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冬季的西乌珠穆沁草原天寒地
冻，气温骤降到零下近30摄氏度。天
气虽寒冷，却掩盖不住涌动在这片草
原上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热流。

今年3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
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内蒙古代
表团审议时强调，推动经济高质量发
展，要把重点放在推动产业结构转型
升级上，把实体经济做实做强做优。
要立足优势、挖掘潜力、扬长补短，努
力改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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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密集型产业多资
本科技密集型产业少的状况，构建多
元发展、多极支撑的现代产业新体系，
形成优势突出、结构合理、创新驱动、
区域协调、城乡一体的发展新格局。

深切嘱托，就是出征的号角！围
绕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西乌珠穆
沁旗以项目建设为载体，以锡林郭勒
盟主攻现代畜牧业、清洁能源产业和
文化旅游业为方向，加快新旧动能转
换，促进产业结构在动态变化调整中
不断迈向中高端，有力推动了区域经
济高质量发展。

2018年12月21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云夏阳

版式策划：刘芬 制图：刘芬8 观察·锡林郭勒

从有到好的转变从有到好的转变
——西乌珠穆沁旗全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纪实

□白沙

银色乌珠穆沁冰雪那达慕。

优质种公羊评比。

产品终端化发展。

承办国际赛事。

牧民新居。

西乌旗吉仁高勒镇哈流图嘎查的牧民朝格吉
勒图是远近闻名的养马达人，也是该旗发展马产业
的领军人物。2018年，朝格吉勒图家仅对游客销售
酸马奶一项就有13万元的收入。在西乌旗，依托

“中国白马之乡”这一金字招牌，创新理念，衍生出更
大的品牌影响力和带动力，马产业在广袤的草原上
优良发展。

2012年，西乌旗被中国马业协会命名为“中国
白马之乡”；2016年被命名为中国马产业转型升级
示范区；2017年获得“中华民族大赛马·传统耐力
赛”推动奖……依托这些文化旅游发展的金字招牌，
西乌旗全面加大力度，提升文化旅游产业层次，打造
新的链条，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着力打
造独具地方特色的经济板块，进一步扩大了地区知
名度和影响力，有效提高了经济效益。截止到11
月，全旗共接待国内外游客98万人次，同比增长
17%，旅游收入约5.88亿元，同比增长17%，文化旅
游业成为全旗重要的富民产业之一。

文化旅游业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
活的重要领域。发展旅游业有利于缓解就业问题，
有利于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更有利于加快旅游地
的基础设施建设。同时，旅游业兼具生态保护、文化
传承、经验交流、人文教育等作用，有利于促进区域
经济文化的发展。

西乌旗坚持“规划创意先行，保护建设并举，突
出草原特色，注重文化内涵”的全域旅游创建原则，
以生态旅游和民族风情旅游为主题，以自然景观为
基础，以民族风情为依托，以景区景点建设为载体，
以“吃、住、行、游、购、娱”为特色，本着“集中连片，各
具特色”的原则，扎实推进全域旅游各项工作。依托
独有的白马文化、乌兰哈拉嘎苏木庙宇文化、东部联
合旗红色文化、高日罕镇知青文化4大民俗文化、星
罗棋布的“牧人之家”等特色旅游资源，通过“点线
面”结合推进全域旅游发展，制定了构建“一中心、两
条路、五之旅、六景区”的旅游发展规划。即：以巴拉
嘎尔高勒镇北方草原特色城镇旅游为中心，沿国道
207和306线打造特色旅游景点，重点打造草原风
光民俗风情之旅、旅游特色名镇之旅、中国最美乡村
——脑干宝力格嘎查之旅、乌珠穆沁白马文化之旅、
红色文化之旅等五条精品旅游线路，建设好乌兰五
台、蒙古汗城、成吉思汗瞭望山、游牧部落、哈布其
盖、苏力德文化产业园区等既有文化传承，又颇具现
实观赏价值的六大景区。

全域旅游是一种全新的区域协调发展理念和
模式，西乌旗政府高度重视此项工作，成立了由旗长
任组长的全域旅游工作领导小组，完善组织机构，为
创建工作的开展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工作组成立
后，依照自治区、盟级制定的旅游规划，结合实际出
台了一系列符合全旗旅游业发展的规划、办法，明确
了全旗旅游业发展的总体定位、基本思路。同时，加
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了旅游产业要素配套建设，为
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提供了保障，切实为锡林郭勒盟
加快建设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和国内外重要的旅游
休闲目的地的进程做出贡献。

（本版图片由西乌珠穆沁委宣传部提供）

朝鲁门格日乐是西乌旗浩勒图高勒
镇巴彦额日和图嘎查的牧民，家里有
3720亩草场。他说：“多年来我们一直
在养殖乌珠穆沁羊，自从2006年在嘎查
成立选育合作社以后，我们养殖的羊质
量和销路得到保障，价格普遍高于市场
价，收入提高不少。”

近年来，西乌旗扎实推进乌珠穆沁
羊产业的发展，建设标准化畜群,建立乌
珠穆沁羊标准化畜群2000个,选留培育
50000只基础母羊,选留后备种用特一
级种公羊5000只。同时培育壮大标准
化生态家庭牧场、规范化合作社等新型
畜牧业经营主体，乌珠穆沁羊产业化水
平稳步提高，积极开拓外部市场，推进羊
肉产业链发展。巴音宝力格是该旗浩勒
图高勒镇新宝力格嘎查的牧民，多年来
他家的牲畜主要以本地牛为主。通过引
导，在总结多年畜牧业经验之后，他卖掉
了大部分本地牛，3月份又通过畜牧专
项贷款50万元，购买了50头良种肉牛，
其中，每头牛有2500元的政府补助，优
化了牛群良种。同时，巴音宝力格为了
保障牛群品种的质量，对买回来的良种
牛实施冷配方式，目前已陆续在接牛犊。

据统计，该旗今年已引进良种肉牛
2182头,存栏100头以上能繁良种基础

母牛养殖户达220户,年出栏 500头以
上规模化育肥养殖场3个。全旗良种肉
牛改良比重达98%。同时，保障畜牧稳
定发展，投入1235万元实施沙源治理工
程和草牧业实验点项目,保护草原。草
原畜牧业稳定发展的成效显著，牧户的
积极响应力得到加强，提高了全旗牧民
的收入水平。与此同时，推进地方特色
马产业发展，重点推进乌珠穆沁白马保
种工作，重点加强乌珠穆沁白马基地建
设，做好基础母马选育扩群、选育鉴定、
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白马新类群申报工
作。如今，全旗白马存栏6184匹，鉴定
白马核心群25群、792匹。

在建设现代化畜牧业的进程中，该
旗加快肉牛、肉羊产业发展进度，大力推
进“减羊增牛”战略，加快引进良种肉
牛。与此同时，完成种公羊生产专业户
进行鉴定工作，巩固完善种公羊生产专
业户200户，标准化畜群2000群，种公
羊培育户14户（种羊场），建设乌珠穆沁
羊人工输精站点7处。

畜牧业的发展中，良好的生态环境是
基础。今年，西乌旗实施草原禁牧面积
54万亩、草畜平衡面积2157万亩、固定
打草场面积567万亩。严格执行禁牧休
牧和草畜平衡制度，加强资金管理，确保

资金及时足额发放到位。全旗共发放新
一轮草原生态保护禁牧区和打草场补助
奖励资金3349.85万元。今年春季，西乌
旗在全旗6个苏木镇93个嘎查12400牧
户的2157万亩草场内实施春季休牧工
作，共发放春季休牧补贴资金1664万元。

由传统向现代化提档升级道路上，西
乌旗全面深化畜牧业科技能力，实现畜牧
业的资源整合、数据共享和业务协同，提
高畜牧业生产中的科技含量和精细化管
理水平，助力现代畜牧产业转型升级。以
新型职业牧民、生态家庭牧场、专业养殖
大户、牧民专业合作社为重点，培育发展
新型畜牧业经营主体。加强良种肉牛养
殖家庭牧场、养殖场建设，全旗累计标准
化规模养殖家庭牧场117家。同时，集中
开展牧民专业合作社清理整顿、认定、提
升工作，现有示范规范合作社31家，累计
带动牧户人数513人，增收200万元。

西乌旗现有肉食品加工企业12家，
通过“企业+协会+牧户”形式，推进可追
溯羔羊加工工作，设置1400万元可追溯
冬羔早出栏鼓励发展资金，重点扶持乌珠
穆沁羊冬羔早出栏专业户。全旗6家屠
宰加工企业共加工达标追溯羔羊13.25
万只，政府发放补贴资金820万元。涉及
牧户1800户，平均每户增收5000元。

传统产业发展提档升级

10月20日12时36分，位于西乌旗的
京能（锡林郭勒）发电有限公司一号机组圆
满完成168小时连续满负荷试运行，正式
投产发电。

京能（锡林郭勒）发电有限公司一号
机组的成功运行，标志着该公司成为锡
盟—山东1000KV交流特高压输电线路首
台正式进入商业运营的发电机组。一号机
组按期投产发电，清洁电能将通过长距离
特高压输电通道，为京冀鲁苏地区的经济
发展送去新的动力，为沿海地区防治大气
污染、改善生态环境发挥了重要作用。

近年来，西乌旗始终把工业摆在突出
位置，全力打好产业转型升级攻坚战，以建
设国家重点清洁能源输出基地为依托，加
快煤炭就地转化，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按
照高效节能、近零排放的标准，开工建设了
锡林郭勒盟至山东1000千伏交流特高压
电源点华润、京能4×66万千瓦电厂，4台
机组运行后每年可就地转化煤炭960万
吨。白音华高精铝板带2×35万千瓦自备
电厂项目，以电解铝产品为载体，实现劣质
煤能量的转化和存储，每年可就地转化煤

炭400万吨。京能封闭煤棚光伏发电项
目，年生产清洁能源661.5万千瓦，全部为
自发自用，每年可节约标准煤2200吨。

煤炭资源就地转化率和综合利用率逐
步提高，由依赖煤炭资源为主向多元经济
转型。同时，延伸产业链条，促进工业固废
综合利用产业绿色发展。为确保电源基地
项目投产运行后粉煤灰得到有效利用，完
善“煤—电—固废综合利用”产业链条，引进
蔚天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年处理120万吨
粉煤灰综合利用项目。在工业固废处理方
面，推进白音华渣场建设，鼓励兴安铜锌冶
炼公司奥斯麦特炉生产，将危废变固废，提
高有价金属回收率，做到“吃干榨尽”。

按照自治区绿色矿山建设要求，西乌
旗选取白音华一、二、三、四号露天煤矿和
玉龙、银漫、银鑫矿业等大中型矿山作为试
点，着力打造资源利用、环境保护、集约高
效、科技创新、节能减排、矿地和谐的绿色
矿山。截至目前，全旗69家矿山企业，实
施分期治理60家、闭坑治理9家，累计治
理面积达71.6平方公里，累计投入治理资
金3.96亿元。

该旗在清洁能源的发展中，坚守发展、
生态和民生的底线，认真落实自治区园区
振兴战略，围绕“煤—电—冶—加”和“煤—
电—工业固废综合利用”两大支柱产业链
条，按照“一区三园”（白音华能源新材料园、
五间房绿色煤电产业园和巴拉嘎尔高勒绿
色农畜产品加工园）产业布局，高标准规划
建设白音华工业园区，着力推动经济转型
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力争把白音华工业园
区打造成国家重要绿色低碳清洁能源输出
基地和全盟新型工业化示范区。还以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为抓手，积极帮助企业减轻
生产负担，落实电力多边交易政策，督促企
业满负荷生产。今年以来，兴安铜锌冶炼、
银漫矿业、玉龙矿业、银鑫矿业等4户有色
金属冶炼企业累计完成交易电量4.6亿千
瓦，节约用电成本1780万元。

本着打造锡林郭勒盟改革发展排头兵
和园区振兴要先行先试的要求，西乌旗优
化营商环境，助推招商引资，制定推动经济
高质量发展政策措施，努力打造扶持条件
优惠、经营成本低廉、要素保障有力、服务优
质高效的“政策洼地”和“投资高地”。

能源产业严守环保底线

巴拉嘎尔高勒镇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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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白马文化节采风活动引来3000多名摄影家。

文化旅游
迸发强劲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