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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市级特色专业镇（朔州）

怀仁市是全省“一县一业”肉羊养
殖示范基地县、首批国家级农产品质量
安全县，也是农业部向全国推介的“一
县一业”农产品加工发展典型之一，怀
仁羔羊现代农业产业园被列入了全省
第一批20个现代农业产业园。

怀仁市羔羊肉业专业镇主导产业
为肉羊养殖、屠宰加工，年屠宰加工能
力 600 万只，年出栏育肥羊 300 万只，
出栏数量占全国出栏数量的 0.94%，

目前，年出栏羊 3000 只以上的养殖场
157 家，屠宰加工企业 12 家，从业人员
达 5 万，2022 年度实现产值 51.8 亿元，
2022 年度实现营业收 48 亿元。龙头
企业为怀仁市金沙滩羔羊肉业股份有
限公司、山西朔美羊肉业有限责任公
司、怀仁市锢洋食品加工有限公司、怀
仁新龙羔羊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近年来，怀仁市紧紧围绕“雁门关
农牧交错带示范区”和“晋北肉类平

台”建设，积极推进畜牧业规模化、产
业化发展，加快构建现代养殖体系和
优质畜产品基地，全力打造百亿级农
畜产品和草牧业产业集群。构建起饲
草种植加工、羔羊育肥、屠宰分割、熟
食加工、预制食品加工、羊绒加工、有
机肥加工等完整的全循环产业链条。

作为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和生
态原产地保护产品的“怀仁羔羊肉”，
在历次全国畜产品博览会上获得“畜牧

产业优质品牌奖”“创新科技奖”“最佳
美食”以及“山西优质羔羊肉之乡”等荣
誉。在省、市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
怀仁市从 2018年开始连续五年成功举
办山西·怀仁羔羊肉交易大会，品牌影
响力在全国大幅提升。去年，以“智慧
畜牧、创新合作、领头奔跑、名‘羊’四
海”为主题的第五届“晋北肉类平台
2022山西·怀仁羔羊肉交易大会”贸易
成交额达到11.2亿元。 吴华

山阴县为华北牧区奶牛养殖第一
县，享有“北方奶都”“农区奶都”美誉，
现代乳业发展近 70年，贯通一、二、三
产业，全县存栏奶牛 8.5万头，占全省
四分之一，全县鲜奶日均产量 830 万
吨，全链条乳业产值达30亿元。

作为乳业专业镇，山阴县乳业发
展历史悠久，近 500 年的畜牧文化开
创了新中国成立后首批奶粉厂，龙头
企业古城乳业集团是全国十大乳制品
企业之一，现代农业产业化国家级重
点企业。强县富民带动效应突出，
2022年，全县乳业产业营收31.2亿元，
企业员工年均收入 5 万余元，奶户年
均收入 10万余元，农户年均收入 3万
余元，拉动全县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居全市第一。市场需求逐年提升，当
前国内市场占有率达0.17%，省内市场
占有率近三分之一，“古城牌”奶粉被

认定为国字号“绿色食品”，连续十年
被评为省、部优产品、行业名牌产品。
产业生态良性循环，规上企业 4个，龙
头企业 28个，饲草种植专业合作社 37
个，养殖专业合作社 281个，农机专业
合作社 72个，省级技术中心 3个，市级
技术中心 9 个。形成了“料牛奶”“产
运销”两大产业链和规模化乳品产业
生态圈。全县全株青贮玉米种植面积
达到 16 万亩，苜蓿、燕麦草等优质牧
草种植面积达到 5 万亩，每年提供优
质饲草 37万吨。建成标准化奶牛园区
86座。龙头企业山西古城乳业集团创
办于1976年，是以乳制品加工为龙头，
引导带动周边草牧业全产业链一体化
发展的链主企业，是以乳品生产基地为
辐射，涉及朔州、忻州、太原、晋中4市28
个乡镇 142个牧场和园区的安全可控
奶源基地。 吴华山阴县地处雁门关农牧交错带黄

金种植区，种植小米等粮食作物历史
久远，是全国产粮大县、中国富硒小米
之乡、全省有机旱作农业示范县。因得
黄花梁山西火山岩富硒优势，其土壤
硒元素含量达到国家标准的 24 倍，覆
盖区域面积近 15平方公里。

山阴县富硒小米专业镇作为朔州
市 10个特色专业镇之一，近年来，山阴

县利用自身地理优势，依托富硒资源优
势，大力发展富硒谷子种植业和小米加
工业，聚力打造富硒农产品基地，举办
富硒农产品招商推介会；突出品牌建
设，支持富硒小米等农产品的精深加工
和链条延伸，打造一批“乡字号”“土字
号”区域知名品牌，成功获得了“山西富
硒谷子强县”“中国富硒小米之乡”称
号，基本实现了规模化种植、科学管理，

达到了“优粮优产”的目标。
目前，山阴县设立“全省特色农产品

加工”和“雁门关生态畜牧核心区”两大
基地，实施“六好八化”战略，富硒小米种
植面积8万亩，建成10个示范种植基地，
覆盖 12个乡镇 14个农民专业合作社共
2.5万农户，从业人数2.8万，年加工富硒
小米 80万吨，硒含量为 0.085，国内销量
650吨，海外进出口贸易年交易3000吨，

形成了“种植、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全
流程产业链；全县“三品一标”认证面积
2.03万亩、认证有机品牌 5个、绿色品牌
10个、无公害品牌 17个，省市“513”龙头
企业 44个，全县高标准农田 26.18万亩，
农业机械化率86.67%，与省农科院、山西
农大合作建立农科站，引进新品种 20多
个，2022年，该县富硒小米产值2.1亿元、
增速7%，营收2.1亿元、增速7%。张世敬

山阴县钙基材料专业镇是朔州
市 10个特色专业镇之一。

专业镇以县（市、区）为基本地
理单元，是主导产业相对集中、经济
规模较大、专业化配套协作程度较
高的经济形态，是集群经济的基本
形式，对于推动制造业振兴、做强优
势产业，促进市场主体倍增，加快新
型城镇化、带动就业增收、促进共同
富裕具有重要意义。为打造钙基材
料专业镇，山阴县充分发挥石灰石资
源优势，按照省委相关要求，围绕建
链、补链、强链、延链，重点在钙基项
目建设上聚焦发力，积极引进新材料

“链主”企业，抢占制高点、发挥新优
势，为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全力打
造国际国内知名的新材料产业基地。

目前，山阴县钙基材料制造业

优势特色是将传统生石灰加工为新
产品微孔硅酸钙，产品价值得到了
大幅度提升，实现了产业升级。目
前，该县钙基材料制造业年产活性
石灰 56 万吨、轻质石灰钙 30 万吨、微
孔硅酸钙 1 万吨、生石灰 30 万吨、石
灰石 90 万吨；企业数量 8 家，从业人
数 2000 人，山西元泰钙业有限公司、
山西玉竹活性石灰制造有限公司、
山 西 玉 竹 新 材 料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朔州市玉竹矿业公司、山阴县柳
沟有限公司、国飞公司、鸿泽公司、
山阴县小东叉石料厂 8 家龙头企业，
主要产品为生石灰、鸡饲料、精致氧
化 钙 ，产 值 、营 业 收 入 分 别 增 长
36.8%和 39.29%，2022 年 ，全 县 钙 基
材料制造业实现产值 1.9 亿元、营业
收入 1.4亿元。 张世敬

陶埴一技，独擅北方。应县被誉
为“中国北方日用瓷都”，以日用瓷和
建筑瓷为主，不仅拥有着丰富的文化

积淀，还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和高度的
美誉度，陶瓷产业已经形成了一个完
整的产业链，涵盖了陶瓷原材料的采

掘和陶瓷制品的生产、加工、销售等多
个环节。应县陶瓷已经成为朔州市认
定的 4个市级专业镇之一。

目前，该县日用瓷产能可达到 5 亿
件/年，建筑瓷 4000 万平方米/年；日用
瓷国内市场占有率达 30%，产业集群
集聚效应明显，也是吸纳就业的重要
渠道，为创业就业和群众增收致富提
供了有力支撑。在品牌建设方面，“应
县陶瓷”获得中国地理标志商标，企业
品牌建设取得了较好的成效，知名品
牌数量达到 24 个，优尊、天美、新星等
8 个企业获得山西省著名品牌，正东、
欣宇、大众等 6 个企业获得山西省著名
商标。当前，应县正依托陶瓷产业，成
立省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成立陶瓷行
业协会，加强行业自律；成立应县陶瓷

业发展促进中心，引导企业加强新产
品研发，开发个性化、特色化产品；充
分发挥应县职业技术学校的作用，充
实陶瓷专业师资力量，加快人才培养。

在今年 5 月刚刚结束的朔州市第
五届陶瓷产品进出口交易会上，应县
展馆主要展示 40 家应县陶瓷企业及陶
瓷产业链配套企业的产品，馆内还设
立有厨艺展示区和电商直播区，此外，
应县展馆还设立了朔州陶瓷“三新三
名”（新材料、新技术、新产品；名企、名
品、名人）培育推广成果展示板块。今
后，应县陶瓷将重点通过补链、延链、
强链，使陶瓷产业进一步向专业化分
工协作方向迈进。穿越千年的应县陶
瓷，正以淬炼后的矫健身姿，跃进高质
量发展的新赛道。 杨榕刘

应县乳业历史悠久，是北方奶
业大省优质奶源基地，奶牛养殖和
生鲜乳产量位居全省第二。应县乳
业已经成为朔州市认定的市级专业
镇之一。

应县乳业以奶牛养殖和乳品制
造为主导，年产乳品 1.31 万吨，销
售 基 础 粉 0.84 万 吨 ， 成 品 1.31 万
吨，年产值 6.76 亿元。在应县有 24
家乳制品企业，去年年产值为 86 亿
元，营收 75 亿元。山西雅士利乳业
有限公司作为应县乳业的龙头企业，
其所拥有的“美蕾兹”“美萌益”“初颖
羊奶粉”三个系列婴幼儿配方奶粉及

“悠瑞”系列成人奶粉，累计实现产值
78 亿元，主营业务销售收入 75 亿元，
合计缴纳税金 3.5 亿元，带动全县 23
个奶牛养殖企业发展。山西优然天
合牧业有限责任公司共有 3 座标准
化奶牛养殖场，现有总存栏奶牛约 3

万头，日产牛奶 480 余吨，单产最高
达 42 公斤，年产奶量约 18 万吨，年产
值 8亿元。

当前，应县乳业正在对标一流，
提升奶牛场标准化水平。改造挤奶
厅，变机械挤奶为智能化挤奶，使奶
牛的生产寿命成倍增加，生产效益成
倍提高，受到广大中小奶牛养殖户的
欢迎和业内专家的认同；改造奶牛圈
舍，由人工饲养奶牛向机械化操作转
变，进一步提升了标准化养殖水平；
重合同守信用，所有牛场，不管大中
型奶牛场，还是专业合作社，都续签
了鲜乳供奶合同，不存在奶牛场生死
存亡问题。今后，应县乳业将从优化
牧草种植、饲料加工、奶牛养殖、乳制
品加工、全程服务的奶业全产业链各
利益环节的有机结合入手，不断强化
企业全程质量管控，打造高质量发展
的产业基础。 杨榕刘

右玉，位于北纬 39 度，400 毫米等
雨线附近，是雁门关农牧交错区和国
际公认的草食畜牧业黄金带，林木覆
盖率 54%，同时，拥有丰富的农作物秸
秆、各类杂粮等饲草饲料资源。这对
发 展 养 羊 业 有 着 得 天 独 厚 的 绿 色 优
势。右玉羊肉更是因香味浓郁、肉质
鲜嫩、肥瘦相间、肥而不腻驰名三晋。
右玉肉羊已经成为朔州市认定的市级
培育专业镇之一。

截至 2022 年底，全县存栏羊 100
只以上的规模化养殖场近 15 多个，存
栏 30 只以上的养殖户 2000 余户。现
在右玉当地生产的羊肉产品实现了精
细分割，并有中西式两大系列百余个
品种，已注册“祥和岭上”“千户侯”“润
羊”“大西口”“绿洲玉羊”“明鑫牧场”
等 20 余个肉羊系列产品商标。其中，

“祥和岭上”右玉羊肉品牌被 2017 亚洲
（北京）国际食品展览会特别推荐，右
玉县大西口农牧公司的“大西口牌”羊

肉获 2017 年山西功能农产品品牌，右
玉玉羊公司获得了“亲疙瘩”羊肉品

牌。现在，已形成上联基地、下联市场
的产业链条，并基本构建成产、养、加、

销的可持续发展模式。2022 年，右玉
县“祥和岭上”“大西口”两个品牌成功
入选我省第一批“有机旱作·晋品”产
品品牌。

在纵深推进农村产业振兴中，右
玉将围绕“高端化、绿色化”理念，推动
建设十万亩智能牧场、右玉羊肉营销
体验中心、羊肉检验检疫中心及营养
学基因学实验室等项目。通过实现十
万亩智能牧场的建设，让羊恢复传统
自由觅食的同时给予科学补饲，形成
十万亩智能牧场扶农民、百万只有机
羔羊乐市民的美好景象。同时，千户
侯全羊宴连锁餐厅也具备扩店的经验
基础，最终形成产、学、研一体化生产
基地与城市用户智能化互动的中国式
农业产业链模式。

吴华

近年来，朔州经济开发区新兴产
业园区以智能装备产业为突破口，把
相关产业和项目作为“头号工程”，加
快推进项目建设，为全市开创高质量

发展新局面赋能增势。
朔州经济开发区能源装备制造业

主要产品包括带式输送机、刮板机等
煤机装备的生产制造及维修再利用；

光伏组件、风电装备、钒液流储能装备
等新能源装备的生产制造。目前，已
形成年产 3 万台输煤机械、1 万台矿
车、4 万件液压支柱、550 万件矿用配
件的生产能力，占全市煤炭装备制造
企业的 90%以上。同时，朔州经开区
近年来围绕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装
备制造形成 2 条产业链，拥有年产 3 万
台输煤机械、1 万台矿车、4 万件液压
支柱、550 万件矿用配件的生产能力，
占 全 市 煤 炭 装 备 制 造 企 业 的 90%以
上；引进或自主培育了“一道新能源”

“国润储能”“三元碳素”等国内省内驰
名品牌。区内现拥有省级工程研究中
心 1 家、省级企业技术中心 3 家、省级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9 家、“小巨人”

企业 3 家、省级重点实验室 1 家等，是
省发改委认定的省级双创示范基地。
此外，朔州经济开发区坚持招商引资
与本地培育相结合、强化优势与补齐短
板相结合，打造能源装备制造产业集聚
区。全链条企业数达 24 家，2022 年产
值达 28.8亿元，带动当地群众实现就业
3000 余人，部分龙头企业产品在其细
分领域市场具有较高的市场份额。

锻 长 板 、 补 短 板 ， 畅 通 产 业 循
环；拓上游、延下游，塑造长期优
势。今后，朔州经济开发区将围绕产
业链部署创新链，向支持能源革命关
键核心技术研发与科技成果转移转
化，让优势特色产业向价值链中高端
攀升。 吴华

朔城区地处桑干河源头，北、西、
南三面环山，平均海拔 1000 米左右，全
区依托独特的气候条件和资源禀赋，
为高粱种植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这里
的酒业采用传统的窖池混蒸工艺，酿
造纯粮白酒。今年，朔城酒业入选朔
州市市级培育专业镇。

“雁门白”是朔州酒业的老字号，传
统酿酒工艺有百余年的历史传承。据
1999年版《朔县志》记载，该县酿酒历史
悠久，开始多为家庭制作。1949年由华
北酒业专卖公司投资 1800 万元（边区
币）新建朔县酒厂，手工生产，日可产白
酒 80 公斤。1951 年察哈尔省酒业专卖
公司投资 10 多万元扩建。1952 年移交
山西省酒业专卖公司。经多次投资扩
建，到 1957年企业得到较大发展。1983
年，又试制出夏季饮料“麦精露”。从
1984 年开始，生产配制酒有冰芪酒、玫
瑰酒、葡萄酒、红果酒、青梅酒等五个品
种。到 1988 年产量达 1000 多吨，主要

产品有“雁门白酒”“雁门大曲”“高粱白
酒”等，质量较好，远销内蒙古、河北、山
东、北京、天津等地。

目 前 ，该 区 共 有 9 家 酒 类 生 产 企
业，其中，啤酒生产企业 1 家、白酒生产
企业 8 家；获得食品生产许可为酒类的
企业 4 家、获得食品小作坊许可为酒类
的企业 5 家；省级“专精特新”企业 1 家

（山西雁门春酿造有限公司）、市级农
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3 家（山西雁门春酿
造有限公司、山西雁门源酒业有限公
司、山西晋北藜麦开发有限公司），在
建酒类生产企业 1 家。朔州市三晋酒
业有限公司预计投资 2.2 亿元建设年
产 2400 吨清香型原浆酒、500 吨浓香型
原浆酒技改项目。

今后，在做好传承的同时，朔城酒业
将敏锐把握消费者需求，创新营销推广
方式，线上线下协同布局，开发出高、中、
低端不同系列的白酒产品，成为朔州本
土品牌的一张“新名片”。 张世敬

朔 州 平 鲁 地 区 气 候 凉 爽 ，雨 量 适
中，雨热同季，空气和土壤无污染。这
里所产的荞麦品质优良、颗粒饱满、硒
含量高，蛋白质、氨基酸含量居全国同
类产品之首。平鲁红山荞麦入选朔州
市市级培育专业镇。

据历史资料记载，平鲁红山荞麦种
植 历 史 有 800 多 年 ，以 粒 大 、皮 薄 、质
优、色好而闻名于世，千粒重 38.8 克，人
体必须的 8 种氨基酸与鸡蛋相近，微量
元素硒含量达 0.791ug/g，居世界同类

产品之首，尤为珍贵的是黄酮类物质
“芦丁”含量极为丰富，仅次于银杏。曾
在 1995 年获第三届国际农业博览会银
奖，1985 年获山西省杂粮展销会银奖。
目前，红山荞麦加工的食品有 10 余个
品种，其中“煮窝窝”“猫耳朵”造型别
致、栩栩如生，老百姓称之为民间美食
工艺品，食用荞麦食品已形成了独特的
饮食文化。此外，平鲁红山荞麦采用民
间加工配方，结合现代化加工工艺，开
发出三大类产品：一类是面食系列，包

括鲜面条、夹馅饼、干制龙须面、空心
面、碗面、荞麦煎饼、葱花饼、灌肠、凉糕
等；二类是粥系列，包括荞米保健粥，杂
豆方便粥等；三类是膨化食品，包括小
食品、荞豆面粥、面茶、乳粉等。

据统计，平鲁红山荞麦年加工 5000
吨 红 山 荞 麦 及 杂 粮 ，产 值 5000 万 元 ，
2022 年营收 5000 万元。全区种植荞麦
7.8 万亩，产量 1.4 万吨，万亩收益约 425
万元，带动就业从业人员 1200 多人，人
均纯收益 3000 元以上。今后，平鲁红山

荞麦专业镇将继续向现代农业迈进，更
好地发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作用，转
变观念，运用现代经营模式，带动更多
农户丰产丰收，让农业更有奔头，让乡
村更有看头。 杨榕刘

怀仁市羔羊肉业专业镇：打造百亿级农畜产业集群
山阴县乳业专业镇

山阴县钙基材料专业镇：
全力打造新材料产业基地

山阴县富硒小米专业镇：聚力打造富硒农产品基地

应县乳业：打造高质量奶源基地

朔城酒业：醇厚净爽，回味悠长

应县陶瓷：北方瓷都再添薪

平鲁红山：荞麦香里话发展

朔州装备制造：打造经济发展新引擎

右玉肉羊右玉肉羊：：打造生态养殖全产业链打造生态养殖全产业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