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何宇辉何宇辉
版式策划版式策划：：刘芬刘芬 制图制图：：刘芬刘芬
20202020年年1212月月2525日日 星期五星期五 88

（二十一）

“十三五”以来，多
伦县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
蒙古重要讲话重要指
示批示精神，以建设繁
荣美丽幸福和谐新多
伦为目标，实施以绿色
经济带动为主体、以特
色城镇建设和文化旅
游发展为两翼的“一体
两翼”发展思路，将绿
色经济、特色城镇建设
和文化旅游作为三大
主攻方向，走出了符合
战略定位、具有多伦特
色，以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
发展新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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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生态 夯实高质量发展的基础
生态是多伦县最亮丽的名片、最大的发展优势和

潜力所在。多伦县坚持把生态作为高质量发展的前
提和基础，大力推进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全力保护生
态环境，不断巩固扩大生态优势，确保实现永续发展。

念“绿色经”，唱“生态戏”。近年来，多伦县坚持
不懈防沙治沙、绿化国土，大力实施京津风沙源治
理、百万亩樟子松造林、规模化林场建设等重点生态
工程建设，增加森林面积，推动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提
升。截至目前，全县林地面积达到221.38万亩，草原
面积达到216.74万亩，森林覆盖率达到37.9%，项目
区林草植被综合盖度达到85%以上，空气质量优良
率达到92%。森林资源的大幅增加，使得全县近5
年年均降水量较过去 30 年年均降水量增加了
26mm。近5年，年均大风天数较过去30年年均大
风天数减少33天，森林在改善生态环境质量、调节

气候、涵养水源等防灾减灾方面作用凸显。
多伦县在推进重点生态工程建设中，始终坚持

生态立县、规模治理、政策引导、多方筹资、治沙富
民的防沙治沙5项举措，持续改革创新生态建设管
理体制和生产经营机制，吸引社会各类主体参与工
程建设，大力推动林沙产业发展，着力打造经济生
态复合型林业，形成多伦防沙治沙经验和樟子松造
林标准化体系。2015年，全国防沙治沙现场经验
交流会在多伦县举办，2019年，全国首个樟子松造
林标准化示范区落户多伦。

吃“生态饭”，走“致富路”。多伦县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始终坚持生产、生活、生态三生统一，经济、
社会、生态效益三效结合的原则，大力推进生态产
业化，积极发展生态旅游、林上林下种养业等，实现
富民强县。

近年来，多伦县林业工程建设总投资21.3亿元，
其中用于整地、造林、苗木装杯、浇水等劳务费用占
工程建设总投资的40%、8.5亿元，工程直接解决近1
万名城乡人员就业，参与工程建设者人均收入8万多
元。目前，全县农民纯收入中有4000元来自于林
业，其中退耕还林人均1100元，公益林补贴人均222
元，林业重点工程劳务带动增长人均1200元，林副
产品人均400元。北村、曲家湾村、大孤山村等一批
乡村旅游示范村生态游越来越火，全县农民旅游从
业者3000余名，年人均收入达1万元。

生态建设不仅让多伦老百姓获得实惠，也带
动多伦县全域旅游、房地产等产业快速发展。近5
年来，全县累计接待游客 604万人次,年均增长
9.6%，累计实现旅游收入 104 亿元，年均增长
12%。生态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多伦县坚持把城乡作为高质量发展的承载地，
全力建设基础设施功能配套、环境优美舒适、交通
方便快捷的城乡环境,不断提升城乡宜居宜业宜游
水平，确保城乡能够引来人、留住人、造福人。

绘就“宜居宜业、宜商宜游”的幸福城镇建设
“新画卷”。依托独特的资源禀赋和历史遗存，按
照“古水绿亮”思路谋划推进城市建设，注重体现
地域特征、民族特色、文化内涵和时代风貌，让城
市更具颜值、更有气质。

城市建设中，多伦县坚持保护与传承并举，启动
实施古城恢复建设，按照“尊重历史、保持完整、原址
原形、修旧如旧”的原则，推进以汇宗寺、善因寺、山
西会馆三大文化片区为中心的文物古迹保护修复，
将山西会馆街区打造成为自治区级历史文化街区，
进一步凸显城市人文之美。同时，把水系作为城市
的景观轴，依托城区3条河流、5个湖泊，做足水文
章，形成龙泽湖公园、凤栖湖公园等一批近水、亲水
的生态休闲景观。启动实施小河子河河道综合治理
工程，逐步贯通城市水系，努力实现“水城一体、城水

相依”。还把绿色作为城市的最美底色，突出城区园
林化、城郊森林化、道路林荫化，统筹实施城区道路、
河湖、公园、广场等绿化工程，打造错落有致、层次分
明的绿化系统，城镇绿化面积300万平米，建成区绿
化覆盖率25%，构建环城25公里生态圈，“城中绿、
绿绕城”的生态美景逐步形成。突出功能性、实用
性，统筹布局城区亮化设施，实施城镇景观亮化改造
提升和城区路灯节能改造工程，打造特色街景，扮靓
城市夜景，丰富夜文化，活跃夜经济。同时，着眼城
市长远发展，大力推进市政基础设施建设，修建改造
道路55条、罩面80万平方米，硬化铺装近70万平方
米，配套建设给水、雨水、污水、供热、燃气等各类管
道管网一百余公里。特别是高标准建设多伦大街东
段、龙腾路、凤栖路、北二环路和G510连接线，打通
城市进出口，展拳成掌，外通内畅，基础功能不断完
善，城市的吸附力、吸引力不断增强，百姓更宜居。

多伦县辖3镇2乡，有65个行政村408个自然
组，农村人口7.14万人，占全县11.1万总人口的
64%，推动实现乡村振兴一直是全县经济社会发展

的重中之重。近年来，多伦县坚持试点先行、典型
引路、以点带面的思路推进乡村振兴，以统筹推进
产业振兴和美丽乡村建设为重点，依托国家和自治
区全域旅游综合示范区创建，积极建设与开发乡
镇、干道沿线、重点村落，突出抓好多伦诺尔镇、滦
源镇等特色小镇，中青时代田园康养小镇、后九号
等田园综合体建设，建成“草原花海、百里长廊”和
长达245公里的通道景观绿化区，打造出大石砬、
大孤山等旅游扶贫示范村，曲家湾、滦河等旅游精
品村，胜利村采摘游、青龙背村农家游等一批亮点
鲜明、特色突出的乡村旅游点。从乡村旅游点、旅
游示范村、旅游景观带到特色城镇，串点成线、连线
成面，形成全域是景、全域可游的城乡旅游一体化
格局，乡村振兴呈现新气象。目前，全县农民旅游
从业者3000余名，年人均收入达1万元。村庄平
均绿化率达到20％以上。随着全县农民收入水平
和农村人家环境质量的不断提升，近两年，多伦县
共有300余户农民工返乡创业，发展肉牛养殖、蔬
菜种植、乡村旅游等产业，全县农业更有奔头。

抓城乡 优化高质量发展的环境

发展绿色经济是多伦县“一体两翼”发展思路
的重中之重。推动产业向绿色化、服务化、高端化
发展，是多伦县推动绿色经济的重要举措。

农牧业狠抓种养结构调整，加快转变发展方
式。多伦县属农牧交错带，半农半牧是农牧业发展
的突出特色。近年来，多伦县聚焦高质量发展要求
和市场需求，积极转变发展方式，以质量兴农、绿色
兴农为目标，突出为养而种、种养结合，坚持实施“禁
羊稳牛”“提质增效”政策，培育壮大“林肉菜草药”优
势特色产业，不断提高农牧业市场竞争力。目前，农
作物播种面积稳定在85万亩，其中饲草料种植达到
45万亩以上、蔬菜种植达到8万亩、中草药种植达到
3万亩。牧业年度优质肉牛存栏稳定在14万头，农
牧业种养结构深入调整，质量和效益不断提升。

工业优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推动经济稳定增
长。工业是多伦县经济发展的主力，全县现有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8家。近年来，多伦县坚持把工业经济
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持续优化营商环
境，狠抓项目建设，积极盘活现有工业企业，大力发
展清洁能源产业，工业在稳增长方面的作用不断巩
固扩大。

多伦县始终坚持把营商环境建设作为产业发展
的关键，高标准建设多伦工业园区，实施一个项目、一
名县处级领导、一套班子、一抓到底的“四个一”工作
机制，为投资者提供完善的基础设施和高质量服务，
确保项目能引进、快落实，多伦工业园区累计引进企

业69家，招商引资总额305亿元，2019年实现工业总
产值36.7亿元，园区已成为全县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主
阵地。坚持把优化存量作为产业发展的重点，聚焦大
唐多伦煤化工这个最大存量，推动企业解决困扰多年
的一系列瓶颈问题，生产效益大幅增长，成为稳定全
县经济增长的主力。预计到2020年末，全县工业增
加值完成13.95亿元，同比增长3.7%，其中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

与此同时，多伦县坚持把扩大增量作为产业发展
的主攻方向。一方面，大力发展清洁能源产业，积极
推进大唐学田地风电（装机容量17.5万千瓦）、分布式
风电（装机容量16万千瓦）、北方上都百万千瓦级风电
项目基地（在多伦县规划70万千瓦）等项目建设，大唐
学田地风电项目预计2020年12月31日全部完工实
现并网发电，届时全县清洁能源产业比重将进一步提
高，高质量发展的产业基础将进一步夯实；另一方面，
在延伸产业链条上作文章，充分发挥化工资源优势，
积极探索大唐多伦煤化工下游产品开发，加快推进世
腾化工项目投产运行，不断延长产业链、价值链，以化
工产业转型升级带动经济质量效益提升。

服务业向高端化迈进，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动
能。近年来，多伦县主动顺应消费升级大趋势，强
化品牌创建，不断增加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供给，
服务业综合竞争力、影响力进一步提高。发展全域
旅游业，全力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和自治区全
域旅游示范区，深入推进冰雪游、四季游、全时游、

红色游、康养游等新业态新模式，多伦湖景区创建
为国家4A级景区，高标准打造文博旅游广场、滦河
源国家森林公园、辽代皇家遗址公园等景区景点，
深入打造“中国天然氧吧”“天然避暑地、京北后花
园”等旅游品牌，旅游供给质量不断提升。

多伦县坚持不懈推动旅游与文化、体育融合发
展，做大做强国际冰上龙舟大赛、中国多伦马拉松
赛、内蒙古环多伦湖公路自行车赛等文体赛事，在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下，成功举办首届中国多
伦马拉松赛、第十四届内蒙古环多伦湖公路自行车
等赛事；在多伦湖景区建成中国多伦电影博物馆、
中国多伦收音机博物馆，展出19世纪末至今不同
国家、不同年代、不同类别的各种电影放映机、电影
摄像机、电影拷贝、电影脚本等，进一步丰富文化旅
游业态，全县文化旅游业强力复苏。目前，全县登
记备案家庭旅馆26家，宾馆、旅馆200余家，住宿床
位1万余张，旅游商品生产示范企业4家，购物店
170余家，从业人员2000余人。在夏季以及周末
节假日期间，全县住宿、餐饮店处于爆满状态，出现
一床难求、一座难求的火爆场面，给服务业带来很
多收益。发展农村电子商务，建立可持续运营的农
村电商公共服务体系，成立多伦县京东电子商务服
务中心，引进达美草原农业电商中心，建立农畜产
品电子信息公开交易平台，农副产品线上线下同步
销售，被评为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
2020年1—8月电商销售额达到1954万元。

抓产业 强化高质量发展的支撑

近年来，多伦县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聚焦群众在生活收入、教育、健康、住房等方面
的需要，大力实施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确保老百姓在高质量发展中受益，日子越过越红火。

迈过贫困坎，走上致富路。近年来，多伦县坚
持把脱贫攻坚作为第一民生工程，举全县之力推进
脱贫攻坚，帮助群众彻底摆脱贫困，累计投入扶贫
资金1.8亿元，发放金融扶贫贷款3.3亿元，实施各
类扶贫项目590个，全县22个贫困重点村脱贫出
列，4028户9507人增收脱贫，农民人均纯收入从
2016年的11891元增长到2019年底的15711元，
贫困发生率由2016年的3.28%降为0，全县5个乡
镇65个行政村均达到村村通水泥路、有标准化卫
生室、文体活动室、广播电视和便民连锁超市，村民
饮水、住房、教育、医疗均得到充分保障，解决了“两
不愁三保障”问题，2019年4月19日内蒙古自治区

人民政府公告多伦县脱贫摘帽。多伦县在推进脱
贫攻坚中，坚持把产业作为根本之策，突出党建引
领，推行“党支部+”“联合党委+”的“合作·联合”产
业融合模式，用“党建链”串起“产业链”，形成减贫
带贫长效机制，打造出北村扶贫模式，“合作·联合”
产业融合模式实现65个行政村全覆盖，2079户
4625名有劳动能力的建档立卡贫困群众全部实施
产业扶贫，实现收入稳定增长，致富路越走越宽。

民生有温度，百姓更幸福。近年来，多伦县从
群众最直接、最现实、最紧迫的需求做起，不断提高
公共服务水平，持续增进群众福祉。着眼百姓教育
需求，坚持实施教育质量提升工程，实施办学条件
升级改造、队伍专业发展提速、教育教学提质增效
三大行动，顺利通过国家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验收，
普通高中本科上线率提高到71.76%，群众教育满
意度不断提升。着眼百姓健康需求，深入实施医疗

质量提升工程，挂牌成立多伦县中医药医疗联盟，
成功创建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先进单位，实施14
类特困人群、24种慢性病、地方病患者免费中医药
治疗，为适应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需要，建成县级
PCR实验室，群众医疗满意度持续提高。着眼百姓
改善住房需求，全面实施棚户区改造和保障性住房
工程，高标准建设盛世兴城、锦绣家园等安置小区，
让更多居民实现安居梦。着眼百姓基本生活需求，
实施老旧小区改造提升、给水改扩建工程和“厕所
革命”等，改造老旧小区38个，新增公交线路2条、
运行新能源公交车12辆，城市生活更有温度。

站在新起点，迈向新征程，多伦县将统筹推进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认真实施好“十四
五”规划，不断提高现代化建设水平，努力在新时
代的“赶考”路上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

（本版图片由多伦县委宣传部提供）

抓民生 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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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居宜业的多伦新城宜居宜业的多伦新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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