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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呼伦贝尔 12 月 23 日 电
（记者 相恒义 刘国新 李新军）12
月 23日，以“雪韵冰魂，美丽边城”为
主题的“中国·满洲里第十九届中俄蒙
国际冰雪节暨第十四届中俄蒙美丽使
者国际大赛”开幕。

自治区政协主席任亚平，自治区
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王莉霞，自治区
副主席艾丽华出席开幕式。

本届冰雪节主题园设在满洲里西
郊湿地公园，主题园区集观景与娱乐
为一体，融合中俄蒙3国特色，展示了
满洲里国家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与时
俱进、开拓创新的精神风貌。

伴随着“一节一赛”，本届冰雪节共
组织中国·满洲里第十九届中俄蒙国际
冰雪节开幕式暨主题园开园仪式、中俄
蒙冰雪旅游推介会、中国·满洲里第十

四届中俄蒙美丽使者国际大赛、第三届
满洲里国际论坛、首届冰雪节影画展、
中俄蒙国际飞镖邀请赛、中俄蒙台球邀
请赛、中俄蒙娃娃雪地足球、中俄青少
年国际冰球邀请赛和百吉乐冬季“那达
慕”等涵盖冰雪文化、冰雪体育、冰雪旅
游内容等16项主题活动。

本届冰雪节由内蒙古自治区政
府、俄罗斯后贝加尔边疆区政府、蒙古
国东方省政府主办，满洲里市政府、自
治区旅游发展委员会、俄罗斯赤塔市
政府、蒙古国乔巴山市政府承办，呼伦
贝尔旅业集团协办。

年年冰雪好，今朝尤胜昔。十九载
精心培育，十九届冰雪盛宴，满洲里国际
冰雪节已经成为独具口岸特色的文化品
牌，推动冬季旅游破题发展的有效载体，
3国毗邻地区深化合作的重要平台。

第十九届中俄蒙国际冰雪节开幕
任亚平出席开幕式

□本报记者 于海东

前不久，年产2万吨特种炭黑项目
在乌海市西来峰工业园区建成投产，这
表明乌海市在煤焦油深加工领域取得
重要进展。作为典型的资源型城市，煤
焦化工和氯碱化工两大传统产业占乌
海经济的绝对主导地位，在新形势下，
如何催生传统产业的新动能成为乌海
经济转型的关键。

乌海市委书记史万钧说：“围绕党
的十九大关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
战略目标，结合地区实际，乌海把创新
作为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
变的核心战略，以全方位的创新驱动培
育发展新动能，加速转型新进程。”

煤焦油曾经是焦化企业难以处理
的副产品，如今变成了宝贝。为了充分
利用本地丰富的煤焦油资源，前些年乌
海市引进了黑猫炭黑有限责任公司等
一批煤焦油深加工企业。

进驻乌海后，黑猫炭黑公司根据市
场形势，不仅投产了煤焦油深加工项
目，还在自治区和乌海市的帮助下，出
资设立了内蒙古煤焦化工新材料研究
院，研发出了高端的特种炭黑，它具有
环保和技术含量高等特点，市场前景十
分广阔。企业副总吴珉说，此次投产的
2万吨特种炭黑整个建设周期才8个多
月，总投资不到3亿元，市场行情十分
看好，预计年可实现销售收入7亿元，

上缴利税1.5亿元。
乌海传统产业现代化一直围绕着

创新路径延伸，整体呈现出企业规模和
投资变小，环保和经济效益提升的明显
趋势；并且，新建项目几乎都在“吃干榨
尽”原来传统产业的废料。全市原煤就
地转化率由建市初期的不足20%提高
到目前的90%以上，煤焦化工产品由最
初的焦炭、煤焦油、焦炉煤气向甲醇、液
化天然气及酚油、萘油、蒽油等高附加
值拓展延伸。

内蒙古美方煤焦化有限公司是当
地一家煤焦化产业大型企业。2012年
建厂之初，正赶上焦炭市场下行，企业
遭遇传统产能之痛。公司总经理崔峰
说，痛定思痛，企业确定了差异化煤焦
发展之路——在稳定生产准一级焦的
基础上，充分利用煤焦产业优势，发展
煤化工产业，实现焦炭的就地转化。

2015年，公司利用生产焦炭的副
产品焦炉煤气建设了年产14万吨液化
天然气项目，既增加上亿的收入，又解
决了焦炉煤气排空污染环境问题。同
年还建设了年产20万吨合成蜡项目，

今年，企业年产30万吨甲醇项目投产，
企业产品线再次延伸。这些项目的投
产，使公司实现了从以“焦”为主到以

“化”为主的转变，被国家科技部确定为
焦化产业整体转型升级示范项目。

新理念带来新发展，乌海传统产业
转型升级的好项目一个个相继落地投产。

前段时间，乌海黄河贝特瑞新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年产5000吨中间相炭微
球项目投产；卡博特恒业成高性能材料
（内蒙古）有限公司年产8000吨世界级
气相二氧化硅项目稳步推进；乌海市政
府与中国宝武钢铁集团举行总投资约
30亿的炭材料产业园战略合作签约及
项目奠基仪式，这表明乌海新型炭材料
发展渐成规模。

乌海市传统产业经过转型升级，正
在逐步形成现代化经济体系，正在成为
高端煤焦化工和氯碱化工的集聚地，京
津冀地区高端精细化工产业加速向这
里转移，天津渤海精细化工、天津亚东
集团精细化工等项目已经落地或投产，
北京神雾集团国内首套乙炔化工新工
艺年产40万吨PE多联产示范项目、自

治区重点军民融合示范项目——航天
十二院氢等离子体煤制乙炔示范项目
正在加快建设。

借助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乌海不
仅在重塑传统产业，而且正集聚新的发
展动能，打造高端精细化工高地。

【记者手记】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

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
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
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
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
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乌海
市作为典型的资源型工业城市，转方
式、调结构、换动力的发展需求更加迫
切。

为顺利实现党的十九大关于建设
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目标，乌海全市
上下正在结合地区实际，强化创新支撑
引领作用，把创新作为基本思维方式和
工作要求，作为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发
展方式转变的核心战略。

走进乌海市各个工业园区，到处是
传统产业转型项目开工和建设的场景，
随处可见新兴产业项目正在加紧施
工。传统产业随着转型，早已不再是人
们眼中的黑烟弥漫、气味刺鼻的形象，
取而代之的是洁净的厂区和现代化的
流水线。乌海市紧紧抓住建设现代化
经济体系这一战略目标，努力重构乌海
传统产业，激活其新动能，让这座资源
型城市又充满了生机和活力。

乌海：传统产业创新发展路径步入现代化

本报 12月 23日讯 （记者 赵
媛 实习生 乌日汗）12月22日，记者从
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公室了解到，截至目前，
我区累计资助各级各类学生531万人，资
助金额为60.6亿元，较上年的56.1亿元增
加了4.5亿元，增幅达8.02%。

2017年，我区在各级部门和各类
学校的共同努力下，学生资助政策进
一步完善，财政投入力度不断加大，资
助资金大幅增长，资助育人和精准资
助全面推进，各项政策有效落实，学生
资助水平进一步提高。

其中，我区各级财政累计投入资

金49.8亿元，资助涵盖普通高等教育、
中等职业教育、普通高中教育、义务教
育和学前教育学生共计484.8万人次，
普通高校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突破9
亿元，较2016年增加0.38亿元，各级
各类学校资助和社会资助近1.8亿元。

2018年，我区将继续完善学生资
助政策，抓好各个学段学生资助政策
的落实工作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的
发放回收工作，大力推进精准资助，全
面推进资助育人，进一步拓宽资助资
金筹措渠道，确保不让一个孩子因贫
失学，不让一个家庭因学返贫。

今年我区累计资助学生531万人

本报呼伦贝尔 12 月 23 日 电
（记者 相恒义 戴宏 刘国新） 冰
雪迎客来，欢歌庆盛会。12月 23日，
内蒙古冬季旅游最盛大的节庆活动
——2017·内蒙古冬季旅游那达慕暨
第十八届中国（呼伦贝尔）冰雪那达慕
在呼伦贝尔市陈巴尔虎旗呼和诺尔旅
游景区开幕。

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布
小林宣布那达慕开幕，自治区政协主席任
亚平，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王莉
霞，自治区副主席艾丽华出席开幕式。

严寒冰封大地，皑皑白雪覆盖着
辽阔的巴尔虎草原，各族群众身着节
日盛装，迎接八方宾客。上午10时，
2017·内蒙古冬季旅游那达慕暨第十
八届中国（呼伦贝尔）冰雪那达慕盛大
开幕，具有民族特色的歌舞表演和服

饰展示精彩纷呈，现场气氛热烈。传
统的巴尔虎蒙古族祭火仪式将开幕式
推向高潮，嘉宾们与各族群众共同跳
起欢快的舞蹈，祝福草原五畜兴旺、风
调雨顺。开幕式后，举行了“男儿三
艺”（即赛马、摔跤和射箭）、雪地套马、
驯马、雪地赛骆驼等精彩体育赛事。

2017 冬季旅游那达慕是历届自
治区冬季旅游那达慕中规模最大、活
动项目最多、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也
是国内外游客参与人数最多的一次。
呼伦贝尔市各旗（市、区）将举办25项
冬季旅游节庆活动，涉及摄影、体育、
文化等方面，活动延续整个冬季。

开幕式前，举行了呼伦贝尔市齐——
海——满城际铁路、草原森林旅游观光列
车等项目签约仪式，布小林、任亚平、王莉
霞、艾丽华等领导见证签约。

2017·内蒙古冬季旅游那达慕
暨第十八届中国（呼伦贝尔）

冰雪那达慕盛大开幕
布小林宣布开幕

任亚平等出席开幕式

本报12月23日讯 （记者 施佳
丽）记者从自治区林业厅获悉，我国北
方第一大淡水湖——呼伦湖的水位较
2012 年升高 3.08 米；水域面积达到
2038平方公里，比2012年扩大288平
方公里；周边湿地面积扩大近300平方
公里，鸟类数量增加近万只。

呼伦湖位于呼伦贝尔草原西部，被
誉为“草原之肾”，在调节气候、涵养水
源、防止荒漠化及维系周边草原生态平
衡等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生态功能。

然而，2002年以来，受持续干旱影响，
呼伦湖水位持续下降，湖面面积大幅缩
减。随之而来的是湖区周边湿地持续
萎缩，水质急剧恶化，渔业资源濒临枯
竭，野生动物种类、数量大幅减少。

国家和自治区十分重视呼伦湖保护
工作，制定了一系列综合治理措施，全面
推进呼伦湖生态与环境综合治理。通过
引河济湖和河湖连通工程的实施，呼伦湖
年调水量增至11亿立方米；为改善水质，
自治区强力实施“污水提标”改造工程，对

呼伦湖周边及入湖河流沿线7座污水处理
厂进行提标改造；2016年10月1日，《内
蒙古自治区呼伦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
理条例》实施，对呼伦湖进行5年休渔限
产，制定每年1000吨捕捞限额。

同时，依托“三北”防护林建设工程，
呼伦贝尔市政府每年安排5000万元专项
资金用于生态治理，新一轮草原生态补奖
政策重点向呼伦湖周边倾斜。呼伦湖周
边新巴尔虎左旗、新巴尔虎右旗1268万
亩草原被列入禁牧范围，4313万亩草原被

列入草畜平衡范围，累计发放补奖资金3.7
亿元，有效保护了环湖天然草原。目前，
呼伦湖周边沙地治理面积累计超过20万
亩，土地沙化趋势得到有效遏制。

据监测数据显示，随着呼伦湖水位
升高、水面扩大、水质改善，2013年至今，
呼伦湖周边新记录到的鸟类增加了6种，
其中包括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东方白鹳与
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雕鸮。休渔限产开展
以来，呼伦湖大型优质鱼比例也由2013
年的不足3％上升至13％左右。

呼伦湖周边湿地5年扩大近300平方公里

□本报记者 霍晓庆 实习生 王霞

这几天，巴彦淖尔市乌拉特中旗中
心敬老院院长白慧玲特别高兴：民政厅
要给敬老院下拨一笔 40多万元的资
金，“我们敬老院里58个失能半失能人
员使用的还是普通床，翻身、就餐、大小
便、洗头洗脚很不方便，全靠护理员来
做，这笔资金主要用于购置自动化护理
床位，这下老人们的生活质量一定会大
大提高，也能减轻护理员不少负担！”白
慧玲说。

近日，我区为300多个敬老院下拨

建设维修设备购置资金3500万元，用
于补贴全区集中供养失能和半失能特
困人员护理床位建设，让全区尽可能多
的失能和半失能特困人员在供养机构
得到更好的照料护理。白慧玲她们敬
老院得到的就是这笔资金。

特困人员是社会上最需要保障的
弱势群体，全区这类无劳动能力、无生
活来源，并且无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
务人或法定义务人无履行能力的特困
人员有9.9万人，其中失能和半失能特
困人员达到3.5万人。如何保障好这些

人的基本生活、照料护理好他们，成为
全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内容。

不抛弃，不放弃！2016年，自治区
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特困人员救助供
养的实施意见》，要求各地特困人员基
本生活标准不得低于当地城乡低保标
准的1.3倍。2017年 5月，自治区又下
发《关于印发内蒙古自治区特困人员认
定办法的通知》，不仅规定了特困人员
救助供养认定条件、认定程序，还提出
对特困人员进行生活自理能力评估，对
完全和部分丧失生活自理能力特困人
员给予照料护理补贴。

■下转第2版

我区下拨3500万元提升特困人员供养水平

12月 23日，牧民们正在进行激烈的 5公里鞍马赛。当日，银色锡林郭勒冰雪
那达慕暨正蓝旗第十五届“浑善达克”冬季那达慕在上都湖旅游生态牧场举行。
富有民族特色的体育赛事和冰雪体验活动让游客们全方位感受深厚的民族文化
和独一无二的草原美景。 本报记者 马建荃 摄

冰雪那达慕

12月 23日，在呼伦贝尔市
陈巴尔虎旗呼和诺尔旅游景
区，一位母亲在雪中为孩子拍
照。据气象卫星对内蒙古全区
2017 年 12 月中旬积雪覆盖和
积雪深度分布状况进行监测分
析结果显示，内蒙古多地有降
雪 ，约 占 全 区 总 面 积 的
44.86% ，近 半 面 积 被 积 雪 覆
盖。
本报记者 于涛 王磊 摄

内蒙古近半面积
被积雪覆盖

坚持稳中求进
加强政策协同

——三论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详见第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