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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郭洪申

“遇上刮大风，栽下的树苗会被掩
埋或连根拔起，只好重新挖坑再栽。就
这样，一点点变绿的沙漠成了我不能停
下来的最大动力！”初春时节，记者坐在
宝秀兰家宽敞明亮的房间里，倾听这位
全国治沙防沙标兵讲述治沙故事。“去
年，家里 50 亩耕地种了 40 亩青贮、10
亩玉米，养牛 60 头，收入 20 万元，如果
没有这 20 年坚持，就不会有今天的幸
福生活！”

宝秀兰是通辽市奈曼旗白音他拉
苏木宝格吐嘎查村民。20 年前，这位
普通的蒙古族妇女，怀揣绿色梦想，在
科尔沁沙地深处用她柔弱的身躯同沙
魔抗争。这些年，她在沙海里摸爬滚打
植 树 30 余 万 株 ，不 仅 把 自 家 承 包 的
2500 亩荒沙变成了绿洲，还带领村民
治理沙漠 6 万多亩，植被覆盖率达 50%
以上，风沙危害得到有效控制。

1993 年，刚满 20 岁的宝秀兰从巴

嘎波日合苏木嫁到宝格吐嘎查。老哈
河南岸沙带像一条巨蟒横亘在村子北
部，风沙危害困扰着农牧民的生产生
活，人口贫困和土地沙化如影随形，成
为农牧民挥之不去的记忆。“那时全嘎
查只有 20 多户人家，大部分人家房屋
后墙都被流沙掩埋。”面对一望无际的
茫茫沙海，看着在贫困旋涡里挣扎的村
民，宝秀兰决定用自己的双手植树种
草，控制风沙，拯救家园。

1995 年春天，宝秀兰在人们质疑
的目光中承包了 2500 亩荒沙地，开始
向沙漠宣战。性格泼辣的宝秀兰独自
一人骑着骆驼到娘家张罗第一批树苗，
近百里沙路，宝秀兰清晨出发，黄昏才
至。她在娘家只待了一天，就牵着驮有
1200 多棵树苗的骆驼返程了。头顶烈
日、脚踩黄沙，宝秀兰牵着骆驼一趟一
趟地运输树苗，回来后和丈夫一起把树

苗栽到承包的荒沙里。沙漠中没有水
源，栽植树苗所需的水全部需要赶着马
车从十里外的家中运输，然后再一桶桶
地浇到树坑里。

在栽树治沙的日子里，宝秀兰每
天早上 5 点前就要做好全家人的 3 顿
饭，将孩子托付给老人，然后与丈夫进
沙坨子植树，累了就躺在沙窝子里歇会
儿，饿了就啃几口干粮、喝点凉水⋯⋯
日复一日，脸晒黑了，鞋穿破了，手上
磨出了层层老茧，一点点变绿的沙漠
成了宝秀兰治沙的最大动力，她凭着坚
定的信念，让 2500 亩荒沙地披上了“绿
装”。“现在沙地已经变成了绿色银行，
每 天 看 着 它 心 里 就 充 满 了 喜 悦 和 自
豪。”

宝秀兰深知想要治住沙魔改变家
园面貌，仅靠自己是不够的，她开始发
动村民造林治沙。宝秀兰挨家挨户做

工作并承诺：“只要种树治沙，我免费提
供树苗。”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有村民开
始种树了。从此，宝秀兰更忙了，她和
丈夫经常放下自己地里的活儿指导乡
亲栽树。第二年，由宝秀兰带动的首批
村民栽种的几百亩沙地满眼绿色，这让
更多村民看到了希望，村民们主动要求
承包沙地种树治沙。

2008 年，宝秀兰被任命为宝格吐
嘎查党支部副书记、妇联主任，并担任
南宝格吐嘎查负责人，这更加坚定了宝
秀兰带领群众改善生态、治沙致富的决
心。从此，每年从春到秋，扦插黄柳、播
种柠条、抚育平茬，在南宝格吐嘎查的
茫茫沙海中，总能见到宝秀兰忙碌的身
影。如今，昔日茫茫沙海呈现出一片片
生机盎然的喜人景象。

2013 年，宝秀兰荣获全国治沙防
沙标兵称号。谈到今后的打算，宝秀兰
说：“我愿意种树，因为我喜欢绿色，整
个宝格吐还有 7000 亩沙地需要治理，
打算到 2020 年将嘎查沙地全部治理完
毕。”

宝秀兰：“我愿意种树，因为我喜欢绿色！”

锁黄沙 添新绿

本报 3 月 11 日讯 （记者 韩雪
茹）3 月 9 日，全区扶贫办主任会暨全
面从严治党“两个责任”推进会议在呼
和浩特召开。会议总结了去年我区脱
贫攻坚工作取得的成绩，交流了各地
脱贫攻坚工作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办
法、好路子，提出了 2017 年全区扶贫
工作的总思路。会议还安排部署了扶
贫办党组 2017 年全面从严治党工作。

会议指出，过去的一年，我区脱贫
攻坚取得了显著成绩。脱贫攻坚政策
框架基本形成，扶贫投入明显加大，精
准扶贫基础逐步打牢，扶贫措施有效
性明显提高，扶贫体制机制进一步健
全，扶贫重点工程项目扎实推进，扶贫
宣传强力跟进。

会议强调，今年我区要继续深入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扶贫开发战略思
想，自觉增强看齐意识；不断完善“四
到旗县”“三到村三到户”工作机制；增
加扶贫投入，落实四级财政资金、整合
涉农涉牧资金、落实金融贷款、建立产
业扶贫基金；实施好重点扶贫工程，促进
稳定脱贫；抓好督查考核工作，坚决防止
形式主义；加大社会扶贫力度，做好宣传
舆论工作；加强机构队伍建设，努力建设
与脱贫攻坚相适应的扶贫队伍。

会议要求，要进一步深化对全面
从严治党重要性紧迫性的认识，强化
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加强和规范
党内政治生活，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
约，强化监督约束，廉洁自律。

全区扶贫办主任会暨全面从严治党
“两个责任”推进会议召开

本报 3 月 11 日讯 （记者 杨凡）
3 月 11 日下午，自治区纪委召开全区
集中整治“雁过拔毛”式腐败问题工作
动员部署电视电话会议，计划至 12 月
底分四个阶段对嘎查村（社区）、苏木
乡镇（街道）及基层站所，盟市、旗县

（市、区）存在的“雁过拔毛”式腐败问
题进行集中整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
进一步向基层延伸。

自治区党委常委、纪委书记刘奇
凡出席会议并讲话。

刘奇凡指出，当前，把集体“三资”
当成一己家私随意处置、把专项资金
当成囊中之物肆意贪占、把群众利益
当成砧板之鱼任意宰割、把手中职权
当成生财之道恣意妄为等“雁过拔毛”
式腐败问题，在我区依然呈现易发多
发态势，群众反应强烈。各地区各部
门各单位要高度重视，充分认识整治

“雁过拔毛”式腐败问题的重要性和紧
迫性，突出重点对象、重点地区、重点
问题，斩断黑手，从最难的地方抓起，
解决最难的问题。要采取“点题”式清

理、“追踪”式核查、“点穴”式督查等方
式清理核查，化解积案。各级党委（党
组）要履行好主体责任，各级纪委（纪
检组）及各职能部门要联动联治，形成
合力。加强舆论宣传，畅通举报渠道，
加大通报曝光力度，发动群众有效参
与，让“雁过拔毛”式腐败成为“过街老
鼠，人人喊打”。要构建线索共享、及
时查处反馈、常态整治机制，从源头预
防。

刘奇凡要求，要把过硬的作风体
现在敢于担当上，以不怕难、不怕乱的
态度认领责任、自查自纠、认真整改；
体现在求真务实上，在“实”字上下功
夫，做到“五个不放过”；体现在快查快
结上，对群众反映的问题要快速作出
反应，及时做出交代；体现在从严执纪
上，对集中整治行动迟缓、推诿扯皮，
压案不查、瞒案不报等行为要严肃追
责问责，全力推动集中整治工作取得
实实在在的成效，以优异成绩迎接党
的十九大胜利召开、庆祝自治区成立
70 周年。

全区集中整治“雁过拔毛”式腐败问题
工作动员部署电视电话会议召开

刘奇凡讲话

3 月 11 日，小志愿者在内蒙古图书馆整理图书。当日，为进一步壮大内蒙古图书馆文化志愿者队伍，弘扬“奉献、友爱、互
助、进步”的志愿者精神，文化志愿者挂牌仪式在内蒙古图书馆举行。 本报记者 王磊 摄

践行志愿精神

本 报 3 月 11 日 讯 （记 者 柴 思
源）3 月 10 日下午，全区工会党风廉政
建设工作会议在呼和浩特市召开，会议
传达了全国工会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
精神，安排部署了 2017 年全区工会党风
廉政建设工作。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论述，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决策部署上
来；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营造工会系统风
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以过硬的作风展示
工会组织的新形象；强化党内监督，增强
工会系统党组织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结合实际抓好作风建设，促进工会工作
创新发展。

会议指出，2016 年以来自治区总工
会和各级工会党组织突出抓好六中全会
精神的贯彻落实，全面推进从严治党、严
肃党内生活、强化党内监督，在全面履行
党风廉政建设党组主体责任和纪委监督
责任、强化作风建设、推进巡视整改等方
面取得新成效。2017 年是全面落实自
治区第十次党代会精神的第一年，将迎
来自治区成立 70 周年，深入推进工会系
统党风廉政建设意义重大。各级工会要
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重
要论述为指导，继续在常和长、严和实、
深和细上下功夫，把我区工会系统党风
廉政建设引向深入。

会后，自治区总工会领导班子成员
共同签订了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

自治区总工会
党风廉政建设
工作会议召开

本报 3 月 11 日讯 近日，霍林郭
勒市规划投资 1.2 亿元建设敖包相会
可汗山 5A 级草原旅游景区。

据悉，该景区位于霍林郭勒市区
以北 3 公里处，占地面积约 5.4 万亩，
景区内具有草原、湖泊、山脉、森林、河
流等自然资源和可汗山雕塑群、滑雪
场等人文要素。2014 年 10 月被评为国

家 4A 级旅游景区。景区规划建设为游
客服务区、滨湖游乐区、牧场度假区、
蒙元文化体验区等四个功能分区。截
至目前，该景区已累计完成投资 3.6 亿
元。2017 年计划投资 1.2 亿元，完成包
括滑雪场改造在内的景区基础设施续
建完善工程，力争将其提升打造为国
家 5A 级旅游景区。 （国馨月）

霍林郭勒市
投资 1.2 亿元建设 5A 级草原旅游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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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区大数据产业推介大会在北京

的成功举办，800 多亿元项目协议的签
署，促进大数据应用若干政策的出台，
开启了我区建设北方大数据中心和世
界级大数据产业基地的豪迈之旅，为内
蒙古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开辟出无比广
阔的前景。

全区首届旅游业发展大会的召开，
让“旅游+”上升为加快全区转型升级的
大战略，“建设国内外知名旅游目的地”
的声音嘹亮激昂，为我区在打造壮美内
蒙古中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开辟出无比
广阔的前景。

和林格尔国家级新区建设谋划大
气磅礴，以和林格尔经济开发区、沙尔
沁工业园区、临空经济区等中部产业核
心区为引领的“一核两翼六组团”产城
布局，正在为我区以产城融合调整优化
产业结构开辟出无比广阔的前景。

自治区与央企合作恳谈会的成功
举办，掀开内蒙古与央企合作共赢的崭
新一页，自治区及 9 盟市与央企、金融
机构累计签约 383 个重大项目，为我区
借梯上楼发展大产业、构建大集群和调
整优化产业结构开辟出无比广阔的前
景。

自治区与国家工信部战略合作框
架协议的签订，使部区双方在加快传统
优势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新兴产
业、推动工业绿色发展等方面展开深度
合作，为我区构建现代工业新体系、调
整优化产业结构开辟出无比广阔的前
景。

住我区政协委员揭新民认为，在经
济下行压力不减的背景下，内蒙古推进
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行动从容而自
信。

全国人大代表、通辽市科尔沁区副
区长朱瑞莲认为，内蒙古推进产业结构
战略性调整的一系列部署与实招儿，与
全国两会精神和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
的谋划高度契合。

“这种契合，就是推动传统优势产
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化，就
是通过打造战略性新兴产业转换发展
动能。”朱瑞莲说。

权威媒体评价：旨在推进产业结构
战略性调整的内蒙古部署，“调”出了发
展自信，是决定内蒙古经济转型前途的
重要抉择。

“调”出勇者本色
大盘谋局，首在度势。
推进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内蒙

古抉择，始于适应新常态的时代要求，
源于不调不行的现实忧患。

“我区经济发展方式不合理，集中
的体现就是产业结构不合理。”自治区
第十次党代会上，内蒙古对欠发达区情
的研判切中要害。

全国人大代表、内蒙古多蒙德冶金
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长石磊认为，这种
不合理，主要表现在“三多三少”：传统
产业多、新兴产业少；低端产业多、高
端产业少；资源型产业多、高附加值产
业少。

“这种产业结构低端化、单一化、重
型化特征，决定了我区调整产业结构的
必要性。”在石磊代表看来，必须在把握
严峻的国内外经济形势中抢抓机遇，推
进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实现经济转型
升级。

无惧风霜遮望眼，挺立潮头追彩
虹。面对“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现状，自
治区党委对全面开启基本实现现代化
新征程、推进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充满
信心：“我区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
要战略机遇期。”

来自我区的全国人大代表和住我
区全国政协委员认为，这种机遇主要来
自 3 个方面：

世界经济在深度调整中催生新一
轮产业技术革命浪潮，我区产业结构调
整迎来以技术创新实现产业创新的发
展契机；

新常态下的中国推出“一带一路”、

京津冀协同发展等一系列国家战略，我
区产业结构调整迎来融入国家战略的
发展契机；

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形成“守住三
条底线”“加快转型升级”“促进五化协
同”和推进“七业”同兴等转换发展动能
新思路，我区各盟市产业结构战略性调
整迎来融入自治区发展战略的新契机。

机遇，稍纵即逝。如何在抢抓机遇
中与自治区推进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
的部署同向同行，是各盟市必须作答的
时代命题。

全国人大代表、内蒙古一机集团董
事长白晓光提出：“各盟市要立足自身
产业基础优势，打造优势突出的现代制
造业体系。”

代表和委员们一致认为，推进产业
结构战略性调整，是新常态下全区各盟
市普遍面临的挑战。成功应对这个挑
战，就能保持转型发展的连续性。否
则，发展代价会越来越大、发展空间会
越来越小、转型道路会越来越难走。

无疑，与全球严峻经济形势“同此
凉热”的内蒙古，已走到这样的关口：在
转型中实现经济平稳健康发展，除了产
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别无他途。

抓住机遇，看准“华山一条路”，敢
于闯关，方显勇者本色。为此，在贯彻
落实自治区层面的一系列战略部署中，
各盟市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
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落子如飞。

呼和浩特以启动建设和林格尔国
家级新区为契机，加快发展生态型、旅
游型、融合型、智慧型产业，加快发展高
端装备、云计算大数据、新能源汽车等
战略性新兴产业。

包头市借助钢轨、稀土深加工领先
全球的产业优势，正在组织实施总投资
7000 多亿元的重点项目，项目涉及稀
土新材料、高端矿用车、文化旅游等多
个领域。

鄂尔多斯市全面融入呼包鄂协同
发展战略，全力推进煤炭资源转化增值

和高新技术、智能制造等重大项目建
设，并以“七网”建设打造联动呼包的快
速经济圈。

巴彦淖尔市主打文化旅游、绿色有
机、清洁能源三张牌，全力做优旅游、农
畜产品加工、循环化工、电力新能源四
大产业，力促河套“塞上江南新崛起”。

乌海市牢守生态底线，通过煤焦化
和氯碱化工产业融合互促推动产业链
低碳循环，煤焦化产生的煤焦油等副
产品引来环渤海、长三角等地企业入
驻。

通辽市和赤峰市等地区，构建煤电
铝、有色金属加工循环新体系，推动产
能优势转化为中高端产业优势，链条完
整的产业生态圈正在形成。

全区各盟市将草原、森林、河湖、湿
地、沙漠、冰雪等资源与草原文化、红山
文化、河套文化、辽文化、蒙元文化元素
有机结合，推动全域旅游、四季旅游。

这是推动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
浩荡洪流，也是全面开启内蒙古基本实
现现代化新征程的时代潮流。代表和
委员们认为：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必
将推动内蒙古经济在转型升级中发生
改天换地的变化！

“调”出累累成果
变，是发展的永恒规律。

“内蒙古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引发
的积极变化，主要来自经济转型升级中
出现的良好势头。”石磊代表说。事实，
也印证了石磊代表的观点。

2 月 21 日，一条官方消息引起业内
高度关注：国务院批复同意鄂尔多斯高
新区升级为国家级高新区。这个高新
区累计引进企业和科研机构 146 个，形
成了“众创空间→创业苗圃→产业项
目”的创新产业链。

高新区投资促进局负责人韩超介
绍，目前高新区已经形成光能科技、智
能制造、云计算、节能环保、生物制药等
为主的新兴产业集群，部分产品远销欧
美国家。

经济界人士认为，此次鄂尔多斯高
新区晋级“国”字号，对我区以发展高新
技术产业促进非资源型产业、高端产业
发展和推动资源型城市转型，具有示范
意义。

对于鄂尔多斯而言，产业结构战略
性调整引发的转型变局决不止于此。
人们没有忘记，由于煤炭产业链的多元
化延伸和煤制油、煤制气等国家煤化工
示范项目的建成投产，鄂尔多斯此前已
经被列入全国首批工业资源综合利用
示范基地。

对于内蒙古而言，产业结构战略性
调整引发的转型变局更不止于此。涵
盖核心零部件、整车制造的新能源汽车
项目在呼包鄂落户，部分投产的新能源
汽车已销往全国各地；通辽市形成蒙药
材种植、药品加工、临床应用等蒙药融
合发展产业格局，并被命名为“中国蒙
药之都”；国内规模最大的煤制烯烃项
目——中天合创 137 万吨煤制烯烃项
目在我区建成投产，1 吨原煤转化成烯
烃后增值 4—6 倍。

我区规模最大的钢铁产业结构调
整项目——包钢稀土钢板材冷轧项目
投产，终结了我区不能生产高端汽车板
材的历史；中西部最大的煤间接制油项
目——伊泰 200 万吨煤制油项目获准
开建，为我区煤制油工业提升规模化效
益打开通道；产值 300 亿元的华达兄弟
石墨烯新材料产业项目在我区落户，内
蒙古迎来以稀土、石墨烯材料融合应用
推动经济转型的春天。

联晟超薄铝箔项目在我区开工，拉
开内蒙古打造世界顶级铝制品生产线
的大幕，铝转化成铝箔后可增值上千
倍；阿拉善、鄂尔多斯等成为国家全域
旅游示范区，满洲里中俄边境旅游区荣
升为 5A 级景区，临河区富强村荣膺“中
国十大最美乡村”；内蒙古被列为国家
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全区大数据中心形
成 90 多万台服务器装机能力，规模居
全国第一。

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由量变到质
变的惊人一跃，让内蒙古经济转型发展
焕发出无比光明的前景。

这光明的前景，体现在产业结构战
略性调整催生的 2016 年全区经济转型
成果中：超额完成玉米种植面积调减
任务，退出钢铁产能 291 万吨、煤炭产
能 330 万吨，提前完成全年去产能任
务；主要农作物、牲畜良种率达到 96%
以上，建成全国最大的牛羊种业基地，
绿色有机食品产量占全国 1/3 以上，
名列全国之首；煤制烯烃、煤转电、煤
转油、煤制气、稀土应用等资源深加工
产业规模名列全国第一，风电、光电新
能源产业装机规模居全国前列；原煤、
焦炭等传统产业产量下降，以云计算
大数据、文化旅游等新兴产业为主的
第 三 产 业 对 经 济 增 长 贡 献 率 高 达
47.2%。

转型，必然为经济发展注入强大正
能量。翻开 2016 年全区经济发展大事
记，稳中提质的成果跃然纸上：经济总
量突破 1.86 万亿元，增速稳定在 7%以
上的合理区间；人均 GDP 持续超过 1 万
美元，位居全国前列；规模以上工业利
润总额超千亿元，增速位居全国前列；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首破 2000 亿元，同
口径增长 7.0%。

回顾过去，是为了更好地走向未
来。

未来，我区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之
路怎么走？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
议上，内蒙古代表团发出的声音令人振
奋。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
创新引领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做大做强
新兴产业，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

“大力弘扬吃苦耐劳、一往无前的
蒙古马精神，撸起袖子加油干，把成绩
写在内蒙古大地上。”

这是打造祖国北疆亮丽风景线的
坚定信心，也是推进产业结构战略性调
整的豪迈宣言！

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内蒙古有啥实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