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蔡冬梅

近日，包头市组织召开了一场不寻
常的高质量发展大会，中国二冶集团公
司来了，内蒙古北方重型汽车股份公司
来了，包头铝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来
了……45家重点与包钢合作企业和重
点用钢企业都来了！他们代表的是包
钢拥有的9万多户上下游产业链供应商
和客户。这场会议的主题很明确:全力
推进钢铁产业链协同发展，在推动企业
高质量发展中实现包钢高质量发展。

自1959年一号高炉出铁至今70年
来，包钢集团奋发进取，为自治区和我
国现代化建设贡献了积极力量。如今，
包钢集团拥有“包钢股份”“北方稀土”

两个上市公司。截至目前，资产总额预
计2065亿元；投产以来，累计实现利税
1110 亿元以上。在 2022 年中国企业
500强中，包钢集团位列203名。

包钢在包头市经济社会发展中具
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包头市委、政府始
终将包钢集团发展放在重要位置，专门
成立协同推动包钢集团高质量发展工
作组，着力推动破解包钢集团发展中的
问题困难，全力推动打通制约包钢集团
发展的堵点难点。同时，要求全市各旗
县区工业园区和高新区要根据本地产
业发展特点和发展方向，深入谋划探索
与包钢集团进行产销对接和协同发展
的思路办法、路径方式，打通本土供需
瓶颈堵点，推动形成“包材包用”合作模
式，把“包你满意”“包你放心”营商环境

落在实处。
会上，参会各大企业代表踊跃发

言，纷纷表达对共同推进高质量发展的
期待与合作共赢的信心。会议现场，包
钢集团分别与美科新能源公司、内蒙古
北方重型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产业
链协同合作框架协议；与天顺风能设备
有限公司、内蒙古特变电工能源装备有
限公司、内蒙古丰洲材料有限公司签署
产业链协同战略合作协议。

作为唯一的驻包建筑央企，中国二
冶集团与包钢同根同源，情如兄弟。50
年代，二冶就成为齐心协力建包钢的主
力军，在几十年的生产经营发展中，二
冶集团承担了大部分包钢基建技改工
程建设任务，为包钢集团成为国家大型
钢铁生产基地之一和全国最大的稀土

生产科研企业作出了突出贡献。
“服务包钢、发展包钢也是二冶集

团加快自身发展、巩固冶金市场的客观
需要。我们将以冶金建设国家队的优
势，对接好包钢多项绿色冶炼升级改造
项目、稀土新建及技改项目，为巩固自
身冶金业务争取更多的市场份额。”中
国二冶相关负责人表示。

志同者相聚，道和者共谋。内蒙古北
方重型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北方股份与包
钢集团至今已有21年的合作历史。特别
是经过包括包钢和北方股份在内多家企
业的共同努力，包钢白云鄂博铁矿建成
了露天矿山5G无人驾驶矿车的标杆矿
山，赢得了国内外的瞩目。去年，在包
头市委、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北方股份
与包钢集团强强联合， ■下转第4版

45家重点合作企业同心 9万多户供应商和客户协力

一场大会，汇聚包头钢铁产业发展新动能
“五个大起底”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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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研究要想取到“真
经”，就要回归调研的“本
真 ”。 如 果 把 形 式 搞 复 杂
了，不仅难以看到“真景”、

听到真话，还会损害党的形象、招致群众反感。
首先，调研程序要最大限度精简。内容、时间、地点、人员

确定后，就要直奔现场、直插一线，到实地查看和访谈，能不开
会的就不要开会，能不听汇报的就不要听汇报。“官样的”会议
开多了、汇报听多了，很难察到原生态的真实情况、拿到第一
手的资料。“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下去搞调研，要多面对
面地同生产一线的干部群众交流，不要让别人当“二传手”。

其次，调研人员要最大限度精减。现在有一种不好的现
象，有的干部下去调研，前呼后拥，呼呼啦啦一群人，不仅消耗
了基层的精力，还造成了资源的浪费。毛主席当年搞调研往
往是拿起雨伞就走，习近平总书记在地方工作时经常一个人
骑着自行车下去调研。要把轻车简从、减少陪同作为常态，需
要什么人就带什么人，不需要的人坚决不带。不摆“官架”，不
耍“官腔”，才能听到真话、看到实情。

调研的形式要简化，但调研的内容不能缩水。来去匆匆、
走马观花，往往只会看到表象，很难识得“庐山真面目”，要静
下心、沉住气，有的还要拿出十天半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蹲蹲
点。抓工作可以突出重点、以点带面，但搞调研不能以点代
面、以偏概全，要注重对象选择和活动过程的全面性，避免出
现“管中窥豹”“一叶障目”的现象。

简化调研形式，怎么方便就怎么来，怎么有利于发现和解
决问题就怎么来，这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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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乌海 4月 5日电 （记者 郝
飚）“五个大起底”专项行动全面启动以
来，乌海市自然资源局紧盯目标任务，向
批而未供土地和闲置土地果断亮剑，建
立“一地一策”台账，分类制定处置措施，
加强跟踪督导落实，让沉睡的土地“活起
来、用起来、动起来”，切实发挥好土地要
素的保障作用。

2022年，乌海市消化了批而未供土
地 141.06 公顷，完成年度消化任务的
153.14%；处置闲置土地 22.56 公顷，完
成年度消化任务的350%。

2023年，自治区下达乌海市批而未
供土地消化任务133.33公顷，闲置土地
处置任务13.33公顷。乌海市以等不起
和慢不得的使命感、缓不起和拖不得的

责任感，从上到下共同发力。乌海市自
然资源局迅速行动，向难而进、破难而
行，有效分解任务，细化工作举措，精准
分析、分类施策，逐宗土地制定时间表和
路线图，为全面解决批而未供、闲置土地
问题使出“杀手锏”。截至 3月底，乌海
市已消化批而未供土地 65.47 公顷，完
成年度消化任务的49.11%，预计 6月底
前完成全年任务；处置闲置土地 35.31
公顷，完成年度消化任务的264%，2023
年度任务已超额完成，“十四五”期间剩
余任务完成率99.29%，预计 6月底前完
成全部“十四五”期间剩余处置任务。

“让沉睡的土地‘动起来’，就能让停
滞的项目‘跑起来’，更能让新项目落地

‘快起来’。” ■下转第4版

乌海：“一地一策”激活沉睡土地资源

□人民日报评论员

“这次主题教育要牢牢把握‘学思
想 、强 党 性 、重 实 践 、建 新 功 ’的 总 要
求。”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

习近平总书记对开展主题教育的总要
求作出深刻阐释。学思想、强党性、重
实践、建新功，体现了我们党认识与实
践相结合、理论与实际相联系、改造主
观世界与改造客观世界相统一的一贯
要求，是一个紧密联系、相互贯通、内在
统一的整体，要把这一总要求贯穿这次

主题教育全过程。
党的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理论武

装就要跟进一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开辟了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内容涵盖改
革发展稳定、 ■下转第4版

牢牢把握“学思想、强党性、重实践、建新功”的总要求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主题

教育工作会议上重要讲话

□本报记者 薛来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
中餐，粒粒皆辛苦。”

这首耳熟能详的唐诗，道出粮食的
来之不易。

五谷者，万民之命，国之重宝。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粮食安全是事关人类生存
的根本性问题，减少粮食损耗是保障粮
食安全的重要途径。

巴彦淖尔市作为产粮大市，做好全
链条节粮减损，意义重大，大有可为。
近年来，该市加大农业科技投入力度，提
升农业生产服务水平，开展节约粮食行
动，推动粮食“种收运储加销”各环节节
约减损取得实效，更好稳住国家粮食安
全“压舱石”。

从种到收，农技减损实力强

春风激荡，农机轰鸣。连日来，巴彦
淖尔市临河区狼山农场广阔的田野中，
数台安装着北斗导航系统的播种机在田
间穿梭。随着播种机的匀速前行，种子、
肥料同时被均匀播撒在土壤里。

“传统播种机经常出现复种和漏种

现象，既浪费种子又不能保证质量。”农
机手方龙向记者介绍，“给拖拉机安装上
北斗导航系统，只需设定好线路和地块
数据，播种机就能进行直线播种，每千米
偏差不超过 2厘米，不但提高了播种精
准度和种植效率，还能从源头上减少种
子浪费。”

在临河区城关镇蓿亥村，农技特派
员樊秀荣正在指导农户调试播种机的播
种量和施肥量。“每年春耕，农技特派员
都要来指导我们如何选购种子，怎样科
学使用化肥，如何使用新型农药进行病
虫害防治，这对后期增产起了关键作
用。”村民李宽云说。

“做好病虫害防治，本身就是节约减
损粮食，”樊秀荣告诉记者，临河区是农
业农村部确定的国家级现代农业示范
区，今年要推广新的种植技术，以节约种
子提高单产，增加农民收入。

以前，每到收获季节，人们总会到田
里拾麦穗，捡玉米棒子。如今，这一场景

在很多地方已成为历史。
在内蒙古禾兴农牧业有限公司院

内，停放着 2 台籽粒直收型玉米收割
机。“这玩意可不赖，一台 100 多万元
呢！”公司总经理白恩泽爱惜地抚摸着机
身说，“原来的掰棒子机容易丢棒子，而
籽粒直收机可以将棒子直接脱粒，亩均
减损150斤以上。”

节粮减损，农技先行。目前，巴彦淖
尔市农机总动力达 640万千瓦，农作物
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 85.9%，杭锦
后旗等 5个旗县区荣获“全国全程机械
化示范县”；231名农技特派员活跃在田
间地头，大力推广“12396服务热线+科
技特派员”“科技特派员+科技小院（园
区、基地）+新型经营主体+农牧户”等服
务模式，着力提升农业科技社会化服务
效能，为粮食减损增产作出突出贡献。

从运到储，止漏防霉招数硬

收粮时载重40吨，到加工厂却少了

400公斤小麦。时隔多年，内蒙古恒丰
集团副总经理刘勇仍旧记忆犹新。

“早些年将小麦直接装车后，会从车
斗缝隙漏粮，后来改用袋装运输，但袋子
的边角又会‘卡粮’，粮车到了加工厂后，
40吨小麦会减损1%至2%。”刘勇说，为
减少粮食损失，集团购入密封式物流车，
漏粮现象从此杜绝。集团还与所属物流
公司达成 1‰的损失率约定，如果损失
率超标，集团则对物流公司进行考核，以
此强化运输责任。

这几天，孙长峰正在做玉米种植前
期准备工作，今年他要种植 500 亩玉
米。“要是往年，总担心天阴下雨，可不敢
这么扩大规模。”作为乌拉特前旗小佘太
镇大十份村增隆昌社的种粮大户，孙长
峰的底气源于家门口的玉米烘干塔。

长期以来，村民均以传统方式晾晒
粮食，不仅受到天气、晒场、人工等因素
制约，还极易造成霉变。为此，小佘太镇
党委、政府积极争取项目资金 500余万
元，建成仓储6000吨玉米库房和一次烘
干 600吨玉米的烘干塔，有效解决了农
户的玉米加工、脱粒、晾晒、仓储等难题。

运得好，烘得好，还要储得好。在临
河区车站粮库， ■下转第4版

农技加持“种收运储加销”各环节

全链条节粮减损让中国碗多盛“河套粮”
推动五大任务见行见效

4月 3日，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科学院“甜菜提质增效绿色栽培创新人才团队”正在对实验甜菜苗进行测量。该团队
近 3 年累计开展技术培训 140 余次，培训技术人员及种植大户 21882 人次，带动了区域甜菜种植积极性，提高了甜菜科学
种植水平，推动我区甜菜产业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孟和朝鲁 摄

科技为甜菜增产提供保障
本报通辽4月 5日电 （记者 郭

洪申 通讯员 王阳 宋小伟）起垄、
施肥、铺设滴管、铺膜、播种一气呵成，
整齐划一，一亩地只需 40-50 分钟就
能完成播种全过程。4月 5日，通辽市
奈曼旗大沁他拉镇在萝卜种植示范基
地开始了春耕。

“北斗导航无人驾驶全程机械化智
能播种最大的好处，就是种子与种子之
间保持了足够的空间距离，避免了相互
间的争水抢肥，且后续不用再间苗，避
免了毛根损伤可能引发的畸形、裂根、
弯曲等情况。”基地负责人薛洪巍介绍，
全程机械化种植胡萝卜可节水 50%以
上、节约种子近一半、节省人工成本
50%以上，种出来的胡萝卜条形粗细均
匀、卖相好，商品率高。

近年来，经济作物受到越来越多

的种植户青睐，奈曼旗甜菜、红干椒、
萝卜等经济型农作物种植面积达到
28.3 万亩。2022 年，内蒙古蒙东高新
集团在大沁他拉镇进行 200亩胡萝卜
和腌制白萝卜试验种植，全程机械化
播种采收取得成功。今年，该企业流
转 4000 亩土地，一茬种植胡萝卜，七
月份二茬再种植腌制白萝卜，计划出
口韩国。

薛洪巍表示，下一步将加大机械化
精量播种技术推广力度，积极协调相关
配套设施，力争明年萝卜种植面积扩大
到1万亩以上，推动农业机械化向高质
高效升级，助力乡村振兴。

据了解，截至2023年，奈曼旗农机
综合机械化率为90.7%，注册登记拖拉
机 27299台，有 15535人持有拖拉机、
联合收割机驾驶证。

北斗导航+无人驾驶

奈 曼 旗 开 启 智 能 春 耕

本报4月 5日讯 （记者 霍晓庆）
近日，自治区林草局与蚂蚁集团签署战略
合作协议，未来3年，蚂蚁集团将为内蒙古
浑善达克规模化林场试点建设捐资1亿
元，用于林草生态修复和保护、沙化土地
治理，助力林草产业发展和农牧民增收。

根据协议，双方将按照“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创新驱动、合作共赢”的原则，在生
态保护、绿色低碳、数字经济、普惠金融、政
务服务、民生改善等领域，进一步拓展合作
空间、完善合作机制、提升合作成效。

据了解，2016年以来，蚂蚁集团实施

“蚂蚁森林”公益造林项目，通过中国绿化
基金会为内蒙古生态建设捐资超过7亿
元，在阿拉善盟、鄂尔多斯市、巴彦淖尔
市、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市、兴安盟、赤
峰市、通辽市、锡林郭勒盟9个盟市35个
旗县区栽植梭梭、沙柳、花棒、沙棘、红柳、

杨柴、柠条、榆树、樟子松、云杉、胡杨等树
种超过1.4亿株，面积超过150万亩。

今年植树节期间，自治区林草局联
合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蚂蚁集团发起了

“春天守护 亮丽内蒙古”活动，超过1亿
人次在手机上为云杉“浇水”。“蚂蚁森林”
根据网友们的“浇水”总量，将于 4月 22
日“世界地球日”在内蒙古浑善达克规模
化林场克什克腾旗分场种植 4.4万棵沙
地云杉。

蚂蚁集团将为浑善达克规模化林场试点建设捐资1亿元

本报 4月 5日讯 （记者 高慧）记者
从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获悉，一季度中国铁
路呼和浩特局货物发送量完成 6378.3 万
吨，日均装车 10788车，货运发送量和日均
装车保持高位运行。

开年以来，随着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加
快，带动煤炭等大宗能源物资运输需求增
加，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开展货运增量和电
煤保供攻坚战，主动衔接煤炭中长期运输重
点客户和重点保障企业，建立电煤应急保供
联动工作模式，每日沟通电煤存量和消耗情
况，优化运输组织，制定电煤“装车日历”。
同时用足唐包、浩吉等煤运通道能力，全力
组织西煤东运、北煤南运，日均开行煤炭万
吨列车 29列，全力保障京津冀、长三角、东
三省等20多个省区市电煤供应。

为保障群众生产生活等物资运输需求，
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持续深化铁路运输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大粮食、化肥、牛奶等重
点农产品运输服务保障力度，全面提高铁路
运输服务的普惠性、均衡性、可及性。在服
务建设国家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方面，中国
铁路呼和浩特局深挖集二、临策铁路通道运
输潜能，持续扩大二连、策克等铁路口岸过
货量，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提供运输支
撑和优质产品。

一季度草原铁路货物
发送量保持高位运行

本报鄂尔多斯 4 月 5 日电 （记
者 郝雪莲 实习生 李文虎）近日，
居民焦云在鄂尔多斯市东胜区政务服
务中心工作人员的全程帮办代办下，成
功办理了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至此，
东胜区经营主体数量累计突破 10 万
户，成为自治区首个存续经营主体达
10万户的旗县级城市。

近年来，东胜区行政审批和政务服
务局紧紧围绕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
营商环境的决策部署，聚焦助企纾困减
负，全力推进“证照分离”改革，放宽市
场准入，降低企业成本，推动东胜区经
营主体数量快速增长，从 2013年至今
的10年间，经营主体数量翻了6番。

东胜区政务服务中心充分运用数
字化手段打通业务链条和数据共享堵
点，对“商事登记、刻章、社保、医保、税
务、公积金、银行”等业务实行“一站式、
一次跑、一条龙、一专区”办理，构建起
全流程免费帮办代办企业开办模式；依

托“一枚印章管审批”新模式，企业开办
精简审批事项 8 项、优化审批环节 2
个，压减办理时间至0.5个工作日，极大
激发了经济发展内生动力；全面推行新
开办企业“大礼包”服务，通过与行政审
批和政务服务局合作的银行机构买单，为
700余家新开办企业免费提供印章，累计
节约开办成本10余万元，受到企业广泛
好评；开设“政银合作”企业开办银行帮办
服务点，免费为群众提供开办申请、营业
执照打印、银行开户等“全流程”“一站
式”服务，实现企业新开办“零成本”。

东胜区行政审批和政务服务局副
局长王琛舆介绍：“为全面深化‘放管
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我们出台了
一系列针对性强、含金量高的惠企政
策，让各类经营主体成为东胜区全面
激发新发展动能的重要载体。下一
步，我们将继续放宽市场准入，全力推
进商事制度改革，确保经营主体快增
长、稳增长、保增长。”

东胜区经营主体 10 年翻 6 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