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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彦淖尔

本报巴彦淖尔 6月 11日电 （记者
薛来）近日，记者从巴彦淖尔市教育局获
悉，今年全市计划投资9.25亿元新建续建
教育项目13个，其中5个项目将于9月前
投入使用，新增学位3930个，为完善全市
城乡中小学幼儿园规划总体布局，坚持将
学校布局与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同步规划
与同步实施奠定基础。

在乌拉特中旗第三小学建设现场，教
学楼施工如火如荼。学校建成后，将开设
24个教学班，增设学位1080个。“该项目
总投资 9368.83万元，占地面积 80亩，目
前正在按照时间节点，倒排工期，加紧施
工，预计8月底竣工，9月初投入使用。”项

目负责人侯健介绍。
近年来，该市大力推进教育强市战略，启

动实施教育振兴3年行动计划，立足教育公
平，持续改善学校办学条件；突出教育质量，
持续提升各类教育办学水平；坚持立德树人，
持续健全学生全面发展机制；聚焦内生动力，
持续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紧扣创新发展，持续
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此外，不断探索同先进
地区重点院校合作办学模式，鼓励有条件的
旗县区实施友好学校结对行动，建立长期稳
定的校际合作关系，在教育科研、教育管理、
教师培训、学生研学等方面深度合作、资源共
享，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着力建设教育强
市，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投入9.25亿元托起“朝阳”产业

乌兰察布

满洲里

本报满洲里 6 月 11 日电 （记者
李玉琢）“大娘，今天来给您照个全家福。
我们的摄影师是有摄影专长的老干部，他
们志愿为您服务。”夏日里，满洲里市委组
织部老干部科的工作人员与项挂专业相
机的老干部们来到社区为高龄老人拍摄
全家福。三世同堂、四世同堂的幸福画面
让在场的每个人脸上都露出了笑容。

今年以来，满洲里市以组织保障为基
础、调查研究为手段、融合共建为目标，持续
探索新形势下离退休干部服务管理“四就
近”工作。“时间银行”便是其中的活动之
一。聚焦发挥离退休干部“银发人才”作用，
满洲里市试点启动“时间银行”养老服务，鼓
励和引导低龄老人加入养老服务队伍中成
为志愿者，通过参加家庭关怀、老年教育、社

区服务、宣讲培训等志愿服务赚取时长，既
可以将时间存储在“时间银行”中留到未来
需要帮助时取出，也可以用时间换取积分，
兑换书籍等纪念品。

为确保“时间银行”活动顺利开展，市委
组织部老干部科派出2个调研组深入全市
12个街道社区，围绕辖区内组织建设、学习
活动、服务保障等离退休干部工作情况开展
调研。对部分社区活动场地及配套设施、现
代化智能化的建设、联络帮扶小组机制、志
愿者服务队的组建等工作优势深度挖掘，进
一步推动离退休干部服务管理向基层延伸。

“时间银行”为广大离退休干部创造了
“老有所为”的广阔平台，同龄人之间的相互
帮助、相互陪伴，也有助于老年人的身心健康
发展。截至目前，活动覆盖近170名老人。

“时间银行”让爱心双向奔赴

本报乌兰察布 6月 11日电 （记者
皇甫美鲜 海军）近日，乌兰察布市印发
《乌兰察布市“千项承诺”优化营商环境专
项行动工作方案》，推出优化营商环境
1225项承诺。

为推动乌兰察布市营商环境工作全面
提速、全面提标、全面提质，该市发改委牵头
制定了该方案，并于近期印发实施。这是
该市连续印发的第4个优化营商环境工作
方案，是今年的一项创新工作举措，也可以
称为4.0版。此方案与以往直接为部门下
达工作任务不同的是，今年该市各地区、各
部门围绕市场主体需求，主动向社会公开
作出承诺，开展“千项承诺”优化营商环境专

项行动，旨在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
真正实现以主动承诺代替被动落实、上下
协同代替断层脱节为目标的新亮点。

此方案中，围绕打造便利高效政务环
境，提升企业办事便利度，强化要素保障支
撑，增加惠企便民政策供给，优化法制监管
环境，保障企业群众合法权益，营造创新创
业发展环境，健全营商环境服务体系等4项
重点任务，推出了提升政务服务效能，切实
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完善市场准入和
退出机制，提升市场主体登记注册便利化、
标准化、规范化，优化项目报建审批流程，加
快实现符合条件的简易审批、备案、审查等
事项移动端“掌上办理”等19项工作举措。

推出4.0版优化营商环境承诺

呼和浩特

本报呼和浩特 6月 11日讯 （记者
刘洋）记者从呼和浩特市科学技术局了解
到，日前，自治区科技厅公布农牧业领域第
二批自治区重点实验室优化重组结果，全
区共8家重点实验室获批，呼和浩特市2家
重点实验室榜上有名，分别是内蒙古自治
区乳品前沿技术重点实验室、内蒙古自治
区乳品营养健康与安全企业重点实验室。

内蒙古自治区乳品前沿技术重点实
验室由内蒙古乳业技术研究院有限责任
公司在原有内蒙古自治区乳品深加工技
术与乳品安全企业重点实验室基础上优
化重组形成。重组后的实验室拥有高水
平研发人员149人，配备超过5亿元的仪
器设备，每年研发投入约 2亿元，围绕乳
原料与功能特色原料开发技术、先进工艺
技术及装备关键加工技术、先进食品包装
技术等 3个方向开展相关研发任务和课

题，开展重点技术攻关。
内蒙古自治区乳品营养健康与安全企

业重点实验室前身为蒙牛乳业的内蒙古自
治区乳品与奶牛繁育生物工程技术企业重
点实验室，优化重组后，蒙牛重点实验室占
地面积约3534平方米，拥有常温产品和低
温产品实验室、冰品实验室等13个功能实
验室，开展乳品全链条营养健康和品质提
升研究，重点在乳业源头、营养健康、乳基配
料开发、质量安全技术等领域开展研究。

自治区重点实验室是国家重点实验
室的“预备队”，是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重
要支撑。2022年，自治区启动重点实验
室优化重组工作，构建定位明确、布局合
理、基础扎实、机制创新、保障有力的重点
实验室体系，在农牧业、能源领域分两批
批准重组 28家重点实验室，呼和浩特市
获批3家，位列全区各盟市之首。

新增2家自治区级重点实验室

【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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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头镜头】】
本报包头6月 11日电

（记者 宋阿男）从企业提
交材料到联审受理再到完
成施工许可相关手续办
理，涉及建设、人防等 7个
审批环节，仅历时70分钟，
创下历史最快速度。近日，
在包头稀土高新区企业服
务中心推出的“专班+专
员”全新服务模式下,今年
年初刚入驻稀土高新区的
重点项目——金风润航新
能源有限公司包头风机总
装厂项目(以下简称”金风
润航”)手续办理快速推进，
很快便全面开工建设。

据悉，金风润航项目总
投资 2.8 亿元，建设年产
200台套 50MW 及以上风
电机组，将为金风风电项目
及相关风电企业提供产品
配套。该企业自 3月 10日
申报规划方案审查，到3月
27 日取得施工许可证，全
流程仅用时12个工作日便
完成了方案提交、公示、工
程规划许可、消防审查备

案、临时用水、临电方案、人防手续、图审意
见、测绘、图审合格书、施工许可证 11项手
续事项办理，成为包头稀土高新区“拿地即
开工”全面推广复制的又一典范。

服务催着项目跑，手续追着企业办。日
前，为推进双良硅材料500千伏超高压线路
迁改，确保双良三期 50GW 大尺寸单晶硅
拉晶项目顺利开工，包头稀土高新区企业服
务中心工作人员主动上门、精准帮扶，随同
电力部门、迁改工程设计单位3次进行现场
踏勘，并积极组织规划、建设、农牧林水等部
门和迁改工程施工、监理单位现场对接、协
同联动，协调市供水、燃气、通信等单位做好
配合工作，及时开展了企业电缆、供水管线、
绿化工程及微波塔和附属物的清障工作，实
现了施工监理早进场、迁改工程早开工。

“今年，企业服务中心推出‘双提前’服
务，即提前牵头组织预审会，提前对接共同
为项目梳理流程、提醒剩余手续注意事项、
指导手续办理、为项目提前对接临电方案；
实施‘专班+专员’的‘双专’服务，即全程无
缝衔接、帮办代办，一路护航项目建设直至
投产。在新的服务模式下，不仅解决了项目
建设中存在的困难问题，还有力地推动了项
目建设跑出加速度。”包头稀土高新区企业
服务中心项目督导部部长张海燕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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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赤峰 6 月 11 日电 （记者
魏那）近年来，赤峰市着力提升理论
宣讲工作水平，守理论宣讲初心使命
之正，创形式载体之新，在推动宣讲
工作的大众化和分众化上下功夫，奏
响新时代理论宣讲最强音。

把牢政治方向，全面准确宣讲党
的创新理论。全市各级党委宣传部
门把牢政治方向，以高度的政治责任
感组建各类宣讲团，开展丰富多样的
宣讲活动，全面准确宣讲党的创新理
论。从宣讲员遴选到讲稿制作，再到
集体备课、宣讲反馈，将“严”“准”的
基调贯穿理论宣讲工作全过程。

打造理论宣讲品牌，推进党的创
新理论宣讲大众化。在市级层面打
造“理声嘹亮”宣讲品牌，以理论宣讲
的品牌化推进宣讲的大众化。面向
各旗县区机关事业单位干部职工举

办“理声嘹亮·云端讲堂”，截至目前
已举办 4期，观众 50余万人；面向广
大农村牧区，通过“村村响”大喇叭举
办“理声嘹亮·声动乡村”栏目，定期
向农村牧区推送理论类音频作品；在

“学习强国”内蒙古学习平台开设“理
声嘹亮·心读习语”“理声嘹亮·一起
读报告”等音频栏目；面向基层一线，
举办“理声嘹亮·宣讲进基层”活动，
构建“理论宣讲+”大宣讲工作格局，
用理论宣讲的一根针，串起基层百姓
需求的千条线。

组建分众化宣讲团，让党的创新
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近年来，赤
峰市组建全市嘎查村（社区）书记宣
讲团、先进典型宣讲团、五老宣讲团、
校园宣讲团等分众化宣讲团并开展
常态化宣讲。党的二十大胜利闭幕
后，赤峰市组建了领导干部宣讲团、

理论工作者宣讲团、青年宣讲团、乌
兰牧骑宣讲团、“百姓名嘴”宣讲团、
先进典型宣讲团、村（社区）书记宣讲
团和“五老”宣讲团，深入企业、农村、
机关、校园、社区，广泛开展“党的二
十大精神进万家”宣讲活动；开展订
单式宣讲，向各地各单位征集理论宣
讲需求清单，组织“感党恩 听党话
跟党走——百支宣讲团进基层活
动”，广大宣讲员深入田间地头、厂矿
车间、社区学校等基层一线，讲准党
的创新理论，讲清党的惠民政策。

利用好互联网平台，做大做强理
论宣讲的互联网之声。在官方微信
公众号开设了“微宣讲”“与您共读”

“他山之石”“宣讲进行时”“公开课”
等栏目，制作PPT、宣讲音视频等理论
产品、刊发宣讲经验交流文章。在

“学习强国”内蒙古学习平台和市级

新媒体平台上连续推送《一起读报
告》《一起学报告》《旗县区宣讲部长
谈：新时代基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怎
么干》等音视频系列理论产品。首届
市级“理响新征程”宣讲大赛面向全
市进行直播，观看人数突破12万。各
旗县区围绕重大宣讲专题共制作各
类互联网宣讲产品，总浏览量突破
100万，做大做强了理论宣讲的互联
网之声。

赤峰市将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理论宣讲工作的重要论述精
神，坚守理论宣讲初心使命，不断创
新理论宣讲工作的形式载体，让理论
宣讲既上“云端”，又接“地气”，既符
合新时代对理论宣讲提出的新要求，
又契合广大干部群众的理论学习需
求，不断提升赤峰市理论宣讲工作的
质量和水平。

理论宣讲一根针理论宣讲一根针 串起基层千条线串起基层千条线

□本报记者 鲍庆胜
通讯员 刘宏杰 摄影报道

“吃饺子喽！各位评委，今天的饺
子是韭菜鸡蛋馅儿的，大家再尝尝我们
做的凉菜五彩拉皮。”在通辽市科左后
旗甘旗卡镇第三小学日前举行的“校园
厨艺大比拼”活动中，校园内奏响了“锅
碗瓢盆交响曲”。

劳动教室里，孩子们身穿围裙，头戴
厨师帽，大家按照年级明确分工，无论是
择菜、洗菜、切菜还是和馅、擀皮、包饺

子，干的有模有样，最后在学校劳动社团
辅导员的帮助下，香气扑鼻的饺子出锅
了。与此同时，一道道“凉拼”也呈现在
评委面前。得到评委老师的表扬后，孩
子们的脸上都洋溢着灿烂的笑容。

“厨艺大比拼”活动是甘旗卡镇第
三小学劳动教育阶段性成果的展示，也
充分展现了孩子们爱劳动的精神面貌
和品质素养。自“双减”政策实施以来，
学校积极发挥课堂主阵地作用，精心设
计劳动教育内容，并配备专任劳动课教
师进行教学，让孩子们从小养成热爱劳
动、崇尚劳动的良好品质。

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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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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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峰

□本报记者 高敏娜

时值初夏，兴安盟便迎来了“颜
值巅峰”。被习近平总书记深情赞誉
过的阿尔山，风光旖旎、如诗如画，岭
上花开的浪漫正全面铺开。

而伴随杜鹃花开的不仅有精彩
纷呈的杜鹃文化旅游节系列活动，还
有全国各地纷至沓来的游客。在刚
刚闭幕的第十五届阿尔山杜鹃文化
旅游节上，15.14 万名游客“追花”而
来，兴安岭上兴安盟提前 2个月开启
了旅游旺季。

阿 尔 山 的 旅 游 业 一 定 会 火 起
来，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成为引领
兴安盟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动力
源泉。激活文旅产业，释放绿水青
山生态价值，随着兴安盟旅游市场
全面回暖复苏，颜值内涵双提升的
兴安盟正在成为游客眼中的“诗和
远方”。

强化推介力度 文旅“破题”“出圈”

“阿尔山是水也是山，阿尔山四
季都很美……”前不久，由兴安盟领
导亲自参与拍摄并配音的宣传片《有
一种美叫阿尔山》在各大官方主流平
台上热传，诗意的文案和画面，将阿
尔山的美一一展现。宣传片的最后，
盟委书记和盟长一起发出邀请：“来
阿尔山，与兴安盟。”

如何让兴安盟文旅这张“名片”
叫得更响？如何将文旅资源优势变
成经济优势？如何让“藏在深闺”的
景区景点走向大众助推文旅融合高
质量发展？

今年以来，兴安盟加强旅游宣传
策划营销，积极打响文旅品牌，先后
在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川渝地区
等核心客源市场召开多场文化旅游
推介会，吸引了来自各地近千家文旅
企业以及上万名游客。

为了吸引游客，兴安盟各地文旅
局局长也“铆足了劲”，通过文旅宣传
短视频花式“出圈”。“特美扎赉特”

“心灵牧场 科右前旗”“欢迎您来枫
情马镇”等文旅局长秀文旅系列短视
频在各平台热播。视频中，各地文旅
局长担当本地文旅宣传推广大使，推
广当地文化旅游和特色产品，助推文
旅产业发展。

随着“与山盟 与水盟 与兴安
盟”文化旅游形象推广语越叫越响
亮，兴安盟旅游人数和收入保持两位
数增长。2023年一季度，接待国内游
客 178.24万人次，同比增长 33.82%；
实现旅游收入 11.43 亿元，同比增长
31.68%。

依托生态资源 赋能绿色旅游发展

河流、滩涂、草地、森林是这里的
“主角”，依山傍水，岸线曲折，隐映在
山色绿树中，充满自然、古朴、野趣、

原生态，犹如人间仙境，使人心旷神
怡，流连忘返……这里就是兴安盟新
晋“打卡地”乌兰浩特市洮儿河湿地
风光景区。

连日来，众多游客们在这里饱览
水上美景，漫步静谧湿地，体验原野
乐趣，找寻“藏在湿地里的诗和远
方”。“空气清新，景色宜人，在这里散
步心情非常愉悦。”乌兰浩特市民于
晓芹对兴安盟的生态之变、环境之美
发出感叹。

科右前旗索伦河谷古树栉比，植
被茂盛，在当地享有“鸳鸯谷”之美
称。每年春季，鸳鸯从南方飞来这
里，栖息筑巢，繁衍后代。眼下，索伦
牧场充分发挥这一区位优势和丰富
的文旅资源优势，正在逐步开发集草
原、森林、河流资源为一体的河谷文
旅项目，构筑集生态旅游、现代农业、
康养度假、草原风情等多功能为一身
的文旅之地。

芳香四溢的杜鹃花、梦幻秀美
的阿尔山天池、漫山遍野的五角枫
林……拥有青山、秀水、林海、草原、
湿地、冰雪、火山熔岩地貌、矿泉群
等自然景观的兴安盟旅游资源丰
富，自然风光隽美。

作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实践创新基地，兴安盟持续厚植生态
优势，积极构建现代绿色产业体系，
推进生态产业化，持续放大生态优
势、发掘特色资源发展旅游经济，充
分释放绿水青山生态价值。

“旅游+”新业态 激活全域旅游

“欢迎来到我家的采摘大棚品尝
草莓。”突泉县赛银花园区许红建的
采摘大棚里走进了一批客人，他急忙
热情招呼，满脸笑容地给游客讲解草
莓的品种。

为了丰富旅游产品，兴安盟突
泉县充分挖掘和利用田园风光资源
优势，突出“农业+旅游”，推动了乡
村旅游、观光采摘和设施农业的快
速发展，旅游业成为当地创业富民
的新支点。

突泉县发展“农业+旅游”，是兴
安盟全力打造农旅一体化新业态的
一个缩影。除聚焦农旅融合外，各地
还不断创新，推动旅游与体育、文化、
研学、康养深度融合，全面增强旅游
发展新动能，不断丰富旅游新业态，
构建旅游高质量发展格局。

草原宿集、海力森百年古榆民俗
旅游度假村、“鹿角湾”温泉度假营
地、扎赉特旗巴彦塔拉·秘境河谷生
态旅游区等“轻游、慢享、深度体验”
度假项目如雨后春笋遍布各地；神骏
湾生态体验区、洮儿河湿地风光景
区、氧心森林浴道、哈拉哈漂流公园
等“沉浸式体验”项目应运而生；阿尔
山啤酒·青坊、科右前旗的“前·海不
夜街”等项目丰富了旅游市场。

随着各具特色的旅游业态如火
如荼，兴安盟旅游版图为之一新。

山一程水一程山一程水一程 兴安文旅踏歌行兴安文旅踏歌行

22只国宝级珍禽白枕鹤在内蒙古大兴安岭奎勒河自然保护区被拍摄到只国宝级珍禽白枕鹤在内蒙古大兴安岭奎勒河自然保护区被拍摄到。。

中国一级保护动物白枕鹤中国一级保护动物白枕鹤。。

□本报记者 刘玉荣
实习生 潘志鹏 摄影报道

6 月 10日，一对美丽优雅的白枕鹤在
内蒙古大兴安岭奎勒河自然保护区广袤的
草甸间闲庭信步，它们时而展翅盘旋，时而
落在附近的河滩休憩觅食，构成一幅生态美
景图。这也是保护区首次记录到的白枕鹤。

白枕鹤又名红面鹤，为国家一级重点保
护野生动物，被誉为“鸟中国宝”，体形与丹顶
鹤相似，略小于丹顶鹤，大于白头鹤，上体为
石板灰色，尾羽为暗灰色，末端具有宽阔的黑
色横斑，取食时主要用喙啄食。

据内蒙古森工集团阿里河森工公司奎勒
河自然保护区管理处主任于传龙介绍，白枕
鹤是湿地生态质量指示物种。这对白枕鹤于
5月初就来到了奎勒河自然保护区，因保护区

湿地类型齐全、生物多样性丰富，并有充足的
食物和良好的栖息繁衍环境，这对白枕鹤已
由候鸟成为本地留鸟，并繁育后代。

据了解，该保护区管理处探索保护路
径，在保护区的野生动物分布区、繁殖地布
设 27部红外相机，定期进行数据采集和整
理分析，并不断加大巡护力度，在重点区域
悬挂标志和警示牌，实行封山管控，进一步
推进了保护区生物多样性、湿地鸟类、动植
物资源保护工作。其中，2021年，被国家列
为一级保护动物紫貂在保护区内也首次被
监测到。

近年来，奎勒河自然保护区湿地保护和
修复不断加强，良好的生态环境为野生动物
的保护与繁衍栖息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空间，
已陆续监测鸳鸯、天鹅、灰鹤、白枕鹤等国家
保护鸟类，猞猁、野猪、獾子、狍子等陆生野
生动物种群数量稳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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