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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烈庆祝自治区两会胜利召开热烈庆祝自治区两会胜利召开特 刊

□文/本报记者 韩雪茹 图/本报记者 孟和朝鲁

“建设全产业链生态圈，重点是要围绕牧场、饲
草、品牌三大要素，推广内蒙古绿色、天然、有机的
奶业特色。”自治区人大代表、蒙牛集团副总裁吴
喜春在推动乳业高质量发展方面提出了建议。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做大做强奶业产业
链。如何实现“从一棵草到一杯奶”全链条发
力？吴喜春表示，要从全产业链维度考量。着
力把奶产业链各要素、各环节都建起来、强起
来，发挥行业龙头作用，以蒙牛中国乳业产业
园为牵引，带动奶业全产业链向更高层次发
展。在落实好“奶九条”等政策的基础上，乳企、
牧场等产业链各环节统筹协调发展。要加强牧场建设区域协同，集中、集聚、集约用好
土地资源，加快建设现代化规模牧场和牧草基地，努力在奶业振兴中走在前、作示范。

建好牧场的关键还在于“增牛”。吴喜春介绍，2023年，蒙牛集团计划新增建设
119万亩优质饲草，加强优良品种培育自主创新，扎实推动牧场增牛补栏，从源头上推
动优质牧草扩面提质。蒙牛集团依托乌兰布和沙漠有机资源打造了沙漠有机奶，还
在内蒙古布局了奶酪、鲜奶、奶粉、功能乳品、奶油等附加值高、销路好的项目。

吴喜春代表：

努 力 打 造 全 产 业 链 生 态 圈

2023自治区两会

·代表委员热议

2023自治区两会

·两会聚焦

□本报记者 霍晓庆

1月14日凌晨3时，乌海西站，阵阵汽笛划破夜
空。经过4个多小时的作业，3列满载煤炭的列车缓缓
驶出站点。不久后，它们将与来自鄂尔多斯市、包头市
等地的煤炭列车在呼和浩特南站集结，随后奔赴全国
各地。

2022年，全区煤炭产量12.2亿吨，完成煤炭保供
任务9.45亿吨，居全国第一。内蒙古的煤，温暖了大
半个中国。

不止煤炭保供，内蒙古站位全国大局，推动五大任
务见行见效，全力保障国家生态安全、能源安全、粮食安
全、产业安全、边疆安全。

内蒙古的电，点亮万家灯火。2022年全区发电量
6465亿度，外送电量2640亿度，居全国第一。

内蒙古的粮食、肉、奶，丰盛“中国”饭碗。2022年，
全区粮食产量780亿斤、牛奶产量720万吨、肉类产量
282万吨，均创历史新高。

内蒙古的绿，为全国人民打造超级“碳库”和纯净
“氧吧”。2022年完成造林474万亩、种草1716万亩，
均超额完成国家年度计划任务。完成防沙治沙任务
750万亩，居全国前列。

内蒙古在能源、资源、地缘、幅员等方面综合优势明
显，把内蒙古建设成为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祖
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
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国家向北开放重要桥头
堡，是习近平总书记交给内蒙古的五大任务，也是内蒙
古立足国家发展大局、胸怀“国之大者”的担当。

“努力实现‘开门稳、开门红’，保持住稳中有进、整
体好转的发展势头”“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主题，在
调结构、转功能、提质量上取得新突破”“以新发展理念

塑造发展新优势，在产业集群、要素集群、资源节约上取
得新突破”……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
记交给内蒙古的五大任务和全方位建设“模范自治区”
谋篇布局，处处体现出内蒙古的大局意识。

如何树立大局思维，为国家发展大局贡献更多内
蒙古力量？各地找准定位，立足特色优势，抓住发展战
略机遇，纷纷拿出务实举措，开辟新赛道。

“科尔沁区将依托丰富的‘风光资源’，牢牢把握自
治区赋予通辽市打造新能源装备制造基地的战略机
遇，持续抓牢龙马这个‘链主’企业，力争2023年新能
源装备制造基地具备基本功能，2026年建成蒙东高端
装备产业基地。同时，加快推动新能源产业发展，抓好
138万千瓦风电基地、20万千瓦整县光伏等风光资源
开发，在风光储氢一体化建设上率先破题，在源网荷储
能源供应体系方面拿出成型的模式，为全区能源转型
作出更多贡献。”自治区人大代表、通辽市科尔沁区区
长康晓东说。

巴彦淖尔市则立足优势特色，聚焦聚力做精现代
农业。“全力争取整市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国家试点，用
5年时间把全市1090万亩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
准农田，加快推进农牧业规模化、产业化、品牌化，在建
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中展现新作为。”自治区
人大代表，巴彦淖尔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志平说。

赤峰市翁牛特旗位于科尔沁沙地西缘，沙地面积
占全旗总面积40%以上，正积极探索绿富双赢的发展
模式。“借鉴库布其沙漠治理经验，积极探索‘新能源+
生态治沙+奶业振兴+旅游’发展模式，通过在沙地安

装高支架光伏发电、光伏板下种植牧草、牧草用于奶牛
养殖、新能源及草场沙地发展旅游观光的方式，推动产
业循环发展、资源高效利用，让草原和沙地真正成为广
大农牧民增收致富的‘聚宝盆’。”自治区人大代表、翁
牛特旗旗长孟和说。

推动传统产业“脱胎换骨”、新兴产业“强筋壮骨”、
支柱产业“聚链成群”；努力在新能源领域再造一个“工
业内蒙古”；往“中国碗”里多装粮、装好粮、装好奶、装
好肉；坚决守护好内蒙古这片碧绿、这方蔚蓝、这份纯
净……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务实目标和长远规划，成为
代表委员们热议的话题。

“作为来自基层的农牧民、农业合作社负责人，我要
向乡亲们传达好会议精神，让乡亲们看到农村未来发展
的新机遇。希望自治区更加注重培育地理标志产品，让
绿色高质量的农畜产品更加有市场竞争力，让好产品卖
出好价钱。”自治区人大代表、兴安盟科右前旗蒙懿农牧
业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理事长郭丽丽说。

自治区政协委员、赤峰市克什克腾世界地质公园
管理局局长王柱是今年两会新增设的资源环境界别委
员，他建议自治区尽快出台地质公园管理条例，实现地
质公园管理有法可依，更好地保护资源环境。

能源产业是内蒙古的当家产业，近年来我区抓住
新能源发展的契机“追风逐日”，全力打造全国新能源产
业高地。在自治区政协委员，内蒙古工业大学党委委
员、副校长宝音贺西看来，没有高端人才就无法掌握关
键技术，难以掌控产业链的关键环节，因此，他建议在内
蒙古培育建设新能源领域的国家级科研创新平台，以此
吸引高端人才，解决能源产业中面临的关键技术问题。

蓝图已经绘就，奋斗正当其时。提振信心，放眼全
局，摒弃“不合时宜”，拿出“满格状态”。踔厉奋发、勇毅
前行的内蒙古一定会为2400多万各族人民谋下更多
福祉，为中国式现代化作出更多贡献！

“加快发展 大抓发展”系列话题之四：

我们的全局眼光

□文/本报记者 冯雪玉 图/本报记者 孟和朝鲁

自治区人大代表、通辽市科左后旗大青沟旅
游公司讲解员任东华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
旅游是永远的朝阳产业，也是典型的消费经济，关
键是把品质提起来、名气打出去、人气聚上来。这
对于我们旅游从业人员倍感振奋，心中充满了参
与感和责任感。”

任东华说，通辽历史悠久，文化底蕴厚重，旅
游资源非常丰富，有“中国安代艺术之乡”“中国民
族曲艺之乡”等诸多美誉。通辽市科左后旗大青
沟既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也是4A级景区。这
里地形奇特，陡峭俊秀，植物繁茂、动物栖息，被誉为“草原圣谷、北方雨林”，每年都吸引着全
国各地的无数游客。

任东华介绍，今年大青沟景区将进一步丰富旅游产品，满足不同游客的需求。这里将举
办大青沟景区第三届森林会，环大青沟自行车比赛、森林音乐节、美食节、狂欢篝火等活动，让
景区“火”起来；通过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进行线上宣传，以“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进行线
下宣传，让景区“动”起来；继续开展研学游、亲子游、拓展训练等方式让景区“亮”起来。

任东华说：“通辽要用歌舞的海洋、乳肉的飘香、壮美的风光把天南海北的游客吸引过
来。作为一名景区讲解员，我要讲好内蒙古故事，为建设亮丽内蒙古贡献力量，诚邀天南海
北的朋友共赴通辽，不负好时光！”

任东华代表：

诚邀天南海北的朋友共赴通辽

□文/本报记者 柴思源 图/本报记者 贾奕村

“内蒙古地处北纬45度优质黄金奶源带，是
全国最大的奶业生产区，发展奶业具有得天独厚
的资源优势，推进奶业振兴是习近平总书记寄予
内蒙古厚望的一件大事。”自治区政协委员、内蒙
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徐克说。

作为内蒙古乳业龙头企业，伊利集团积极
承担自治区奶业振兴重任。这次参会，徐克围
绕给予奶业上游金融支持提出了建议。他认
为，目前，农牧业合作社、创业公司等小规模市
场主体特别是民营企业难以快速获取金融支
持。相关部门可以协调金融机构，针对民营企业参与奶业上游建设给予专项支持，
打造更符合奶业发展实际的金融产品；鼓励降低牧场贷款准入条件，扩大抵押物范
围，将生物资产、农业用地、农业设施纳入融资抵押物。

徐克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做大做强奶业产业链。近年来，伊利集团积极投建乳
产业集群项目，在自治区全力打造世界级横跨一二三产业的全产业链乳业集群。为落实
好自治区‘奶九条’政策，伊利集团第一时间配套出台‘伊利奶业振兴六条政策措施’，通过
金融支持、技术支持、产业发展支持等多种举措，帮助合作牧场高质量运营。未来，我们
将继续为自治区率先实现奶业振兴展现新担当新作为，全力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

徐克委员：

助力自治区率先实现奶业振兴

□文/本报记者 薛来 图/本报记者 金泉

“2022年，我区完成400万亩高标准农田建
设和大豆、油料扩种任务。今年的任务之一是粮
食产量稳定在780亿斤左右。政府工作报告里的
这些内容，让我感到特别振奋。”自治区政协委员、
赤峰市农牧科学研究所大豆食用豆研究中心副主
任周学超说。

我区是全国大豆种植优势产区，种植面积居全
国第二，占全国大豆播种面积11.89%，但大豆单产
低、效益不高，主产区连作严重。周学超建议，要优
化农作物种植结构，建立大豆玉米均衡发展模式。

“大豆根部的根瘤菌能够改善土壤肥力、提高地力，可以建立以大豆与玉米轮作为主，大
豆与杂粮杂豆、薯类、饲草、油料等作物轮作为辅的轮作体系和种植模式，实现共同增产。”她
说，要建立大豆、玉米带状种植高标准示范基地，从品种、技术、病虫害防治等方面开展科研
攻关，实现各环节单项技术突破，实现玉米不减产、增收一茬豆的技术目标。要加大大豆育
种支持力度和种质资源库建设，加快由“经验育种”向“精确育种”转变，着力提升大豆亩产，
保障种业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我们有信心通过有效措施实现全区大豆单产提升、玉米大豆均衡发展，达到‘藏
粮于地、藏粮于技’的目标，为保障粮食安全作出贡献。”周学超表示。

周学超委员：

由“经验育种”向“精确育种”转变

2023自治区两会

·两会影像

2023自治区两会

·两会问答
2023 年自治区两会上，自治区人大代表、政

协委员们围绕做大经济总量、提高发展质量，谈
感想、说关切、谋举措、话未来，凝聚奋进力量。
通过内蒙古日报·草原全媒推出的两会特别报
道《信心 2023·两会问答》，听听代表委员们的
心声。

信心2023·两会问答

我们要有怎样的雄心壮志？

自治区人大代表 郭天宝：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努力在新能源领域再造一

个“工业内蒙古”让我倍感振奋。科左后旗要坚持
以链式思维抓产业。聚焦肉牛、硅砂、新能源、储能
电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形成产业链向下游延
伸、价值链向中高端攀升的产业发展格局。构建新
能源+增量配电网+现代产业的“n+1+n”产业架
构，打造生产要素成本洼地。我们有底气、有条件、
有信心把经济总量做大，在全区经济总量扩张、晋
位升级中贡献力量。

自治区政协委员 厉建宇：
内蒙古正率先在全国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

新型电力体系，广泛拓展新能源应用场景，提速推
进源网荷储一体化、风光制氢一体化，可再生能源
替代、园区绿色供电等市场化消纳项目建设，推动
新能源全产业链发展。我们有底气、有条件、有信
心把经济总量做到全国中游水平。

信心2023·两会问答

如何往“中国碗”里多装粮、
装好粮、装好奶、装好肉？

自治区人大代表 路战远：
我们要以区域性战略科技力量为引领，逐步提

升农牧业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能力，加快推进国
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优质高效转型；要以重大
科技攻关为突破口，紧紧抓好种子、耕地、生物安
全、农机装备等大事要事，突破一批“卡脖子”技术
难题，强化科技自立自强。

自治区人大代表 张剑秋：
今年我们将抢抓机遇，以自治区“奶九条”为引

领，加快奶源基地建设；以重大项目为抓手，促进全
产业链高质量发展；以伊利现代智慧健康谷为平
台，强化以商招商；以全球乳业大会为契机，推进国
际化战略，打造中国“奶罐”和世界“乳都”，为自治
区奶业振兴和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自治区人大代表 吴喜春：
依托内蒙古大草原绿色、有机的优势资源禀

赋，打好“绿色牌”“有机牌”“草原牌”，把“金字招
牌”擦得更亮，把“奶罐”装得更满、装得更足。

自治区政协委员 王峰：
20多年来，我们成功选育出红安格斯牛，用于牧

区屠宰种牛的改良并进行推广，对于提高生长发育、肉
质品质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得到了牧民的充分认可。
今后履职过程中，将深入基层，加强调研，提出高质量
的提案和调研报告，为自治区畜牧业发展作出贡献。

新故相推，日生不滞。
回望过去五年奋斗路，内蒙古 2400多万各

族人民守望相助，团结奋斗。
各族人民始终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全区

上下凝心聚力抓发展、促改革、惠民生、增团结、
保安全，推动各项事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

发展成果惠及民生、凝聚人心，各族群众安
居乐业、团结一心。

踔厉奋发启新程，满怀信心向未来。至真至
深的内蒙古情怀，根植于精神的沃土。

信心 2023·内蒙古情怀

1 月 15 日，
包 头 市 代 表 团
代表陈立华（左
二）建议，在现
有 基 础 上 提 高
网 格 员 的 工 资
待遇，完善激励
机制，增加网格
员的数量。
本报记者
王磊 摄

1 月 15 日，
鄂 尔 多 斯 市 代
表 团 代 表 兰 鹏
举（中）建议，将
鄂 尔 多 斯 市 具
有 特 色 的 农 畜
产品整合，打造

“鄂尔多斯农产
品”公共品牌，
进行统一推广，
提升知名度。
本报记者
孟和朝鲁 摄

（产品团队：孙一帆 于涛
白雪 怀特乌勒斯 程英军

王磊 冯雪玉 李存霞 贺嘉
琦 徐跃 贾奕村 金泉）

（产品团队：孙一帆 于涛 梁亮 王皓 来春誉 韩晓宇 庄圆 王丽红 马骏驰 杨林枝 刘玉涵 孟和朝鲁 冯雪玉 徐跃 韩雪茹 薛来 金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