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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完成习近平总书记交给内蒙古的五大任务，既
是内蒙古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的要责和重任，也是海
南区做好一切工作的总方针总纲领总遵循。

近年来，海南区紧紧围绕推进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
任务，在建设“两个屏障”“两个基地”“一个桥头堡”上加
压奋进，积极展现新作为，努力以一域之光为全局添彩。

仲夏时节，笔者来到位于海南区公乌素镇的乌海能
源公司光伏+矿山生态修复综合利用一期海南区
100MW光伏项目现场，站在矿山上向四周远望，一排排
光伏板好似蓝色海洋，在阳光照射下熠熠生辉。

据介绍，这个项目利用采煤沉陷区、露天煤矿排土
场等闲置土地，铺设光伏板，实现了板上光伏发电、板下
生态恢复、土地立体利用。“生态修复+光伏”的模式不仅
解决了矿区水土流失、固草等生态治理问题，还实现了
较好的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

这片光伏场区占地 3034.26亩，足足有 300个标准
化足球场大小，预计年均发电量17433.95万千瓦时，每
年可节约标煤约59254吨，减少烟尘排放6.2吨，二氧化
硫排放 31.1 吨/年，氮氧化合物排放 34.8 吨/年，二氧化
碳排放16.2万吨，相当于种树近900万棵。

这个项目也为海南区今后新能源与生态修复治理
相结合提供了丰富的经验。

海南区因煤而兴、缘煤而建，近年来，该区紧紧围绕
“五大任务”，立足资源禀赋、区位优势，以大型风电光伏
基地建设为发力点、新能源市场化为创新点，扎实推进
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全面提升能源供给保障能力，全力
做好现代能源经济这篇文章。

当前，海南区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已
初见成效。截至今年5月底，海南区新能源总装机容量
达34.6万千瓦，同比增加57.27%。1至5月份，新能源企
业发电量 1.73亿千瓦时，同比增加 25.36%。协合维昱
公司 2.6万风电项目的建成并网发电，结束了乌海市没

有风电项目的历史。
作为黄河进入内蒙古的第一站，近年来海南区牢固

树立“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导向，把生态环境保护作为
发展的底线，打出一系列组合拳全力改善地区生态环
境，为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贡献海南力量。
去年以来，该区投资1.6亿元，开展历史遗留矿区生态环
境治理项目，截至目前已完成项目7个，正在推进项目3
个，呼珠不沁希勒、二贵沟等重点环境整治基本完成，5
家绿色矿山创建成果不断巩固，老石旦采空区、广远露
天煤矿等治理区完成复垦绿化，煤层自燃火点、排土场
冒烟点实现动态“清零”。

如今，生态好、环境美，不仅是海南区人民的直观感
受，更有实实在在的数据佐证。

2022年，海南区PM10平均浓度同比下降7.6%，城
区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同比增加18天；辖区内黄河水质达
到Ⅱ类标准，27处沿黄取水口规范化运行，饮水安全 4
项指标全部达标。不仅如此，海南城区园林绿化覆盖面
积350余万平方米，园林绿地面积330余万平方米，建成
区绿化覆盖率达49.4%、绿地率达47.6%。与2015年底
相比，园林绿化覆盖面积和园林绿地面积均增长了54.4
万平方米，绿化覆盖率和绿地率均增长 7.66个百分点，
人均公共绿地面积达 20.53平方米。推窗见绿、出门见
景、四季见绿已成常态。

作为乌海市面积最大的行政区，海南区农田广袤，
农业基础好，这是乌海市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
地的主战场。近年来，海南区坚持以产业化富农、规模
化强农为路径，着力培育现代农牧业产业体系，规模化、
产业化水平不断提档升级。截至目前，海南区共有市级
以上龙头企业14家，其中，自治区级2家，市级12家，比
2017年增加了 4家。示范合作社 11家、示范家庭农牧
场34家，辐射带动农牧民约2000人。在保元农业、阳光
田宇等龙头企业的带动下，海南区已形成了覆盖范围

广、规模持续扩大的农牧业产业体系。
同时，海南区逐步建立面向本区域内的特色农产品

基地，形成了牛羊肉、碱水养殖、沙葱种植、鲜食葡萄等
特色产业。积极引导扶持龙头企业和规模化生产合作
社开展“名特优新”、特色产品商标注册等工作，保元鸡
蛋、阳光田宇红酒等农业品牌知名度不断提升，“乌海葡
萄”“阳光田宇”“巴镇万亩滩”等品牌影响力不断扩大。

为建设好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海南区多措并
举，扎实推进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切实营造出国家安全、
社会安定、人民安宁的良好局面。

海南区将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典型做法形成
长效机制，不断提高从源头上化解、根本上预防的解纷
能力和水平，凝聚基层解纷力量，形成化解合力，切实达
到小事不出村（社区），大事不出镇（街道），矛盾纠纷不
上交的良好效果。

同时积极构建多元化矛盾纠纷调处体系，建成区、
镇（街道）、村（社区）三级“一站式”矛盾纠纷调处平台。
优化区级矛盾纠纷调处中心布局，协调人社、公、法、司、
妇联等部门，组建以员额法官、人民调解员、律师、劳动
仲裁员为主的常驻专业性调处团队，采取“常驻+定期进
驻+随叫随驻”的方式，创新“调解优先，诉讼断后”递进
式矛盾纠纷分层过滤体系，形成矛盾纠纷“一站式受理、
一条龙服务、一揽子解决”工作格局，海南区连续3年矛
盾纠纷化解率保持在98%以上。

此外，海南区还努力构建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
探索实施“平安之眼”工程，组建“联店联防”“联户联防”“联
牧联防”8支群防队伍252人，织密主干线、社区、视频“三张
巡逻网”，定期开展拉网式清查、实战演练、应急处置，实现
网内力量“联勤”、社会治安“联防”、应急处突“联动”。依法
严厉打击盗抢骗、黄赌毒、食药环等违法犯罪，常态化开展

“云剑”“两抢一盗”“暖冬”等专项行动，盗窃和8类严重暴
力刑事警情持续保持下降态势。

全力以赴推动“五大任务”见行见效

全力打造绿色矿山全力打造绿色矿山。。

大力发展葡萄等特色产业。作为一座移民城市，海南区人口自全国各地迁移而来，
半个多世纪以来，多民族在这片土地上像石榴籽一样紧紧
拥抱在一起幸福生活，各民族在文化上兼收并蓄、经济上相
互依存、情感上相互亲近、生活上守望相助，海南区成为了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团结进步的缩影。

近年来，海南区委、区政府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紧扣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与高质量发
展、生态文明、乡村振兴、市域社会治理等工作一体谋
划、一体推进，把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作为增
进民生福祉、助力高质量发展的“凝心聚力”工程，奋力
开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做好民族工作，关键在党，关键在人。海南区始终坚
持民族工作“一盘棋”，把党的领导贯穿民族工作全过程各
方面，建立健全了民族工作组织、制度、绩效考评“三个保
障体系”，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方位建设“模范
自治区”工作纳入年度党建、意识形态工作要点，巡察重要
内容、各级政府工作规划、人大常委会履职评议和政治协
商、民主监督内容，及各部门领导班子年度考核指标体
系。不断完善三级民族工作网络和民委委员制，明确镇
（街道）分管领导负责民族工作，村（社区）书记为民族工作
联络员，基层网格员为民族工作信息员，确保党的民族理
论政策到基层有人懂、民族工作在基层有人抓。

文化通则观念通、情感通、民心通。为此，海南区围绕
党的二十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主题，创作推出
优秀文艺作品3900余件。开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等主题专栏100余个，推
送相关报道4.2万余篇，推出“星火课堂”“星火”相传、“理·
响”之声广播站等新媒体宣讲视频100余期，全力打造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指尖阵地”和“耳膜阵地”。用好
主题党日、学习讲堂、读书班、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等阵
地，发挥“一周两月”活动载体作用，通过民族团结故事宣

讲、“民族团结号公交车”移动平台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实践教育基地等，汇聚起社会各界参与民族团结进步
事业的强大动力，各族群众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
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更加深入人心。

结合黄河入蒙首站区位特点，海南区深入挖掘各民
族在母亲河滋养下共同生活、共同繁荣发展的故事。打
造了黄河入蒙首站黄河石标志和母亲河形象标识，创作
黄河石彩绘，编撰完成《口述黄河入蒙第一站》《逐梦黄
河几字弯》《黄河几字弯上的激情岁月》，面向社会公益
发行了“雀儿沟岩画”数字藏品，大力弘扬新时代黄河文
化，进一步增强了民族自豪感。

该区还充分发挥新时代榜样作用，组织开展“强国
复兴有我，榜样就在身边”等宣讲及模范典型礼遇、“扣
好人生第一粒扣子”“童心向党”“向国旗敬礼”、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三下乡”文艺汇演、乡风文明推进会等
活动，讲好国家和地区的民族团结进步故事，汇聚起海
南区儿女对中华文化强大的思想认同、情感认同，进一
步增强了民族自豪感。

近年来，海南区积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保持民生投入比重只增不减、保障水平只升不降，坚
持以发展助推团结、以团结带动发展,民生发展稳中向
好,群众生活质量显著提升。

聚力民生社会事业发展，海南区积极构建城区“一
刻钟生活圈”，创建了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城市
品质得到不断提升。普惠性幼儿园实现全覆盖，学前三
年毛入园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教育事业实现快速发
展。打造了一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一村一品”示范
村和自治区“十县百乡千村”示范村、特色景观名镇，“北
方海南·黄河风”农民庆丰收活动列入全国 100个丰收
节庆特色活动，并建成全国文明村镇1个，自治区文明村
镇 2个。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推行“一窗受理”“一网通
办”“一网通管”，推进区、镇、村三级服务事项标准化建

设，力争89个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域通办”。持续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在全市率先全部脱贫。2022年，农区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达到24034元，超过全国平均水平近20个百分点，城
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48447元，人均地区生产
总值连续3年增长，固定资产投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城
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速均高于全国增速，民生和
社会事业支出占比每年保持在 70%以上，让各族人民实
实在在感受到推进共同富裕在行动、在身边。

同时，海南区还大力实施“基层党建+爱民富民+民
族团结”推进工程，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向纵深
拓展。在广大党员干部中，深入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大家学、晒成绩、比效果系列活动，“中华民族
一家亲 北方海南绘同心”大家讲、展风采、比团结主题
活动。在村（社区）面向广大居民，广泛开展“我们的节
日暨中华民族一家亲 同心共筑中国梦”系列主题活
动，在乡村、居民区精心打造墙绘、走廊等，讲好民族团
结故事，培育文明家风乡风，画好“同心圆”。这些年，海
南区先后创建各级各类示范单位、集体57个，先进模范
个人84人，召开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12次，率先在全
市创建成为“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

此外，海南区还将新时代城市民族工作纳入“一刻钟
社区生活圈”“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社区网格化管理
等，积极发挥“葛大哥调解室”“陈姐工作室”等系列村（社
区）品牌社情民意服务队作用，为各族群众解决揪心事操心
事烦心事。

如今，海南区各族儿女已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深深植根于心中，融入血脉。眺望前方的奋进路，海
南区各族儿女将在新的时代坐标中永葆砥砺奋进之姿，
以更加坚定的信念、更加饱满的激情、更加昂扬的斗志，
凝聚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磅礴力量，奋力
谱写建设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崭新篇章。

启动民族政策宣传月、民族法治宣传周。

新能源总装机容量不断提高。

夏日的海南区绿意盎然、生机勃发。走进这里的工厂企业、社区农区，目之所及皆是贯彻落实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的生动场景。伴随着一个
个转型项目加速推进、一片片绿色扮靓城乡、一件件民生实事暖心落地、一曲曲民族团结乐章幸福奏响，乌海市海南区在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交给内蒙古的五大任务和全方位
建设“模范自治区”两件大事上坚定不移、步履矫健。立足地区实际、发挥自身优势，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海南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

““北方海南北方海南””候鸟翔集候鸟翔集。。

将矛盾化解在基层。

（本版图片由海南区融媒体中心提供）

牢记嘱托 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