔县新增亿元级税收。与此同
时，蒙牛九期奶粉工厂项目建成后年产能可达 3.6 万
吨，这是蒙牛在乳业产业园精心打造的第二个 5G数字
化工厂，对于完成蒙牛奶粉百亿产值布局具有关键推
动作用。

正大智能化屠宰：
科技赋能“绿色工厂”

“生猪屠宰”与“窗明几净”能否共存？和林格尔正
大集团的智能化屠宰加工厂给出了答案。该工厂颠覆
了人们对传统养殖加工的认知：环境控制系统自动调
节温湿度，污水处理全程智能监控。“舒适的环境可让
肉质更鲜美，这是科技与人文的双重升级。”内蒙古正
大鸿业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高世玺指着实时监控大屏
介绍道：“工厂将生猪养殖、加工、流通各环节与正大农
牧业智能云平台相连接，实现各环节数据实时监控和
分析，保证食品安全全程可追溯。”

在这里，科技不仅重塑生产流程，更重构价值链
条——每块肉品均植入溯源芯片，消费者扫码即可追
踪从养殖场到货架的全生命周期信息；屠宰厂下脚料
经生物转化制成宠物食品，实现资源物尽其用。“科技
让‘一把刀、一口锅’的作坊时代成为历史，现在我们要
做的是打开产业价值的无限可能。”高世玺说。

自 2015年落地和林格尔，正大集团以“玉米种植—
饲料加工—生猪养殖—食品深加工”全链条模式扎根
于此。高世玺算了一笔“区位账”：和林格尔毗邻京津
冀市场，经呼和浩特中转，乘高铁 3小时可达北京，叠加
本地政策支持与产业集群效应，让这里成为“种养加
销”一体化最优解。2022年项目投产后，不仅实现年屠
宰百万头生猪的产能，更以绿色、安全、高效重塑了行
业标杆。

产业创新：
从“单点突破”到全域创新

科技赋能的浪潮，正从龙头企业向和林格尔的产
业土壤深处奔涌。过去，蒙牛的“奶立方”与正大智能
化屠宰厂，是县域经济中耀眼的“单点突破”。如今，这
些“创新火种”已燎原成势，催生出乳、肉、草、种、菜五
大领域的全域升级：乳业领域，蒙牛联合院士团队攻克
鲜乳深加工技术，获得 3项专利授权；盛健羊乳集团启动

“敕勒川奶山羊”新品种培育，推动国产羊乳种源自主
化。肉牛产业中，内蒙古侩牛农牧业有限公司通过“双
肌牛”杂交育种填补国内高端肉牛种源空白，其“优牛之
星”管理系统实现全程数字化养殖……

全域创新的背后，是和林格尔县构建的“政产学研
金”协同生态。“2024年，和林格尔县出台创新驱动行动
方案，以‘真金白银’激发全域创新活力。”和林格尔县科
技局局长峰琴介绍，当地通过“研发投入奖励+高能级平
台补贴”等配套政策，推动财政科技投入年均增长超
20%，已争取自治区、市“揭榜挂帅”重大专项 15项，并设
立县级科技专项资金定向支持关键技术攻关。这种系
统性赋能，使传统产业的升级不再是“孤岛作战”——乳
企的低温灭菌技术反哺药品包装产业，屠宰厂的冷链大
数据助力预制菜企业精准排产，草业的固碳研究成果被
光伏电站用于生态修复评估……

从“一棵草到一杯奶”，从“一头猪到一块肉”，和林
格尔县产业“蝶变”之路，印证了科技赋能与龙头引领
的双重力量。和林格尔县正书写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县
域答案：没有落后的产业，只有未被唤醒的价值。

龙
头
企
业
引
领
产
业
﹃
蝶
变
﹄
打
造
绿
色
农
畜
产
品
加
工
新
高
地

近年来，和林格

尔县以“产业立县”为

战略核心，充分发挥

毗邻首府中心城区、

交通便利的区位优势

和农牧资源富集的禀

赋，锚定“建设呼和浩

特城市副中心”与“自

治区绿色农畜产品加

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

基地”目标，探索出一

条县域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创新路径。

通过“龙头企业

引领+产业链延伸”模

式，和林格尔县积极

推动传统农牧业向现

代化、集约化转型。

蒙牛、正大等龙头企

业带动乳业、肉牛等

优 势 产 业 规 模 化 发

展，形成从种养殖到

精深加工的全链条体

系。聚焦战略性新兴

产业，布局大数据、新

材料、装备制造等产

业，引入中国电信云

计算中心内蒙古信息

园等重大项目，构建

“产城融合”新格局。

与此同时，依托盛乐

博物馆、南山旅游景

区等资源，推进“文

化+旅游+生态”多业

态融合，打造区域文

旅新名片。

目前，和林格尔县

已形成产业协同发力、

新旧动能加速转换的

发展态势，产业集聚效

应与创新活力显著增

强，其正以独特的产业

发展模式，书写高质量

发展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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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领跑者”和林格尔县蹚出“城市副中心+产业集群”样板路
4月 9日，在和林格尔云谷新型产业

园区内，天皓玻纤二期 2号生产线窑炉
喷枪喷出湛蓝火焰，标志着该生产线顺
利点火。这一关键节点的达成，不仅为
企业自身发展按下“加速键”，更在和林
格尔县新材料产业发展进程中写下浓
墨重彩的一笔。

作为内蒙古自治区首个大型池窑玻
纤生产项目，内蒙古天皓玻纤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天皓玻纤）自 2022年落户
和林格尔县以来，便肩负着推动当地从

“乳业独大”向“多元强县”转型的重要使
命。此次二期 2号生产线点火，其采用
的纯氧顶烧电助熔池窑、自动化配料系
统及智能化分拣包装装置等核心工艺装
备，构建起高效节能的全新生产体系，将
工业固废煤矸石转化为高附加值的玻纤
基材，实现了“固废—原料—产品”的循
环经济模式，为内蒙古自治区“双碳”目
标的实现贡献了力量。

天皓玻纤的科技“突围”并非一蹴
而就。历经 3年攻关，该公司完成了利
用自有煤矸石进行改性煅烧的研究，并
在上游建设了煤炭共伴生资源加工与
综合利用年产 130 万吨玻纤基材生产
线。这一举措不仅让公司在原料供应
上基本实现自给自足，更在原料成本控
制和稳定性保障方面形成了显著优势，
为企业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产业布局方面，天皓玻纤展现出
从“单点突破”到“产业生态”蝶变的战略
眼光。该公司目前销售涉及近 50个不同
规格型号的产品，广泛应用于风力发电
机叶片、光伏发电板边框及支架等领域，
覆盖建筑建材、轨道交通、电子电器、汽
车船舶、新能源等多个行业。同时，公司
积极向下游延伸产业链，建设了年产 4
万吨玻璃纤维增强塑料连续缠绕夹砂管
生产线及年产 1200万米玻璃纤维增强聚
氨酯复合新材料组件及玻璃纤维增强塑
料节能门窗生产试验线。此外，天皓玻
纤还在积极筹备玻纤织物、物流托盘、汽
车零部件等其他玻纤深加工及制品产
业，致力于打造以自身为链头，上下游紧
密衔接的完整产业链。

在智能化建设方面，天皓玻纤充
分契合玻纤行业特殊性，走出了一条
具有“数字基因”的发展之路。该公司
采用国内先进的自动化配置系统，在
降低人力成本的同时，将配置精度提
升至 1/1000，有力保障了生产的稳定
性。通过信息化手段，实现了每一卷成
品纱的可追溯性，一旦出现质量问题，
能够精准定位并快速解决，为产品质量
提供了有力保障。

按照 60 万吨高性能玻璃纤维的产
能规划，天皓玻纤将填补华北、西北区
域的产业空白，成为和林格尔县产业转
型的关键力量。

作为和林格尔数据中心集群绿色
能源供给示范项目实施地，新能源产业
的快速发展，为和林格尔县经济转型升
级积蓄了强大的绿色动能。2月 22日，
华能北方公司 10 个新能源项目集中开
复工，这是近年来新能源开工规模最大
的一次。项目总规模 720 万千瓦时，预
计全部投产后年发电量超过 130亿千瓦
时，每年可减少标煤消耗 400多万吨，减
少二氧化碳排放 1000多万吨。

截至 2024年年底，华能北方公司装
机规模突破 2660万千瓦，其中新能源占
比达 26.5%，同比提升 8个百分点。2025
年，华能北方公司力争完成新能源核准
（备案）628万千瓦、新能源开工 484万千
瓦、新能源投产 759万千瓦。

和林格尔的实践证明，县域经济的
突围之道在于找准传统资源与新质生
产力的“化学反应点”——将煤矸石的

“灰”转化为科技的“金”，把产业链的
“短”接长为市场的“足”，让新能源的
“力”汇聚成生态圈的“墙”。随着“新材
料+新能源”双轮驱动战略的深入实施，
这座曾经的乳业强县正以科技创新为
动力，以资源禀赋为依托，在新质生产
力的引领下，朝着西部县域高质量发展
的典范稳步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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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文脉铸就融合之魂

和林格尔土城子遗址跨越春秋至辽金元时期，拥有 2400多年历史，见证
了岁月的沧桑变迁。南、北、中三个不同时期的城址相互叠压，时空在这里
交错：战国青铜剑与汉代五铢钱共处，北魏角抵瓦当与唐代金花银碗同现，
辽代马具与元代瓷碗比肩……当记者来到这里时，考古专家和盛乐博物馆
的工作人员正在为创建和林格尔土城子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忙碌着。过几
天，审批部门的考察团队将会实地考察。

“现在我们正在创建的是第五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如果创建成功，这
将是内蒙古自治区的第二个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获评后有利于提供文旅服
务，对周边的文化节点、旅游节点有更强的辐射带动作用。”和林格尔土城子
考古遗址公园运营顾问孙徐鹏介绍。

走进与之形成时空对话的盛乐博物馆，东汉墓壁画和角抵瓦当揭开了
中华文明多元共生的历史切片。这里集中展示了盛乐古城从春秋战国起，
历朝历代在此设都建郡、民族融合的历史脉络。

“盛乐博物馆馆藏的国家一级文物有 6 件，二级文物有 11 件，三级文物
有 39 件。”盛乐博物馆工作人员常晓乐介绍着金花银碗、黑釉碗、角抵瓦当
等镇馆之宝，谈起每件展品的来历和背后的故事都如数家珍。

据了解，盛乐博物馆是国家二级博物馆之一。这座深植于北魏龙兴之
地的文化殿堂，凭借其独特的鲜卑文明研究价值、创新的展陈体系及全域文
旅融合实践，成为文化赋值县域发展的亮丽名片。

万亩花海绽放产业之花

每年 5 月末至 6 月底，和林格尔县的万亩芍药竞相绽放，这片北疆之地
便迎来一场“花海盛宴”。和林格尔县以花为媒、以节兴产，将传统农业节庆
打造为“农商文旅体”融合发展的强引擎。

在不断发展过程中，芍药节从单一赏花活动蜕变为撬动全域经济发展
的支点。当芍药花开放，园内芳草葳蕤，一片姹紫嫣红、游人如织的景象。
和林格尔县以芍药节为契机，不断完善旅游配套设施，丰富旅游活动内容。
通过“花卉+”模式，构建起“全域皆景区、四季有体验”的文旅新生态。2024
年芍药节期间推出系列活动，涵盖晋剧、二人台小戏、奥威大型实景剧、台格
斗乡村民谣音乐会等专场演出。此外，还在南山东广场芍药国风主题街精
心推出国潮大集、品牌联合推广、非遗传承展示等活动，游客也可品尝“和林
蒙鲜”区域品牌特色美食。芍药节如同一把金钥匙，打开了城乡要素流动的
通道，通过“以城带乡、以旅兴农”机制，和林格尔县探索出特色鲜明的文旅
融合路径。

马背“革命”促进文体旅融合

在和林格尔县，一座以马文化为核心的现代马产业综合体——奥威马
镇，正以创新姿态书写着传统与现代融合的乡村振兴新篇章。作为内蒙古
自治区马产业转型升级的示范项目，奥威马镇通过深挖马文化内涵、延伸产
业链条、推动文体旅融合，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奥威马镇以“文化传承+产业振兴”为核心理念，将马文化的保护与创新
作为突破口。奥威马镇内建立了马文化博物馆，展示中国马文化的发展历
史，其中包括驯马、赛马、马具制作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还定期举办“草原马
文化节”“青少年马术研学营”等活动，吸引游客参与。此外，通过与高校合
作，奥威马镇推动马术运动标准化教学体系研发，培养专业骑手和马业人
才，让传统马文化焕新升级。

如何让马文化“活起来 ”“走出去 ”？奥威马镇交出了创新答卷 。
2025 年“五一”期间，奥威马镇将推进“挤马奶体验”“马泳狂欢”等互动
式体验项目，同时，还会将传统舞台与新技术结合演绎“神马湖畔剧
场”，届时观众将成为导演，光影将作为台词，每一次交流互动都将改变
剧情走向。

“马不仅是经济资源，更是草原的灵魂。”奥威马文化生态旅游区总经理
王红英表示：“下一步，我们将深化与‘一带一路’合作伙伴的马产业合作，筹
建国际马术赛事中心，让传统马文化以更年轻的方式走向世界。”

农业提质助力乡村振兴

和林格尔县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新建、改造高标准农田 2.75
万亩。全县农作物总播种面积达 141.73 万亩，粮食产量突破 35 万吨。露地
蔬菜面积达两万亩。牲畜存栏 97万（头）只，奶产量 50.5万吨，肉产量 6.2万
吨。此外，成功申报市级龙头企业 5家、示范合作社 7家、示范家庭农牧场 6
家。“名特优新”农产品数量居全市第一。稳步推进和美乡村建设，获批自治
区级农村综合改革“五好两宜”和美乡村培优试点，成为全市唯一获批的旗
县区。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创建稳步推进，入选全国第一批农业生产全程
机械化示范县，盛乐镇成功申报国家农业产业强镇。

如今，和林格尔县正以农商文体旅深度融合重塑发展基因：历史文化遗
产转化为体验经济，传统农业升级为美学产业，民族体育进化为时尚运动，
走出了一条生态优先、文化引领、产业联动的特色发展之路。和林格尔县文
化旅游体育局工作人员石景旭表示：“站在新的起点，和林格尔县将继续书
写融合发展的时代答卷——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统筹好全县景点开发利用，
切实提升旅游服务的便捷性和舒适性。同时，我们将大力招引高端度假酒
店、特色民宿等优质资源，市场化开发运营文创产品，提前布局低空旅游、元
宇宙等产业新赛道，打造具有吸引力、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国家文旅
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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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皓玻纤包装链

蒙牛和林格尔总部六期工厂

蒙牛现代化生产线

盛乐博物馆春秋文物陈列展

芍药花开

南山旅游景区

本版文图由本报实习记者 于梦圆 贾思敏 郝旭杰 张伊焘 本报记者 王劭凯 李海珍 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