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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日报社新媒体群

1975年8月30日，国务院批准
乌达、海勃湾两市合并，设立乌海
市为自治区直辖市。

乌海是一座典型的因煤而建、
依煤而兴的资源型城市，现辖海勃
湾、乌达、海南3个县级行政区，全市
55万人口。

被誉为“乌金之海”的乌海，煤
炭资源十分丰富，保有储量 42 亿
吨，其中焦煤储量24亿吨，占内蒙
古的60%，是我国重要的焦煤基地。

乌海在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版
图上占有重要位置，四通八达的铁
路、民航、公路，打通了立体开放通
道，借助“一带一路”已与20多个国
家建立了贸易往来关系。

黄河进入内蒙古流经的第一座城

市便是乌海。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重
点水利工程——黄河海勃湾水利枢纽
的兴建，乌海出现了“长河起雄坝，大漠
出平湖”的美景。2016年，乌海湖入选
国家水利风景区，乌海湖休闲度假旅游
区入选《2016全国优选旅游项目名
录》。乌海正致力于建成中国西部区域
旅游集散中心和国际特色旅游目的地。

乌海大力发展地区特色的书
法、赏石文化，获得了全国首个“中
国书法城”“中国赏石城”“中国硬笔
书法名城”殊荣。

如今，乌海已成为自治区西部
重要的工业新城，以“黄河明珠、沙
漠绿洲、乌金之海、书法之城、赏石
之城、葡萄之乡”6张新的城市名片
闻名于世。 （王占义 史叶）

8月30日

2013年，内蒙古和盛生态育林有
限公司在 CDM 清洁机制下与香港迪
斯尼公司完成碳汇交易。在 30年的
养护期内，该公司严格按照碳汇林建
设标准进行种植，可固定二氧化碳22
万吨。这也是我国对外进行的首单碳
汇交易。

简介
这笔碳汇交易所涉及的内蒙古

盛乐国际生态示范区项目于 2011 年
开始实施。该项目致力于探索适应
气 候 变 化 的 干 旱 半 干 旱 区 关 键 生
态 系 统 的 修 复 方 案 ，打 造 一 套“ 生
态修复保障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支

撑 生 态 修 复 ”的 可 持 续 修 复 模 式 。
通 过 种 植 乔 木 、管 理 灌 木 、恢 复 草
地 、恢 复 生 态 系 统 服 务 功 能 等 措
施 ，成 功 恢 复 4 万 亩 植 被 严 重 退 化
的黄土丘陵，并对沟壑进行有效治
理。

内蒙古盛乐国际生态示范区项

目获得了联合国 CCB（气候、社区、
生物多样性）标准认证的金牌项目
认证，在缓解气候变化、促进社区可
持续发展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与恢
复等方面获得认可。在 2015 年 12 月
举行的巴黎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中
获得中欧绿色奖。

中国第一笔碳汇交易

本报8月29日讯 （记者 籍海
洋）8月 29日，第十四届中国·内蒙古
草原文化主题论坛在呼和浩特举办。
本届主题论坛由中国·内蒙古草原文化
节组委会主办、内蒙古社会科学院承办，
主题为“文化交流与民心相通——草原
文化与‘草原丝路’沿线文化”。来自区
内外的150余名专家学者围绕本次主题
论坛进行了深入研讨。

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内
蒙古“草原文化研究工程”领导小组组
长白玉刚出席论坛开幕式并讲话。自
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团英出席开
幕式。

白玉刚在讲话中指出，从2004年

以来，内蒙古深入实施草原文化研究
工程，每年举办一届草原文化主题论
坛，经过十几年精心打造，论坛已日渐
成为一个主题多元、形式多样、开放性
强的全国性学术研讨平台，为推动草
原文化深度研究、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发挥了重要的理论支撑和智库
作用。本届论坛以鲜明的主题、全新
的文化视角，研究探讨草原文化与草
原丝路沿线文化，聚焦服务“一带一
路”建设，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具有重
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对于弘扬草原
文化的思想精髓、建设文化繁荣的亮
丽内蒙古、推动内蒙古融入和服务“一
带一路”建设，必将产生深远影响。

第十四届中国·内蒙古草原文化
主题论坛开幕
白玉刚吴团英出席

本报通辽 8 月 29 日电 （记者
郭洪申）8月28日至29日，内蒙古（通
辽）第三届蒙医药产业博览会暨2017
民族药高峰论坛在通辽市召开。

自治区党委常委、通辽市委书记
李杰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中
国蒙古学学会会长吴团英，自治区副
主席白向群出席会议。

本届会议以“加快推进一带一路
建设 全面推动蒙医药产业创新发展”
为主题，旨在为国内外医学专家、学
者、企业家广泛开展学习研讨、交流合
作搭建平台。

会议指出，当前随着世界各国交
流合作不断深化，蒙医药促进“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交流合作的桥梁纽带作
用更加凸显。传承历史、展望未来，需
要我们共同携手，大力推动蒙医药国
际化、标准化、现代化进程，让蒙医药
加快走出国门，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使
之成为融入“一带一路”和“向北开放”
的一张靓丽名片。

本届大会由通辽市人民政府、内蒙
古自治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内蒙古
自治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内蒙古
民族大学、中国健康传媒集团共同主
办。主旨演讲后，还进行学术交流、签约
仪式和成果发布会。来自北京、天津、黑
龙江等8省区有关领导、专家学者、医疗
机构、参展商共300余人参会。

内蒙古（通辽）第三届
蒙医药产业博览会开幕
李杰翔吴团英白向群出席

本报8月29日讯 （记者 赵曦）
8月 29日，第十届海峡两岸科普论坛
开幕式在呼和浩特市举行。

开幕式上，中国科普研究所所长、
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副理事长王康友等
7位专家学者分别作了科普报告。此
次论坛，围绕“科普、创新与永续发展”
开展学术交流，共提交论文 154 篇。
论坛旨在携手两岸科普界、科普创作
界、科技传媒界的专家学者和科普爱
好者，共同探讨科普相关议题和共享

科普研究成果，加强两岸科普界交流
与合作，为培养造就科普人才，共建共
享科普资源，创新科普方式方法，提升
中华民族科学素质，促进经济可持续
发展。

论坛将一直持续到 9月 1日，还
将围绕“新媒体与科普、创新科学传
播”“科普教育服务创新发展”“科学
素养与社会发展”“科普创新与日常
生活”四个主题举办分论坛，开展专
题研讨。

第十届海峡两岸科普论坛
在呼和浩特市开幕

□本报记者 皇甫美鲜

2010年刚建馆时，每天参观者300
人次；今年每天达3000多人次，仅6个
月就接待慕名而来的北京、河北及呼
市、包头等地参观团队300多个……

这个让人景仰的地方就是集宁战
役红色纪念园。

挖掘集宁战役的红色史实
“集宁战役虽然名震遐迩，然而留

下的资料却很少。人们对战役的背景、
过程、双方兵力、指挥、胜负以及它在解
放战争中的意义却是模糊的。”集宁战
役研究团队领头人任致中说。

“我退休后接受了此任务。从
2005年6月开始，先后跑了十几个省市
区，去北京、南京、杭州、呼和浩特、张家
口、大同、天津等地40多座图书馆、档
案馆、博物馆翻阅资料、走访当事人，还
跑遍了集宁及其周边的战争遗迹，访查
了战争留下来的碉堡、炮楼、战壕、制高
点；千方百计寻找战役参加者、见证者，
终于捋清了集宁战役的来龙去脉。
2006年开始在旧军分区小礼堂举办展
览，2007年集宁区拨款3000万元新建
了由迟浩田题字的集宁战役纪念馆，
2009年《集宁战役》一书也由中国军事
科学出版社出版，总算告慰了在战争中
牺牲的烈士们。”任致中先生欣慰地说。

解放战争时期，国共双方在乌兰察布
集宁地区爆发了3次大型战役，统称为集
宁战役。这3次战役分别是1946年1月集
宁争夺战、1946年9月大同——集宁战

役、1948年9月解放集宁战役。在集宁
3次战役中，解放军参战部队主要为贺
龙司令员领导的晋绥军区及其属绥蒙
军区部队、聂荣臻司令员领导的晋察冀
军区部队、杨成武领导解放军第三兵
团。集宁战役中，国共双方共投入兵力
87400余人，其中解放军46000余人，国
民党军41400余人；解放军伤亡11950
余人，歼敌14000余人。集宁战役是解
放战争时期内蒙古参战人数最多、影响
最大的战役之一。集宁战役的胜利，阻
止了国民党军抢占东北，捍卫了解放军
抗战胜利果实；为解放军同国民党军展
开战略决战提供了宝贵的作战经验；有
力地配合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的决战
胜利，阻断国民党傅作义部西逃的退路，
促使北平、绥远得到和平解放。

“集宁战役在内蒙古历史上绝无仅
有。集宁战役载入我军军史，理所应
当！”任致中激动地说，集宁战役，解放
军有14个旅参战；参加或指挥集宁战
役3次、建国后被授予少将以上军衔的
有131位，其中，有我们熟悉的贺龙、聂
荣臻、张宗逊、杨成武、姚喆等。

建一流载体传承红色基因
面对如此厚重的革命历史文化，乌

兰察布市委市政府、集宁区委区政府遵
循习近平总书记把红色资源利用好、红
色传统发扬好、红色基因传承好的讲话
精神，深刻领会红色是一座城市的魂，
也是乌兰察布发展的根，要把繁荣红色
文化、发展红色旅游摆上位、抓到位，把
集宁战役这段光荣的革命历史挖掘好、
利用好、传承好，让乌兰察布人民永志

不忘、代代相传。
2015年，乌兰察布市设立专项资

金，成立了红色旅游工作领导小组，市
委、政府有关部门明确任务分工，社会
各界积极参与，致力于发展以集宁战役
红色纪念园为依托的乌兰察布红色文
化。

经典的红色记忆，需要有一流的载
体展示；深厚的红色基因，要有一流的
文化传承。乌兰察布将集宁战役红色
纪念园作为繁荣红色文化的重要阵地，
先后用近2年时间在原有集宁战役馆
及周边遗址基础上，建成总占地面积约
13万平方米的红色纪念园。园区主题
突出、创意新颖、内容丰富、形式多样，
以集宁战役纪念馆为主展区，建有胜利
广场、纪念广场、将军园等17个参观体
验景点。目前，集宁战役红色纪念园是
自治区规模最大、史料最全的红色旅游
景区。

“为丰富纪念园史实，我们向全国征
集文物，得到各地档案馆的支持，特别是
解放军原总装部的支持，还到山西、内蒙
古等地的农村进行实物征集，目前该馆
展出的珍贵文物、照片、复制品和艺术作
品等各类展品达1200多件，并被列为自
治区爱囯主义教育基地、自治区级国防
教育基地、自治区级红色旅游经典景区；
先后被国务院及有关部委批准为全国重
点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国家AAA
旅游景区、国家级国防教育示范基地、全
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集宁战役红色纪
念园管理处主任、集宁战役纪念馆馆长
岳晓波介绍说。

多彩活动叫响红色旅游品牌
在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中，庄严的

升国旗仪式，每周二早晨 8时雷打不
动；12位英姿飒爽的女子礼宾枪操威武
有力，每周六、日下午如期举行……

“205师是一支英雄的部队，一个
拥政爱民的先进集体，先后驻守34年，
部队指战员敢打必胜的英雄气概、军民
鱼水情深的感人故事，成为乌兰察布红
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开展以来，
曾在这里生活战斗过的驻军老领导、老
战士每年有2万余人造访，他们看着一
幅幅照片、实物不免感慨万分，对当地
人民的厚爱，多年来不忘子弟兵的情谊
表达深深的感谢。”岳晓波说。

为了让纪念园更好地传承红色基
因，乌兰察布市以红色旅游推动红色基因
传承，建立了集宁战役联谊会；2016年，
为纪念建党95周年、建军89周年和红军
长征胜利80周年，该市策划了草原英雄
小姐妹事迹展、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第
205师师史展，与中央电视台联合制作大
型纪录片《集宁战役》，并邀请老一辈见证
者共同召开集宁战役“红色记忆”研讨会；
今年又举办了《庆祝内蒙古自治区成立
70周年成就展——辉煌的历程》和《民族
自治奠基者——乌兰夫》展览。

参加过集宁战役、如今90岁的老兵
孙二娃对该场战役记忆犹新，只要一说起
集宁，老人便情不自禁地讲起往事：“儿女
们常带我来这里，看一回就想起当年。如
今老战友们都走了，仅剩两人了。建起这
个纪念园好啊，能让现在的娃娃们知道今
天的好日子来得不容易！”

传承红色基因 叫响红色旅游
——集宁战役红色纪念园建设纪实

本报兴安 8 月 29 日电 （记者
胡日查 高敏娜）8月 28日至 29日，
全区产业扶贫暨农牧业结构调整现场
会在兴安盟召开。会议观摩交流了兴
安盟以及各地好的做法、经验，研究进
一步做好全区产业扶贫和农牧业结构
调整工作。

自治区副主席白向群出席会议并
讲话。

白向群强调，要下功夫培育地方特
色产业、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完善针对贫
困人口的利益联接机制，切实搞好产业
扶贫。要大力发展互联网+现代物流业
和金融业，加快农畜产品质量标准体系
建设，加大品牌建设力度，科学调整产业
结构。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谋
划，切实保护和节约利用好地下水资源，
促进生态环境进一步好转。

全区产业扶贫
暨农牧业结构调整现场会召开

白向群讲话

本报8月29日讯 （记者 柴思
源）8月29日晚，第十四届中国·内蒙古
草原文化节展演剧目——民族歌舞剧
《我的乌兰牧骑》在内蒙古人民会堂上演。

该剧是锡林郭勒盟民族歌舞团为
庆祝内蒙古自治区成立70周年、乌兰
牧骑成立 60 周年打造的献礼剧目。
剧情以主人公那日苏个人的生活经历
为脉络，讲述了一代乌兰牧骑人命运
的故事。表现了乌兰牧骑自诞生以
来，坚持文艺为人民群众、服务于基层
牧民生活的宝贵精神。揭示了乌兰牧
骑几十年来对民族文化繁荣与发展所
承担的历史责任与现实价值。

锡林郭勒盟乌兰牧骑艺术总监宝
音说：“这部剧的创作灵感来源于一代
代乌兰牧骑人的真实生活，比如剧中
主人公那日苏在那达慕大会上演唱长

调后，被北京文工团看中，但那日苏无
法割舍与草原和牧民的深厚情谊，最
终选择留下。演员们很多生在草原长
在草原，那日苏对草原的情感也是演
员们真实的情感，他们把服务基层群
众作为自己的职业理想，用专业的表
演为打通公共文化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贡献力量。”

不论是灯光舞台特效，还是剧情和
演员投入的表演，《我的乌兰牧骑》都让
在场的每个人印象深刻。张景斌曾经是
一名从事编曲的文艺工作者，观看演出
后觉得深受感动，他说：“看得出来《我的
乌兰牧骑》是一部倾注了很多心血的歌
舞剧。其实乌兰牧骑一直就在人民群众
中间，我们观众的心之所以能跟随着剧
情起伏，就是因为感同身受。以后希望
能看到更多这样的良心之作！”

民族歌舞剧《我的乌兰牧骑》
亮相青城

8月29日，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王东在第十四届中国·内蒙古草
原文化主题论坛作学术报告。 本报记者 王磊 摄

教授开讲

我区选手在马术场地障碍赛中
获团体第四名

聚焦全运会

本报天津8月29日电 （记者 张文强 王雅静）
8月29日，第十三届全运会马术比赛在天津环亚体育运
动公园拉开帷幕，在当日举行的首个马术比赛项目场地
障碍团体赛事中，我区选手获得第四名。

本届全运会马术比赛共设场地障碍赛个人、团体，
盛装舞步个人、团体，三项赛（盛装舞步、越野赛、场地障
碍赛）个人、团体6个比赛项目。场地障碍赛是马术比
赛中极具观赏性的一个比赛项目，要求选手与马通力合
作，并在规定时间内跨越设定路线内的 12—14个障
碍。这个项目主要考验人马配合的默契程度、马的弹跳
和起跳时机的把握能力以及选手对比赛节奏的整体掌
控。

此次场地障碍赛共有来自香港、西藏、北京、湖北、天
津、上海、内蒙古、新疆、广东9支代表队、39名选手参
加。在上午结束的场地障碍个人资格赛第一轮比赛中，
我区选手刘同晏、达日玛均以0罚分的成绩完成。在下
午举行的场地障碍个人资格赛第二轮比赛中，除达日玛
外，其他3名选手均出现不同程度失误，被判罚分，致使团
体决赛无缘奖牌。

8 月 29 日上午，我
区马术运动员达日玛和
爱驹飓风正在越障碍。
本报记者 通拉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