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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呼伦贝尔 8 月 2 日电 （记
者 刘玉荣）8 月 1 日上午，记者从内
蒙古大兴安岭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
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内蒙古大兴安岭
林区森林与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总
价值为 6160 亿元/年。

评估结果显示：2018 年，内蒙古大
兴安岭森林与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总价值为 6160 亿元，其中，“绿色水
库”总价值量为 1646.94 亿元/年，森林
与湿地生态系统分别为 1341.32 亿元/
年和 302.62 亿元/年，占比 81.44%和
18.56% ；“ 绿 色 碳 库 ”总 价 值 量 为
1071.75 亿元/年，森林与湿地分别为
1015.59 亿元/年和 56.16 亿元/年，占
比为 94.76%和 5.24%；“净化环境氧吧
库”总价值量为 1024.98 亿元/年，森林
和湿地产生的价值分别为 795.87 亿
元/年 和 229.11 亿 元/年 ，占 比 为

77.65%和 22.35%；“生物多样性基因
库”总价值为 1246.95 亿元/年，森林和
湿地生态系统价值分别为 1090.34 亿
元/年和 156.61 亿元/年，占比分别为
87.44%和 12.56%。

内 蒙 古 大 兴 安 岭 森 林 和 湿 地 生
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以直观的货币
形式呈现了森林和湿地生态系统为
人们提供生态产品的服务价值，用详
细的数据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化实
现机制，既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践行“两山论”理念的重要举
措，也是坚持生态优先、推动绿色发
展、建设生态文明的必然要求，将有
利于把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激
发“ 生 态 优 先 、绿 色 发 展 ”的 内 在 动
力，为好山好水寻求更多价值实现途
径。

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森林与湿地生态系统
服务功能总价值为6160亿元/年 本报 8 月 2 日讯 （记者 李存霞）

7 月 31 日，健康内蒙古——蒙医药中医
药振兴行动启动活动、健康内蒙古——
职业健康保护行动启动活动、健康内蒙
古——心理健康促进行动启动仪式在
呼和浩特市举行。

据了解，2019 年，国务院印发《国
务院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
聚焦当前影响人民群众健康的主要问
题和重点疾病，提出实施 15 个专项行
动。为推进实施健康内蒙古行动，自治
区人民政府印发了《健康内蒙古行动实
施方案》，明确要实施健康知识普及行
动、合理膳食行动、全民健身行动、控烟
行动、心理健康促进行动、健康环境促

进行动、癌症防治行动、蒙医药中医药
振兴行动、全民健康信息化推进行动等
17 项专项行动。健康内蒙古行动是自
治区党委、政府贯彻国家健康中国战
略，实施推进健康内蒙古战略的重要举
措，也是解决当前健康问题的现实途
径，是面对未来较长一段时间保障和提
高居民健康水平的重要制度安排。

活动当天，自治区卫健委组织全区12
个盟市联动，共同启动了健康内蒙古——
蒙医药中医药振兴行动、健康内蒙古——
职业健康保护行动、健康内蒙古——心理
健康促进行动3项行动，详细介绍了各项
行动的具体内容和要求，并面向全区发出
相关倡议书，共同推进健康内蒙古行动。

健康内蒙古行动启动3项行动

本报 8 月 2 日讯 （记者 梁亮）
记者从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集团有限
公司了解到，8 月 1 日，搭载 500 多名
游客的“草原之星”呼伦贝尔旅游专
列，从包头火车站出发，一路向东，驶
向呼伦贝尔。这是今年暑期以来，中
铁呼和浩特局开行的多趟旅游专列
之一。

据了解，呼伦贝尔旅游专列沿途
将串联起呼伦贝尔至兴安盟的沿线
草原、森林、湿地、人文景观，一路上
游客可以游览阿尔山的国家森林公
园、石塘林，海拉尔的莫日格勒河、列
夫 湿 地 庄 园 ，满 洲 里 套 娃 广 场 等 景
区，同时品尝当地特色美食，体验各
地特有的文化娱乐活动。

进入 7 月底，内蒙古“草原游”迎来
旅游旺季，随着呼和浩特、包头和乌兰
察布三地与北京间的高铁列车开行增

加，京津冀、华北和华东地区体验草原
游的客流快速回升，中铁呼和浩特局
单日客发能力接近正常水平。

为满足旅客出行需要，铁路部门
科学调配运力，采取“一日一图”、加开
周末高峰线等举措，全力提供运输能
力供给。针对旅游客流增多实际，铁
路部门依托“铁路+旅游”服务模式，从
7 月 31 日起，分东线、西线两条线路组
织开行多趟“草原之星”旅游专列，这
是铁路部门连续第 10 年开行“草原之
星”旅游专列。后续还将根据客流变
化，开行去往海南、桂林、张家界等著
名旅游景区的旅游专列。

针对疫情防控需要，铁路部门严
格落实体温检测制度，引导旅客乘车
时佩戴口罩，并增加列车和车站重点
区域的消杀和通风次数，统筹做好疫
情防控和站车服务运输保障工作。

暑运期间我区开行多趟旅游专列

截至2020年8月2日7时

内蒙古现有境外输入确诊病例13例
8 月 2 日，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发布消息：

□本报记者 张文强

8 月 1 日 7 时至 8 月 2 日 7 时，内蒙古报告无新增确诊和疑似病例。
截至 8 月 2 日 7 时，现有境外输入确诊病例 13 例、疑似病例 1 例，均

在定点医院隔离治疗，所有密切接触者均在指定场所进行集中隔离医学
观察，全程实行闭环管理，严防疫情扩散蔓延。

截至 8 月 1 日 24 时，内蒙古报告无症状感染者 0 例。

□本报记者 杨婷

在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左旗的草原
深处，这里没有手机信号，但牧民苏乙
拉图依旧可以点进活畜交易的微信群，
观看群里发来的视频。

“我现在正在活畜交易市场，眼前
这一头牛，目前收购价格是⋯⋯”视频
里，一位牧民正把活畜交易市场的收购
动态和价格进行实时播报。

牲畜的交易价格是所有牧民们最
关心的事，苏乙拉图每天都能够接收到
最新信息，依靠的都是草场后方那一座
小小的“塔”，那座由“智慧广电网络服
务进村入户工程”带来的“信号塔”。

哪怕只有一户人家 网络也要到达
我区幅员辽阔、地广人稀、边境线

绵长，长期以来许多偏远乃至边境地区
的农牧民，都生活在通信困难、消息闭
塞、娱乐生活匮乏的环境中。

2017 年，为全力推进地方信息化
建设，打通网络覆盖“最后一公里”，在自
治区党委宣传部的领导下，内蒙古广播
电视网络集团有限公司开始实施“智慧
广电网络服务进村入户工程”等项目。

当年 9 月，“智慧广电网络服务进
村入户工程”的工作人员敲响了苏乙拉
图的家门。短短一个月后，信号塔建起
来了，苏乙拉图的家里通网了。

苏乙拉图说：“在过去，我们不清楚
牛羊的收购价格，商贩上门收购时给多
少钱就是多少。现在有了网络，我能第
一时间知道牲畜价格了，有了议价权，
我的牛羊也卖出了好价钱！”

自从“智慧广电网络服务进村入户
工程”为牧民家里安装了无线网络，牧
民们既能收看高清电视，又能畅享高速
网络，通畅的信息更为他们带来了实实
在在的经济效益。

内蒙古广电网络集团公司苏尼特
左分公司副经理杜宝刚说：“习近平总
书记提出要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
导向，只要牧民需要，我们就要努力让
网络到达。牧区的人口密度很小，而我
们的塔只能覆盖方圆 15 公里，但哪怕
只有一个牧户，我们都会义无反顾建
塔。现在我们的网络已经覆盖了全旗
5000 多牧户，到今年年底就可以实现
全覆盖了。”

信息多跑路 群众少跑腿
4 年的时间里，“智慧广电网络服务

进村入户工程”大力推动网络建设由城
镇向农村牧区深度延伸，形成了自治
区、盟市、旗县、苏木乡镇、嘎查村五级
贯通的智慧化网络，为边远地区的农
户、牧户架起了一座温暖便捷的“连心
桥”。

广电网络在为人民群众提供了广
播电视、互联网宽带接入服务的同时，
利用 4K 智能机顶盒实现了各项惠民功
能，通过为各级党委政府和基层群众提

供定制化、特色化的基本公共服务，如
乌兰牧骑的文艺演出、公共法律服务、
党报党刊、学习讲堂、家庭医生、电视图
书馆等内容，有效解决了公共服务的

“最后一公里”问题。
在察右后旗的大白石崖村，73 岁的

孟粉仙老人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学习
使用电视上的公益法律援助版块，版块
里有律师实时在线，老人可以随时连线
咨询。

疫情期间，孟粉仙的孙子孙女放假
回到村里，为了跟上学习进度，孩子们
通过电视收看线上教育课程，确保了停
课不停学。

村里的党支部书记郝建军说：“现
在村委会的工作也更好做了，我们通过
视频会议及时学习党的理论政策，平时
文件收发、布置工作也更高效，和老百
姓的沟通也更便捷了。”

广电网络这座“连心桥”，在改变农
牧民生活方式的同时，也把党的声音传
递了到全区每一个角落。

无惧风霜雨雪 铺设便民网络
这条高速、畅通的广电网络背后，

是无数基层工作人员的呕心沥血和辛
勤汗水。

在偏远地区铺设网络是一项极其

艰苦的工作，施工员们经常跋涉几十甚
至上百公里去铺设光缆，甚至要在风霜
雨雪等恶劣的天气条件中施工。

内蒙古广电网络集团公司察右后
分公司经理张志平说：“在山里车经常
开不进去，施工员们就背着设备徒步走
上去。一次我们团队在山里施工，大雪
封山又没有手机信号，两位队员完全失
联了，等我找到他们的时候，两个快冻
僵的人还紧紧靠在一起熔接着光缆。”

这份辛苦被百姓们看在了眼里，一
次张志平的队员们一直工作到深夜，山
里的夜很黑，村里的老人就安静地站在
旁边，举着手电筒，给正在熔接光缆的
队员们照亮。

他们勤奋耕耘、不畏艰苦，用行动
诠释了吃苦耐劳、一往无前，不达目的
决不罢休的“蒙古马精神”，秉承着“为
人民服务”的初心，将网络送到每一个
农牧家。

截止到今年 6 月，我区“智慧广电
网络服务进村入户工程”已投入建设资
金 19.95 亿元，共完成全区 12 个盟市 80
个旗县市、23 个市辖区 103 个县级行政
区、762 个乡镇苏木农牧场、6785 个行
政村嘎查的光缆通达。

84500 余公里的光缆编织成一张
高速巨网，覆盖了全区 200 万户人口，
盟市、旗县覆盖达到 100%，乡镇、苏木
覆盖率达到 90%，行政村、嘎查覆盖率
了达到 85%。

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落到实处，
下一步，“智慧广电网络服务进村入户
工程”还将继续推进，让老百姓们共享
新时代文明的建设成果。

网络走进农牧家 架起温暖“连心桥”

7 月 30 日，乌兰牧骑的演员为官兵献歌。当日，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3 周年，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兴安盟委宣传部及阿尔市委宣传部三级宣传部门共同
向驻守在阿尔山的边防官兵致以诚挚的敬意和衷心的祝福，并送上多唱 K 吧、朗读
亭、电脑、图书等慰问品，满足官兵多元化的文化需求。慰问活动中，兴安乌兰牧骑
的演员还为官兵带来了精彩的表演，一首首耳熟能详的军旅歌曲、一支支动感十足
的四胡独奏让演出高潮迭起、精彩不断。 本报记者 胡日查 高敏娜 摄

致敬最可爱的人

本报 8 月 2 日讯 （记者 李存
霞）为高效推进健康内蒙古行动，切实
提高全区各族人民健康水平，以“共筑
健康内蒙古 共享健康新生活”为主题
的健康内蒙古行动（2020—2030 年）
防控重大疾病行动启动仪式于 8 月 2
日在呼和浩特市举行。

启动仪式现场，详细介绍了心脑血
管疾病防治行动、癌症防治行动、慢性
呼吸系统疾病防治行动、糖尿病防治行
动、传染病和地方病防控行动等 5 项行
动方案，并宣读了5项行动的倡议书。

据介绍，到 2022 年和 2030 年，心
脑血管疾病防治行动目标为心脑血管
疾病死亡率分别下降到 209.7/10 万以
下和 190.7/10 万以下；癌症防治行动
目标为总体癌症 5 年生存率分别不低
于 43.3%和 46.6%；慢性呼吸系统疾病
防治行动目标为 70 岁以下人群慢性

呼吸系统疾病死亡率分别下降到 9/10
万以下和 8.1/万以下；糖尿病防治行
动目标为糖尿病患者规范管理率分别
达到 60%以上和 70%以上；传染病和
地方病防控行动目标为以乡（镇、街
道）为单位，适龄儿童免疫规划疫苗接
种率保持在 90%以上。

现场还发布了《内蒙古自治区卫
生与人群健康状况报告 2020》，该报
告是我区第二次面向社会公开发布自
治区居民健康状况和卫生健康事业发
展的相关数据，内容涉及我区人群死
因、伤害、慢性病及生活方式、传染病、
地方病等 5 大类内容，阐述了居民最为
关心的疾病和健康热点问题，重点介
绍了内蒙古主要传染病和慢性病的发
病、死亡，及其危险因素水平等现状。

本次启动仪式由自治区卫健委主
办，内蒙古综合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承办。

健康内蒙古行动（2020—2030年）
防控重大疾病行动正式启动

本报 8 月 2 日讯 （记者 王雅
静）“幸福首府·健康正出发”呼和浩特
全民健身“五个一万”工程启动仪式暨
健步走活动 8 月 2 日在阿尔泰游乐园
举行。

呼和浩特全民健身“五个一万”工
程是呼和浩特市精心打造的一项全民
健身品牌活动，旨在积极推广“科学运
动，有益健康”的理念。在疫情防控常
态化的情况下，活动采用“多场次、少
聚集，线上线下同举办”的模式，鼓励
群众积极参加体育健身活动。此次
健步走活动拉开了“幸福首府·健康正
出发”呼和浩特全民健身“五个一万”

工 程 帷 幕 。 主 办 方 积 极 推 进“ 互 联
网＋”全民健身模式，利用“青城体育”
小程序，每周在固定场地开展健步走、
骑行等活动，记录轨迹、统计运动量，
开展健康达人，运动达人、徒步达人等
评选活动并给予奖励。

当日的健步走活动线路为沿阿尔
泰游乐场健身步道行走 3 圈，总距离
8.2km。全线设置 3 个打卡点和一个
放松区，运动打卡包括跨栏、体育运动
姿势人行墙穿越、平衡木项目。参与
者完成两圈后需在运动打卡点进行任
务打卡，完成后获得胸章，集齐三枚胸
章可获得纪念品一份。

呼和浩特全民健身“五个一万”工程
启动仪式暨健步走活动举行

8 月 2 日，2019——2020 年自治区
“公仆杯”五人制足球比赛开始小组
赛第二轮比赛。据了解，本届比赛共
有 自 治 区 党 委 办 公 厅 、内 蒙 古 日 报
社、内蒙古公安厅等 16 支队伍参赛。

本报记者 孟和朝鲁 摄

带球突破

本报 8 月 2 日讯 （记者 李永
桃）由“一带一路”智库合作联盟指导，
内蒙古发展研究中心、中联部当代世
界研究中心联合主办，中蒙俄智库合
作中心（联盟）秘书处、中国内蒙古中
俄蒙合作研究院承办的“中蒙俄智库
国际论坛视频会议”于近日在呼和浩
特市举行。

本次会议围绕“抗击疫情推动中
蒙俄经济走廊建设走深走实走好”主
题，邀请来自中国、蒙古国和俄罗斯
三国智库机构的专家学者，结合“高
质量共建中蒙俄经济走廊的新机遇
新挑战”“深化中蒙俄经济走廊合作
共赢的新举措新路径”“新时代中蒙
俄三国数字经济的实践与经验”等议
题 ，通 过 视 频 连 线 形 式 进 行 深 入 研
讨。

围 绕 如 何 在 疫 情 下 推 动 中 蒙 俄

经济走廊建设走深走实走好，与会专
家 建 议 ，倡 导 各 方 共 同 应 对 当 前 难
题，有序恢复经济，推动中蒙俄经济
走廊建设全面发展，进一步深化“一
带一路”与蒙古国发展之路和俄罗斯
跨欧亚大通道的对接，加快实现中蒙
俄经济走廊产业链协同和供应链融
合，加快推进核技术、新材料、光子学
等高科技领域合作，共同编制边疆地
区崛起规划，在防治荒漠化、极端条
件高速路建设等方面加强合作，共同
开发北极航道，加快推进“冰上丝绸
之路”共建，积极推动三方数字经济
跨境合作，在中蒙俄经济走廊共建中
实现基础设施信息化与数字化。

会议通过并共同发布了《中蒙俄
经济走廊智库合作机构关于共同推
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国际合作与中蒙
俄经济走廊高质量发展的倡议》。

中蒙俄智库国际论坛视频会议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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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限额以上原煤经销企业和规模

以上原煤生产企业统计数据显示，上半
年，我区原煤销往区外量为 2.2 亿吨，占
全区生产量的 45.6%，有力保障了相关
省区市的原煤需求和能源供应。其中，
鄂尔多斯市原煤产量 3 亿吨，占全区原
煤产量的比重为 62.6%。

一季度，鄂尔多斯市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就地转化煤炭 3203.8 万吨，就地转
化率 23.8%，较去年同期提高 3.9 个百
分 点 。 燃 煤 发 电 246.3 亿 度 ，下 降
4.3%。从这一点就能看出，煤炭深加工
比例越来越高、产业链在不断延伸。

发电量居全国首位，绿色电力比例
越来越高

库布其沙漠太阳能资源丰富，全年
平均光照小时数达到 3180 小时以上，
属于国家太阳能资源Ⅱ类地区，这给发
展光伏发电带来了机遇。

远眺亿利光伏治沙项目基地，先后建
成4期，治沙面积7万亩，太阳能板连绵数公
里宛如蓝海，板间鸡鸭散养、甘草茂盛。变
电站负责人田浩表示，项目建成全年可发电
22亿度，相当于节约标准煤约44万吨。项
目采用“治沙+种草+养殖+发电+扶贫”五位
一体的复合生态太阳能治沙新模式。

兼顾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的“板上发电、行间种草、板下养羊”立
体治沙模式，一时间成了香饽饽。目
前，杭锦旗已投产的光伏发电企业有 14
家，装机容量达 883MW。

上半年，全区规模以上工业发电量
2610 亿千瓦时，位居全国第一，同比增
长 0.7%，增速较一季度提高 0.8 个百分
点。上半年，全区 6000 千瓦以上电厂
外送电量 933 亿千瓦时，占发电量的
35.2%，月均外送电量在 150 亿千瓦时
以上。其中，外送华北电量 567 亿千瓦
时，占发电量的 21.4%，有力地保障了
京津冀地区的电力供应和能源安全。

上半年，全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新能
源发电量达到408亿千瓦时，占全部发电
量的 15.6%，比重较上年同期提高 0.6 个
百分点。截至6月末，新能源电力装机容
量突破 4000万千瓦，达到 4132万千瓦，
比上年同期增加255万千瓦，占全区电力
装机容量的比重超过三成，达到31.1%。

围绕做好“六保”“六稳”工作，我区
在煤电等重要基础能源领域以保促稳、
稳中求进，面对经济下行压力，不但稳
住经济基本盘，还不断优化能源产业结
构，在新能源经济领域谋篇布局，为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胜利收官夯实基础。

能源工业以保促稳 产业结构不断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