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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2月 6日电 （记者 胡喆）记者从国家航天
局获悉，12月 6日 5时 42分，嫦娥五号上升器成功与轨道器返
回器组合体交会对接，并于 6 时 12 分将月球样品容器安全转
移至返回器中。这是我国航天器首次实现月球轨道交会对接。

专家介绍，从上升器进入环月飞行轨道开始，通过远程
导引和近程自主控制，轨道器返回器组合体逐步靠近上升
器，以抱爪的方式捕获上升器，完成交会对接。

后续，嫦娥五号轨道器返回器组合体将与上升器分离，
择机返回地球。

我国首次实现月球轨道交会对接
嫦娥五号完成在轨样品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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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12 月 6 日讯 （记者 戴宏）
12 月 5 日，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
主席布小林来到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
调研阿尔寨石窟保护情况。

阿尔寨石窟被誉为“草原敦煌”，开
凿在一座褐红色砂岩平顶山上，因山顶
曾有寺庙又称阿尔寨石窟寺，距今已有
1600 多年的历史，是自治区境内发现
的规模最大的石窟建筑群，也是一座集
寺庙、石窟建筑、摩崖石刻造像、壁画、
雕塑、榜题为一体的佛教艺术宝库，窟
内现存藏文、回鹘蒙古文榜题，反映了
古代多民族文化交流，具有极高的历
史、文化、艺术价值。

布小林沿着山体走进石窟，察看壁
画现存状况，了解石窟保护修复、学术

研究以及遗址保护规划和方案制定情
况，要求对阿尔寨石窟实施整体保护，
做好考古发掘研究，挖掘其文化内涵，
发挥石窟的历史文化价值。

布小林指出，加强石窟寺保护利
用，对于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
有重要意义。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文物工作系列重要论述精神，落
实好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石窟寺保
护利用工作的指导意见，加强考古工作
和历史研究，保护、传承好石窟寺等历
史文化遗产，丰富全社会历史文化滋
养，发挥以史育人作用，为增强文化自
信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撑。

自 治 区 有 关 部 门 负 责 同 志 参 加
调研。

布小林调研阿尔寨石窟
保护情况□本报记者 刘向平 实习生 贾婷婷

走进包头汇众磁谷稀土科技有限公
司，两条百米长、每条线仅 3人作业的全
国最高水平电镀生产线，一项通过“镍－
铜－半光亮镍－亮镍”4层镀膜形成的稀
土磁体表面镀膜新技术在这里变现。

该技术因半光亮镍和亮镍之间产
生的电位差，可促使磁体表面由纵向
腐蚀变为横向腐蚀，将产品耐腐蚀性
和使用寿命提高 2 倍以上，且镀膜的每
一道工序均增加了超声波清洗，可有
效清除镀层表面杂质，将镀层厚度由
15 微米“瘦身”至 10 微米，让产品更精
致、结合力更强，为“无电镀不高端”的
稀土永磁体披上护身“铠甲”。

全国稀土产值 70%以上来自于磁
材，抓住磁材，就是抓住了关键。今年
以来，稀土高新区以全力打造“世界最
具影响力的磁谷”为目标，通过招大引
强、政策引导、科技创新等系列措施，以

磁科技带动磁应用、磁应用带动磁材
料，鼓励企业发展中高端稀土永磁材
料，生产高磁性能、高稳定性、高一致性
的永磁材料产品，提升产品附加值，改
进生产、加工检测技术及装备，提高自
动化能力，进一步增强高性能磁性产业
的影响力，助力包头“磁都”建设。

穿行在包头市科锐微磁新材料有
限责任公司年产 5000 吨快淬磁粉产业
化项目现场，机声隆隆、焊花四溅。项
目一期工程年产 2000吨快淬磁粉、500
吨注塑钕铁硼颗粒料、500 吨注塑磁体
生产车间正在加紧建设。据企业总经
理蔺继荣介绍，该项目预计 2021 年底
投产一台套设备，2022 年底全部达产。
届时年产值可达 3.1 亿元，年销售收入
约 4.12亿元。工程全部完成后，包头将
成为生产粘结快淬磁粉、注塑颗粒、注
塑磁体全国最大的生产基地。

据了解，稀土高新区现有稀土企
业 115 家，其中，永磁材料企业 35 家。
今年，该区充分发挥稀土资源和既有

产业优势，实施总投资 81.13 亿元的稀
土重点项目 26 个，通过龙头企业带动、
骨干企业集聚、新兴企业蓬勃的良好
态势，全力打造形成金属钕或镨钕-稀
土永磁材料-稀土永磁电机、垂直轴风
电发电机、3C 产品、稀土核磁共振等稀
土永磁材料产业链。

“目前，磁性材料依然是包头稀土
产业发展的重头戏。2019 年全球钕铁
硼的产能为 17 万吨，包头永磁材料产
能达到 3 万吨，约占全球的六分之一。
我们要延续既有优势，拓宽稀土功能
材料发展，延长永磁材料产业链，支持

‘用磁’材料企业做大做强。”中科院包
头稀土研发中心主任池建义说。

近年来，稀土高新区布局稀土全
产业链，加速建成全国电镀规模最大、
配套最全的稀土新材料产业基地，现
已建成 23 万平方米，包括 45 栋生产车
间。稀土高新区稀土和高新技术产业
局稀土产业基地管理处副处长张艳苹
表示：“稀土高新区稀土产业已形成永

磁、储氢、催化、抛光、合金 5 大产业链
条和集稀土科研、生产、检测、交易为
一体的稀土产业集群，稀土及配套企
业已突破百家，从业人员累计超万人，
稀土企业集聚效应凸显，形成了相互
配套、竞相发展的良好模式。”

目前，稀土高新区成立了国内首
个稀土产品交易平台，建成交易结算、
仓储、物流、质验、供应链金融、信息

（大数据）6 大服务体系；建成内蒙古稀
土功能材料创新中心，开展稀土磁性
材料、储氢材料、抛光材料、催化助剂
材料等检验检测，为稀土新材料企业
和下游应用企业提供技术评价、设计
检验、功能验证等服务；驻区 80%以上
的稀土企业建立了自动控制、在线监
控及数据实时传递系统，生产效率、产
品质量和一致性显著提升。在一系列
有力举措的带动下，稀土高新区稀土
储氢材料和稀土抛光材料的产量均位
居全国第一，磁材产量已提升到全国
第三，连续 5 年保持 30%以上增速。

打好“稀土牌” 做足“磁文章”

□本报记者 张璐

35 年前，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县通往
大柳塔镇之路，一辆 212 越野车，60 公
里整整走了一天。其时，曾任神东煤炭
集团党委副书记的戴绍诚就在这辆车
上。他回忆说，车子开着开着就没了
路，只能在河床的沙子上走，一个不小
心就陷进沙坑里，只得下车锹挖人推，
然后艰难前行⋯⋯

今年的一个秋日，记者一行乘坐一
辆中巴再走这条路，同样的 60 公里只
用了不到 1 个小时。沿途风景美不胜
收：花草树木郁郁葱葱，绿色的丘陵起
起伏伏。倘是一名外地游客，谁能想
到，这里曾是一片荒芜。

一场艰苦的博弈
时间还得追溯到 1985 年，沉寂了

几亿年的地下煤田，被西部大开发的一

声号角唤醒了。
这块煤田地处黄土高原丘陵沟壑

区与毛乌素沙地过渡地带，干旱少雨，
有 70%以上属于风蚀区，植被覆盖率仅
为 3%。更为严重的是，当时沙化面积
仍以每年 0.5%的速度扩张。雨季降水
形成的径流，还会聚成含沙量极高的洪
流，加剧着水土流失。

神东煤炭集团建矿伊始，就下定了
誓为煤海添绿颜的决心。

关于这一点，1987 年就来到神东矿
区的李世明印象深刻。他回忆说，对于
矿区的沙漠治理与生态建设，神东煤炭
集团历任领导都非常重视。有一次，神
东煤炭集团把所有的干部集中起来拉
上山头，让大家俯瞰整个矿区的满目疮
痍。就那么一看，大伙倒吸一口凉气，
觉得这环境如果不加治理，矿区和周围
的百姓就没个奔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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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棵树到一片“海”
——神东煤炭集团生态建设纪实

□本报记者 郑学良
实习生 张晓琴 王效平

11 月 30 日，记者来到呼和浩特市
和林格尔县城关镇马群沟村时，400 多
亩黄芪地平整后焕发着生机，一辆辆
收购车来来往往，村民们正忙着交售
自家的黄芪。

“只要人勤快，土里也能刨出‘金
子’来。”村民侯喜俊一边将一大捆黄
芪根放到秤上，一边高兴地合不拢嘴，

“我今年种了 120 多亩，按这会儿的市
场价，预计收入在 24 万元左右。”

种黄芪就是“种黄金”，在马群沟
村党支部的引领下，不只是侯喜俊有
了好收入，黄芪正成为这里的群众脱
离贫困、走向富裕的“治穷”良药。

“ 这 些 年 市 场 行 情 不 稳 ，加 上 农
民单靠种玉米效益不太好，村党支部
也得开拓思路，多想一些致富招。”马
群沟村党支部书记岑永峰介绍，“我
们在尊重大伙儿意愿的基础上，协调
内蒙古盛齐堂生态药植有限公司，通
过‘公司+农户+基地’的订单模式，
不仅黄芪销路有了保障，让种植户吃
上了‘定心丸’，收入也比平时种植玉
米多很多。”

过去，马群沟村农业经济以传统

农作物种植为主，经济收入主要来源
于传统农业产品种植，虽然都是水浇
地，但收入却不高，大多数村民丢下土
地外出打工了。

2011 年，村党支部协调引进内蒙
古盛齐堂生态药植有限公司后，不仅
有效利用起了土地，还培育壮大专业
合作社 7 个，建成黄芪加工扶贫车间 2
个，初步形成了点、线、面有机结合的
黄芪产业分布格局。

“ 这 几 年 ，村 民 种 黄 芪 的 热 情 很

高。”岑永峰说，“村里成立合作社，农
户自愿种植黄芪，专业技术人员手把
手教技术，抱团抵御市场风险，让群众
得到了实惠，尝到了甜头。”

2019 年，马群沟村建档立卡贫困
户赵利平以每亩 300 元的价格承包本
村村民土地 28 亩种植黄芪，在全家人
的精心种植下，黄芪亩产 1700 斤，除去
土地承包费、秧苗、肥料及部分人工
费，28 亩黄芪纯利润 13 万元。

通过种植黄芪，赵利平不仅脱了
贫，还过上了好日子。

“我们为贫困户免费提供黄芪秧
苗，全程技术服务，指导种植技术，去
年赵利平成为公司订单种植大户。”内
蒙古盛齐堂生态药植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葛爱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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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村，黄芪成了治穷良药致富良方

本 报 乌 海 12 月 6 日 电 （记 者
于海东）乌海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协调
勘验科科长王志海每天都会通过手机
上的“工程建设掌上监管系统”查看项
目审批进展情况。他说：“通过这个系
统，我可以随时查看工程项目的审批
情况，如果有项目审批中出现超时和
制约因素，可以立即协调解决。”

据了解，这是乌海市为加快工程
建 设 项 目 审 批 而 推 出 的 工 程 建 设 项
目掌上监管系统。该系统依托“蒙速
办 ”APP，对 纳 入 系 统 管 理 的 建 设 项
目审批事项办理情况、制约因素、超

时原因、审批用时 4 个方面进行实时
监 控 与 查 询 ，推 动 项 目 审 批 更 加 高
效、公开、透明。不仅乌海市行政审
批 服 务 局 的 工 作 人 员 可 以 通 过 系 统
对项目进展监管，负责工程项目的企
业 也 可 以 通 过 系 统 查 询 了 解 项 目 进
展，并且可以通过它向审批监管部门
反映问题。

近年来，乌海市不断深化推进“放
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成立了以
市政府主要领导任组长的工作领导小
组，还着重围绕协调议事、项目审批、
咨询服务、系统运行以及事中事后监

管等领域，制定出台各类制度办法 61
项，让好项目加快落地。今年前三季
度，该市一二产业投资增速由负转正，
其中工业投资同比增长 3.6%。174 个
市级重点项目开复工率达 83.3%。储
备项目 470 个，总投资 2673 亿。

按 照“ 全 流 程 、全 覆 盖 ”目 标 任
务 ，乌 海 将 全 市 工 程 建 设 项 目 设 置
类别划分为政府投资改造类项目、社
会 投 资 一 般 经 营 性 项 目 等 8 类 建 设
项目，因地制宜对各类项目立项用地
规划许可、工程建设许可、施工许可、
竣 工 验 收 4 个 阶 段 审 批 流 程 和 要 件

进行再优化、再精简。目前，一般类
建设项目审批时限压缩至 85 个工作
日内，改造类项目和管线类项目审批
时限压缩至 65 个工作日。坚持应放
尽放、能减尽减、能合则合的原则，取
消一切不合理、不必要的审批事项，
减少办事环节和所需证明材料，精简
各类审批事项 8 项，下放审批事项 6
项 ，合 并 办 理 审 批 事 项 6 项 ，调 整 内
部流程 事 项 1 项 ，全 面 实 行“ 一 张 表
单”整合申报材料，行政审批效能大
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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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海：全流程优化审批 促项目加快落地

本报 12 月 6 日讯 （记者 张文
强）12 月 6 日上午，满洲里市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发布消息：满洲里
市第三轮全员核酸检测工作于 12 月 5
日全部结束，共采样 200745 人，检测结
果全部为阴性。

此前满洲里市已利用 7 天时间完成
了两轮全员核酸检测。为进一步排查
风险，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坚
决筑牢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防线，满洲里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启动了
第三轮全员核酸检测，再次全面准确筛
查潜伏期隐患，及时控制传染源头、阻

断传播途径。
下一步，满洲里市将牢固树立底线

思维，坚定信心，细化方案举措，全面落
实防控举措。全力开展患者救治，降低
重症转化率，做到“一人一策”科学救
治。推动口岸防控流程再造，细化“人、
物 ”同 防 各 项 举 措 ，严 格 口 岸 闭 环 管
理。落实中高风险地区管控措施，动态
评估精准管控，坚决防止疫情扩散蔓
延。深入开展流调溯源，加强病例关联
分析，找准源头堵住漏洞。保障生活物
资供应，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全力维护
社会稳定，全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满洲里市第三轮
全员核酸检测全部为阴性

内蒙古新闻网草原客户端

12月5日，在伊利敕勒川精品奶源基地内，60头奶牛在转盘式挤奶设备同时挤奶。据了解，近年来，内蒙古以粮改饲试点为抓手，着力推动为养而种、种养结合，形成种养互
推的草牧业高质量发展新模式，推动内蒙古现代畜牧业快速发展，羊肉产量及奶牛存栏和奶产量稳居全国第一，牛肉产量跃居全国第二，为全区优化农牧业结构、打赢脱贫攻坚
战、推进产业升级、满足城乡居民消费升级要求奠定了坚实基础，在2020年农业农村部粮改饲试点工作考核中名列全国第一。 本报记者 孟和朝鲁 实习生 郭明午 摄

我区羊肉产量及奶牛存栏和奶产量稳居全国第一

12 月 6 日，“畅读时代梦想 弘扬中华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一起读书
文化公益活动在呼和浩特市青城阅立方举办。“一起读书”是由自治区妇联与内蒙
古益家妇女维权与心理咨询服务中心共同推出的文化公益活动，通过专家导读、
大众参与的形式，品读与欣赏经典名著，在座谈、交流中分享阅读体验，愉悦心灵，
滋养人生。 本报记者 马建荃 摄

畅读时代梦想 弘扬中华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