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五大队一中队中队长
高建华所在的办案驻地，屋里摆放着电脑和各种办公文件，身
着便衣的他正和搭档忙着梳理案件。

“这是我们的办公地点，也是我们的居住场所，同事们吃住、
办公都在这里，不会暴露身份，也不容易受外界干扰。”高建华告
诉记者。高建华1999年从警伊始，就坚定了做一名合格人民警
察的崇高信念，始终坚守初心，奋战在公安工作最前线。

2018年 3月，高建华进入“武新二号”专案组，参与打响
了呼和浩特市扫黑除恶“第一仗”。“扫黑除恶案件案情复杂，
时间跨度长，涉及人员众多，调查取证和审讯工作困难重重。”
为全力侦破案件，通宵达旦、夜以继日办案成为他和同事们的
工作常态。 ■下转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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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受访单位提供））

高建华高建华（（右一右一））在审讯中在审讯中。。

呼伦贝尔市扎赉诺尔区是一座缘煤而建、依煤而生的工
矿城市，在煤矿棚户区改造、国有企业改革等进程中，产生了
涉及房屋拆迁、环境治理、劳动社保等方面的信访问题，一定
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稳定和发展。

扎赉诺尔区委、政府突出改革创新主题，从转变工作理念
入手，聚焦积案化解难题，有效维护了群众合法权益，推动了
信访工作高质量发展。

居民韩某来到扎赉诺尔区信访局，反映自己租住的住房因地
下水上涌造成房屋损坏，无法居住。当日坐班接访的干部经沟通
了解到，韩某家庭困难，丈夫又身患重病，主动为其联系红十字会、
民政局等单位，千方百计筹措资金，帮助其解决了住处问题。

■下转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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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6月 14 日讯 （记者 阿妮
尔）记者从呼和浩特海关获悉，前5个
月，自治区进出口总值 546 亿元人民
币，比去年同期（下同）增长12.6%，较全
国外贸增速高4.3个百分点。其中，出
口 240.1 亿元，增长 31.3%；进口 305.9
亿元，增长1.3%。

从贸易方式来看，一般贸易进出口
占比逐步提升。前5个月，一般贸易进出
口381.4亿元，增长15.6%，占自治区进
出口总值的69.9%。从贸易国别来看，对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RCEP成员国、东
盟、欧盟分别进出口311.4亿、154.9亿、
61.5 亿、37.8 亿元，分别增长 11.8%、
11%、41.3%、58%，增势良好。民营企业
主力军作用不断凸显。前5个月，民营企
业进出口366.3亿元，增长18.8%，占自
治区进出口总值的67.1%。主要进出口
商品增幅显著，其中，前5个月出口机电
产品41.6亿元、铁合金10.4亿元、稀土及
其制品9亿元、未锻轧铝及铝材8.5亿元，
分 别 增 长 69.1% 、354.1% 、121.2% 、

145.2%；同期，进口煤炭53.5亿元、肥料
9.4亿元，分别增长35.5%、52.5%。全区
各盟市中，巴彦淖尔市进出口值120.6亿
元，居首位；包头、呼和浩特、鄂尔多斯三
市紧随其后，进出口值依次为91.9亿元、
81.9亿元、62亿元。

据呼和浩特海关分析，今年3—5月
自治区外贸进出口连续3个月实现单月
增长，特别是4月份和5月份外贸进出
口同比分别增长34.2%和 31.1%，为全
年外贸稳中向好打下良好基础。

前5个月自治区外贸进出口总值增长12.6%

本报 6 月 14 日讯 （记者 刘晓
冬）6月14日，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
议。自治区党委书记孙绍骋主持。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
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
讲话。会议指出，内蒙古历史悠久、文化
多元，我们要认真研究内蒙古在中华文

明探源中可以做些什么、能够贡献什么，
积极做好工作。要把探源中华文明同挖
掘整理宣传各民族融合的历史事实结合
起来，讲好中华民族的历史，讲好各民族
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引导广大干部群
众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四

川考察时的重要指示精神。会议指出，
为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营造良好氛围，
关键是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有关方面要继续争分夺秒地做好疫
情防控工作，尽快把疫情平息下去。没
有疫情的地区要抓实常态化防控，全力
稳定经济增长，抓好粮食生产、生态环境

保护、乡村振兴等工作，加强民生保障，
维护社会稳定。

会议听取了“八五”普法工作情况汇报，
强调要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普法，从
青少年抓起，重视网络普法，搞好以案释法，
引导全社会增强法治意识、规矩意识。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孙绍骋主持

本报锡林浩特6月 14日电 （记
者 章奎）受自治区党委书记孙绍骋委
托，6月14日，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
区主席王莉霞代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
与锡林浩特方舱医院内的医患进行视
频连线，叮嘱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
上，全力以赴救治确诊患者。

锡林浩特方舱医院收治了上百名
从二连浩特市转运过来的确诊患者，王
莉霞通过视频与医护人员亲切交流，了
解治疗措施和患者状况。得知医生来
自全国及区内各地，王莉霞说，你们在
二连浩特疫情防控最关键的时候，不惧
危险从四面八方赶来支援，充分体现了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传统美德，彰显
了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

要继续发扬伟大抗疫精神，精心治疗每
一名确诊患者，让他们早日康复。王莉
霞一再嘱咐医护人员要做好个人防护，
坚决守住不发生院感的底线，并要求地
方政府全力做好服务保障。

在视频查看方舱医院环境时，王莉
霞看到一名正在医院内设儿童乐园玩
耍的9岁小患者，她与这名儿童亲切交
谈，安顿他要听医生和护士的话，按时
吃药，争取早日康复回家。

方舱医院内确诊患者中的共产党员自
发组织当起了志愿者，连线时，王莉霞对他
们的举动给予了充分肯定，勉励他们任何
时候都要坚守本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王莉霞还与锡林郭勒盟中心医院传
染病区的医生和患者进行了视频连线。

王莉霞在锡林浩特视频连线方舱医院

□籍海洋

讲诚信、守信用，是市场经济的坚
实基础、社会良序的运转基石。全力打
造良好信用环境，对于经济健康发展、
社会和谐稳定意义重大。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企业无信，则难
求发展；社会无信，则人人自危；政府无信，
则权威不立。一些弄虚作假、说了不算、言
行不一等失信行为，成为干部
群众诟病的痛点、招商引资的
难点、市场经济平稳运行的堵
点。持续大力推进诚信建设，
击痛点、破难点、疏堵点，把内蒙

古人民热情、直爽、豪放的优良传统弘扬下
去，把内蒙古人民讲诚信、守信用的形象立
起来，以诚取信、以信取胜，方能在激烈竞
争中不断赢得新优势、赢得更大主动。

诚者，待人真诚，实事求是；信者，一言
九鼎，一诺千金。讲诚信、守信用的形象从
哪里来？来自内化于心、践之以行的诚信
理念，来自说了就干、马上就办的实际行
动，来自对守信者无事不扰、对失信者利剑
高悬的体制机制，来自全社会崇尚人人讲

诚信、事事守信用的良好氛围。
当讲诚信、守信用成为每个人的
生活方式、行为准则和自觉行
动，我们干事创业就会底气更
足、信心更盛、动力更强。

把讲诚信守信用的形象立起来

□本报记者 许晓岚 霍晓庆 张慧玲

大巴车穿梭颠簸在呼伦贝尔市乌尔
旗汉到兴安盟阿尔山的山路上。车厢内，
每一双胶鞋都沾满泥巴，每个人头发上都
沾着灰尘枯草，迷彩服已经跟泥土和在一
起看不出颜色，但人们的脸上都喜气洋
洋。一路说笑，回家的路格外欢畅。

就在过去的20多天里，这群阿尔山
的林业工人跨越700多公里，打了一场
漂亮的“胜仗”——在额尔古纳河流域生
态保护恢复综合治理工程中，完成了1
万亩造林任务。

大兴安岭森林带位于内蒙古东北
部，是我国北方寒温带针叶林主要分布
区，分为嫩江上游水源地、额尔古纳河流
域、大兴安岭南麓林草过渡带等区域，是
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根据《东北
森林带生态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建设规
划（2021-2035）》，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
所属19个森工（林业）公司全部纳入其
中的大兴安岭生态保育工程中，目的是

进一步提升森林质量和生物多样性。
“在这项重大工程中，额尔古纳河流域

生态保护恢复综合治理工程区涉及面积最
大，需要在4年的时间里完成293.16万亩
规划任务。”内蒙古森工集团森林经营部副
部长张伟介绍。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春季
造林最佳时期只有短短的二十几天，时间
紧、任务重。为此，森工集团紧急调派阿尔
山、绰尔等9个森工公司的1900多名林业
工人赶赴额尔古纳河流域的乌尔旗汉、库
都尔等地进行异地植树造林。

跨越数百公里，集中优势“兵力”打
一场植树造林“大会战”，此次行动被称
为“远征”造林。

5月7日凌晨3点，阿尔山森工公司
天池林场营林技术员夏学兵和200多名
工友一起，驾驶着大客车、皮卡车、拖拉
机浩浩荡荡向乌尔旗汉森工公司佰拉图
林场奔去。经过12个小时颠簸，就在距

离造林地最后几公里处，车子深陷沼泽
无法前行。为了不耽误造林时机，工人
们纷纷背起随身行李徒步上山。

人到了，生活物资却没到达。入夜，
林区气温极低，工人们只能露天“熬过”
一晚。“正是防火戒严期，我们不能烧火
取暖。躺在潮湿的地上，冷得根本无法
入睡，大家就起来跺着脚一直到天亮。”
夏学兵说。第二天一大早，工人们又立
即投入工作，清理草坪、打防火道、刨树
坑，为造林做着准备。“趁着土地还没有
完全解冻，先挖好树坑，等过几天返浆期
水聚集到坑里，种下的树苗成活率才
高。错过这个时机就很难成活，所以大
家一刻都不敢耽搁。”

“没有对林业的热爱、没有林业人艰
苦奋斗的精神，很难坚持下来。”绰尔森
工公司古营河林场副主任赵恒波感慨地
说。他们异地植树造林单位为库都尔森

工公司。“工人住的帐篷里，床底下全是
返浆的泥水，铺床的海绵垫子潮得快能
拧出水来。很多工人感冒拉肚子，还有
一些人被草爬子叮咬，但是在确保没什
么问题后，大家硬扛着继续投入工作。”

57岁的王亚东，多年林业工人经历
让他浑身病痛，最多的时候一天吃4片
止疼药，硬挺着坚持工作；年近60岁的郑洪
海，总是带头干，种树的速度连40岁的人都
追不上。作业场地较远，为节省时间，工
人们早晨5点半出发，中午简单吃点干
粮，晚上7点多才返回驻地……为了那
片绿，他们执着坚守。

据了解，今年是森工集团启动“远
征”造林的第一年，这一模式将采取“一
包三年”的方式，除造林外每年还要派人
进行抚育，直至 3 年交林验收合格为
止。截至目前，额尔古纳河流域生态保
护恢复综合治理工程已完成造林任务
40多万亩。到2025年，该工程结束后，
将继续启动岭南林草过渡带生态综合治
理、嫩江上游水源地保护治理等工程，进
一步筑牢大兴安岭绿色生态屏障。

大兴安岭有一支造林“远征军”

□本报记者 霍晓庆

“2021 年全区单位 GDP能耗同比
下降6.8%，GDP同比增长6.3%，超预期
0.3个百分点。”近日，自治区发改委公布
的这组数据令人振奋。

以较低的能耗稳增长，不仅意味着
经济社会发展对能源资源依赖降低，也
意味着更高质量的发展。

气候变化是当今人类面临的重大全
球性挑战。“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
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
碳中和。”这是中国发出的郑重承诺。

作为国家重要的能源基地，内蒙古
在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中有着举足轻重的
地位，也承担着绿色转型的重任。同时，
作为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内蒙
古肩负着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重大政治
责任。

锚定“双碳”目标，担起“双重”重任，
内蒙古一步一个脚印，破题解题、见行见
效。

排放端做“减法”——
节能减排驱动转型升级

乌海市，内蒙古赛思普科技有限公
司年产30万吨氢基熔融还原高纯铸造
生铁项目生产现场，火红的铁水从炉中
汩汩流出。这些铁水冷却凝固后将成为
高纯铸造生铁，广泛应用于高铁、核电、
风电铸件等高端装备制造领域。

不同寻常的是，生产过程使用了“氢
冶金”工艺，用氢替代传统的碳进行冶
铁，碳排放量每年降低11.2万吨。

“目前我们投产的工艺已实现利用
20%的氢替代碳进行冶铁，到2025年，
我们将逐步实现全氢工业化冶炼，一年
能降低碳排放量达50多万吨，届时我们
就可以卖碳指标了。”赛思普科技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周海川说。

从低碳到零碳，从卖铁到卖碳指标，

赛思普的“双碳”之路，也是内蒙古的奋
进之路。

实现“双碳”目标，能源是主战场。
向高能耗、高排放企业“亮剑”。坚

决遏制“两高”低水平项目盲目发展，通
过“遏制一批、置换一批、缓建一批”合理
控制“两高”产业规模，推动“两高”违规
项目整改“清零”。

向提升能效水平发力。执行工业领
域化解过剩产能3年计划，工业节能技
改计划、煤电节能降耗和灵活性改造等
一系列计划措施有效实施。

2021 年，内蒙古退出电石 206 万
吨、铁合金33万吨、焦炭60万吨落后产
能，淘汰落后煤电机组8.6万千瓦。能耗

“双控”指标实现了从倒数到领先，能耗
无序增长被扭转。

减碳降耗绝不是减少生产能力，而
是在集中集聚集约上寻求突破，持续增

加绿色生产力和新动能替代能力，摆脱
传统发展路径依赖，实现生产生活全面
绿色转型。

一块黑煤，除了燃烧，提取煤气、煤
焦油和焦炭，还能做什么？一瓶白色聚
丙烯颗粒，一卷透明保鲜膜，是鄂尔多斯
大路工业园区内蒙古久泰新材料有限公
司给出的答案。

在“双碳”目标下，不再走粗放型发
展的老路，严控生态环境风险，推进经济
转型升级，成为内蒙古地方和企业的主
动选择。

减碳也绝不是盲目的，而是先立后
破，稳妥推进，在保障能源安全的基础
上，推进新旧能源有序替代。

炎炎夏日，通辽市科尔沁区龙马高
端装备制造基地建设现场一片火热。
10万平方米的焊接车间和14万平方米
的风叶车间即将投产。

这个计划总投资185亿元的基地，
吸引了11家风电装备制造上下游企业，
从主机到塔筒、从减速机到风叶一应俱
全， ■下转第3版

点碳成金，“双碳”战略下的内蒙古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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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14

日
，呼
和
浩
特
市
和
林
格
尔
县
盛
乐
镇
台
基
营
村3200

亩
苜
蓿
种
植
基
地
内
，大
型
割

草
机
正
在
收
割
作
业
。
近
年
来
，台
基
营
村
因
地
制
宜
发
展
苜
蓿
特
色
产
业
，打
造
﹃
苜
蓿
之
村
﹄
，把

小
草
做
成
了
乡
村
振
兴
的
大
产
业
。
今
年
村
民
通
过
土
地
流
转
和
村
集
体
分
红
，亩
均
可
收
入1200

元
。

本
报
记
者

马
骏
驰

摄

小
草
做
成
大
产
业

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伟大变革

重实干 务实功 求实效

扎赉诺尔区领导干部接待信访群众扎赉诺尔区领导干部接待信访群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