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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8月29日讯 （记者 薛来）几
天前，记者在乌兰察布冷凉蔬菜院士工作
站看到怪异的一幕：种满胡萝卜、甘蓝、芹
菜、洋葱的试验田里，前几垄郁郁葱葱，后
几垄却蜷曲枯黄布满蜘蛛网。这时，该站
推广研究员关慧明向枯萎田垄喷洒了一种
半透明液体，仅仅十多分钟，菜叶上的红蜘
蛛便逐渐丧失了活力。

年过半百的关慧明兴奋地说：“告诉
你们一个好消息，我们花了19年时间，终
于攻克了‘四虫两病’防治这道世界性难
题。我刚才喷洒的GC16不是农药，而是
用牛羊屠宰后的下脚料和青草为原料制成
的一种无毒无害、可以饮用的绿色生物制
剂，已经获得两项国家级科技成果！”

地处内蒙古阴山北麓、海拔高于
1000米、年平均气温4摄氏度的乌兰察
布市是我国著名的三大冷凉蔬菜基地之
一，冷凉蔬菜种植面积近60万亩，产品畅
销全国20多个省份及俄、蒙、日、韩和欧
洲。但多年来，因频繁遭受“四虫两病”
（红蜘蛛、蓟马、白粉虱、蚜虫和白粉病、灰
霉病）的侵害，种植规模和农户收入始终
上不去。“这6种病虫害可把我们害苦
了，”察右前旗平地泉镇南村党支部副书

记张效玲痛心疾首地说：“我们村80%的
人家都是菜农，正常情况下每亩菜地能挣
5000元，让它们一作害，最多也就收入
2000多元！”

据了解，我国每年有近2亿亩农田遭
受“四虫两病”侵害，直接导致农作物减产
1.3亿吨。而过去几十年里，我国防治“四
虫两病”的药剂均依赖进口，毒性大，而且
绝大多数药剂使用时间已超过20年，病虫
抗药性较强，防治效果越来越不尽人意。
关慧明介绍说：“与农药完全不同，GC16
不是直接毒杀病虫害，而是通过改变病虫
害生活环境参数，将病虫害与外界进行物
理隔离，破坏虫害的运动能力、呼吸系统以
及病害的菌丝体，实现高效灭杀。”“GC16
系列生物制剂使蔬菜更加绿色优质，”自治
区科技厅信息中心主任张沛说：“GC16是
我区蔬菜走向世界的重要保障。”

GC16系列绿色生物制剂不仅为当
地30多万菜农带来了福音，而且目前已经
推广到呼和浩特、哈尔滨、亳州、三亚等地，
推广应用结果表明：该制剂对红蜘蛛、蓟
马、白粉虱的灭杀率达到80%以上，对蚜
虫、白粉病防治效率达到95%以上，对灰
霉病防治效率超过85%。

乌兰察布攻克“四虫两病”
防治世界性难题

本报8月29日讯 （记者 施佳
丽）据第五次全区荒漠化和沙化土地
监测显示，我区荒漠化土地和沙化土
地面积自2004年开始减少以来，已经
连续15年保持了双缩减，荒漠化和沙
化土地分别减少625万亩和515万亩，
减少面积均居全国首位，生态状况恶
化的趋势得到有效遏制。

我区是全国荒漠化和沙化土地最

为集中、危害最为严重的省区之一。
作为全国六大林业重点工程全覆盖唯
一省区，内蒙古优先实施系列生态建
设工程，高度重视防沙治沙工作，坚持
全民尽责，全社会参与，防沙治沙取得
了显著成效。目前，全区近2/3的农田
受到林网保护，1.5亿亩基本草牧场受
到林木的庇护，2.6亿亩风沙危害面积
和1.5亿亩水土流失面积得到了初步
治理，每年减少入黄（河）泥沙 1.8 亿
吨。五大沙漠周边重点治理区域沙漠
扩展现象得到遏制，沙漠面积相对稳
定。五大沙地林草盖度均有提高，沙
地向内收缩，水土流失面积在逐步减
少、流失程度在减轻，治理区生态环境
明显好转。

荒漠化和沙化土地分别
减少625万亩和515万亩

新华社北京8月29日电 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
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8
月29日下午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
革领导小组第三十八次会议并发表重要
讲话。他强调，改革是我们进行具有新
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重要方面。全
面深化改革，必须加强党对改革的领导，
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必须狠抓改革落实，
必须深化对改革规律的认识和运用。要
继续高举改革旗帜，站在更高起点谋划
和推进改革，坚定改革定力，增强改革勇
气，总结运用好党的十八大以来形成的
改革新经验，再接再厉，久久为功，坚定
不移将改革进行到底。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全面深
化改革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克强、刘云山
出席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完善主体功
能区战略和制度的若干意见》、《关于探
索建立涉农资金统筹整合长效机制的意
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
案》、《关于建立健全村务监督委员会的
指导意见》、《关于加强法官检察官正规
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全面落实司法责任
制的意见》、《关于上海市开展司法体制
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的框架意见》。会议
审议了《关于脱贫攻坚责任制实施办法
落实情况的督察报告》、《宁夏回族自治
区关于空间规划（多规合一）试点工作情
况的报告》。

会议指出，建设主体功能区是我国
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大战略。完
善主体功能区战略和制度，要发挥主体
功能区作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基础制度
作用，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格局在市县

层面精准落地，健全不同主体功能区差
异化协同发展长效机制，加快体制改革
和法治建设，为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
格局、创新国家空间发展模式夯实基础。

会议指出，探索建立涉农资金统筹
整合长效机制，是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的重要途径。要加强财政支农政
策顶层设计，优化财政支农投入供给，推
进行业内资金整合与行业间资金统筹相
互衔接配合，理顺涉农资金管理体系，创
新涉农资金使用管理机制，改革和完善
农村投融资体制，切实提高国家支农政
策效果和支农资金使用效益。

会议强调，在全国范围内试行生态
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是落实党的十八届
三中全会部署的一项重要举措。要在总
结前期试点工作基础上，进一步明确生
态环境损害赔偿范围、责任主体、索赔主
体和损害赔偿解决途径等，形成相应的
鉴定评估管理与技术体系、资金保障及
运行机制，探索建立生态环境损害的修
复和赔偿制度，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会议指出，建立村务监督委员会，是
健全基层民主管理机制的探索性实践，
对于从源头上遏制村民群众身边的不正
之风和腐败问题、促进农村和谐稳定具
有重要作用。要不断总结经验，完善制
度设计，进一步规范监督主体、内容、权
限和程序，完善村党组织领导的村民自
治机制，切实保障村民群众合法权益和
村集体利益，提升乡村治理水平。

会议强调，在总结司法责任制改革
试点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加强法官检察
官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全面落实
司法责任制，是深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
的重大部署安排。要巩固和完善改革成

果，把坚持党的领导贯穿始终，加强法官
检察官思想政治与职业道德建设，完善
员额制，落实责任制，强化监督制约，健
全保障机制，为深入推进司法责任制改
革提供规范明确的政策依据。

会议指出，在上海市率先开展司法
体制综合配套改革试点，要坚持党对司
法工作的领导，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
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坚持满足人民司
法需求、遵循司法规律，在综合配套、整
体推进上下功夫，进一步优化司法权力
运行，完善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深化信
息化和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手段运用，
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推
动司法质量、司法效率和司法公信力全
面提升。

会议强调，党中央提出建立中央统
筹、省负总责、市县落实、合力攻坚的脱
贫攻坚责任制要求以来，有关地方迅速
行动，自上而下层层签订脱贫攻坚责任
书，明确目标任务和工作责任，抓实各项
工作任务，取得积极成效。下一步，要针
对发现问题完善相关制度机制，强化领
导责任制，创新精准识别帮扶机制，健全
扶贫考核评价体系，推动脱贫攻坚责任
制扎实落地、切实发挥作用。

会议指出，党中央授权宁夏回族自
治区开展“多规合一”试点以来，在编制
空间规划、明确保护开发格局、建设规划
管理信息平台、探索空间规划管控体系、
推进空间规划管理体制改革等方面，探
索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下
一步，要继续编制完善空间规划，深化体
制机制改革，保障空间规划落地实施。

会议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的 5
年，是全面深化改革夯基垒台、积厚成

势、攻坚克难、砥砺奋进的5年，也是改
革集中推进、全面深入、成果显著、积累
经验的5年。在党中央正确领导下，广
大干部群众积极投身改革，汇聚起推进
全面深化改革的磅礴伟力，迎风破浪、
大刀阔斧、上下联动、蹄疾步稳，谱写了
改革新篇章，改革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鲜
明旗帜和当代中国的时代特征。

5年来，面对艰巨复杂的改革任务，
党中央举旗定向、谋篇布局，以前所未有
的决心和力度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对全
面深化改革作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
我们坚持从体制机制层面入手，统筹谋
划改革任务，改革涉及范围之广、出台方
案之多、触及利益之深、推进力度之大前
所未有。我们坚持一分部署、九分落实，
抓铁有痕、踏石留印，各项改革相继落
地、渐次开花。我们坚持凝聚各方智慧，
创造和积累了改革的新鲜经验。实践证
明，坚持和加强党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集
中统一领导，提升党中央对全面深化改
革的领导力和权威性，有利于全党全国
在改革上统一思想、坚定信心，有利于改
革涉险滩、闯难关、啃硬骨头，有利于统
筹协调、蹄疾步稳推进各项改革，为全面
深化改革提供根本政治保证。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要
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党的十八届三
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提出的改革任
务，进展总的符合预期。对已经出台的
改革举措，要对落实情况进行总体评估，
尚未落地或落实效果未达到预期的改革
任务，党的十九大之后要继续做实。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成员出
席，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
列席会议。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
第三十八次会议强调

加强领导总结经验运用规律
站在更高起点谋划和推进改革

李克强刘云山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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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做攻略了，哪天演什么剧目一目
了然，有需要的拿走不谢。”“听说大型
音乐剧《草原英雄小姐妹》相当不错，千
万不要错过。”“一定要记着带身份证，下
午3点开始就能领票了。”这几天，在笔
者小区业主的微信群里，讨论最热闹的
就是有关草原文化节的内容。

的确，艺术的盛会，也是人民的节
日。有4000多群众免费观看文化惠民
专题演出；多部优秀剧目演出深入基
层巡演，可直接惠及 12 万左右群众；

《母亲的肖像》《漫瀚调》等20多部优秀

影片将在厂矿、工地、社区等地公益放
映1200余场……面向基层、重心下移，
让更多群众共享文化盛宴，是草原文
化节的出发点，更是落脚点。

一位哲人说过，文化不能从上向
下压，因为它应该是从下面高涨起来
的。让文化与大众水乳交融，融入百
姓生活的草原文化节，必将是一次成
果共享、润泽民心的文化盛会，也必将
为我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增添更大动
力、汇聚更多活力。

共享文化盛宴

本报8月29日讯 （记者 王连英）8
月29日，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
会，自治区国土资源厅通报自治区设立地
质勘查基金13年来全区地质勘查工作取得
的丰硕成果，首期发布了194项拟处置的
地勘基金成果，并就相关问题答记者问。

近年来，我区深化地勘工作改革，创
新地质勘查机制，特别是自2004年自治
区在全国率先设立地质勘查基金以来，到
2016年末，自治区财政已累计投入资金
123.8亿元，共实施地质勘查项目2398
个，引导社会投入资金超过500亿元，新
发现并探明一大批新的矿产地，全区矿产
资源储量成倍增加。据不完全统计，13
年来，全区共发现大型矿产地29处、中型
矿产地88处、小型矿产地494处。

多年来，地质勘查基金为我区地质勘
查工作注入了充沛的新动能，激活了地勘
市场，实现了地质找矿成果新突破。

一是大宗矿产资源保障程度显著提
高。我区已查明煤炭资源量突破万亿吨大
关，居全国首位。截至2016年底，全区累
计查明煤炭资源量约10246亿吨，是2003
年底全区累计查明煤炭资源量的2.88
倍。其中，自治区地质勘查基金项目查明
6515亿吨，占全区累计查明煤炭总资源量
的63.6%。新发现一批非煤大宗矿产大中
型矿床，新增储量大。与2003年底全区累
计查明资源量比较，13年来，仅自治区地
质勘查基金项目新增稀土氧化物资源量翻
一倍，金资源量增幅为31，银资源量增幅
为46.3%，铅资源量增幅为44.8%，锌资源

量增幅为12.0%，水泥用灰岩资源量增
加1.45倍，芒硝资源量增幅为29.9%等。

二是清洁能源矿产勘查步伐明显
加快。经评价预测全区潜在的煤层气
资源总量为91779.43亿立方米；页岩
气潜力调查评价为自治区页岩气勘查
提供远景区10处、有利区12处，首次在
鄂尔多斯盆地打成页岩气探井1口，填
补了内蒙古地区页岩气勘查的空白。

三是地下水勘查成果惠及百姓生
活。13年来，自治区地质勘查基金项目
在全区12个盟市、57个旗县及重要口
岸、工业园区、旅游景点圈定大、中型水
源地81处，小型水源地4处，找水成功率
超过95%。在赤峰市、锡林郭勒盟、阿拉
善盟等8个盟市人畜饮水严重缺水地区

成功钻井554眼，解决了13万人、27万头牲
畜饮水难题。在河套盆地、西辽河平原、鄂
尔多斯盆地成功施工地热深井46眼，初步估
算热储分布面积2万平方公里。

四是全区基础地质工作程度大幅提
升。截至2016年底，全区区域地质调查、
地球物理调查、地球化学调查、卫星遥感地
质解译实现了自治区国土可工作面积的全
覆盖，新发现找矿线索1373处，为自治区
找矿突破战略行动的快速推进奠定了基
础。并完成地质矿产综合研究项目36项，
取得了多项重要成果。

五是矿产资源转化经济潜力巨大。据测
算，2004年以来，自治区地质勘查基金找矿
成果潜在经济价值超过230万亿元，截至目
前已处置矿业权的出让收益超过300亿元。

我区地质勘查基金成果丰硕

持之以恒推进
生态文明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塞罕坝林场
建设者感人事迹重要指示引起强烈反响

■详见第3版

8月 29日，内蒙古民族艺术剧院乌力格尔蒙古剧团的演员表演蒙古语
小戏《回望》。当日，第十四届中国·内蒙古草原文化节系列活动之一蒙古
语小戏小品专场演出在内蒙古艺术学院音乐厅举行，这些剧目反映了十八
大以后我区农村牧区和人民生活的变化，弘扬我区民族团结的优良传统。

本报记者 怀特乌勒斯 摄

蒙古语
小戏小品展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