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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6 月 25 日电 今年 5
月，旅居荷兰的大熊猫“武雯”喜诞幼
崽。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
媛同荷兰国王威廉-亚历山大和王后马
克西玛就此互致贺信。

习近平和彭丽媛在贺信中表示，熊

猫幼崽是中荷友谊的美好结晶，是双方
致力于生物多样性保护合作的重要成
果，值得庆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
来，中荷两国政府和人民互施援手，书
写了同舟共济、守望相助的友好佳话。
中方高度重视中荷关系发展，愿同荷方

一道努力，化挑战为机遇，统筹推进疫
情防控和双边交往合作，推动两国关系
迈上新台阶。

威廉-亚历山大和马克西玛在贺信
中表示，大熊猫幼崽诞生让我们感到欢
欣鼓舞，新生命是荷中关系成果丰硕的

象征，也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作出了
贡献。荷方高度重视两国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合作。世界各国唯有团结协作，
才能战胜这场全球危机。荷中关系基
础牢固，荷方愿继续同中方携手应对疫
情影响，早日恢复双边正常交往。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荷兰国王威廉-亚历山大和王后马克西玛
就旅荷大熊猫喜诞幼崽互致贺信 本报 6 月 25 日讯 （记者 苏永

生）记者从自治区科技厅获悉，我区
“三区”科技人员专项计划从 2014 年
实 施 到 2019 年 ，已 累 计 选 派 涉 及 农
业、畜牧业、科研管理等多个领域的

“三区”科技人员 5083 人次，为全区脱
贫攻坚提供技术和智力支撑。

“三区”科技人员专项计划是中共
中央、国务院列入重大人才工程实施
的“边远贫困地区、边疆民族地区和革
命老区人才支持计划”的专项之一，由
科技部牵头组织，旨在引导科技人员

踊跃到边远贫困地区、边疆民族地区
和革命老区进行科技服务和创新创业
并发挥积极作用。

据统计，我区“三区”科技人员专
项计划实施以来，自治区科技厅每年
选派 900 名左右科技人员到我区纳入

“三区”范围的 57 个旗县区工作。广
大科技人员积极与当地企业、农业经
济合作组织、种养大户以及贫困村、贫
困户结对，围绕当地优势特色产业开
展科技咨询、技术培训、成果推广和应
用示范，为科技扶贫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区选派5000多人次
“三区”科技人员助力脱贫攻坚

本报呼和浩特 6 月 25 日讯 （记
者 郑学良 实习生 张晓琴）内蒙
古盛健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年产
1.5 万吨婴幼儿配方羊奶粉二期工程
开工；内蒙古杭萧盛基绿色建筑科技
有限公司绿色建筑装配式产业一期项
目建设现场钻枪频振⋯⋯呼和浩特市
和林格尔县一批新项目纷纷落地。1至
5 月份，该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完成工
业总产值65.2亿元，同比增长37.1%。

“引进、推动重大项目建设，并非
‘捡到篮子都是菜’，而是要聚焦高质
量发展，实施一批增强创新能力、促进
融合程度、提高供给质量、优化产业结
构、提升经济效益、降低资源消耗的重
大项目，加快实现产业转型发展。”和
林县工信局局长李生栋表示。

和林县紧紧围绕战略性新兴产
业、现代服务业、重大基础设施、文化
旅游和民生等方面精心谋划，结合本

地产业发展定位，千方百计引进一批
支撑作用大、科技含量高、产业链条
长、辐射带动强的好项目大项目，让上
下游相关配套企业“抱团而来”，达到

“一花引来百花香”的效果。
保障供应、稳定市场，绿色食品把

稳“菜篮子”。智天然现代农场生态食
品加工基地建设项目一期投产，正邦
农牧业有限责任公司大红城乡郑家三
号村 5 万只标准化奶山羊养殖场项目
一场、二场已建成并投入养殖。

翻山越岭，长虹飞架，交通建设勇
当“先行官”。呼和浩特新机场、新机场
保障基地建设项目稳扎稳打，革命根据
地遗址红色旅游公路工程持续推进。

加速转型，智能升级，新基建成为
高质量发展“助推器”。颐高电子商务
产业园、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数据中
心二期工程、呼和浩特云计算基地科
技城建设紧锣密鼓。

和林县始终把招商引资放在重要
位置来抓，注重发挥投资关键作用，认
真落实关于抓好“六稳”“六保”相关指
示要求，做到重点项目建设不停步，招
商引资上台阶，在招商引资这份“考
卷”上不断刷新数据。

4 月 14 日，和林县政府与内蒙古
浩源新材料、杭州海康威视 3 方达成
战略合作；5 月底，和林县政府同草原
和牛、草原新牧民项目签约；6 月份，开
工建设新机场航站楼、正大鸿业食品
等 4 个项目⋯⋯今年，和林县计划实
施 5000 万元以上政府投资、亿元以上
企业投资项目 24 个，总投资 384.63 亿
元，年内计划投资 78.97 亿元。

“和林县委、政府和相关职能部门
都很务实，对民营企业的支持力度也
很大，推动项目的行动力很强。”内蒙
古显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吴葵
生深有感触地说。

今年，和林县出台优化营商环境 3
年行动方案，进一步优化了企业开办、
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税费缴纳、政务服
务、企业融资环境、企业运行成本等方
面的服务。

一笔投资就是一股新鲜血液，一
个项目就是一个新的经济增长极。和
林县正在把区位优势、资源优势、文化
优势转化为投资优势、项目优势、转型
发展优势，用大项目、好项目撑起高质
量发展的未来。

截至目前，和林县入驻工业企业
100 多家，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38
家。基本形成了以蒙牛乳业、中粮可
口可乐、桃李食品、宇航人为龙头的绿
色食品加工业，以纷美包装、艺虹包装
等为依托的食品配套产业，以神舟光
伏、浩源新材、显鸿科技等为代表的新
能源新材料新技术产业，以蒙草、蒙树
等为代表的林草生态产业。

和林格尔县：项目建设不停步 招商引资上台阶
已入驻工业企业 100 多家，其中规模以上 38 家

6 月 25 日，航拍镜头下的鄂尔多斯
市伊金霍洛旗碧水环抱、满目葱茏。近
年来，该旗以绿为根、以水为魂，着力优
化城市环境，打造亲水宜居的生态城
市。随着今年该旗环城水系整体打造工
程全面推进，“全域联动、活水绕城”的生
态水系景观逐渐展现出美丽容颜。

本报记者 于涛 怀特乌勒斯 摄

地绿天蓝水碧

6 月 24 日，小学生在展示手工作品。当日，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南茶坊小学开
展“低碳迎端午”主题教育活动，让同学们利用纸盒、纽扣等废旧物品制作“龙舟”、
绘制端午节主题绘画作品，在倡导绿色低碳生活理念的同时，感悟优秀传统文化
的魅力。 本报记者 王磊 摄

制作“龙舟”迎端午

□王文婧

绿粽飘香，又是一年端午节。对
于很多年轻人来说，过端午节这样的
民俗节日与过其他法定节日没有太大
区别，只是吃粽子而已。其实，“吃粽
子”之外，端午节还有着丰富的文化内
涵，承载着人们诸多美好愿望，比如祈
愿、尽孝、健身保安康等。

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在千年
的传承和延续中，端午节逐渐衍生出许
多民间习俗活动，如赛龙舟、插艾草、挂
菖蒲、喝雄黄、游百病、佩香囊⋯⋯端午
节原有南北两大“流派”，南方重在祭
祀龙神，尊拜先祖，祈福纳祥；北方重
在驱除五毒，祛病防疫，辟邪禳灾。各
地也有自己独特的民俗，我区便有打

大围、挂艾蒿、包粽子、吃凉糕等。这些
无不饱含着生机勃勃的通达理念和娱
乐精神，体现了劳动人民对生活的热
爱、对先人美德的崇敬、对自然的尊
重，蕴涵着中华民族的文化、性格、精
神和情感，成为共同的文化记忆。

端午节的内蕴如此深厚，我们过
端午，就不能止于简单的“吃粽子”，更
应该将这个内涵丰富的巨大文化符号
利用起来，深入挖掘这座“文化富矿”中
的更多宝藏，融合现代文明因子，将文化
遗产活化，形成适合当今的文化消费形
态，开发出更加丰富多彩的文旅产品，让
传统佳节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深入挖掘端午“文化富矿”
□本报记者 刘向平 实习生 贾婷婷

6 月 15 日一大早，还没等汽车 4S
店开门营业，市民闫志国便兴冲冲地
来提车了。

“尽管是疫情前订的车，拖到今天
才提货，但能享受到稀土高新区 2000
元的额外补贴和 4S 店不少的优惠，我
还是挺开心的。”他说。

日前，包头市稀土高新区出台购
车补贴政策，只要在辖区 51 家汽车销
售企业购车的市民，均可享受到最高
2000 元的车辆购置税定额补贴。

消息一出，受到市民的普遍欢迎。
“政府出台了这么好的惠民政策，作为
经销商，我们也配合采取了一系列补贴
让利措施，力争把疫情带来的损失补回
来。”德众汽车4S店总经理刘普田说。

为有效激活经济发展活力，稀土
高新区全面加强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各项工作的统筹协调，持续加强
市场主体培育，相继出台、落实多项惠
企惠民政策和税收优惠政策，不断加
大工业企业信贷支持力度，全力打造

“办事理念最先进、办事态度最热情、
办事程序最简化、办事方式最快捷、办
事成本最低廉、办事成效最显著”的

“ 六 最 ”营商环境，用政府权力的“减
法”，换取市场活力的“加法”，建立起“政
府搭台、社会参与、企业受益”的服务企
业机制，不断拓宽企业经营发展空间。

那么，综合效果如何？
稀土高新区政务公开办工作人员

冯强介绍说，以往办事，群众来政务大
厅吃了“闭门羹”，有苦没地方说，现在
我们在每个办事窗口都安装了“效能
管理系统”，一旦出现窗口人员服务不
到位，办事人员可通过窗口放置的“平
板呼叫器”录入评价意见，这些信息会
直接进入后台统计系统，并以“一人一
档”方式建立绩效档案，对窗口服务人

员进行动态绩效管理。
“系统通过群众叫号、窗口办事环

节，实现了客观真实地统计企业和群
众到窗口单位办理业务的跑腿次数，
并及时提醒‘超次’窗口改进工作，努
力做到‘一次办好’，让群众‘最多跑一
次’。”冯强说。

花最少的时间、跑最少的路、交最
少的材料、找最少的部门，贸易投资最
便利、行政效率最高、服务管理最规
范、法治体系最完善⋯⋯多个“最”正
在热切回应着老百姓和企业对营商环
境的新期待，倒逼着一项又一项改革
措施落地见效。

6 月初，随着“东宝大田年产 20 万
吨绿色生态有机肥项目”正式办理施
工许可证，稀土高新区重点工业项目

“拿地即开工”的举措，再次创下了项
目审批新速度。“刚立项时，我们被告
知手续办理审批时限大约 60 天，没想
到 40 天就完成了，政府部门全心全意

为企业发展创造最优条件，着实令我
们感动。”该项目负责人姜宁说。

稀土高新区企业服务管理局项目
督导部部长张海燕表示，从推行“拿地
即开工”政策之前企业办理各项手续
需要 5 至 9 个月，到政策推行后审批时
限缩短为 60 天，再到目前的审批时限
压缩至 40 天，效率提速 80%。

近年来，稀土高新区不断推出“最
多跑一次”“多元化融资”等举措，发挥
相继出台的促进主导产业健康发展 8
条、科技创新 20 条、鼓励总部经济发
展 10 条、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20
条等政策的推动作用，用一系列“硬措
施”营造营商环境“软实力”，从缓解民
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降低民营企业
生产经营成本、营造民营企业公平竞
争环境等方面，着力解决企业发展中
遇到的难点、焦点、堵点、痛点问题。良
好的营商环境极大释放了企业发展活
力，成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助推器。

稀土高新区：“硬举措”提升营商环境“软实力”

只争朝夕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本报记者 皇甫美鲜
实习生 张舒君 苏鑫

俗话说，人逢喜事精神爽。这句
话用在昔日的贫困户刘美平身上再合
适不过了。这不，夫妻俩一大早就为
院里种植的蔬菜浇水，开始了一天的
辛勤劳作。

刘美平家的院落干净整洁，院子
里的菜苗整齐健壮。让人想不到的
是，眼前这个踏实能干的农民，曾是个
打了半辈子光棍的贫困户，如今他不
仅脱了贫，还有了共度一生的伴侣。

今年 52 岁的刘美平是乌兰察布
市察右前旗玫瑰营镇庞家村人。精准
扶贫未开展之前，内向不善言谈的他
主要靠打零工为生，和年迈的老母亲
相依为命，过着紧巴巴的日子。因家
庭贫困和房子破旧，刘美平成了村里
的“老光棍”。之后又因母亲身患冠心
病，孝顺的刘美平将家里仅有的 4 万多
元积蓄都拿出来给母亲治了病。自此之
后，不但生活过得艰难，婚姻也与他擦肩
而过，50 多岁的人了，还是孑然一身。

80 多岁的母亲去世以后，他赶上

了国家实施精准扶贫的好政策，2015
年 12 月被村委会识别为建档立卡贫
困户。正当他为缺少资金、无致富门
路而一筹莫展时，镇干部来了，村干部
和工作队也来了，根据他的实际情况
和发展意愿，分别为他制定了产业扶
持、社会保障等多项帮扶措施，让刘美
平重新树起了改变现状、干事创业的
信心。他申请了扶贫小额贷款10万元，
先后购买了8头猪、65只鸡，认购了2头
安格斯肉牛、10多只羊进行养殖。自己
还建了蔬菜大棚，黄瓜、青椒、芋头、柿
子，各类菜苗应有尽有⋯⋯

“刘美平踏实能干，他虽然自幼贫
穷，但从来不气馁，咱们扶，他自己也
愿意干，我们村里的村民们大多都从
他家买菜苗。”庞家村支部书记张日明
说。

勤劳带来缘分。2017 年，经人介
绍 撮 合 ，他 认 识 了 现 在 的 妻 子 罗 桂
兰。谈起自己的选择，罗桂兰说：“选
择和刘美平结婚，一方面是看中他踏
实、对人好，另一方面他比较积极上
进、能吃苦，和他在一起看得到希望，
生活会有奔头。”

■下转第 2 版

刘美平摘了穷帽又摘了“光棍”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