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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彦淖尔

本报巴彦淖尔 6月 15日电 （记者
薛来）近日，记者从巴彦淖尔市2023年中
国旅游日主题活动上获悉，该市出台了

“旅游招徕”“旅游专列”“旅游包机”和“自
驾旅游”4项专项奖励政策“引客入巴”，
对组织旅游包机、专列、自驾游及招徕市
外游客的旅行社企业予以奖励。市内外
旅行社符合条件的均可申报。

据了解，巴彦淖尔市对申报主体组织
游客（含港、澳、台地区及入境游客）到该市
1日游（不住宿），每批次游客游览2个（含）
以上收费A级景区的，累计组织游客达到
500 人（含）以上，给予申报主体奖励 20
元/人次。其中，对组织游客到该市过夜
游，游客每住 1晚奖励申报主体 30元/人
次；对组织游客以旅游包机形式的，飞机
在该市境内任意机场落地，游览2个（含）
以上收费A级景区的，且至少住宿 1晚，
旅游包机或切位每班次达到 100人（含）
以上，给予申报主体补贴5万元/班次，50

人（含）以上100人以下，给予申报主体补
贴 2万元/班次；对组织游客以旅游专列
形式的，游客达到 300 人以上并住宿 1
晚，游览 2个（含）以上收费A级景区，奖
励申报主体 3万元/列，住宿 2晚，游览 4
个（含）以上收费A级景区，奖励申报主体
6万元/列，住宿 3晚，游览 6个（含）以上
收费A级景区，奖励申报主体9万元/列；
对组织游客以自驾游车队形式的，住宿不
少于 1 晚，游览 2 个以上收费 A 级景区
的，20—29 辆车奖励 400 元/车，30—39
辆车奖励 500元/车，40辆（含）以上奖励
600元/车。

据介绍，“引客入巴”政策从 5 月开
始实行，截至 11月结束。期间该市将通
过实施专项奖励政策，进一步稳定旅游
市场预期，调动市内外旅行社大力招徕
旅游者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升市外客
源开拓力度，持续扩大全市旅游业的知
名度和吸引力。

4项专项奖励政策“引客入巴”

鄂尔多斯

通辽

【亮点】

阿拉善

【【镜头镜头】】

乌海

本报呼伦贝尔 6 月 15 日
电 （记者 李玉琢 实习生
管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
10年来，满洲里海关立足欧亚陆
路大通道重要枢纽的区位优势，
充分发挥节点海关作用，主动服
务共建高质量“一带一路”，助力
国际物流大通道畅通，促进沿线
国家贸易发展。

据满洲里海关统计，今年前4
个月，经满洲里口岸对“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进出口514.4亿元，同比
增长 48%。其中，出口 352.3亿
元，同比增长60.3%；进口162.1
亿元，同比增长26.9%。

在满洲里，铁路口岸一列列
往来不歇的中欧班列，公路口岸
一辆辆日夜兼程的货运汽车，如
同当代的“钢铁驼队”，见证了

“一带一路”沿线贸易的蓬勃活
力。今年以来，满洲里海关深入
推进“智关强国”行动，加快智慧
海关建设，以“智”为先，助力进
出口货物跑出“加速度”。

满洲里海关加大“铁路快速通关”模式应用力
度，实现海关、铁路、运营企业数据互联互通，做到

“数据多跑路、企业少跑腿”，降低企业运营成本，
推动中欧班列提速扩量增效。1至4月，监管进出
境班列 1542 列、12.6 万标箱，同比增长分别为
12.5%、7.9%。

今年3月，满洲里海关联合口岸管理部门对
满洲里公路口岸国际贸易“单一窗口”、货运通道
车辆管理系统进行升级改造，实现管理要素数字
化、执法作业自动化，单车通行时间压缩 20%。
同步推出“满洲里岸速通”APP，实现企业随时申
报、信息一键推送。为保障满洲里公路口岸试行
24小时货运通关，开展“提前申报”模式应用测
试，拓展智能卡口应用场景，实现了跨境货物运
输“双向”提速。1至 4月，满洲里公路口岸进出
口货物45.7万吨，同比增加291.5%；进出口贸易
值132.3亿元，同比增长294.2%。

5月 19日，一辆悬挂“豫A”中国牌照的TIR
国际公路运输车辆经满洲里公路口岸顺利进境。
这是满洲里海关所属满洲里十八里海关今年以来
监管的第21辆中国籍TIR国际公路运输车辆。

TIR国际公路运输作为“一带一路”上的新
名片，同传统公路、中欧班列等运输方式实现了
有效资源互补，使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外
贸交流更加高效。今年，满洲里海关深入开展学
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
题教育，聚焦以学促干，大兴调查研究，落实落细
一揽子促稳提质措施。

满洲里海关以“新”为要，掘金陆路运输“新通
道”，同郑州海关通力合作，实现了首票“中国车、
中国证”TIR国际公路运输业务进出境双向贯通，
打通了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物流新通道。

“越来越多的企业想通过TIR国际公路运输
业务将自己的产品销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我
们公司今年新购置了 30辆 TIR专用运输车辆，
以满足日益增长的业务需求。下一步，我们将在
海关的高质量服务下，借着‘一带一路’东风，持
续拓展TIR新路线。”郑州弘依运输有限公司驻
满洲里办事处王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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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乌海 6月 15日电 （记者 郝
飚）近日，2023年第二届西部（乌海）绿色
建筑与建筑节能材料产业博览会暨装配式
建筑现场观摩会在乌海市拉开帷幕。国内
绿色建筑材料、建筑装饰、地产开发等领域
的50多家企业参加了本次博览会。

本次活动由乌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指导，乌海市建筑行业协会、中交一公
局集团有限公司、西安市建总工程集团有
限公司、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内蒙古
蒙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5家单位主办，展

览为期3天，地点设在乌海当代书法艺术
馆负一层。

活动以“双碳引领，绿建未来”为主
题，分被动式建筑及装配式建筑展区、绿
色建筑节能及新型建材展区、建筑新能源
展区、综合展区4个展览区域。通过集中
展示国内外绿色建筑与建筑节能方面的
最新科技成果、发展趋势、建材产品，进一
步推广建筑节能、发展绿色建筑，推动装
配式建造与绿色建材、绿色建筑融合发
展，加快城乡建设方式绿色低碳转型。

这场“绿色”博览会引人注目

本报包头 6 月 15 日电 （记者
格日勒图）记者近日获悉，今年前 5
个月包头市优良天数 118天，达标率
为 78.1%。PM2.5 浓度为 31 微克／
立方米，同比下降3.1%。前 5个月包
头市在国家考核地表水断面达到或
好于 III 类水体比例为 83.3%，劣 V
类水体控制比例为0，优于2022年同
期水平。

今年以来，包头市生态环境局保
持 污 染 防 治 攻 坚 定 力 ，全 面 推 进
《2023年污染防治攻坚战行动方案》
落地落实，以改善环境质量为核心，
突出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
以更高的标准打好蓝天、碧水、净土
保卫战，不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

2023年包头市实施污染防治重
点项目67项，投资74.78亿元，其中大

气污染防治项目 34项，投资 21.78亿
元。截至目前，包钢(集团)公司包钢
薄板厂冶炼区域除尘器超低排放改
造、炼钢厂麦窑除尘器二次除尘超低
排放、炼铁厂高炉区域除尘器改造以
及内蒙古亚新隆顺特钢有限公司矿
渣微粉料场综合整治4个项目已建成
完工，其余52个项目正在实施，11个
项目还在前期筹备。大气污染防治
重点项目完工后，包头市钢铁行业烧
结、球团等主要工序将达到超低排放
标准要求，颗粒物排放浓度、二氧化
硫排放浓度、氮氧化物排放浓度将大
幅下降。

包头市正在实施的水污染防治
项目 14个，拟投资 19.40 亿元，其中
包括西河槽（包兰铁路至两河交汇口
段）生态治理工程、包钢煤焦化一生

化、CCPP废水处理项目、包头市希望
园区再生水管线工程等。目前各项
目正抓紧进行中，项目完工后将新增
城镇生活污水收集处理能力10万吨/
天，全市再生水回用率将进一步提
升，特别是包头市南海湖水体治理与
生态修复工程和赛汗塔拉人工湿地
建设及区域再生水回用工程将对改
善湖泊水质，有效修复生态，促进区
域生态环境与绿色经济可持续发展
起到积极作用。

包头市今年实施土壤及固体废
物污染防治项目 17项，拟投资 25.61
亿元。该市大力推进固体废物源头
减量，全市“绿色制造”水平不断提
升，已累计建成自治区级以上绿色园
区 7个、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 10家、
绿色工厂 49 家、绿色设计产品 73

个。其中 2023年新增示范单位数量
居自治区首位。目前包头市 64个行
政村生活污水治理项目全面开工建
设。今年以来累计争取上级资金 3.4
亿元，为突出环境问题治理提供有力
支撑。

在推进重点治理项目的同时，包
头市重拳出击，严厉查处环境违法行
为。一季度立案查处、移送各类环境
违法案件 66件，其中按日计罚 2件，
查封扣押 2件，移送公安涉嫌环境污
染犯罪2件。组织开展第三方环保服
务机构弄虚作假问题专项整治、环境
监测数据质量提升“攻坚月”、汽车维
修市场专项整治等专项执法工作。
加强柴油货车等高排放机动车监管，
全市重型柴油车安装远程在线监控
系统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前前 55 个月优良天数超去年同期水平个月优良天数超去年同期水平

□见习记者 李可新
实习生 王卓 摄影报道

初夏，在呼伦贝尔额尔古纳市黑山
头地区，拍摄到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
物种沙狐一家子。

在夕阳西下的草原深处，一只成年
沙狐带着 4只幼崽在“自家”洞口玩耍
嬉戏。成年沙狐通体红灰，耳朵大而

尖，它一边享受着带娃的乐趣，一边谨
慎地观察着周围的环境，为了孩子们能
平安地成长，它一刻也不敢放松。

据了解，沙狐是国家二级保护动
物，是我国体型最小的狐狸，它的听觉、
视觉、嗅觉都很敏锐。作为隐蔽的草原
守护者，沙狐主要以啮齿类动物为食，
每年 4月末至 5月中旬是沙狐的繁殖
期，等到幼崽长大，它们也会带着不舍
离家独自生活。

□本报记者 鲍庆胜 摄影报道

近日，“库伦首届农耕文化插秧节”在
通辽市库伦旗茫汗苏木苏日图嘎查鼠小
农稻田基地举行，吸引了游客及周边村民
带着孩子前来感受插秧、抓鱼的乐趣。

由库伦旗茫汗苏木政府、库伦旗茫汗
利佳家庭农场和库伦旗团委主办的此次
稻田插秧活动现场，一场亲子插秧比赛正
在热闹上演，哪个家庭插得快插得好哪个
家庭就能赢，参赛的家长们脱下鞋子，挽
起裤腿，领着孩子踩进水田里，做起了“大
小农夫”，孩子们脚陷泥沙每次拔脚都很
费劲，但他们依然干得很开心，现场一片
欢声笑语。

“我觉得活动特别有意义，能让孩子
们切身感受‘汗滴禾下土’的辛劳，体验大
米的‘粒粒皆辛苦’，从小树立爱惜粮食的
意识。”领着两个孩子参赛的游客乌兰图
雅说。

据了解，“库伦首届农耕文化插秧节”
以“青禾少年，拥抱田野”为主题，除了稻
田插秧，主办方还精心策划了制作美食、
浑水摸鱼、亲子DIY等趣味活动，让参与
者近距离感受农耕文化的魅力。

沙狐一家其乐融融沙狐一家其乐融融

本报鄂尔多斯 6月 15日电 （记者
王玉琢 通讯员 白亚梅 袁文）近日，
国家能源集团国电电力上海庙公司 4×
100万电厂4号机组顺利通过168小时试
运行，至此4台百万千瓦超超临界间接空
冷火电机组全部投产发电。

国家能源集团国电电力上海庙公司
4×100万电厂，是国家“西电东送、西部
开发”上海庙至山东临沂±800千伏特高
压直流输电工程重点配套项目。4台机
组采用国内技术领先大容量、高参数、超
超临界、超净燃煤发电技术，具有“四机一
控、主辅一体化”特点，实现国产自主可控

智能分散控制系统（iDCS）在国内百万千
瓦超超临界大型燃煤间冷机组应用，是一
键启停断点最少的火电厂。项目建有世
界首台全钢结构百万机组冷却塔，采用国
内领先模块化输煤栈桥、九级回热抽汽、
脱硫废水零排放、烟风水深度耦合等新技
术新工艺。4 号机组试运期间，实测烟
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浓度优于国
家超低排放标准。国电电力上海庙公司
4×100万电厂于2019年开工建设，历时
4年半实现全面并网发电，将以每年 200
亿度电的规模源源不断向山东省输送清
洁、高效的电力。

国电上海庙公司4×100万电厂投产发电

本报通辽 6月 15日电 （记者 郭
洪申）历时50多天研发，通辽市住房公积
金中心的“贷款不见面审批”系统于6月6
日正式上线应用。

据了解，通辽市住房公积金“贷款不
见面审批”系统，即，借款人通过“手机公
积金”APP，即可“足不出户”、7×24小时
全天候跨区域线上申请住房公积金贷
款。借款人通过APP提交贷款申请并将
资料重点页拍照上传后，住房公积金中
心工作人员在后台完成客户身份信息、
购房信息线上审批，通过短信和智能外
呼通知借款人线上办理借款合同面签，不
受时间和空间限制，大大地缩短了申请办
理时间。采取“不见面”方式后，借款人最
快可15分钟完成线上贷款申请。业务办

理期间，借款人还可以通过手机公积金
APP随时了解贷款业务审批进度、查询审
批结果。

据了解，“贷款不见面审批”系统的研
发上线，实现了通辽市住房公积金贷款业
务从申请、审批、签约到发放全流程“不见
面”办理，让借款人体验到住房公积金贷
款业务极简、极便、极速的高质量服务，是
通辽市住房公积金中心加快数字化发展、
推进智慧公积金建设的重要实践成果。

下一步，通辽市住房公积金中心将利
用2个月左右时间，打通与公安、不动产、
社保等部门的数据共享，实现线上数据抓
取，升级“不见面”系统到2.0版本，进一步
压减业务办理时间、简化审批流程，全面
提高住房公积金服务效能。

隔空办理住房公积金贷款审批

包头

□本报记者 刘宏章
实习生 王筱瑜

“社区服务太贴心了，让我们这
些行动不便的老人，足不出户就能办
好多事。”近日，阿拉善左旗王府街道
西花园社区工作人员上门为 80岁老
人袁俊芳办理高龄补贴时，老人高兴
地说。

走进阿拉善高新区（乌斯太镇）
第三幼儿园托育中心，记者看到老师
正带着孩子们做游戏、读绘本、搭积
木。“我们的责任就是照顾好这些可
爱的孩子，为有托育需求的双职工家
庭解除后顾之忧。”托育中心老师说。

“一老一小”关乎家庭幸福及社
会和谐，促进养老托育服务健康发展
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内容。近
年来，阿拉善盟先后制定出台《阿拉
善 盟“ 一 老 一 小 ”整 体 解 决 方 案
（2021—2025年）》《加强农村牧区医
养结合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

《推进居家养老服务实施办法》等，为
养老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政
策支持；印发《阿拉善盟3岁以下婴幼
儿托育机构卫生保健实施方案》等，
稳妥推进托育服务管理各项工作。

“政府出台了关于老年人的各项
好政策，让我们真正过上了幸福美好
的晚年生活。”袁俊芳老人开心地
说。据了解，阿拉善盟已全面建立高
龄津贴补贴制度，目前共惠及全盟80
周岁以上老年人4648名；经济困难老
年人还可享受养老服务补贴政策，共
有 181名老年人受益，此外，自 2017
年开始，政府每年出资为60周岁以上
老年人每人购买一份 15元的意外伤
害保险，截至 2022 年，政府已出资
53.7 万元为 3.58万名 60周岁以上老
年人购买意外伤害保险。

步入阿拉善右旗雅布赖镇社区
养老服务站，只见该站设有文化娱乐
厅、日间休息室、阅览室、心理疏导室
等场所，环境整洁舒适，室外180平方
米的活动区中各类体育器材、健身器

械齐全。“在社区养老服务站，我们老
年人可以享受擦玻璃、理发、刮胡子
等居家服务，大家还可以一起学习、
娱乐、健身，舒心又惬意。”社区老年
人对这里的设施和服务赞不绝口。

据了解，目前阿拉善全盟共有养
老机构7所、总床位704张，苏木镇（街
道）和社区养老服务中心（站）17个，城
市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12个，农
村互助幸福院1个，农村牧区嘎查养老
服务站86个，基本形成了覆盖城乡、布
局合理、功能完善的养老服务体系。

为缓解幼儿“入托难”“入园难”
等家长急难愁盼问题，满足双职工家
庭和产业工人家庭婴幼儿的托育服
务需求，阿拉善高新区建立了集幼儿
保教、学前教育科研、托幼于一体的
第三幼儿园，实现了0～6岁一体化教
育从“幼有所育”向“幼有优育”的跨
越。该幼儿园规划设置有幼儿部和
托育中心两部分，托育中心规划设置
10个教学班，可容纳0～3岁幼儿160
人，让孩子们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

高质量的保育教育。
“随着现代科学育儿理念的普及

和全面三孩政策的实施，婴幼儿照护
服务专业化、规范化的要求越来越
高，托育服务由满足基本需求向全方
位需求转变，落实好生育政策和相关
经济社会政策的配套衔接尤为重
要。”阿拉善盟计划生育协会秘书长
柴绍文介绍，截至目前，全盟共有 20
家机构开展托育服务，提供 3岁以下
婴幼儿托位1007个，其中营利性机构
18家、非营利性机构 2家，全部按程
序严格完成备案工作，已初步建立了
属地为主、主体多元、管理规范的婴
幼儿照护服务体系。

“一老”连着“夕阳”，“一小”连着
“朝阳”，做好“一老一小”的服务保
障，关乎民生，连接民心。下一步，阿
拉善盟将统筹推进兜底线、促普惠、
市场化协同发展，为“一老一小”群体
提供成本可负担、方便可及的养老托
育服务，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
样化服务需求。

倾情守护倾情守护““一老一小一老一小””““夕阳夕阳”“”“朝阳朝阳””各美其美各美其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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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子插秧比赛现场亲子插秧比赛现场。。

主办方讲解水稻的科普知识。

感受插秧的乐趣。

认真插秧的小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