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一场冬雪中，200余辆中国吉利汽车集团生产的家用轿车陆续驶出
二连浩特环宇物流园区，经过二连海关关员监管后，分批分拨发往蒙古国。

二连海关公路监管一科科长汪久刚介绍说，今年前10个月，该海关共
监管出口商品车6494辆次，货值近8亿元人民币。

二连浩特市捷邦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员工杜平说，近年来，随着“一
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中国自主品牌汽车受到越来越多海外客户的欢迎
和认可，从近期已签定的代理合同看，将会有更多的中国汽车走出国门，走
向世界。

据悉，通过二连浩特口岸驶向海外市场的中国自主品牌汽车，涵盖陕
汽、北奔、徐工等工程车以及吉利、长安、比亚迪等品牌的家用轿车。

国产汽车加大马力驶向海外市场国产汽车加大马力驶向海外市场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巴依斯古楞巴依斯古楞 通讯员通讯员 梁晓虹梁晓虹 摄影报道摄影报道

国产大型工程车也很受海外市场的青睐国产大型工程车也很受海外市场的青睐。。

海关关员认真核实出口汽车信息海关关员认真核实出口汽车信息。。

即将出口的国产汽车即将出口的国产汽车。。

此次出口的一批吉利汽车驶向口岸此次出口的一批吉利汽车驶向口岸。。

严格检查每一台出口汽车严格检查每一台出口汽车。。

本报巴彦淖尔 12 月 2 日电 （记者
图古斯毕力格 通讯员 刘曼容）近日，记
者从巴彦淖尔市交投集团了解到，按照国
家、自治区关于新能源充换电基础设施、节
能减排的总体规划和相关政策，巴彦淖尔
市政府已批复同意市交投集团作为全市新
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实施主体，在
全市实施新能源充电桩（二期）建设项目。
该项目计划总投资1.28亿元，“十四五”期
间拟在全市7个旗县区和1个口岸建设74
座快充站，1700个充电桩，以促进全市新
能源汽车的快速发展。

项目建设规划分示范应用（2022年）、
成熟推广（2023-2024 年）和平台智能化
提升（2025年）三个阶段。依照使用功能，
项目将充电设施分为五个部分，即为公共
交通车辆提供服务的公交充电基础设施，
为出租车、网约车及社会车辆提供服务的
公共充电基础设施，为物流、城市配送车辆
提供服务的物流充电基础设施，为园区和
企事业单位员工提供服务的园区充电基础
设施，为家庭用户提供服务的小区充电基
础设施，力争到“十四五”末，初步构建起覆
盖全市的新能源充电网络。

计 划 新 建 74 座 快 充 站 1700 个 充 电 桩

巴彦淖尔

本报赤峰 12月 2日电 （记者 王塔
娜）日前，赤峰市林业科学研究所（联合体）
非木质林产品经营认证预审会在线上召
开。经吉林松柏森林认证有限公司审核，
赤峰市林业科学研究所（联合体）的苹果、
梨、榛子、李子非木质林产品经营认证顺利
通过预审。

赤峰市林业科学研究所所长李显玉表
示，本次森林认证工作在赤峰市尚属首次，
具有突破性意义。目前，赤峰市经济林栽培

面积达到 100多万亩，大部分已经结实。
开展森林认证工作对于进一步调整果品的
生产结构、经营方式，强化管理、加工、销售
和优化产业布局具有重要意义。

经过查验资料、文字审核和对利益相
关方的访谈，审核组认为，以赤峰市林业
科学研究所为主体的认证联合体科研能
力突出，工作成效显著，管理体系基本符
合相关认证标准要求，可以按计划开展主
审准备。

市 林 业 科 学 研 究 所 通 过 森 林 认 证 预 审

赤峰

本报乌兰察布 12 月 2 日电 （记者
皇甫美鲜）近日，记者从乌兰察布市政府了
解到，11月 25日，该市政府第22次常务会
审议通过并印发了《乌兰察布市建设用地使
用权转让、出租、抵押二级市场交易管理的
实施细则》，该细则属于自治区首部土地二
级市场交易管理的实施细则。

土地市场包括土地一级市场和土地二
级市场，二级市场主要是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的转让、出租和抵押。长期以来，乌兰
察布市土地二级市场处于自发分散状态，
存在着交易规则不健全、交易信息不对称
等问题，为进一步强化乌兰察布市土地二
级市场管理，该市审议通过并印发了此《实

施细则》。
《实施细则》涉及总则、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转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租、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交易监测监管、保障措施等内容共计
八章四十二条。

《实施细则》的出台将提升节约集约用
地水平，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从而促进全
市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同时，乌兰察布市
自然资源局正在积极建设全市统一的土地
二级市场交易管理平台，预计年底完成。
通过二级市场平台的使用，将有利于建立
产权明晰、市场定价、信息集聚、交易安全、
监管有效的土地二级市场。

率 先 出 台 土 地 二 级 市 场 交 易 新 政

乌兰察布

本报兴安12月 2日电 （记者 高敏
娜）近日，从国家知识产权局传来喜讯，“兴
安盟大米”“太和小米”顺利通过国家地理
标志运用促进项目评审。

这次项目评审工作分为现场交流和资
料评审两个阶段。9月 28日，国家知识产
权局召开国家地理标志运用促进项目实施
情况评审会议，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全
国两批共 21个地理标志运用促进项目实
施单位及所在地市场监管（知识产权）部门
负责人参加评审会议。

在现场交流阶段，兴安盟农牧业产
业龙头企业负责人汇报了“兴安盟大米”

“太和小米”在产业整合发展、品牌建设
成效、品牌宣传、展示推广、产出成效、品
牌效益和社会效益方面取得的成就。兴
安盟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党组书记
汇报了统筹推进项目实施、强化制度建
设、优化服务保障、加强沟通协调的总体

情况。
评审会议结束后，国家知识产权局组

织专家对两批21个地理标志运用促进项目
实施单位的书面材料进行了认真细致的评
审、分析，给予客观公平的评价。国家知识
产权局印发《关于通报第一批和第二批地
理标志运用促进项目总结评价结果的通
知》，其中“兴安盟大米”“太和小米”评价结
果为“合格”。

2019年 10月，“兴安盟大米”“太和小
米”在自治区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的
大力支持下，兴安盟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
局）的积极争取下，成为国家第一批 14个
地理标志运用促进项目之一，也是内蒙古
首个国家级地理标志运用促进项目，获得
资助资金 50万元，用于“兴安盟大米”“太
和小米”地理标志品牌运用和促进，在进一
步增强地理标志知名度和影响力的同时，
引领产业发展，带动农民致富。

“兴安盟大米”“太和小米”通过国家地理标志运用促进项目评审

□本报记者 格日勒图 摄影报道

在前不久举行的第五届中国国际进
口博览会上，计氏羊皮画和羊皮书画纸
参加人文交流展，为展商和宾客展现了
内蒙古非遗的魅力。

据了解，非遗计氏羊皮画有上千年历
史，是一种古老的艺术形式，是我国现存的
传世羊皮画艺术。它精选内蒙古地区羊皮，
保留了整张羊皮的自然边缘，画材用传统秘
方配制的天然矿物颜料，用料考究，其中有
不少珍贵末料，色彩古朴自然，呈色持久，绘
制精细，工序繁复，技法独特。目前，非遗计
氏羊皮画作品收藏于世界技能博物馆、中国
工艺美术博物馆。计氏羊皮画2019年入选

“国家外事礼品”展，2020年入选第五届“中
国当代工艺美术双年展”。2021年入选首
批“自治区传统工艺振兴项目目录”，2021
年入选首批“内蒙古礼物”，今年入选首批

“中国民族工艺美术年鉴展”。
在传承发展的基础上，非遗计氏羊皮

画创新性发展，其衍生品——羊皮书画纸

于2017年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据了解，
古法手工羊皮书画纸具有良好的韧性和
耐折度，可以长久保存，用于艺术创作。

非遗计氏羊皮画代表性传承人计颖
说：“我们始终坚持守正创新，秉承工匠
精神，展示技艺，传承文化，做好活态传
承，全力提升非遗品牌影响力。”

非遗计氏羊皮画非遗计氏羊皮画
首 秀 进 博 会首 秀 进 博 会

兴安

本报乌海 12 月 2 日电 （记者
郝飚）12 月 2日，记者从乌海海关获
悉：近日，内蒙古五湖泵业有限公司
的产品商标权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备
案申请获得海关总署核准。这是乌
海市首家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备案获
核准的企业，意味着海关在口岸发
现涉嫌侵犯该公司商标权的进出口
货物时，将主动通知企业并及时采
取保护措施。

内蒙古五湖泵业有限公司是乌
海市的一家电泵类产品和给水设备
生产企业，该公司的产品远销中东、
蒙古国、埃塞俄比亚等“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和地区。“对于我们来说，知识
产权海关保护备案一直是一个陌生
的概念，海关的政策宣讲让我们增进
了对相关概念的了解，也有了申请备
案的念头，在乌海海关的指导下，我
们的备案成功获得海关总署核准。”
该公司总经理彭占云告诉记者，此举
相当于海关为企业在出口环节套了
一层“保护罩”，保护企业的合法权益
不受侵犯。

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旨在保护国
内拥有自主品牌产品出口不受侵
犯，切实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
促进对外经济贸易和科技文化交
往，维护公共利益。“近年来，乌海
市外贸发展迅速，但在实际工作中
我们发现许多企业对知识产权海关
保护概念模糊，更没有想到要去进
行备案，这不利于我们保护企业的
合法权益，也不利于企业开拓国际
市场。”乌海海关综合业务科副科
长李奇迹说。

为此，乌海海关主动送法上门，
开展跨部门、跨关区联合普法，联合
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及阿拉善海
关等，综合运用线上线下渠道，通过
公告栏、现场宣讲、关企微信平台等
多种渠道，发放和推送知识产权海关
保护备案、侵权货物申请保护等宣传
资料，深入辖区企业介绍知识产权海
关保护备案流程及申请海关保护的
具体程序，结合“百人联千企”专项活
动，指派关企联络员实时跟进企业申
请情况，结合企业实际情况对其后续
保护工作的实施给予指导和建议。

“未来，我们将继续扎实开展
‘龙腾行动 2022’知识产权海关保
护专项行动，传播知识产权文化，
加大对辖区企业知识产权的海关保
护力度，指导更多企业开展知识产
权海关保护备案，为‘中国制造’走
向世界贡献海关力量。”乌海海关
副关长尹志军说。

首家申请知识产权海关
保护备案企业获核准

本报呼伦贝尔12月2日电 （记者 李玉琢）呼
伦贝尔市坚决扛起保护发展森林草原资源的重大责
任，全面推进林草生态资源保护建设，大力推行林长
制，林长制行政区管理面积达到14.4万平方公里。

呼伦贝尔建立健全责任体系，全市累计设立市
级林长 11人，旗县级林长 190人，苏木乡镇级林长
1115人，嘎查村级林长1698人，落实国有林场、嘎查
村管护人员 9489 人。各级林长
认真履职，常态化开展巡查工作，
截至日前，年内累计巡查 12941
次。

在110个苏木乡镇，108个国
有林场农场和 23个自然保护地，
呼伦贝尔市构建起市、旗、乡、村
四级林长制责任体系，自上而下
形成党政同责、部门协同、属地管理、源头治理、全域
覆盖的长效工作机制。

呼伦贝尔市健全完善配套制度，紧密结合工作
实际，制定出台了市、旗市区及市属林业六局林长制
会议、考核、工作督查、巡查工作、信息公开、部门协
作六项制度，探索创新“林长+检察长”“林长+公安
局长”协同工作机制。呼伦贝尔贯彻“山水林田湖草
沙”一体化保护修复理念，有机整合林草、自然资源、

农牧、水利等多方力量，统筹落实森林目标责任制、
草原生态补奖、生物灾害防治等重点工程任务，形成
齐抓共管良好局面。

“林长制”推动“林长治”。呼伦贝尔市林长制办
公室副主任孙成友介绍，推行林长制以来，呼伦贝尔
生态文明建设水平得到显著提高。一是呼伦贝尔森
林草原湿地资源保护取得新成效，全市划定基本草

原面积9300万亩，优化调整基本草原36万亩；严格
执行禁牧、休牧、轮牧和草畜平衡，落实草原奖补面
积1.03亿亩；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面积3572.7万亩，
森林生态效益补偿面积1971.9万亩。二是森林草原
湿地生态修复取得新进展，完成造林绿化 3.5万亩、
森林抚育58.4万亩、草原保护修复工程78.5万亩、种
草改良 166.4 万亩，完成新一轮退耕还林上图入库
3.7万亩，大兴安岭森林生态系统和呼伦贝尔草原生

态系统持续好转。三是沙化土地治理迈上新台阶，
全市完成治理面积28.6万亩，草原植被盖度、草群高
度、平均产草量连续 4年位列全区第一位。四是林
草产业发展取得新突破，年内累计实施项目 92个，
完成投资17.04亿元；获批自治区级创建森林碳汇价
值实现试点和林草湿碳汇工作试点；新建羊草种子
扩繁基地 1.12万亩、野生草种抚育基地0.5万亩，年

内人工饲草种植达到 99万亩；推
进生态产业招商引资项目 18个，
计划总投资约 4.5亿元；推动林业
产业由传统的木材利用加工向特
色种养植、林果、林下产品加工利
用及森林景观游憩等多元化发展
转变，2022 年，全市林业总产值
预计达到 43.5亿元。五是森林草

原资源灾害防控实现新提升，落实重大森林草原
有害生物灾害防治政府负责制，全面落实行政首
长负责制，建立森林草原防火联防联治机制 81
项，签订防火责任状 1133 份；健全森林草原生物
监管和联防联治机制，加大外来有害生物松材线
虫防控和草原鼠害和森林病虫灾害的防治，林草
有害生物防治面积达 1185 万亩。截至目前，全市
未发生森林草原较大火灾和较大生物灾害。

““林长制林长制””推动推动““林长治林长治””

□本报记者 薛一群 实习生 王晓飞

在科尔沁沙地上，有种叫“塞外红”的小苹果顽
强、茁壮地生长，如今已长势喜人。

“塞外红”苹果，又叫锦绣海棠、鸡心果，是通辽
市林业和草原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王宝侠及科研团队
历经20多年自主选育出的苹果新品种。

“塞外红”成熟时果面浓红，集“香、脆、甜”三大
优点于一身，有中国“袖珍”苹果之称，填补了通辽市
小苹果品种自主培育领域的空白，丰富了我国北方
抗寒小苹果的品种资源。

通辽市地处科尔沁沙地腹地，北纬42°至45°
之间，土壤透气性好，昼夜温差大，光照充足，非常适
宜中小苹果树栽植。

1990年，通辽市林草所对全市果树开展调查，
经过科研人员的选育研究，培育出新的寒地苹果品
种，并于2012 年申报命名为“塞外红”苹果。

2012年，通辽市林草所完成了“优质小苹果--
‘塞外红’选育及配套栽培技术研究”科研成果，解

决了“塞外红”苹果栽培中的诸多问题，其中“‘塞外
红’苹果高光效整形修剪技术研究与示范”成果达到
了国内同类研究先进水平，突破了寒地苹果传统整
形方式，改大冠稀植为小冠密植，实现了寒地苹果早
结果、早丰产、高品质、省力化栽培的目标，在寒地果
树生产中具有划时代意义。

依托科研成果，通辽市积极申报国家、自治区级
项目资金，在库伦旗先进林场、科尔沁区西归力村、
开鲁县保安农场、莫力庙苏木辽丰村等旗县区选取
有代表性地块建设了10余处、5000余亩“塞外红”苹
果试验示范基地，推广“塞外红”苹果优良品种，示范
现代果树科学管理新技术新模式，极大地调动了通
辽各地农牧民种植“塞外红”苹果的积极性。

同时，通过开展农闲季节集中培训、成熟季节组织
果农现场观摩等方式，让果农学习和掌握“塞外红”苹果
栽植、采收、销售和贮藏保鲜等各项技术，累计举办各类
培训班200余场次，培训技术骨干和基层林农果农5万
余人次。建立技术指导微信群10余个，发放《“塞外红”
苹果良种科学种植技术手册》等实用技术手册，并通过
直播平台指导果农学会种植和管理果园。

多年来，“塞外红”苹果被纳入国家优质特色小
苹果种质资源库，2018年通过国家林木良种审定，
成为内蒙古首个通过国审的苹果品种；2019年，获
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优质果品大赛铜奖；2020
年，荣获中国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银奖；2021
年，获颁自治区首个中国森林认证证书的经济林树
种；2022 年，获得国际森林认证认可计划 PEFC标
识，这颗小苹果走出了“国际范儿”。

十年树木，这颗小苹果让昔日的科尔沁沙地披
上了绿装，让全市8个旗县区林农的钱包鼓起来，让
全市的林果产业“含金量”更足。

2012 年以来，通辽地区“塞外红”产业发展迅
速，以“塞外红”为代表的经济林果品产业已形成规
模。据了解，今年全市“塞外红”种植面积达到 30余
万亩，约占全市有林地面积的1.5%，每亩效益最高达
1万元。

一颗小苹果兴了一座城，通辽市已成为蒙东乃至整
个东北地区寒地特色苹果栽培的技术样板，果品远销国内
大中城市，并出口到新加坡、马来西亚、日本、韩国等东南
亚地区，通辽“塞外红”享誉海内外。

““塞外红塞外红””走出国际范儿走出国际范儿
通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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