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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食物观告诉我们，要向耕地草原森林海洋、向植物动物微生物要热量、要蛋白，全方

位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过去的食物主要是指粮食，而粮食又容易被片面理解为大米、小麦

等主粮。随着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改善，老百姓每天吃的东西已经不局限于主粮，还包

括肉、奶、水产品、果蔬等。现在，人们不仅向主粮要食物，也要向“副”食要食物。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那样：在确保粮食供给的同时，保障肉类、蔬菜、水果、水产

品等各类食物有效供给，缺了哪样也不行。

当前我国食品消费结构不够合理，在实现食品消费升级，从温饱型向健康型、品质型转

变的同时，还面临着“隐形饥饿”与“营养过剩”的双重挑战。所以作为高蛋白代表的“肉

盘子”和“奶罐子”事关重要。然而，肉类包括奶制品生产，涵盖面更广、产业链更长，既

包括饲草饲料、优质种源、畜禽屠宰、加工冷藏，还涉及动物卫生、疫病防控、动物福利和

可持续发展等，要想生产出高品质的肉奶制品，其中的科技含量、技术要求堪比航天工程。

至今，提起高品质肉类，人们仍以安格斯牛肉、神户牛肉、伊比利亚黑猪肉等为经典代表。

2022 年，我国肉类总产量超过 9000 万吨，占全球肉类产量的 1/4 以上；人均肉类消费量超

过 65 公斤，大幅超过世界平均水平。随着我国居民消费水平不断提高，肉类消费结构也在

不断优化，人们对肉类特别是优质牛羊肉的消费需求将会进一步增长。如此巨大的市场空

间，却一直缺乏享誉世界、代表我国水平的肉类品牌，实属遗憾。特别是内蒙古，从古至今

一直是我国重要的农牧大区。广袤的草场、土地、优越的地理位置为高品质的农牧产品打下

了基础。如今，内蒙古正大力建设奶业、肉羊、肉牛、羊绒等重点产业链，打造形成奶业、

玉米 2 个千亿级和肉牛、肉羊、马铃薯等 10 个百亿级产业集群，从传统的畜牧大区转变为

我国重要的“粮仓”“肉库”和“奶罐”。

产业规模上升的同时，内蒙古也不遗余力地打造好“蒙”字号的农牧产品品牌。好产品

需要好品牌，好品牌更需要背后的好品质作为支撑。练好产业内功的同时，我们应该把品牌

的打造放到重要位置，讲好品牌故事，为好品牌做好宣传。在肉类品牌的打造上，我们落后

于世界近百年，但也有我们的独特基础和后发优势。所以我们的品牌故事应更加具有时代气

息，有我们不甘人后、奋力赶超的时代精神，更应该富有中国厚重的传统文化。

如今，通辽肉牛走出了示范性的一步，未来任重道远！

讲好“肉库”“奶罐”的中国品牌故事
文︱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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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字号农畜产品发力  
“肉库”“奶罐”香飘全国

——阿尔山农畜产业发展大会综述

文︱李昕

夏未央，秋已至，八月的阿尔山

风景如画，在这秋风送爽菡萏含香的

时节，以“汇聚资源·赋能发展”为主

题的阿尔山农畜产业发展大会于 8 月

19 日上午在阿尔山国际文化交流中心

盛大开幕。会议由民革中央、中共内

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内蒙古自治区人

民政府主办，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统战

部、民革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内蒙

古自治区农牧厅、商务厅、中共兴安

盟委员会、兴安盟行政公署承办，中

国优质农产品开发服务协会（以下简

称中国优农协会）支持举办。

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常务

副主席何报翔，全国政协常委、副秘

书长，民革中央副主席兼秘书长李惠

东，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

部长胡达古拉，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孔

明，中国工程院院士印遇龙，中国优农

协会副会长王震，中国优农协会副秘

书长刘向坤，中国优农协会优质畜产

品分会会长邓荣臻，中国优农协会标

准认证专业委员会主任梁霞等 400 多

名专家学者、嘉宾及 200 家知名企业、

行业协会齐聚一堂，在民革中央的大

力支持下，共话未来、共商发展。会议

由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民革内蒙古

自治区委员会主任委员白清元主持。

坚持党中央领导，助推内蒙古
自治区高质量发展

何报翔在讲话中指出，民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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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长期关心支持内蒙古农牧业发展，

与内蒙古自治区党委、自治区政府共

同举办此次大会，是民革助力内蒙古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

精神，发挥在“三农”领域的优势，

与自治区党委、政府同向发力，聚焦

农畜产业，集成优质资源，推动国家

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建设的务实举

措，为内蒙古加快农牧业转型升级，

为实现内蒙古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

强劲动力，也是民革开展“凝心铸魂

强根基、团结奋进新征程”主题教

育，打造社会活动新品牌的创新实

践。希望各位民革党员企业家和各界

企业家朋友以此次大会为契机，在内

蒙古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

中发挥积极作用，在保障国家粮食安

全、产业安全中做出更大贡献。

何报翔表示，农业强国是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的根基，无论社会现代

化程度有多高，14 亿多人口的粮食

和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始终是头等大

事。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加快

农业现代化步伐，在保障国家粮食安

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的同时，加

快转变发展方式，加强技术创新，走

出一条集约、高效、安全、持续的现

代农畜产业发展道路，为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做出新的贡献。下一步，

民革将继续发挥参政党优势，积极助

力内蒙古自治区发展。民革中央有关

部门和企业家联谊会要继续关注本次

大会的后续进展，积极配合支持项目

的落地见效。

胡达古拉表示，内蒙古是农业

大区，拥有广袤的草场、土地、优越

的地域位置、独特的基础条件，产出

了丰富多样、品质优良的绿色农畜产

品。近年来，内蒙古自治区大力发展

现代农业，打造形成奶业、玉米 2 个

千亿级和肉羊、肉牛、马铃薯等 10

个百亿级产业集群，已成为国家重要

的“粮仓”“肉库”“奶罐”和“绒

都”，“蒙”字号产品畅销全国各

地，受到广泛好评。近年来，全区各

族干部群众紧紧围绕地、水、种、

粮、肉、奶 6 个重点，着力推进高标

准农田建设和耕地增产改造，大力推

进农产品精深加工和绿色有机品牌打

造，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让农

牧业成为更有奔头、更有甜头的现代

化产业。此次召开阿尔山农畜产业发

展大会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对内蒙古指示精神的具体行动，是民

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常务副主席何报翔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副 主
席、民革内蒙古自治
区委员会主任委员白
清元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胡达古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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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中央发挥优势助推内蒙古建设国家

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等务实举措，

为内蒙古加快农业转型升级、实现高

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信息。展会筹备

期间，民革中央帮助协调中国优农协

会等国字头行业协会，广泛联系全国

范围相关企业家，坚持高层推动、高

位对接、高效落实，促成招商引资，

结出丰硕成果。

思维碰撞，行业“大咖”为产
业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

活动开幕式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吴

孔明、印遇龙等“三农”领域专家学

者、企业家代表，分别以内蒙古农牧

业发展、功能农业、农业国际化、产

业创新等主题进行主旨演讲，对兴安

盟农畜产业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

吴孔明院士从我国农牧业生产

的主要成效与发展目标、内蒙古对保

障国家农牧产品稳定供给的重要性、

中国农科院全力支持内蒙古农牧业高

质量发展三方面阐述了如何运用现代

科技服务支撑内蒙古农牧业高质量发

展。他说，过去的十年，在习近平总

书记的领导下，我国的农业生产取得

了伟大成就，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农牧业综合实力稳步提升，经济

结构不断优化。在过去 6 年中，我国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年均增长 14.25%，

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 7.78%，畜牧业

总产值年均增长 6.72%，均呈现稳步

提升的势态。二是农业生产能力增

强，“压舱石”作用日益稳固。2022

年农作物总播种面积 25.5 亿亩，比

2017 年增长 2.22%，粮食作物播种面

积 17.75 亿亩，与 2017 年基本持平，

粮食总产量 6.68 亿吨，连续 8 年稳

定在 6.58 亿吨以上。三是畜牧业发

展提质增效，畜产品供给能力大幅提

升，2022 年我国肉蛋产量位居世界第

1，奶类产量位居世界第 4，其中肉

类 9328 万吨、禽蛋 3456 万吨、牛奶

3931 万吨。从中国人均肉蛋奶和粮食

占有量来看，对比 1978 年与 2021 年

数据，肉类增加 4.5 倍、禽蛋增加 7.3

倍、牛奶增加 28 倍。四是农牧业生

产条件明显改善，农业生产质量持续

提升。农业生产物资消耗减量明显，

对比 2017 年与 2022 年的数据来看，

农用化肥施用量降低 13.32%，农药使

用量降低 26.13%，亩均农用塑料薄膜

用量降低 47.52%，绿色农业生产方式

得到广泛推广，同时农作物耕种收综

合机械化率增长 6 个百分点，农业机

械化水平快速提高。吴孔明表示，未

来我国农牧业的发展目标有四个方

面，一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

农产品的有效供给，二是满足居民

消费升级，三是实现产业升级和“双

碳”目标，四是推动农业现代化与

乡村振兴。

“功能农业应国家需求发展。”

印遇龙院士表示，2017 年中央一号文

件、2019 年《国务院关于促进乡村产

业振兴的指导意见》及 2022 年中共

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扩大内需战略

规划纲要（2022—2035 年）》（国务

院公报 2023 年第 1 号）等文件中均

有提及功能农业的相关内容。那么，

什么功能农业呢？“功能农业是指农

产品的营养化、功能化，它是通过生

物营养强化或者其他生物技术手段使

农产品具备保健功能性。”印遇龙表

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孔明 中国工程院院士印遇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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