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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河市

回民区

锡林浩特市

阿拉善高新区

本报阿拉善 2月 2日电 （记者 刘宏章
实习生 金晨）近年来，阿拉善高新区积极构建
梯度培育体系，量身定制精准服务，大力推动中
小企业在优势领域精耕细作，促进中小企业“专
精特新”高质量发展，为高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注入澎湃动能。

内蒙古圣氏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作为阿拉
善高新区第一批自治区级“专精特新”中小企
业，自成立以来，一直立足于发展科技创新，凭
借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新颖化的优势，从
造影剂系列中间体合成技术领域突围，在全球
范围做到了坐二望一的市场局面，目前已计划
申报 2023 年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产品主要有 3-氨基-1，2-丙二醇、1，3-二氨
基-2-丙醇、三异丙基硅烷、三异丙基氯硅烷
和 2-氨基-1，3-丙二醇等，其中 3-氨基-1，
2-丙二醇填补了国内空白，对医药及相关行业
有着突出贡献。在国内市场占有率达到 65%，

产品远销美国、印度等国家。通过不断努力，
该企业被国家机构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企
业研发中心也被认定为“自治区级研发中心”。

“我们这个造影剂系列中间体，从开始的间
歇化生产，到现在进化为全自动连续化流程，生
产稳定，在控制方面已经变成了类似石油化工
企业的连续化流程，这在国内是独一无二的 ，
在国际上也基本处于领先地位。”内蒙古圣氏化
学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孙晟中向记者介绍，

“这么多年发展，我们实实在在尝到了科技进步
的好处。目前企业已经在 2022年被批准为自
治区级的‘专精特新’企业，我们积极着手准备
2023年申报国家小巨人企业。”

内蒙古瑞达泰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作为
阿拉善高新区的重点企业，一直以来深耕专
业领域、聚焦关键技术，不断科研创新，于
2022年获得自治区级“专精特新”企业荣誉称
号。据该公司安全环保部部长孟继忠介绍，

该公司主要生产产品为氢氧化钾，产能 15.2
万吨/年，全国占比 36%，全球占比 24%，产品
使用零极距离子膜电解槽技术，是全球先进
技术。生产工艺采用离子膜电解法，年设计
生产能力 15.2 万吨/年，同时生产副产品液氯
9 万吨/年，盐酸 2 万吨/年。现阶段的主产品
氢氧化钾分固体、液体两种，是基础化工原
料，广泛应用于高锰酸钾、碳酸钾、钾肥皂、碱
性电池、化妆品、医药工业、纺织工业、还原染
料、人造纤维、合成橡胶、食品添加剂、冶金加
热剂、皮革脱脂、腐植酸肥料、电镀、雕刻等行
业的生产和制造方面。

据了解，2022年，阿拉善高新区已培育5家
自治区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和3家创新型中
小企业，高新区自治区级“专精特新”企业由 1
家增为 6家，创新型中小企业由 0家增为 3家。
下一步，该高新区将继续坚持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决策部署和自治区、阿拉善盟政府工作

要求，加快培育和发展“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带
动更多中小企业走“专精特新”发展之路，促进
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倾力打造一批创新能力
强、成长性好、具有优势产业特色的“专精特新”
企业，努力营造一流营商环境，奋力开创国家级
高新区创建新局面。

“党二十大报告提出‘支持专精特新企业发
展，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
2023 年，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
神，把‘专精特新’作为推动中小企业高质量发
展的主攻方向，不断完善中小企业服务体系，推
动政策直达快享，继续加强优质中小企业梯度
培育，目前已有 22家中小企业储备入库，争取
年内‘小巨人’及‘专精特新’企业培育取得新突
破，真正把政策红利转化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实
效，推动高新区企业高质量发展。”阿拉善高新
区投资促进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姜凯表示。

““专精特新专精特新””企业为园区注入澎湃动能企业为园区注入澎湃动能

□本报融媒体记者 高敏娜 实习生 王越

眼下，在兴安盟扎赉特旗好力保镇高标准
农田建设项目现场，大型机械来回穿梭，整修机
耕路、挖排水管道、铺设高压地埋线……依然是
一派繁忙景象。

“好力保镇 2022 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共计 28230 亩，新增机电井 181 眼、配套设施
181套；铺设地埋管道 88.26公里；整修机耕路
56.54公里；架设 10kv输变电线路 46.35公里；
改良土壤 28230 亩。”好力保镇分管农牧业工
作负责人张良介绍道。

为端牢粮食安全这碗饭，近年来，扎赉特
旗把高标准农田建设作为保障粮食安全、加
快乡村产业振兴的重点工程，不断改善良田
基础设施条件，加快推进项目建设步伐，努力
打造“田成方、树成行、渠相通、路相连、旱能
灌、涝能排”的高标准农田，巩固提升粮食综

合生产能力，让“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落
到实处。

看着正在平整的 6米宽的机耕路，巴彦扎
拉嘎乡丰产村村民董志强喜上眉梢：“有了这条
路，无论是种地还是秋收，那可方便太多了。还
给我们打了很多井，能解决春旱的问题，我们农
民心里非常高兴。”丰产村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总面积 7000亩，通过土地治理，每亩地能增收
150元，效益十分可观。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方位夯实粮食安
全根基”“牢牢守住十八亿亩耕地红线，逐步把
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通过高

标准农田改造，扎赉特旗以往难以实现机械化
耕作的“巴掌田”变身宜机宜耕、能排能灌、稳产
高产的“整片田”。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三农’工作提出了新
的要求，为我们指明了方向，增强了工作动力和
信心。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可以有效解决项目
区灌溉与排水问题，改善生态环境，保障国家粮
食安全。”扎赉特旗农牧和科技局农田建设监管
股股长洪生库说。

近年来，扎赉特旗持续加大高标准农田
建设力度，让阿尔本格勒镇种粮大户、扎赉特
旗农恒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白占胜得到不

少实惠。“高标准农田有井有水有电，灌溉方
便多了。以前灌溉需要用发电机，烧柴油，一
天得花费 500元到 600元，现在用电一天花费
100 多元，成本减少了，产量提高了。”白占胜
说。

目前，扎赉特旗已建成高标准农田 218.21
万亩。2022年，扎赉特旗在音德尔镇、好力保
镇、巴彦扎拉嘎乡等 8个乡镇 21个嘎查村推进
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16万亩，总投资22400万
元，实施的灌溉排水、田间道路、农田防护与生
态环境保持、农田输配电、农田土壤质量提升等
工程，已全部完工。项目实施后，提高土地抗旱
排涝能力 30.3万亩，玉米每亩可增产 100斤以
上，实现年增产1515万斤，农民年增收3030万
元。

粮以田为基，农以田为本。扎赉特旗高标
准农田建设项目改善了农业的生产条件及生态
环境，使“低产田”变成稳产高产的“丰产田”，让
农民体验到了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惠。

农田农田““高标准高标准”” 稳粮稳粮““底气足底气足””

本报锡林郭勒2月2日电 为充分发
挥党费使用传递组织温暖、解决实际困
难、凝聚党心民心的政治效应，锡林浩特
市委组织部转拨盟委组织部下拨党费、匹
配代市委管理党费共计52万元，专项用于
支持全市17个苏木镇场党委、街道党工委
科学精准开展防控“暖心行动”。

据了解，此笔党费主要用于以下三个
方面：一是为嘎查（社区、分场）暖心服务
小分队开展防控工作提供基础保障，包
括为行动不便、出行困难的特殊群体代
配代买急需药品、生活物资，以及解决水

电气暖基础设施安全隐患问题等服务，
提供必要的医疗防护、防寒用品和实用
工具等物资保障。二是处理突发状况、
提供紧急救助，主要保障独居老人、困境
儿童、孕产妇、残疾人、慢性病患者等重
点群体急需的生活和医疗需求。三是结
合春节重要时间节点，走访慰问基层一
线工作人员和医务工作者、志愿者等，补
助帮扶因新冠病毒感染而遇到生活困难
的党员、群众。

（融媒体记者 毕力格巴特尔 实习
生 高娃）

拨付专项党费 助力暖心行动

本报呼和浩特 2月 2日讯 由政府
引导、企业主导、第三方专业团队运营的
呼和浩特市回民区大健康产业园项目日
前正式揭牌启动，助力地区大健康产业集
聚发展。

回民区大健康产业园主要功能包括
搭建大健康产业园综合服务平台，通过
线上组织大健康产业联盟，对相关产业
的创业群体进行线上孵化，对入区企业
进行人才、就业、资金等各类服务；引进
区外京津冀、长三角等全国范围内经济
圈大健康类企业建设区域性总部基地和
区域结算中心；设立专项资金，建立科技
研发、科技转化基地，成为众多医疗企业

的孵化器，培育壮大企业的经营规模；组
织承办全国性、地区性的包括医疗器械
等大健康类产品的展示会及交流会，搭
建展示平台。

2022 年以来，回民区全面落实呼
和浩特市第十三届委员会第五次全体
会议暨全市经济工作会议和“两会”精
神，聚焦“强首府”工程，全力打造首府
现代化消费中心，盘活闲置楼宇，发挥
区域集聚医疗资源、医疗企业的优势，
推动总部经济落地，使“过路经济”转
化成“落地经济”，打造大健康产业园
项目。

（融媒体记者 王雅静）

启动产业园助力大健康产业集聚发展

本报呼伦贝尔2月2日电 根河市日
前被内蒙古自治区绿化委员会办公室、内
蒙古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确认为第二批

“自治区森林城市”创建单位。
根河市作为纯林业城市，全市森林面

积 184万公顷，森林覆盖率 91.75%，自然
保护区和湿地面积近 3千平方公里，占全
市面积的 13.6%，是中国森林覆盖率最高
的县市，也是国家重点森林生态功能核心
区，更是中国北方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

近年来，根河市始终坚持“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理念，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加强森林生态安全建设“四个着
力”的明确要求。依托得天独厚的森林资
源、冷资源、人文情怀优势，规划构筑“一
核、两轴、两极点”的空间布局结构，按照

“森林之城、驯鹿之乡、养生胜地、中国冷
极”的森林城市建设规划定位，着力打造
林水相依、林路相依、林居相依的城市森
林复合生态系统，营造绿色安全的生产空
间、健康宜居的生活空间、优美完备的生
态空间。

（融媒体记者 李玉琢 实习生 潘
晓梅）

创建“自治区森林城市”

扎赉特旗

达茂旗

海南区

【图说一线】

伊金霍洛旗

本报鄂尔多斯2月2日电 为消除冬
季专用线行车安全隐患，中铁十五局集团
轨道交通运营公司包神铁路运输处开展
专用线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强化专用线行
车安全管理。

为深入贯彻落实公司安全环保整治方
案要求，针对专用线装车任务紧、专用线防
冻液和抑尘剂线路积存严重导致部分线路
结冰、污染严重的现状，专用线车站组织装
车站、洗煤厂、平煤队、天隆公司等相关部
门负责人开展专用线联合排查整治工作。

此次排查整治重点对部分装车塔线路结
冰、防冻粉、煤泥进行集中清理。

同时，重点对专用线的抑尘剂、装车
筒仓、防冻液、煤矿输送带、隧道、照明设
施等进行逐一检查，尤其对喷淋设备、导
流槽、回收井等设备设施进行检查，并根
据现场冬季作业特点输送带结有悬冰的
安全隐患，制定了防范措施，进一步规范
专用线作业安全办法，优化分工，确保行
车安全的基础上不断提高装车效率。

（项建伟）

开展冬季专用线隐患排查整治

□本报融媒体记者 刘向平
实习生 沈玥

达 茂 草 原 上 处 处 充 满 生 机 活
力。2022 年，达茂旗实施亿元以上
重 大 项 目 69 个 ，总 投 资 702.4 亿
元。截至年底，项目全部开复工，完
成投资 144.9 亿元，投资完成率达到
105.9%。

在三合明矿业公司施工现场，施工
人员正在进行钢筋绑扎工作，车辆机械
往来穿梭，凛冽寒风中，热流涌动。“虽
然现在天气寒冷，但我们项目建设仍在
继续。”三合明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负责
人说。

今年以来，达茂旗紧紧扭住“重
大项目”这个发展关键，实招频出：
抽调精干力量组成工作专班，及时
跟进项目建设任务落实；强化清单
项目台账管理，逐项梳理前期手续
办理情况……各部门单位推出一揽
子“硬核”举措，将工作着力点向前
移，早安排、早动手，按下“快进键”、
跑出“加速度”。

统筹重点工程，组织工作有序、推
进措施有效、服务保障有力，全旗呈现
出“比学赶超、争先进位”的浓厚氛围，
一个个重点工程、生产项目春节不停
工、节后快复工，建设者们抢工期、保进
度，繁忙景象随处可见。

包钢（集团）三合明矿业有限责任
公司董事长、党支部书记樊学豹说：

“正是在旗政府、旗各主管部门落实
‘一企一策’的大力支持下，项目建设
顺利完成了采矿权延续、项目立项核
准、地质勘探等一系列重点工作，为我
们项目后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目
前，项目井巷施工招标完成，三通一平
完成，计划今年 4月开始施工，预计建
设期3年。”

人 勤 春 来 早 ，奋 进 正 当 时 。 今
年 ，达 茂 旗 计 划 实 施 重 大 项 目 57
个，总投资 442.47 亿元，计划完成投
资 164.17 亿元。为更好推动项目建
设全速前进，达茂旗组织开展项目
手续办理联审联批集中攻坚行动，
做到“能批尽批、能审尽审、能快尽
快”。抢时间、抢机遇、抢要素，全旗
上 下 正 在 努 力 为 项 目 建 设 扫 清 障
碍、畅通脉络。

项 目 建 设 迎 春 来

□本报融媒体记者 郝飚

近日，走进位于乌海市海南区的全
国文明村——赛汗乌素村，文明和谐之
风扑面而来。平坦整洁的街道向村内
延伸，崭新的农家小院一字排开，精心
绘制的文化墙吸引路人驻足观看。

从前，赛汗乌素村是个名不见经传
的小村，基础设施落后，产业发展规模
小。而今，赛汗乌素村村民不仅靠种养
殖业和发展乡村旅游过上了富足生活，
而且曾经脏乱差的村庄也旧貌换新
颜。赛汗乌素村还先后荣膺全国乡村
旅游模范村、全国文明村、全国“一村一
品”示范村镇、内蒙古自治区“宜居乡
村”等众多荣誉。

改变的不只是村容村貌，更有人的
精神面貌。“村庄漂亮了，人们的心也敞
亮了。在村里，乱扔垃圾的少了，家庭
不和的少了，村民之间的矛盾也少了。”
驻村工作队队员刘占林说，陋习少了，
文明蔚然成风。在文明乡风的影响下，

“最美家庭”“孝顺儿媳”成为村中的美
谈。

如今在海南区各乡村，文明已成为
村民的自觉，淳厚的文明乡风也越来越
浓。

在美丽乡村建设中，海南区坚持
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为根本，通过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主题广场以及绘制图文并茂的文
化墙等方式，大力宣传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引导村民将点滴的文明
行动化为常态化的行为习惯；同时，
以思想价值引领为出发点，围绕文
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建设，
把 新 时 代 文 明 实 践 所（站）打 造 成

“传播思想、实践文明、成就梦想”的
百姓之家。

同时，海南区充分发挥先进模范
在乡风文明建设中的倡导作用，广泛
开展“文明家庭”“身边好人”等先进
典型创评活动，并注重发挥农区优秀
基层干部、道德模范的示范引领作
用，通过定期组织群众开展道德模
范、身边好人好事宣讲活动，让他们
的言行垂范乡里，涵育文明乡风。

美丽乡村孕育文明乡风

用
山
风

用
山
风
﹃﹃
点
亮
点
亮
﹄﹄
华
灯
华
灯
□本报融媒体记者 李新军
实习生 王庆文 徐桐 摄影报道

近日，呼伦贝尔扎兰屯市中核古里金风电场至国网岭
东500千伏变电站220千伏送出线路并网反送电成功，标
志着扎兰屯市用山风点亮华灯的生态发展愿望成为现实。

线路全长 6.97公里，担负着扎兰屯中核古里金风电
场、协合风电场两个风电项目总装机容量299兆瓦的送出
重任，预计年送出绿色电能9.299亿千瓦时，每年可减排二
氧化碳76.08万吨。

“这条线路不仅加快了扎兰屯地区能源资源优势转
型，同时满足了地区绿色电能增长和‘双碳’工作要求。”国
网呼伦贝尔供电公司副总经理苏林华介绍。

安装工人安装工人
在极寒中安装在极寒中安装
导线导线。。

架 设架 设
220220 千 伏 清千 伏 清
洁能源送出洁能源送出
线路铁塔线路铁塔。。

技术员检查并网设备安装情况技术员检查并网设备安装情况。。

变电站员工在主控制室内操控合闸并网变电站员工在主控制室内操控合闸并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