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王玉琢 通讯员 郭东昕

5月 1日上午 10点，位于鄂尔多
斯市东胜区“嘉嘉青创 1980老街区”
的各个商铺，像往常一样忙碌了起
来。极具特色的装修风格，再加上浓
厚的老街风情，让这里迅速成为网红
打卡地。

老街区原本是棚改片区，东胜区
通过市场化运作的方式，对平房进行
加固改造，整体出租，构建“家门口的
消费圈”，既盘活了存量资产，又打造
了特色商业地标，拉动了消费。

入夜之后的 1980 老街区，暖心
暖胃的烟火气扑面而来，人们三三两
两欢聚在一起，享受着别样的夜晚。
据介绍，目前，这里每天的客流量近

3000人，营业收入达到20余万元。
“1980 老街区集餐饮、娱乐、美

食为一体，目前营业的商家有 30多
家。”1980老街区创始人尚晓伟告诉
记者。

灯光璀璨，人流如织，叫卖声不
绝于耳……如今，在鄂尔多斯市各地
的大街小巷，可移动“厢车夜市”“长
条桌集市”热闹非凡，城市的“烟火
气”回升，丰富了人们的夜生活。

“城管为摊主想得很周到，贴心
的举措让我们感到很温暖。”在康巴
什区蒙欣商业街，记者见到了准备收
摊的小刘，今年30出头的他，经营着
一个麻辣串摊点。他说，以前四处

“打游击”收入不稳定，现在有了自己
的摊位，月收入稳定在6000多元，心
里也就踏实了。

放开“地摊经济”，并不是不需
要管理，而是需要更高超的管理智
慧，更精准的管理措施，更温暖的管
理服务。

过去一年，鄂尔多斯市坚持在
“保民生、保就业、保稳定”上下功夫，
找准城市管理与百姓生计之间的平
衡点，精准落实纾困政策，大力发展
早夜市经济。

达拉特旗白塔早市设置约 400
个摊点，60%以上是周边农户自产
自 销 产 品 ，从 米 面 粮油到日用杂
货，价格亲民、材料新鲜；鄂托克前
旗着力将马兰花夜市打造成为鄂尔
多斯的“大巴扎”，旺季期间日均接
待市民游客 2000余人次，其中仅烧
烤类摊点日均营业额 1.2 万元；伊
金霍洛旗、杭锦旗、乌审旗、鄂托克

旗等地因地制宜，相继出台了符合
地方特点的疏导措施，在居民聚集
区等符合条件的场所，规划新增一
批便民早市、夜市摊点，为居民群
众休闲娱乐、购买生活物资提供便
捷服务，为本地农副产品就地转化
提供有利条件，更为受疫情影响的
低收入群体和灵活就业人员带来
就业增收的机会。

2022 年以来，鄂尔多斯市新增
4178 个摊位，带动 4.5 万人就业，惠
及群众20余万人。已经回归的城市

“烟火气”，为城市消费市场旺起来、
氛围火起来、信心强起来、商贸动起
来、经济热起来注入新动能，同时在
市容秩序、停车管理、服务群众等方
面实施“五大行动”，走出了一条创新
城市综合管理之路。

城市烟火气 更抚凡人心

□本报记者 巴依斯古楞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叫绮望廊，是
我们景区海拔最高的地方，你们沿着木
栈道就走到顶上了，景色老好看了。”

“五一”小长假期间，赵老汉又干
起了老营生——守景待客。

这不，5月 3日，赵银川老人坐在
绮望廊下面的石阶上，向记者介绍起
了景区。

作为土生土长的多伦人，他的家
紧挨着多伦湖景区的滦源镇三道沟
村。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
几年前，赵银川老人萌生了靠景区增
收的想法，购买了几匹马，开始在景
区里让游客骑乘挣钱。

与别人不同的是，他不会到处找
游客推荐骑马。他相中了绮望廊，每
天早早就骑着马来到这里，坐在景观
台下面守景待客，看到有客人来了，
先介绍景区，再谈“生意”。

“来草原了，不骑马拍照留影多
遗憾啊？”很显然，老人的这句话对内

地来草原的游客有足够的吸引力。
“叔，我是本地的，就不骑了。顺

便问一下，您这项目怎么收费呢？”
“别叫叔，这样把我叫老了，你就

叫我赵老汉就行，反正村里老少都这
么叫。”赵银川老人非常健谈。

就在我俩唠得热火朝天的时候，
旁边停下一台北京牌的房车，车主抱
着孩子前来询价。

“钱不钱好说，孩子高兴了给 20
不嫌少，给50也不嫌多。”

顶多 7分钟，赵老汉不仅让孩子
骑着马拍了照，还牵着马溜达了一

圈，二维码一亮，收入40元。
“您这营销手段可以呀，一天不

少挣吧？”
“多啥呀？今年景区开放后一天

就200来块。也就这几天小长假，来
的游客多了，每天多挣个几百元。”赵
老汉说，“像我这样的无所谓，没有这
份收入，毕竟家里还有地。景区能挺
过这 3年可是真不容易啊。好在一
切都有序恢复了，我都好长时间没看
到这么多游客了。”

“这还没到草原最美的季节呢！
相信今年夏天，我们这儿的旅游能好

好打个翻身仗。话说回来，你不骑马
到湖边走走吗？不收费也可以。”说
着说着，赵老汉又想在记者身上做一
笔买卖。

多伦湖风景区是国家4A级旅游
景区，位于多伦县滦源镇境内，和首都
北京直线距离仅有180公里。烟波浩
渺的多伦湖，像是一块镶嵌在高山和草
原中间的翡翠，山、湖、草原相映成趣。

时至今年，多伦县将进一步提升
多伦湖景区软硬件水平，拟投资
6700万元提升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和
发展业态招商，待年度建设任务完成
后，冲刺创建国家5A级景区，力争实
现锡林郭勒盟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

“零”的突破。
在等赵老汉又做一笔“生意”之

际，记者和多伦县相关部门负责人了
解到如上信息。此时，又挣了 50元
的他高高兴兴地牵着马走了回来。

“今天可以了，挣了不少了，老汉
回家吃饭喽，有时间去家里做客啊。”
和记者道了别，他戴上墨镜，哼着小
曲儿，迎着晚霞慢慢远去……

守景待客的赵老汉

本报锡林郭勒5月3日电 （记者
巴依斯古楞）随着最后一台风电机组
顺利并网发电，正蓝旗唐合新能源 20
万千瓦风电项目工程45台风机于4月
全部完成并网发电，为锡林郭勒盟百
万风电基地年内全容量并网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

在正蓝旗唐合新能源 20 万千瓦
风电场，连片的风机高高矗立，硕大的
扇叶随风旋转。该项目由正蓝旗唐合
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投资建设，该旗
境内规划装机容量20万千瓦，总投资

13.6 亿元，共安装 45 台风力发电机
组。项目于 2022 年 4 月全面开工建
设，历时一年如期完成了目标任务。

近年来，锡林郭勒盟抢抓碳达
峰碳中和与新能源产业发展带来的
重大机遇，进一步发展壮大风电市
场，新能源比例不断提高，发电量逐
年增加。

据悉，该项目建成后，预计年上网
电量超 6亿千瓦时，节约标准煤 20万
吨，减排二氧化碳 50万吨，有效推动
锡林郭勒盟“双碳”目标进程。

正蓝旗唐合20万千瓦风电项目并网发电

本报 5月 3日讯 （记
者 冯雪玉）日前，首家内
蒙古礼物综合实体店进驻
呼和浩特白塔机场，将非遗
及文创产品融合在一起，创
新打造了“内蒙古礼物”实
体店的发展模式。

今年，我区文旅市场发
展态势良好，自治区文旅厅
为全方位打造“内蒙古礼
物”品牌，提升我区非物质
文化遗产及文创礼物的知
名度和可见度，讲好内蒙古
故事，不断满足人民生活需
求。在白塔机场设立“内蒙
古礼物”综合实体店，这也
是“内蒙古礼物”首家综合
实体店，首批上架 1000 多
款产品，涵盖传统工艺、文
创设计等礼物品种，突出

“非遗+文创”特色，通过“线
上+线下”模式，搭建内蒙古
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平台，为
旅游注入更加优质丰富的
文化内容。

以此为开端，自治区文
旅厅将着力推动“内蒙古礼
物”打造“五进”模式，逐步
在各大机场、火车站、酒店、
景区及旅游休闲街区等人
流聚集区域设立实体店铺，
通过市场营销实践，促进非

遗及文创产业化、市场化发展，推动文化
旅游高质量、可持续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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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 日，呼和浩特市民在北国之春花卉中心选购鲜花。“五一”假期，去
花市赏花、采购成为不少市民的选择，呼和浩特一些花卉市场顾客络绎不绝，
三角梅、蝴蝶兰、绣球、君子兰等多种花卉备受青睐。 本报记者 庄圆 摄

“美丽”经济绽放假日

本报呼伦贝尔 5 月 3 日电 （记
者 李玉琢 实习生 温秀华）扎兰
屯市“五一”小长假正值“兴安杜鹃第
一枝”盛开期，吸引了域内外游客慕名
而至，欣赏杜鹃盛宴。据统计，5月 1
日，“五一”小长假进入第三天，“杜鹃
赏花季”人气持续火爆，扎兰屯市景区
接待游客17万人次。

春暖花开，万物复苏，旅游爱好者
纷纷走出家门，尽享美好春光。外地
游客王世奇说：“现在经济条件比以前
好了，可以到各个地方游游山玩玩水，
看看祖国大好河山，心情也好。”

年初以来，扎兰屯市为做好杜鹃
赏花旅游接待工作，以筹备杜鹃赏花
季为契机，加大映山红生态公园基础
设施建设，推出民间艺术展演、摩旅穿
越、塞外音乐节、文旅商贸展等新业
态，设计特色赏花游线路产品。最具
特色的是夜晚的灯光秀，更是吸引了
当地市民和外地旅游爱好者踏着夜色
登顶杜鹃坡，在花色正艳的5月欣赏一
场大自然的视觉盛宴。

映山红生态公园的建设进一步提
升了文旅产业发展，丰富了旅游节日
市场。扎兰屯市文化旅游投资开发有
限责任公司负责人冉春辉介绍：“公园
今年修建了停车场、景区大门等，并对
景区内部分基础设施进行了升级改
造，丰富了景区的业态，进一步提升了

游客的舒心体验。”
“五一”旅游黄金周，扎兰屯市不

仅映山红生态公园内游人如织，百年
吊桥公园、秀水湿地景区、博物馆等多
个热门景区景点也是人潮涌动。

扎兰屯市目前已建成历史博物
馆、中东铁路博物馆、乌兰夫同志纪
念馆、知识青年博物馆、鄂伦春民俗
博物馆等博物馆、陈列馆 12 座。其
中，内蒙古中东铁路博物馆、乌兰夫
同志纪念馆被列为红色旅游重点景
区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国门党建现
场教学点；扎兰屯历史博物馆、各乡
镇少数民族民俗博物馆、陈列馆已成
为民族文化传承基地、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基地，各博物馆
每日全天开放。

扎兰屯博物馆馆长花春利表示：
“通过高标准创建‘博物馆小镇’，扎兰
屯市近年来深入挖掘当地独具特色的
人文资源，打造文化旅游精品，大力开
发文化产业，推进三产融合、文旅融
合、产城融合，全面提升了扎兰屯市文
化影响力。”

旅游要发展，服务是关键。近年
来，扎兰屯市积极打造文旅产品和特
色餐饮，创新消费场景，优化消费环
境。火爆的节日旅游市场带动了全市
餐饮、住宿、交通、购物等关联消费快
速增长，进一步激发了消费活力。

兴安杜鹃开 游客慕名来

扎兰屯开启赏花盛宴

在祖国北疆内蒙古乌兰察布市有一个县城叫兴
和县，这里是中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以盛产大
鳞片晶质石墨而闻名，累计探明资源储量约6500万
吨。然而过去兴和县的石墨产业主要以粗放型开采
为主，缺乏精加工和利用。后来，因一位年轻人的到
来使这个瓶颈问题得以解决，他就是内蒙古清蒙石
墨烯科技有限公司总工程师、集宁师范学院教授、清
华大学博士后安军伟。

说起安军伟的择业，有一个小“插曲”。80后的
安军伟出生在河南省西平县一个叫李堂村的地方。
2012年他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获得博士学位，随后
攻读清华大学核能与新能源技术研究院化学工程专
业博士后并于 2015年博士后出站。毕业后他在北
京找到了有编制的工作，本来能在一线城市过安稳
日子的安军伟，为了热爱的石墨烯材料研究事业，
2016年，辞去北京的工作来到兴和县，出任了内蒙古
瑞盛天然石墨应用技术研究院院长、总工程师。从
此，安军伟踏踏实实扎根北疆，成了一名地地道道的
石墨烯新材料研发急先锋。

来到兴和县，安军伟首先遇到的就是石墨烯因产
量低、价格高而无法大规模推广应用的问题。当时安
军伟和他的团队提出了要把石墨烯的成本降到100倍
的目标。后来安军伟和他的团队用1年的时间研究石
墨烯大规模安全制造技术，2016年12月10日，随着年
产30万吨全球首条低温负压石墨烯生产线正式投运，
石墨烯低成本大规模制造研究方面获得了新突破，生
产线实现了高效快速制备石墨烯，成本也从原来的每
克上百元，降到了每克0.5元。2017年，这项技术获得

“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安军伟和他的团队让兴和县
的石墨烯第一次名声大振，石墨烯从此走出内蒙古。

万事开头难，安军伟刚来兴和时遇到了不少困难和挫折。他说：“刚来兴和我
在当地认识的人少，最大的问题是感觉寂寞，为了打发寂寞的时光我养了两只狗。
后来随着熟人的逐渐增多，这些困扰慢慢得以解决。”

面对这样地广人稀的环境，不服输的安军伟没有放弃他的梦想，没有退缩，反
而越战越勇。一次次推出石墨烯新产品和工艺，一次次创造新业绩，极大地推动了
石墨产业转型升级和向中高端发展。

从事石墨烯相关技术研发工作以来，安军伟先后突破了石墨烯粉体大规模制
造工艺和装备设计难题、锂离子电池用石墨烯碳纳米管导电剂浆料生产线零维、一
维、二维纳米材料界面电荷导致的分散问题、石墨烯亲油超疏水材料在城市厨余废
弃油脂收集和石墨烯生物传感器装备低成本制造技术、规模化安全少水高纯净度
石墨烯氧化物浆料制造及在华为等手机笔记本电脑散热膜上的应用等多项技术瓶
颈。这些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在极端环境条件下保持新能源汽车和手机、电脑等电
子产品的性能方面会起到重要的作用。

从2016年到现在，安军伟主持内蒙古自治区重大专项3项，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24项，制定国家行业标准9项。

安军伟结合内蒙古清蒙石墨烯科技有限公司企业经营实践实际，于2021年投资
1.8亿元建设了年产量2000吨氧化物石墨烯生产线，2022年9月生产线正式建成投
产。该项目一期产能680吨/年，产品可用于锂离子电池添加剂，设计产能一期达产后
销售可达1.2亿元，全部达产后年销售额可达到4到5亿元，利税6000万元左右。

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总会遇到新的问题。大量的高锰酸钾和几十倍重量的浓
硫酸加入，会产生剧烈的氧化反应，在10度以上的温度，或者稍微高几度的温度都可
能引起剧烈爆炸。这给安军伟带来了极大的压力，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迎难而上。

他说：“我的理想是扎根兴和热土，依托乌兰察布石墨新能源工业基础，创建乌
兰察布实验室石墨烯研究院，以高规格的研究平台吸引一批清华北大的热血青年
来内蒙古创新创造，以高水平科技成果推动乌兰察布高质量发展，孵化出高水平科
创板上市企业，造福兴和县的乡亲们。”

安军伟为事业辛勤付出的同时也获得了众多荣誉。他先后获得过“内蒙古自治区
青年创新人才奖”、内蒙古自治区“草原英才”、内蒙古“新世纪321人才工程”第一层次
人才、内蒙古自治区北疆工匠、内蒙古自治区五一劳动奖章等多个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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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呼和浩特5月 3日讯 （记者
刘洋）日前，自治区工程建设项目审批
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公布了
《内蒙古自治区 2022年度工程建设项
目审批制度改革第三方评估评价报
告》。呼和浩特市整体得分 88.64 分，
总体指数综合等级处于全区“A级”水
平，位居全区第一。

近年来，呼和浩特市坚持“全市一
张网、上下一盘棋”，按照全流程、全覆
盖改革要求，大胆实践、精准破题，线上
建成覆盖全市的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
理系统，与各部门业务系统互联互通、
数据共享，实现各类事项100%在线办
理。分级分类优化制定了 14类 42个

“主题式、情景式”审批流程，实现工程
建设项目“精细化管理、精准化服务”。
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以来，累计
完成项目审批 1328个，办件数达 8778
件;线下设立“工程建设项目审批专
区”，将原来跑 25个部门转变为现在的

“一站式”集成主动服务。目前，呼和浩
特市工程建设项目全流程审批事项从
70多项压减到 37项，申请材料由 500
余项缩减至145项，社会投资工程建设
项目审批时限从 208 个工作日压减到
57个工作日以内，政府投资工程建设项
目审批时限从 216个工作日压减到 68
个工作日以内，简易低风险类项目审批
时限压缩至10个工作日内。

跑 25个部门变“一站式”服务

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首府获评全区第一

学先进 勇担当

安军伟在介绍研发的产品。

本报兴安5月3日电 （记者 高
敏娜）5月 1日，集文旅宣传推介、文创
产品展销、特色景点展示、招商引资洽
谈等多功能于一体的阿尔山小院在呼
和浩特市揭牌运营。

此次揭牌运营的阿尔山小院业态多
样、场景逼真、功能丰富，集中展示了阿
尔山市丰富的旅游资源和深厚的文旅内
涵，打造了可沉浸式体验自然风光、乡土
人情、非遗林俗、文化创意等内容的综合
体，可满足不同客群的游览需求。小院
的成立运营将进一步深化呼和浩特市与
阿尔山市的对接交流、资源共享、宣传互
动、信息互通、市场共赢，共促文旅事业
繁荣发展。

活动现场，阿尔山文化旅游开发有

限公司围绕阿尔山旅游资源、优质文旅产
品、招商引资政策等内容进行推介，并与
5家旅行商签署了合作协议。

近年来，阿尔山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
旅游业发展，以创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为
抓手，着力在增强优质旅游产品供给、完善
旅游基础设施和树立旅游形象品牌上下功
夫，让阿尔山成为自驾游的首选地、露营游
的佳选地、度假游的必选地、康养游的优选
地。先后新建升级了“鹿角湾”温泉度假营
地、氧心森林浴道、哈拉哈漂流公园等高水
准旅游产品，打造了啤酒·青坊、“阿尔鹿”文
创店等特色鲜明的旅游业态，高标准筹办
了校友经济论坛、旅游度假大会以及杜鹃
节、圣水节、冰雪节等活动，奋力开创新时
代全市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阿尔山小院在首府揭牌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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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兴安5月3日电 （记者 高
敏娜）近日，“魅力兴安 智汇山海”兴
安盟“新能源+”现代绿色农牧业（鲁豫
专场）产业合作推介暨第二季度集中
签约活动在山东省青岛市举办。活动
中，围绕现代绿色农牧业、清洁低碳工
业、生态文化旅游业、特色商贸物流
业、飞地经济等领域签署项目合作协
议 21个，协议金额达 186.15 亿元，为
兴安盟奋战“二季度”、冲刺“全年红”，
再添活力、再增动能。

活动现场，来自鲁豫地区的 166
位企业和商协会代表齐聚一堂，政企
双方围绕“新能源+”系列合作事宜开

展座谈交流。近年来，兴安盟紧紧围
绕习近平总书记交给内蒙古的五大
任务，着力打造现代绿色农业、清洁
低碳工业、生态文化旅游业、特色商
贸物流业等四大产业板块，积极创建
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和现代畜牧业实
验区。

今年2月份，兴安盟在江苏省南京
市成功举办了浙江专场推介，拉开了
兴安盟“新能源＋”系列活动的序幕。
此次鲁豫专场活动在农畜产品生产和
深加工、风光资源开发利用等方面寻
求合作、实现共赢，开启了兴安盟招商
引资区域合作新篇章。

兴安盟二季度集中签约重点项目 21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