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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兰察布

本报乌兰察布 6 月 4 日电 （记者
海军）近日，乌兰察布市柠条种植平茬示范
现场观摩会召开。会议通过对柠条产业从
造林到深加工的全产业链进行全面系统的
观摩，为各旗县市区统筹做好柠条栽植、平
茬抚育、饲料加工等工作提供有益借鉴。
此次现场观摩会的召开，拉开了乌兰察布
市做好柠条“文章”、助力乡村振兴的序幕。

据了解，乌兰察布市现有柠条灌木林
地1200万亩，其中可利用面积500万亩；
现有柠条加工企业30家，总注册资金2.3
亿元，其中年产量达到 3000吨以上的有

9家。在此基础上，该市为切实保护好、
发展好、利用好全市柠条灌木林资源，推
动畜牧业和柠条产业融合发展，促进农牧
民增收，制定了乌兰察布市柠条资源生产
经营利用实施方案。按照方案，2023年
至 2027 年，该市计划种植柠条灌木林
100万亩；完成平茬 250万亩，生产饲草
料 30万吨。通过以上计划的实施，该市
在改善生态环境的同时，提高柠条资源利
用率，以柠条产业服务于肉牛、肉羊、奶牛
等养殖产业，实现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
化融合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编织柠条“绿色”产业链

锡林郭勒

本报锡林郭勒 6 月 4 日电 （记者
张璐）近日，锡林郭勒盟举办“相约草原·
锡望有你”主题活动，发布系列惠民惠企
政策，推出9条夏季畅游锡林郭勒旅游精
品线路。同步启动锡林郭勒千里草原风
景大道打卡集章赠礼、旅游线路推介签约
仪式。举行了自驾车游草原多伦站发车
仪式、多伦县300公里最美风景大环线马
术穿越等具有鲜明地方文化特色的活动，
不仅丰富了游客的旅游体验，也有助于游
客了解地方传统艺术形式、感受当地深厚
的文化底蕴。

锡林郭勒盟的旅游业一头连着“诗和
远方”，一头连着游客的幸福生活。为把
锡林郭勒打造成一个懂游客、宠游客、暖
游客的草原生态旅游目的地，此次“相约
草原·锡望有你”主题活动更是推出“旅游

N有”政策，为天南海北的朋友送上最“浪
漫”的诚意。联合华程国旅集团共同推出
了100万元的旅行优惠券，发放机票优惠
券 2000张、旅游优惠券 1000张、酒店和
景区门票优惠券10000张。

“当前，锡林郭勒盟乘势而上抢抓
文旅产业快速恢复机遇，坚持以文塑
旅，以旅彰文，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
合发展，深耕全域、全季、全业文章，全
力打造自驾游的首选地、露营游的佳选
地、度 假 游 的 必 选 地、康 养 游 的 优 选
地。”锡林郭勒盟文体旅游广电局局长
何明鉴说，通过举办男儿三艺、自驾穿
越、旅拍露营、搏克超级联赛等活动，不
断提升“辽阔草原·锡林郭勒”的旅游知
名度和影响力，开创锡林郭勒盟旅游业
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旅游 N 有”送上浪漫与诚意

巴彦淖尔

本报巴彦淖尔 6 月 4 日电 （记者
薄金凤 实习生 陈立坤）近日，记者从
巴彦淖尔市交通局获悉，今年全市计划完
成交通运输固定资产投资 40亿元以上，
开工建设公路1360公里，其中，实施农村
牧区公路900公里，推动较大人口规模自
然村通硬化路、旅游路、产业路和联网路
等农村公路建设。

在乌拉特后旗青乌一级公路施工现场，
平地机、装载机等大型机械正在进行砂砾垫
层施工作业，各个施工环节有序推进。“工程
建设规模54.67公里。全线采用双向四车道
一级公路标准，设计车速80公里/小时。”该项

目经理孙向阳介绍。青乌一级公路起点位于
乌拉特后旗青山镇西补隆村，终点位于乌盖
苏木，项目所在地各类矿产资源分布广、品质
高、储量大，仅有色金属矿藏量就约占全区的
50%以上。目前，乌拉特后旗80%以上的工
矿企业在该项目沿线分布，项目建成后，对加
快该旗开发利用矿产资源和资源转换具有重
要意义。“截至4月底，续建项目已开工建设，
完成投资715万元，新开工项目正在开展施
工招标工作，计划6月中旬全部开工建设，进
一步完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构建现代综合
交通运输体系，助力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市交通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40 多亿投入公路建设

□本报记者 郝飚

乌海市因煤而兴，缘煤而建。曾
几何时，单纯的挖煤卖煤是这座城市
煤炭行业的真实写照。而如今在乌
海市，煤的产业链在延长、价值在提
升，一块普通的煤炭正在变化出更多
种可能。

从煤到透明的 BDO(1，4-丁二
醇）再到可降解材料，在乌海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乌达产业园的内蒙古
东源科技有限公司中控室样品展台
上，直观展示了煤炭“由黑变白”的惊
艳转身。

BDO是一种重要的基本有机化
工和精细化工原料，其衍生物可应用
于医药、可降解塑料等领域。作为自
治区唯一一家建成投产的BDO生产
企业。内蒙古东源科技有限公司通
过引进全球领先BDO制备技术，以乙
炔为原料的炔醛法生产路线生产

BDO。在这过程中，煤炭和石灰石等
资源身价倍增。

“投资可降解材料循环项目，依
靠于乌海已经形成的‘煤化工’和‘乙
炔化工’两个具有明显区域性竞争优
势的产业集群，可降解材料项目就是
基于这一产业优势上‘两化高度耦
合’的产物，由此也带来了产能和成
本优势。”内蒙古东源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总经理朱庆和说，企业通过持续
补链、延链、强链，持续高强度科技投
入，正在构建“煤—电—石灰石—电
石—BDO—可降解塑料—可降解聚
酯产品”这条完整产业链。

煤的变化不止于此。
走进海勃湾产业园乌海宝杰新

能源材料有限公司一期年产1万吨石
墨负极材料项目，煤炭在延伸产业链
中，转变为高精尖产品的核心原料。

据企业相关负责人介绍，该项目
以园区内相邻的乌海宝化万辰煤化
工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针状焦为原

料，经过复杂工艺加工，融合碳素、粉
体、微观控制、电化学等多学科技术
和多行业工艺，最终加工成微米级别
的石墨类锂离子动力电池负极材
料。这条“煤—焦炭—沥青—针状焦
—负极材料”产业链赋予了乌海市煤
基新材料产业更强的竞争力。

立足煤而不困于煤，依靠煤而不
依赖煤。近年来，乌海市扬“煤”之
长，加快煤化工产业迭代升级，大力
发展煤基新材料产业，全力开辟产业
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按照“巩固煤焦、提升化工、培
育战新、拓展装备、优化传统”的产
业发展思路，乌海市以煤基新材料
为主攻方向，引进建设了一批延链
补链强链的优质项目，形成了“焦油
→沥青→针状焦→锂电池负极材
料”“煤焦油→苯酚→吐氏酸→介酸
及其下游产品”等多条煤基产业链，
高附加值工业产品达 30 余种，煤基
新材料产业链不断向下游延伸、价

值链向中高端攀升。
今年自治区党委、政府明确提出

“支持乌海建设煤基生物可降解材料
产业基地”。这为乌海市发展煤基新
材料注入了强心剂。

对此，乌海市将发展目标进一步
聚焦——打造全国重要的煤基生物
可降解材料产业基地。这些年随着5
个可降解塑料产业项目相继落地、加
快推进，预计到 2025年，乌海市煤基
生物可降解塑料产能将达到 300 万
吨，占全国总产能的 40%，实现产值
1000亿元以上。

今年 3月，一场聚焦煤基新材料
产业未来发展的2023中国·乌海煤基
新材料产业发展大会举办，众多科研
专家、区内外企业嘉宾齐聚乌海市，
以专业的视角、独到的见解，为乌海
乃至全国煤基新材料产业发展精准
把脉开方、倾献金点良策。

在煤基新材料这条新赛道上，
“煤城”乌海加速奔跑，未来可期。

一块煤的一块煤的““七十二变七十二变””

【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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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头镜头】】

赤峰

本报赤峰6月4日电 （记者 肖璐）
“这都得益于‘三变’改革的功劳，我们村的
入股村民这次共分红264878.5元。”初夏，
在赤峰市元宝山区风水沟镇兴隆坡村第二
次分红现场，村党总支书记刘凤海说。作
为赤峰市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
股东“三变”改革试点的行政村，兴隆坡村
探索出可操作、可复制、可推广的工作方
法，蹚出一条新的改革路径。

盘清家底，厘清产权。兴隆坡村通过盘
算土地摸清家底，共有确权耕地8050亩、闲
置宅基地18处，村集体建设用地200亩，农
户收入主要来源靠种养殖及劳务输出，主导
产业为西瓜种植。在全面清产核资的基础
上，该村成立了集体经济合作社，对成员实
施股权量化，村民成为集体经济“当家人”。

盘活资源，变废为宝。兴隆坡村把重点
放在项目选择、产业发展的整体布局推进
上，依托本地区主导西瓜种植产业三期项
目，完成农户入股土地682亩，村集体先行发
放保底分红金28.5万元。同时，由村集体投
资入股置业合作社40.7万元，并带动村民入
股34.3万元，培育特色优势产业，促进农村
电商、乡村旅游等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

推进农村“三变”改革，是深入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重大举措，是加快推进农业农
村现代化重要引擎。近年来，赤峰市高度
重视农村“三变”改革在农业农村改革全
局中重要作用，将农村“三变”改革作为全
面深化改革关键任务来推动，有效激活
人、地、钱等资源要素，走出一条农民增
收、产业增效、生态增值多赢路子。

受益“三变”改革的农户又分红了

“很高兴能参加本次大赛，
和来自其他旗县的同行们进行
同台竞技，学到了不少技艺，也
提高了自我职业素养。”在锡林
郭勒盟“农信杯”乡村振兴职业
技能大赛中收获多多的正镶白
旗籍选手于伟高兴地说。

为了给基层广大服务行业
劳动者提供展现自我、切磋技
艺、学习进步的新平台，从而为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注入新动
力，锡林郭勒盟于近日组织举办
了以“展技能风采、促乡村振兴”
为主题的职业技能大赛，来自全
盟 12个旗县市（区）和高校、企
业的 15支代表队 121名农业户
籍选手参赛。大赛共设汽车维
修、农机修理、电工技能、美发造
型、养老护理、餐厅服务、中式烹
饪等7个比赛项目。

近年来，锡林郭勒盟将强化
技能人才培育统筹纳入全盟人
才队伍建设重要内容，深入实施

“技能锡林郭勒行动”，持续优化
农村牧区技能人才成长环境，推
动广大农村牧区劳动者实现技
能就业、技能成才。

本报呼和浩特 6月 4日讯 （记
者 刘洋）初夏，记者从呼和浩特市
自然资源局了解到，今年以来，根据
国家和自治区耕地保护相关政策，呼
和浩特市坚持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
和节约用地制度，多措并举，建立健
全耕地保护长效监管机制，全面推进
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
护，抓实耕地保护，确保粮食安全。

按照自治区“三区三线”划定工作
部署，呼和浩特市根据《全国“三区三
线”划定规则》要求，按时完成耕地和
永久基本农田红线划定工作。自治区
下达呼和浩特市耕地红线划定控制数
54.6460万公顷，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控
制数46.2266万公顷。呼和浩特市最

终划定耕地保护红线54.7164万公顷，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46.2267万公
顷，划定成果通过自治区和国家质检
审核。根据 2021年国土调查最新数
据显示，全市耕地55.7754万公顷，现
有耕地数量和永久基本农田划定面积
不低于自治区下达的控制数。

呼和浩特市严格实行耕地“占补
平衡”和“进出平衡”制度。今年以
来，全市占用耕地的建设项目有6个，
全部按照“占一补一、占优补优”原
则，严格落实了耕地占补平衡，补充
耕地 135亩，保障粮食产能 2万余公
斤。呼和浩特市自然资源局印发《关
于做好耕地“进出平衡”工作的通
知》，加强对耕地转为林地、草地等其

他设施农业用地的管控，积极支持在
可以垦造耕地的荒山荒坡上种植果
树、林木，发展林果业。同时，将在平
原地区原地类为耕地种植果树、植树
造林的地块逐步退出，恢复为耕地属
性，确保耕地数量不减少，进一步调
动农民保护耕地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此外，呼和浩特市加强设施农业
用地管理，助推乡村产业振兴。呼和
浩特市自然资源局印发《关于进一步
加强设施农业用地管理相关事宜的
通知》，不断规范设施农用地和临时
种养殖设施用地管理。明确每年9月
底前，完成设施农业用地备案和上图
入库工作。经核查，全市设施农业用
地符合上图入库图斑4966个，已完成

备 案 2678 个 ，占 上 图 入 库 图 斑
54%。明确农牧民在自家房前屋后、
院里院外使用集体土地自建的临时
性种养殖设施实行简易备案程序。
经核查，全市设施农业用地图斑总量
为 21161个，适用简易备案程序图斑
16195个，占图斑总量76%。

同时，呼和浩特市大力推进土地
开发、复垦。以提高耕地产能为目
标，推进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行动，
统筹实施土地全域综合整治，大力开
展高标准农田建设、耕地提质增效与
改造等项目，拓展补充耕地，加强耕
地内在质量建设，确保建设占用耕地
及时保质保量补充到位，实现“藏粮
于地”战略。

““三位一体三位一体””守护耕地红线守护耕地红线呼和浩特

本报鄂尔多斯6
月 4 日 电 （记 者
郝雪莲)近日，自治
区党委农牧办、自治
区农牧厅印发《内蒙
古乡村治理典型案
例2022）》，鄂尔多斯
市达拉特旗树林召
镇、鄂托克前旗城川
镇黄海子村、乌审旗
嘎鲁图镇神水台村
成功入选，成为自治
区开展乡村治理体
系建设持续探索实
践的先进典型案例。

此次入选自治区
典型案例的地区，有
哪些“过人之处”？让
我们一探究竟。

达拉特旗树林召
镇坚持以基层民生需
求为导向，创新实施
以“民生微实事”工
程、“一组两会”基层
协商自治制度为主
体，“四级调解”机制
为补充的基层治理模
式，让村民成为乡村
治理的“主角”，切实
解决基层矛盾化解最
后一公里问题。

鄂托克前旗城川镇黄海子村，以建
立社会矛盾疏导和利益协调机制为突破
口，按照“强化基层、化解矛盾、改善民
生、共建和谐”的总体要求，运用“135+”
乡村治理工作模式，推动村级组织规范
化水平稳步提高，全村矛盾化解工作持
续向好，社会治理水平有效提升。

乌审旗嘎鲁图镇神水台村始终
坚持党建引领，通过搭建乡村文化平
台、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开展移风
易俗树新风等系列活动，努力挖掘文
化旅游资源，在培育乡村农旅融合发
展上下功夫，引导村民树立健康向上
的民风，培育风清气正的乡风，发展
格局由“单一建设、短期发展”拓宽到

“旅游加产业、长久促振兴”，走出了
一条农旅融合发展治理乡村的路子。

近年来，鄂尔多斯市农牧局严格
按照中央农办《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
治理的指导意见》、内蒙古自治区《关
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实施意见》
文件要求，不断完善机制，创新方式，
积极组织全市各旗区认真开展乡村
治理体系国家级试点旗建设、国家级
示范村镇建设，深入推进乡村治理决
策部署在基层落实落地，提高乡村善
治水平。截至目前，全市共创建全国
乡村治理试点旗1个，示范镇2个，示
范嘎查村6个。其中，伊金霍洛旗“四
权四制三把关、激发村民自治活力”
入选了第二批全国乡村治理典型案
例，准格尔旗十二连城乡“五级调解
机制”、达拉特旗林原村“四权统一、
四微结合”入选了全国乡村治理示范
村镇典型经验，全市乡村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稳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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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鲍庆胜
通讯员 张晨 邢乐 摄影报道

近日，一则“扎哈淖尔矿区生态修复
治理区惊现神秘动物”的消息在朋友圈不
胫而走。原来，是两只狍子在扎哈淖尔煤
业公司生态修复治理区“安家落户”了。

近年来，随着矿区生态环境的不断
改善，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进入人们的
视野。在扎哈淖尔煤业公司“生态乐园”
内，已发现黄胸鹀、云雀、雀鹰、蓑羽鹤、
天鹅、斑翅山鹑、灰雁、草原兔、狐狸等几
十种野生动物，其中斑翅山鹑、草原兔、
松鼠、狐狸等都是“原住民”。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形成了一道亮丽风景。

由黑变绿的生态矿山，复绿还青仅

是第一步。矿区通过监测、分析、实验
等方式，选出适宜本地气候及土壤条件
的4科10余种草本植物，完成生态修复
治理面积 2.4万亩，矿区到界土地复垦
率达 100%。排土场现有植被物种 29
种，较周边草原丰富了苜蓿、沙打旺、沙
棘、草木樨等7种高营养牧草，平均植被
覆盖度达到80%以上，较全国草原综合
植被覆盖度高24%，近自然草原生态廊
道初步建成，多块区域湿地和栖息地为
野生动物回归提供了良好条件。

据了解，在生态修复实践中，扎哈淖尔
煤业公司通过向自然学习，以草原为基底，
利用不同高度的植物丰富垂直层，努力构
建草食动物栖息地、蜜源植物及昆虫栖息
地、林鸟栖息地、小型哺乳类动物栖息地、
两栖湿地等斑块状“五大生态乐园”。

野生动物频频野生动物频频““出镜出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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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服务比拼餐饮服务比拼。。

参赛队伍依次入场参赛队伍依次入场。。

电工技能比赛进行时电工技能比赛进行时。。
本次职业技能大赛重头戏之一农机维修比赛项目本次职业技能大赛重头戏之一农机维修比赛项目。。

巾帼不让须眉巾帼不让须眉，，女选手展风采女选手展风采。。

蓑羽鹤在生态复垦区觅食蓑羽鹤在生态复垦区觅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