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垦区快讯

□□ 本报记者 王紫

1954年，十万复转官兵，义无反顾地奔赴
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开发荒地，献身边
疆。在这里，垦荒者头顶蓝天，脚踏荒原，以
苦为荣，以苦为乐，在黑土地上留下了艰苦奋
斗、开拓创业的闪光足迹。

那时，有一首家喻户晓的歌曲：
我爱呼伦贝尔大草原；
草原和北京紧紧相连；
伟大领袖指引方向；
扎根边疆一支箭；
接过先辈套马杆；
继续革命永向前；
啊……
当年，这首《我爱呼伦贝尔大草原》唱响

全国，影响了许多人。
时光荏苒，经过几代农垦人的艰苦奋斗，

从垦区建设初期，只有 2.8 万亩土地，到 2018
年时，呼伦贝尔农垦集团拥有 600 万亩耕地、
1000 万亩草场、40 万亩林地、13 万亩水面；从
业人员7.4万。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是农垦的发展理
念，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食品安全是我们农垦
人的政治使命和历史责任。集团化、现代化、
规模化是我们的主要特点，打造现代农牧业
的大基地、大产业、大企业，形成现代农业领
域的航母，是我们呼伦贝尔农垦人努力的方
向。”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
长张天喜说。

呼伦贝尔农垦人何来勇气？日前，记者
来到呼伦贝尔农垦场区进行走访调查。

砥砺前行 绘崭新篇章

1954年，居住在呼伦贝尔的“苏侨”回国，
大量牲畜被留在这里。为了加快优良种畜工
作进程，中央和政府拨出大量资金，收购回国

“苏侨”饲养的三河马、三河牛。当年，中共内
蒙古自治区东部区委员会和呼伦贝尔盟
（2002年撤盟设市首府海拉尔）人民政府成立
国营农牧场筹建委员会，并由各单位抽调干
部专门领导国营农牧场筹建工作。

1955 年春，呼伦贝尔盟国营农牧场管理
局统一领导全盟国营农牧场的工作，并先后
建立了 30 处牧场。1986 年，三河牛作为优良
种畜被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鉴定命名为

“内蒙古三河牛”。
上世纪90年代，计划经济的逐步退让，市

场经济逐渐占据主导。当时，还未合并重组
的海拉尔垦区也在随着形势的变化在市场经
济的洪流中跌宕起伏。出现了粮食丰产但不
丰收的怪现象，卖粮难困扰着企业。

1995年，工商流通企业相继破产重组，让
垦区从中汲取了教训，积累了经验，进行了深
刻反思。全局工业企业亏损现象凸出，破产
重组、濒临倒闭的企业时有出现。

在这种情况下，各级党委、政府审时度

势，组成调研组多次对农垦的改革、未来发
展等问题进行调研。海拉尔农垦在多年的
改革发展中实践，在反复中探索，在比较中
思考，思想认识发生了深刻变化，思想解放
程度不断提高。同时，结合国家关于农垦
改革的若干意见，垦区改革发展的方向日
渐清晰。

按照国务院确定的“集团化、股份化、产
业化”农垦改革发展方向，2004 年，海拉尔及
大兴安岭垦区将统一耕种的 16 个农场、8 个
农场的农业有效资产及机务、专业技术和企
业管理人员等先后组建设立为分公司，并与
海拉尔农牧场管理局、大兴安岭农场局的资
产和人员组建成立为海拉尔农垦（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大兴安岭农垦（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2012 年，呼伦贝尔市委市政府决定将海
拉尔农垦和大兴安岭农垦两个农垦集团合并
重组，成立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公司，垦区的发
展迎来了新阶段。

“如今，呼伦贝尔农垦走过了 65 个年头，
2018 年实现营业收入 40.2 亿元，国有总产值
31.3 亿元，粮豆油总产 23.6 亿斤；牧业生产稳
中向好；职工人均收入 59750 元；按生产实现
制计算，2018年实现经营利润1.9亿元。”呼伦
贝尔农垦集团总经理，海拉尔农牧场管理局
局长胡兆民说。

找准定位 促经济发展

按照建设现代农牧业大基地、大企业、大
产业的发展目标和“四个定位”的发展方向，
持续巩固农牧业基础地位，稳面积、稳产能、
稳结构，2018 年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粮油总产
23.6亿斤，同比增长27.4%。

记者了解到，为了种植业基地保障能力
进一步提升。呼伦贝尔农垦集团正在进一步
加快农业核心关键技术的突破和成果转化，

大力推广绿色植保、精量播种、精准用药、精
准施肥、保护性耕作和水肥药一体化等先进
技术，逐步实现优质高产高效。

“我们已经种植近 80万亩 10余种特色经
济作物和中草药作物，种植结构进一步优
化。”胡兆民告诉记者。

古里农场隶属大兴安岭农垦集团，是下
设八大农场之一，位于大兴安岭南麓，是垦区
最北部农场，地处北纬 50°—50°35′ ，种植中
草药条件得天独厚。

“刚开始，我在自家菜园内试种了射干、
独角莲、蒿苯、返魂草等15个品种。经过五年
试验，最终确定 10 余种适宜大面积种植的中
草药。今年春季，仅繁育的赤芍、防风、白鲜
皮、金莲花等秧苗就达到 100 万棵，大部分销
往外地。”古里农场药材种植“大王”任淑华向
记者表示，经初步统计，今年的经济效益大概
在50万元左右。

同时，大兴安岭垦区的林下资源种植也
成亮点。由于背靠大兴安岭森林，山产品比
较丰富。

“计划到 2023年，垦区可以提供 1万吨左
右的蓝莓、木耳、蘑菇、榛子、灵芝等林产品，
加工转化率达到 90%，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2.2
亿元。这些山产品配合上我们的米面油乳肉
草和特色种养殖，将作为我们的产品类别里
的一个丰富补充。”胡兆民向记者表示，下一
步，打算通过旅游平台，解决垦区就业问题。
通过旅游渠道把农畜林产品卖出去，这是终
极目标。

隶属于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的牙克石农
场，是一个以农牧业为主，工商业协调发展
的中小型农垦企业。2017 年起，牙克石农
场生态园开始了高端食用菌、灵芝的种植，
农场推出了灵芝认领活动，受到了游客们
的追捧。

“牙克石农场生态园，是我们打造的一处
集采摘、休闲、娱乐、科普于一体的‘市外淘

园’。今年，农场结合实际，通过大力发展林
下产业，将灵芝、食用菌、人参、黑木耳和蘑菇
等林下产业作为今后一段时期职工增收、企
业增效的项目，使其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引
擎。”牙克石农场潘勇场长对记者说。

农牧结合 以牧业为主

对于今后发展，胡兆民坦言，重点还是
要关注 2019 年-2023 年的发展如何谋划的
问题。

“计划用五年时间，把乳、肉、草、米、面、
油，饲草饲料等方面的产能提高到400-500万
吨左右的体量；第二个目标是把集团营收提
升到200亿元左右，第三个目标是提高职工人
均收入，从垦区角度进入到第一方阵。”胡兆
民对记者说。

记者了解到，呼伦贝尔农垦集团计划几
年内，将从现有的 600万亩耕地中退出 100万
亩，用于深耕草产业。

“首先要解决‘有草’的问题，我们这几年
和中科院搞生态草牧业项目。对于如何把草
产业做起来、做出来，已经具备基础条件。”胡
兆民说。

“其次，乳业和肉业也是呼伦贝尔农垦集
团今后发展的重点。是由农转牧、以牧为主
的落脚点。”

“粮油的秸秆 500万亩和 100万亩的人工
草地，加上1000万亩的天然草，再加上油脂加
工企业的油粕，做出的饲料产业为我们的畜
牧业暨牛羊做上游，这样从企业自身角度讲
形成一个内循环。”胡兆民说。

“除了乳肉兼用，三河牛还具有耐低
温、耐粗饲的特点。通过中科院、农科院、
中国农大等院校多年的观测，三河牛的乳
制品特点非常明显。”胡兆民表示，通过农
牧结合、以牧为主，最终进入市场的是乳制
品和肉制品。

胡兆民介绍，呼伦贝尔农垦集团探索利
用混合所有制方式加快马铃薯产业发展，
组建了呼伦贝尔农垦薯业集团。与首农集
团、天津二商集团、京东集团、海天集团等
大企业合作日益加强，企业对外合作取得
新突破。同时，支持大兴安岭垦区打造道
地药材“北药之都”，扩大了农垦产品和品
牌的影响力。成功举办“中国油菜新业态
发展高峰论坛暨中国芥花油之都·呼伦贝
尔”授牌仪式，助力呼伦贝尔市荣膺“中国
芥花油之都”称号。

今天，呼伦贝尔已经成为草原上响亮的
符号，这个符号便是“农业国家队”——呼伦
贝尔农垦集团倾力打造现代农业的大基地、
大产业、大企业。而这个大手笔正是在全面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的目标指导下的具体措施。现在，我们已
见到一艘现代农业航母正在大草原上“破浪
前进”，它必将为老百姓提供更丰富的优质农
牧业产品，为国家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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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呼伦贝尔垦区开发建设65周年，更是深化农垦体制改革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起步之年。呼伦贝尔农垦集

团是“农业国家队”，65年来，尤其是7年前，海拉尔农垦和大兴安岭农垦两个农垦集团合并重组，成立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公司，产业链条再次优

化和配置，企业进一步焕发了生机与活力，朝着打造现代农牧业航母的目标又迈进了一大步。在新的形势下，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在体制改革后

经济如何高质量发展？如何在深化改革中描绘崭新篇章？如何促进草原经济高质量发展？如何做好农转牧、农牧结合、以牧为主这篇大文章？

请看本期“农垦改革百场行”之“呼伦贝尔农垦篇”——

农垦改革百场行

呼伦贝尔农垦集团打造现代农业大基地、大产业、大企业

草原“航母”破浪前行

图为呼伦贝尔农垦集团谢尔塔拉农牧场的指针式喷灌机正在对小麦进行喷灌。郑永明 摄

江西黄岗山垦殖场位于江西省宜丰县境北
部。走进黄冈山垦殖场九天漂流景区，山峦连绵
起伏，一派秀美画卷呈现眼前。

从2006年起，黄冈山垦殖场（下称黄垦）施行
全面禁止砍伐林木。十多年来，生态农业、旅游业
释放出巨大红利。如今投入7800万元打造的“九
天旅游”品牌，年接待游客达10万余人次，实现旅
游收入5000余万元，带动了当地众多产业的发展。

黄岗山垦殖场只是江西垦殖场发展的一个
缩影，推进垦区集团化、农场企业化改革，激发垦
区新动能，赣垦聚宝盆里正不断产生江西旅游产
业新名片。

变化：原生态变旅游区

黄岗山垦殖场境内地势自西北向东南倾斜，
海拔高度在45米-1432米之间，最大落差近1400
米，西北部为高耸的山岳，东南部分布着大片低矮
丘陵。垦区充分利用自身的地理优势，开发出具
有独特魅力的生态旅游项目，目前这里已经建成
高落差漂流项目、赣西北最大的野战拓展基地等
人文旅游项目，实现旅游资源的合理利用。

黄垦九天旅游公司负责人陈浜表示，九天公
司租用了林地 500多亩，投入资金超过 5000万，

在景区内将开发建立以樱桃、猕猴桃等水果为主
的名果品尝园，并随季节变换打造樱花谷、茶花
谷、桃花谷“三谷”观光带，同时，在景区附近的毛
家自然村设立蔬菜采摘体验园区，组建新型大棚
蔬菜示范基地，在公路沿线种植竹、莲、兰、菊、油
菜花等观光性植物带，扮靓山水黄垦。

江西农垦坚持把每个农垦场作为功能完整的
旅游目的地来建设，主动向“全域”发力，全面推动

“旅游+”，使旅游与农业、林业、工业、文化、医药
等相关产业深度融合、共融共生，不仅彻底摆脱了
门票经济依赖，而且为其他产业提供了新动能。

摊开江西农垦地图，农垦旅游资源遍布全
省，就像一颗颗璀璨的珍珠镶嵌在赣垦大地上。

改革：珍珠串成“珍珠链”

位于新余市的南英垦殖场，是国家级生态乡
镇（场）、江西省省级生态乡镇（场）、江西省森林
乡镇（场），拥有“罗坊会议”“兴国调查”、江西省
历史文化名村下寸古村、抱石故居、张春发故里
等红色及古色资源。然而，南英垦殖场近年来后
续开发不足，旅游产品相对单一，导致游客量没
有明显增长。

如何将良好的资源，通过“精雕细琢”成为一

个引领区域发展的好项目？这是农垦改革中要
回答的问题。

2019 年 3 月 19 日，南英农垦改革项目签约
仪式在深圳市赣森实业有限公司举行，南英垦区
综合开发项目由深圳保利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和
南英垦殖场共同建设。项目建设以温泉为龙头、
红色文旅为配套、生态为基底、养生为核心、大健
康产业为主导、特色文化为灵魂，打造宜居、宜
业、宜游、宜创的活力垦区。项目总计划投资30
亿元，主要建设 8900 平方米的游客接待中心及
教育基地、1.1万平方米的循环农业博物馆、6322
亩的温泉小镇、6081 亩的田园综合体和占地
4968亩的航空小镇。

整合分散垦区的农垦资源，根据各自的资源
禀赋，进行整体的规划布局，犹如散落垦区的珍
珠有序排列串成了美丽的“珍珠链”。

展望：全域旅游 遍地开花

山还是那座山，水还是那片水，但是农垦改
革释放的新动能，正在一石激起千层浪。

日前，江西农垦与恒大农牧集团达成全面战
略合作意向，恒大农牧集团同意与上饶农垦集团
组建混合所有制公司，加快推进马家柚、稻虾共

作、中医药健康、北武夷河红茶、詹天佑文旅特色
小镇等项目建设。

东乡红星垦殖场与中铁中基（江西）农业管理
公司合作，实施了“万亩猕猴桃种植基地项目”，打
造猕猴桃专利品种产业带，建立种植园、加工区、
交易平台和特色农业旅游相结合的猕猴桃“科教
小镇”；余干县整合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康山垦殖
场、信丰垦殖场、禾斛岭垦殖场、峡山生态林场、李
梅岭生态林场、渔池湖水产场、良种场等国有土地
资源，组建成立余干县农垦集团。集团围绕高效
农业、特色农业、观光农业、健康农业、赛事农业、
乡村旅游等功能，以现代农业和休闲旅游业为主
线，重点打造了鄱阳湖国家农业公园。

垦区旅游项目也得到江西省委省政府的大
力支持。江西省政府出台的《关于进一步推进农
垦垦区集团化农场企业化股权多元化改革的实
施意见》指出，鼓励有实力的企业参与农垦改革，
持续深入推进农垦改革，对符合江西乡村振兴战
略、产业政策的农垦建设项目，在同等条件下优
先支持纳入省重点建设项目。

赣垦大地、如花似锦，伴着乡村振兴的号角，乘
着时代发展的东风，赣垦旅游必将为江西改革发展
新画卷填上浓墨重彩一笔！ 刘宗衍 陈静

江西农垦：全域旅游激发垦区新动能

江苏省农垦米业集团
渠星大米打造质量升级版

江苏省农垦米业集团淮海公司近年来投资超千万元，新建冷
凝式降温保温筒仓，千方百计的减少粮食的陈化度，让收购来的稻
谷时常保持新鲜的状态，确保消费者无论在哪个季节，都能吃到口
感纯正，味道甜美的“渠星”大米。

“以前我们米业追求的是‘保质’。只追求生产的大米不变质
就行了，这就是所谓的保质期。”公司总经理姜国平表示，“现在我
们追求的是‘保鲜’，就是我们千方百计地保证收购稻谷和加工成
大米的新鲜度，让才收购的稻谷进入钢板仓或是空调间内冷藏，
加工好的大米进入空调室中降温，就是让市民随时随地能吃上口
感新鲜的大米。保鲜的硬件上我们舍得投入，操作的指标和服务
的功能上我们持续升级，用最好的质量来打造出市民放心的渠星
品牌。” 陆建国 陆军

云南农垦集团
“好买卖”农产品直营店开业

日前，云南农垦集团首家“好买卖”农产品直营店开业。“好买
卖”农产品直营店售卖产品囊括了集团所属企业的各类农特产品，

“云菜花”食用油、“云啡”咖啡、“八角亭”茶叶、“云垦”坚果、“龙珠”
蔗糖、“沁果昭红”苹果以及集团的优质大米、鸭蛋、土鸡蛋……农
副产品应有尽有，物类众多，旨在为广大市民提供“放心、贴心、养
心”的“三心”绿色食品。

近年来，云南农垦集团以打造世界一流“绿色食品牌”为契机，
扛起云南“绿色食品牌”领军企业和领跑者的责任，认真贯彻云南
省委、省政府关于打造世界一流“绿色食品牌”的会议精神，延伸农
产品产业链，着力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为
市民提供从田间到餐桌的优质安全食品。 韩天龙

海南农垦神泉集团
上半年营业收入5.1亿元

今年上半年，海南农垦神泉集团实现汇总营业收入 5.1亿元，
同比增长3%；利润总额0.85亿元，同比增加0.08亿元，增长10%；上
半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社会总产值、自营经
济收入、职工劳均收入等“十一大增长”。其中，职工劳均收入达
7.26万元。

今年以来，神泉集团党委紧密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坚持把主题教育与地租征收、农用地合同换（补）签、“两违”
整治、民生工程、环境整治等当前工作重心紧密结合起来，做到学
习教育与推动工作“两不误，两促进”。同时，把学习教育、调查研
究、检视问题、整改落实贯穿始终，突出整改，狠抓落实。

海垦神泉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彭隆荣表示，神泉集团将继续
抓好主题教育的开展，找准差距、抓好整改，进一步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充分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
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把各项工作落到实处，在海南建设自
贸区、自贸港中担当新作为，作出新贡献，再创新辉煌，为全面超额
完成今年各项任务努力奋斗。 许雅 黎想 陈茜

广东省广垦橡胶集团
8家工厂获上海期货交易所首批认证

8月5日，上海期货交易所发布20号标准胶期货首批注册商品
公告，广垦橡胶集团旗下共有8家国内外工厂获得认证，进入商品
名单。

我国是全球天然橡胶最大消费国，20号标准胶是天然橡胶产品
中生产和消费量最大的品种。20号标准胶期货交易，是为企业提供
规避风险、实现套期保值的有效工具。2018年以来，广垦橡胶集团
积极推进20号胶期货认证工作，从技术质量、运作流程、配套措施等
多个方面进行研究与探索，最终从申报的50多家企业、100多个工厂
中脱颖而出，成为首批获得认证工厂数最多的商品供应商。

广垦橡胶

黑龙江八五七农场
全民共舞喜迎新中国成立70周年

近日，黑龙江八五七农场有限公司举办了“舞动健康、舞动快
乐”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广场健身操（舞）大赛，以全民共舞、全
民同乐的方式喜迎新中国成立70周年。 赵艳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