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 年 6 月，习近平总书记第三
次来内蒙古考察，6月 5日至6日，习近平
总书记在内蒙古巴彦淖尔考察并主持召
开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和推进“三北”等
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座谈会时强调，加强荒
漠化综合防治，深入推进“三北”等重点生
态工程建设，事关我国生态安全、事关强
国建设、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是一项
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要勇担
使命、不畏艰辛、久久为功，努力创造新时
代中国防沙治沙新奇迹，把祖国北疆这道
万里绿色屏障构筑得更加牢固，在建设美
丽中国上取得更大成就。

●2018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
在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加强
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治
理，精心组织实施京津风沙源治理、“三
北”防护林建设、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
退牧还草、水土保持等重点工程，实施好
草畜平衡、禁牧休牧等制度，加快呼伦湖、
乌梁素海、岱海等水生态综合治理，加强
荒漠化治理和湿地保护，加强大气、水、土
壤污染防治，在祖国北疆构筑起万里绿色
长城。

●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考
察并指导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时强调，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在集中集聚集约上找出路，加强草原保
护，强化土地沙化荒漠化防治工作，保护

好生态环境，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
屏障。

●2021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
在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统筹山
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这里要加一个

“沙”字。强调要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
统治理，实施好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加大
生态系统保护力度，提升生态系统稳定性
和可持续性。

从漫漫黄沙到茫茫绿野，从“沙进人退”
到“绿进沙退”，中国正成为全球荒漠化治理
新标杆。而内蒙古，是这个标杆上最耀眼的
存在。

每年承担全国约 40%的荒漠化防治任务、
九分之一的造林绿化任务，内蒙古生态状况如
何，不仅关系全区各族群众生存和发展，而且关
系华北、东北、西北乃至全国生态安全。

2023年 6月 5日至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内
蒙古巴彦淖尔考察并主持召开加强荒漠化综合
防治和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座谈会
时强调，要勇担使命、不畏艰辛、久久为功，努力
创造新时代中国防沙治沙新奇迹，把祖国北疆
这道万里绿色屏障构筑得更加牢固，在建设美
丽中国上取得更大成就。

使命光荣，责任重大。过去40多年，“三北”
防护林等重大生态工程在内蒙古大地上交织成
的巨大生态防护网，成为祖国北疆亮丽风景上
的一座绿色丰碑。面向未来，内蒙古继续勇毅
前行。

种下沙区人的绿色梦 筑起祖国
北疆绿色“长城”

“铸就了‘三北精神’，树立了生态治理的国
际典范。”习近平总书记在巴彦淖尔考察并主持
召开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和推进“三北”等重点
生态工程建设座谈会时的讲话令人心潮澎湃。

防沙治沙是一个滚石上山的过程，稍有放
松就会出现反复，40多年的持续努力，内蒙古扛
实了建设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的重任，
在祖国北疆筑起了绿色“长城”。

一代代治沙人用坚持不懈的努力参与和见
证着这场绿色巨变。

“只要睁开眼，满眼都是沙，窗缝中、头发
上、鼻孔里。风吹沙埋，总有搬不完的家。”通辽

市科左后旗牧民格日乐的记忆里，满是哀叹。
“庄稼、蔬菜种不活，头天种进去，一场大风

就连根拔起。家家户户都会养几只羊，连羊也
是土黄色的。”在呼和浩特市清水河县老一辈人
的回忆里，黄沙和贫困紧密相连。

荒漠化制约着发展，一度成为贫困的根
源。沙区人的心里，装着一个绿色梦。

1978年，为在祖国北方建立一片巨大的防
护林网，减缓沙漠化进程、改善生态环境，党中
央、国务院站在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战略高
度作出建设“三北”防护林体系的重大决策，人
类历史上最大的人工生态林带建设由此开启。

作为我国荒漠化和沙化土地最为集中、危
害最为严重的省区之一，内蒙古无疑成为“三
北”防护林体系建设的重要区域。

“宁可累死，也要和风沙战斗到底！”“三北”
防护林工程，再一次点燃沙区群众的“逐绿”激
情，北国大地打响了风沙阻击战。

乌审旗农家女殷玉珍咬牙卖了她的全部财
产——一只三条腿的母羊和刚产下的羊羔，换
回200多棵树苗，向毛乌素沙地递出战书。

达拉特旗中和西镇官井村村民高林树用 3
只羊换回一驴车沙柳苗，带着全家人吃住在沙
窝子里，发誓种不活树决不回村。

……
就这样，一年又一年，一代又一代治沙造林人，

为了生存，为了给子孙后代留下一个绿色家园，与
风沙鏖战，在内蒙古大地写下壮美绿色诗行。

去往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中和西镇官井村
的路上，车子“淹没”在比人还高的沙柳中。这
一眼望不到边的碧波，是官井村村民的“绿色银
行”。很难想象，这里曾经是他们回不去的家。

站在东达蒙古王集团风水梁产业集镇人工
垫筑的十几米高的观景台上，良田畦畦、绿树森
森、花香阵阵……它不是海市蜃楼，而是真实
的、在沙漠中建起的绿色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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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呼和浩特市委员会、呼
和浩特市人民政府，计划于 2023
年 7月 1日至 3日在呼和浩特市举
办首届中国绿色算力大会。”

6 月 1 日的北京，绿意盎然。
内蒙古大厦，首届中国绿色算力大
会北京新闻发布会正在进行。发
布会上，呼和浩特市向有关各界郑
重发出邀请。

“芒种”，一个耕种忙碌的节气，民间也称其
为“忙种”，民谚有“芒种不种，再种无用”之说。
而这次邀约，是呼和浩特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
抢抓发展机遇的一个缩影，也传递了呼和浩特
要把发展机遇变成发展成果的决心和实力。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推动形成绿
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促进数字经济
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召开中国绿色算力大会，意义深远。这是
一次为加快实施国家“东数西算”和“碳达峰、碳
中和”战略，助力提升国家整体算力能效和绿色
能源使用水平，促进东西部协同联动和数字经
济高质量发展，赋能数字中国建设的一次盛会。

搭建平台开启行业深度交流
合作，展示全国一体化算力枢纽节点
内蒙古枢纽的建设优势和成果

呼和浩特为何要举办中国绿色算力大会？

算力作为数字经济时代新的生产力，对推
动科技进步、行业数字化转型及经济社会发展
发挥着重要作用。算力产业具有产业链条长、
投资规模大、带动效应强的特点，对于地方数字
经济和GDP的发展有着显著的带动作用。根据
中国信通院测算，在算力产业中每投入1元，平
均将带动3至4元的经济产出。

此外，发展绿色算力可加速推动数字经济
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不断催生新产业、新业
态、新模式，有效提升人民群众的生活品质，享
受数字化时代带来的便捷、便利。

同时，随着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快速发展，
计算和存储需求大幅提升，算力的能源消耗和
温室气体排放也持续增长，推动算力绿色低碳
发展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必由之路和重中之重，
已成为各界共识。

在发布会上，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王
志勤回答记者提问时认为，未来，算力将成为支撑
各产业数字化发展的引擎，“双碳”目标及可持续
发展战略将长期驱动我国算力产业绿色低碳发

展，绿色算力应用将全面赋能各行业
的数字化转型。在此背景下，举办中
国绿色算力大会对于助力提升整体算
力能效和绿色能源使用水平，加强绿
色算力发展交流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想通过举办首届中国绿色
算力大会，搭建这样一个交流平台，开
启行业深度交流与合作。”呼和浩特市

委常委、副市长张际飞表示，要展示全国一体化算
力枢纽节点内蒙古枢纽的建设优势和成果，把和
林格尔新区打造成为承载国家“东数西算”工程绿
色算力发展的前沿阵地和国家级平台。

举办首届中国绿色算力大会，是呼和浩特
市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设“数
字中国”的重大战略部署的具体举措，是呼和浩
特加快落实国家“东数西算”和“碳达峰、碳中
和”战略的生动实践，也是呼和浩特全力打造

“中国云谷”、建设以云计算大数据为特色的电
子信息产业集群的具体行动。

抢抓“东数西算”工程和“双
碳”目标实施机遇期，六大优势让
呼和浩特发展绿色算力底气十足

中国绿色算力大会缘何能在呼和浩特举
办？发布会现场给出答案：我们有六大优势！
呼和浩特发展绿色算力底气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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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绿色算力大会缘何在呼和浩特举办?
□□本报记者 郑学良

本报 6月 6日讯 （记者 刘志贤）6月 7
日，2023年高考拉开帷幕。今年，我区高考报
名人数为21.17万人，比去年增加2.65万人，除
前期高职单招等录取4.81万人外，参加统一高
考的人数为16.36万人。

今年，为进一步防范手机等高科技作弊，各
考点入口处设置非考试物品收纳箱，考生及工
作人员的非考试用品严禁带入考点。同时，所
有考点全面实施“2+1”安检，即考生在考点和
考场入口处须接受两次金属探测仪安检和一次
智能安检门安检。考生须至少于开考前 45分
钟到达考点。

高考期间，自治区各级招生考试委员会成
员单位将通力协作，联合开展“净化涉考网络环

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净化
考点周边环境”等专项行动，切实维护高考公正
公平，确保实现“平安高考”目标。自治区教育
厅还成立工作组，包联12个盟市高考安全督查
工作，联系指导包联盟市统筹做好安全保密、考
试组织等工作。自治区教育招生考试中心向各
盟市派出35名巡考员，以流动和定点相结合的
方式督促检查各地组考情况，各盟市也同时向
所属各旗县（市、区）派出巡考人员。

自治区教育招生考试中心温馨提醒，考试
时，考生如发现忘带或丢失身份证、准考证，切
不要着急，及时向考点工作人员报告，现场便可
按照流程处置妥当。另外，需谨防不法分子以
转发丢失准考证等信息进行诈骗。

2023年高考拉开帷幕

内蒙古16.36万名考生奔赴考场

“农业现代化，种子是基础，必须
把民族种业搞上去”。习近平总书记
对种业振兴念兹在兹，党的十八大以
来，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只有用
自己的手攥紧中国种子，才能端稳中
国饭碗，才能实现粮食安全”，为种业
改革发展指明方向。

5月 30日，在神舟十六号载人飞
船的搭载实验项目中，兴安盟农牧科
学研究所自主选育和引进的野生大
豆、彩色小麦和荞麦种子实验材料随
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飞向太空，启动
空间搭载实验。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三粒小小
的种子飞入太空，连着“国之大者”，藏
着兴安盟在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
产基地的道路上为“中国碗”装更多

“兴安粮”的志气与“芯”愿。
除了神舟十六号搭载的实验项目

以外，在2020年和 2022年，兴安盟的
水稻、燕麦材料就分别参加了长征五
号运载火箭和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船的
搭载实验项目被送入太空。目前，全
部材料已播种，正在进行下一步研究，
即将为兴安盟种业“增光添彩”。

积跬步，至千里。创新求变、攻坚
克难、保护利用……“太空种子”是兴
安盟育种事业发展的结晶与缩影，如
今，兴安盟种业发展如破土而出的种
子，蓬勃、茁壮。

良田千万亩，哪知育种辛。6月 3
日，在兴安盟农牧科学研究所试验田
内，作物育种与栽培研究科科长高欣梅正带领
团队在试验田内进行研究作业。放眼望去，近
千亩试验田被分隔成一个个几平方米的小方

块，各种秧苗随风摇摆，近千块育种标
识牌整齐排列，令人震撼。

“试验秧苗都是由研究员一粒粒
播种，标识牌都是由研究员一块块
插进土里的。试验最多的团队有 8
个研究员，要对 100 亩田地进行播
种、栽培、记录，虽然我们辛苦，但能
为兴安盟育种作出贡献感到很欣
慰。”高欣梅质朴的话里没有表现出

“种子上太空”后的喜悦和轻松，作
为太空实验种子选育项目的主要负
责人，她仍然沉浸在眼前的育种试
验中。她向记者介绍，送往太空的
兴安盟荞麦种子早在 12年前就开始
进行试验了，如今她最期待的是“太
空种子”回来后，能给兴安盟这片土
地带来怎样的惊喜。

近年来，兴安盟主动承担保障国
家粮食安全重任、勇做种业振兴排头
兵，建立的“内蒙古自治区生物育种技
术创新中心”，为全国首个生物育种领
域技术创新中心。通过试点工作，充
分验证了兴安盟研究的玉米、大豆生
物育种新品种在增产、抗性及安全方
面的优异特性，为全国发展生物育种
产业化作出了突出贡献。

“每个重点实验室的设立不仅是
对兴安盟育种的认可，也给兴安盟科
研人员压了重担，做好兴安盟育种事
业是我们的‘芯’愿。”兴安盟农牧科学
研究所所长徐兴健说。徐兴健是毕业
于北京大学的年轻博士后，2018年到

兴安盟工作以来，他潜心钻研，培育优质种子，
在兴安大地收获着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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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区乡村振兴局

深入基层调研 开出破题良方

自治区人社厅

把 服 务 窗 口 前 移 到 群 众 身 边

呼伦贝尔完成播种
总面积近2760万亩

6月 6日，呼伦贝尔市粮食播种接近尾声，各类农作物春播总面积近 2760万亩。该市坚守粮食安全
底线，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全面提升粮食安全保障能力，用工业化组织形式、产业化
经营理念，不断优化农牧业产业结构和区域布局，推动农牧产业持续增量提质发展。 陈晓娟 摄

□□本报记者 冯雪玉 于欣莉

一部部影片摘得大奖，业界好评如潮；一首首
金曲高亢嘹亮，歌迷如痴如醉；一段段歌舞曼妙灵
动，观众陶醉其中；一幕幕话剧引人入胜……今
年以来，内蒙古文艺战线推出一大批具有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特色、彰显亮丽内蒙古风格气派
的优秀文艺作品，影响力不断扩大，展现了内蒙
古新时代新气象，为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大精
神力量。

中国影视的“内蒙古浪潮”

这几天，在兴安盟阿尔山市圣泉广场的大
屏上，每天都在循环播放电影《守望相思树》，5
月23日摘得第十九届华表奖优秀少数民族题材
影片奖后，引发了当地人们的观影热情。曾作
为群众演员参与这部电影拍摄的本地居民刘丽
婷说：“很荣幸能作为群演参与到这部电影中，当

年拍摄的场景仍然历历在目，感人的家国情怀
和忠贞的爱情故事感染着所有人，戍边军人对
祖国的爱与奉献，更是值得我们尊敬与学习。”

今年内蒙古电影迎来一个个高光时刻，在
第十八届、第十九届中国电影华表奖颁奖典礼
上，《片警宝音》和《守望相思树》分别荣获第十
八届、第十九届优秀少数民族题材影片奖；《海
的尽头是草原》入围第十二届北京国际电影节，
获第 41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亚洲华语电影
提名；《白塔之光》入围第73届柏林国际电影节
主竞赛单元；《天若有情》入围第20届世界民族
电影节；短剧《平原上的摩西》入围第73届德国
柏林电影节最佳剧集单元……

近年来，我区广大电影工作者呕心沥血、辛
勤耕耘，创作了一大批感国运之变化、立时代之
潮头、发时代之先声的优秀作品，讲述了无数感
人至深的银幕故事，塑造了众多经典难忘的银
幕形象。《守望相思树》和《片警宝音》就是其中
佼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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