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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土高新区

额尔古纳市

又是一年杏黄时，硕果压枝正飘香。盛夏
时节，走进位于大青山前坡的呼和浩特市回民
区攸攸板镇东乌素图村，各种品类的大杏已进
入成熟期，黄中透红煞是好看，空气中到处弥
漫着浓浓的果香。正在这里举行的“杏福树
下”2023年呼和浩特市回民区大杏采摘节吸引
了众多市民和游客慕名而来。

在东乌素图村一鸣果园，人们一边拍照、
一边采摘，从树上摘下直接放进嘴里，皮薄多
汁的大杏甜中略带酸味 ，大家都赞不绝口。
67岁的果园主王林换一边忙碌着采摘、分拣、
装箱，一边热情招待游客，脸上洋溢着幸福的
笑容。就在去年，种了几十年大杏的王林换，
在回民区一年一度的大杏采摘节“杏王评选大
赛”中，凭借自家单个果品重量 172克夺得了

“杏王”之称。今年，满园的杏树刚结出青绿的
果实，就有客商上门商谈预定。

依托大青山前坡45公里的“生态绿带”及丰
富的林下经济业态，回民区突出乌素图“大杏”品
牌效应，精心打造了“杏福树下”特色品牌，高标
准规划建设大青山前坡万亩杏林基地。并以万
亩杏园综合体为核心，先后引进种植美早大樱
桃、美国红番桃、和田玉枣、早酥红梨、大果海红

等果树新品种，探索种植100亩桑葚，升级打造
特色项目——乐谷丰综合性农业观光产业园，实
现品种多样性，走出了一条“山地增绿、林农增
收、林业增效”的绿色可持续发展之路。同时，因

地制宜发展林下经济，延伸林业产业链，带动林
药、林鸡、林果等林下种植、养殖产业快速发展。

目前，回民区林下经济种植面积达到 1.2
万余亩，品种 20余种，百年以上的古杏树有 1
万多棵。今年，回民区重点对东、西乌素图村
环境进行整体优化提升，推动段家窑村申报国
家乡村旅游重点村，一间房村申报自治区乡村
旅游重点村。启动实施总投资2.6亿元的乌素
图河道综合治理工程，建设绿色生态廊道。

好生态催生新业态，美丽乡村孕育美丽经
济，日益发展壮大的林下经济产业带火了回民
区独特的农文旅产业。

回民区深度挖掘东、西乌素图 2个历史文
化村的文化底蕴，鼓励村民在传统村落中以自
有宅基地和果园等生态载体发展特色民宿、家
庭采摘园等，让传统餐饮住宿向农业文化体验

拓展，形成了“吃采游住购”产业链，走出了生
态保护与乡村振兴协同的绿色发展之路。

依托“生态农文旅”模式，生态产品价值已
经融入了回民区一二三产业发展，走出了一条

“种植+观光+休闲+民宿”的多元化特色乡村
旅游发展之路。仅今年“五一”期间，回民区累
计 接 待 旅 游 人 次 33.25 万 人 次 ，同 比 增 长
330.14%，实现旅游收入 523.92 万元，同比增
长 109.35%。全区 11个村（居）集体经济收入
全部达到 10万元以上，其中 50万元以上达到
7个，收入最高达到250万元。

夏日的回民区，良好的生态环境让不少人

感慨“犹如走进了一幅丹青水墨画”。如诗如
画的景色背后，是回民区加强生态文明建设、
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的自觉行动，是构筑我国北
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的使命担当。

近年来，回民区广大干部群众牢记嘱托，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
总书记对内蒙古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坚决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
略部署，始终把抓好地区生态建设作为头等大
事，大力开展“绿化青山·守护北疆”生态建设
行动，厚植生态底色、守护绿水青山。

与此同时，回民区大力发展清洁生产、节能环
保、清洁能源、文化旅游、通道物流、观光农业等生
态产业；建设高端、清洁、安全、低碳的现代绿色产
业体系；以生态建设保护为主线，盘活大青山生态
旅游资源，将自然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社会优势；
启动实施大青山前坡污水管廊建设工程，统筹防
洪、景观、产业三大功能；系统推进总长度12公里
的乌素图河综合改造；完成森林精准提升工程1.9
万亩，退化草原生态修复治理5000亩……

这是回民区为打造祖国北方重要生态安
全屏障交出的沉甸甸的答卷。如今，自然、绿
色、生态已经成为回民区亮眼的名片。

绿水青山颜值高 农旅融合产业兴
回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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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雅静 通讯员 李珍

【集市】

本报兴安 7 月 17 日电 （记者 高敏
娜）近日，兴安盟科右前旗国有资产投资运营
有限公司与北京乾碳行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就农田碳汇量达成首期预购买协议，实现了
全区农田领域碳汇项目开发零的突破。

按照碳汇VCS标准，以现有市场交易价测算，
科右前旗534万亩农田预计年均产生碳汇量59.8
万吨，每年实现交易收入约2100万元。其中，首期
碳汇量69.8万吨，预计交易收入2500万元。

农田生态系统既是碳源，又是碳汇，具备

较强的减排固碳潜力。近年来，科右前旗围
绕落实国家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持续推动经
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利用丰富的农牧
业资源优势，积极探索以农田碳汇推动生态
产品价值转化的有效路径。

科右前旗将持续推进农牧业农村牧区减
排固碳，通过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大力推广
秸秆还田、增施有机肥等保护性耕作措施，充
分挖掘农业碳汇潜力，增加碳汇总量，做大碳
汇规模，为实现农田碳汇交易奠定坚实基础。

全区首个农田碳汇开发交易试点签约并预售科右前旗

本报巴彦淖尔7月 17日电 （记者 薛
来）随着防沙治沙力度的不断加大，乌兰布和
的漫漫黄沙已经逐步变成肥沃土壤，漠北金
爵葡萄酒庄、成万亩光伏产业园、王爷地肉苁
蓉基地、圣牧高科有机牧场等一处处“生态绿
洲”，傲然伫立在沙漠腹地。

近年来，磴口县充分利用乌兰布和沙漠环
境中的水、土、光、热资源优势，将沙漠生态治理
和沙产业发展相结合，坚持走生态产业化、产业
生态化之路，以产业发展带动生态建设。截至
目前，磴口县发展肉苁蓉、酿酒葡萄、现代牧业、

光伏发电沙产业经营主体60余家，经营面积近
80万亩，产业化治沙成为加快乌兰布和沙漠生
态治理重要增长极，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有机统一。

目前，乌兰布和沙漠沙化土地扩展速度
持续减缓，呈现出“整体遏制，局部好转”的良
好态势，210万亩沙漠披上“绿装”，磴口县林
草覆盖度提高到37.2%，先后荣获全国“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全国防沙
治沙综合示范区、国家林下经济示范基地、全
区防沙治沙先进集体等荣誉。

磴口县 产业化治沙让沙漠披绿生“金”

海勃湾区

本报乌海 7月 17日电 （记者 郝飚）
日前，乌海市海勃湾区首座加氢站——中国
石化内蒙古乌海石油分公司纬七街加氢站正
式投入运营。今后该站将为海勃湾区氢燃料
电池车辆运营服务提供有力保障。

记者了解到，纬七街加氢站占地面积约
1000平方米，设有橇体增压装置1台，也是中石
化在内蒙古建设的第一座加氢站，日供氢能力达
300公斤，每天可为15辆氢燃料电池公交车提
供加氢服务。目前，该站主要为海勃湾区氢燃料

电池公交车加注氢能，加注满氢能后的氢燃料电
池公交车可续航240公里，真正做到零污染、零
排放。接下来，中石化将以该加氢站为基础，新
建氢、气、油、电、洗车、便利店为一体的现代化综
合加能站，为垃圾处理、冷链用车、快递配送等多
种应用情景下的氢燃料车提供服务。

海勃湾区首座加氢站的建成使用标志着
海勃湾区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迈出重要一步。
同时也进一步推动企业“油气氢电服”综合能
源服务商转型发展。

首座加氢站投入运营

陈巴尔虎旗

本报呼伦贝尔7月 17日电 近年来，陈
巴尔虎旗干部人事档案中心通过多措并举、扎实
推进干部人事档案数字化工作，不断提高查、借
阅档案的工作效率，推动组织工作现代化管理。

扫描标准化，提升档案数字化服务质
量。做好数字化前期档案审核工作，严格筛
查与审核需要进行数字化扫描的档案，重点
对接收的三龄两历等材料进行严格把关，对
档案中短缺的材料及不规范的材料，及时联
系相关单位进行补充，确保档案的完整性。
同时在数字化场地安装监控设备，对数字化
系统通过设置权限、密码登录等措施，确保档

案数字工作标准化安全化开展；查阅规范化，
提升档案数字化管理模式。通过干部档案管
理信息系统，对需要查阅的档案信息进行权
限设置，实现数字化档案定向查阅。对于需
要借阅的档案，通过对内容进行权限设置和
加密工具进行加密，实现借阅档案定向化管
理；更新常态化，提升档案数字化工作质效。
做好日常管理工作，并对老旧易破损的纸质
材料，通过裱糊等技术加工处理，便于数字化
扫描录入。对已经完成扫描的数字化档案，
通过服务器和光盘等方式进行备份，避免数
字化档案数据损毁丢失。 （钱鹏）

多举措推进干部人事档案数字化工作

□本报记者 李玉琢 李新军

额尔古纳市围绕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办好民
生实事、推进共同富裕，大力推进城乡精细化管
理。全市上下协同作战，广大群众全面参与，攻坚
整治精细管理，全力打造宜居宜业宜游和美城乡。

对照旅游城市发展要求，额尔古纳市做深
做实城市精细化管理，解决好群众关心关注的

“难点、热点、堵点”问题，让群众真正感受到环
境整治带来的实惠，做实做足城市建设管理的

“里子”。
今年，额尔古纳市强力推进禁养区搬迁，

在城区外规划养殖户集中迁出舍饲区域，鼓励
引导养殖户配合实现外迁，解决了市第一中学
操场因占用地无法建设使用的历史遗留问题
和学校及周边居民被气味污染问题。

今年 5月，对影响城市形象和群众幸福指
数的“顽瘴痼疾”发起总攻，围绕公共区域、住
宅小区、居民院落、市政设施、道路交通、园林
绿化等8个方面开展集中整治行动。

集中整治行动期间，额尔古纳市拆除倒塌

房屋棚圈 41 处，清运垃圾粪污 2.3 万余立方
米。集中整治门前乱堆乱放、车辆乱停放等违
规行为，共纠正各类问题 710处，清理店外店
240余家、乱堆乱放400余处，以“实干指数”换
来了群众的“幸福指数”。

“海三”公路沿线原为主城区城乡结合部，
拆迁垃圾、杂物随处堆放，私自圈占现象严
重。2022年，额尔古纳市从城市精细化管理入
手，对清理出的 5.6万平方米区域进行设施提
升，扮靓城市街角，让周边居民拥有了宜居宜
业的休憩活动空间。

额尔古纳市实施城乡“微更新”改造，花小
钱办大事，不搞大拆大建，推进生产、生活、生
态融合。

该市精心推进城市基础更新，完善城市基础
设施建设，对城区现有路灯实施智慧路灯数字化
及节能改造工程，实现了路灯设施高效、节能、美
化、亮化；修缮额尔古纳大街路面3公里，供热、供
水管网延伸13.8公里；对城市边角地、闲置绿地、
老旧公园广场进行“微改造、精提升”；赋予原民族
团结广场、廉洁文化公园、戍边文化主题公园以主
题思想和文化内涵，丰富了市民休闲文化生活。

精致完善乡镇基础建设，实施乡镇污水处理
站、垃圾填埋场、粪污环境治理等项目；全面推进

“四好农村路”建设，全市抵边自然村全部通邮；苏
木乡镇街道、建制村通硬化路率、通客车率达到
100%，在呼伦贝尔市率先实现城乡公交一体化。

额尔古纳市在呼伦贝尔市率先试点非成
套棚户区改造项目，为170户平房居民进行供
水、供热、排水管网敷设和更换塑钢窗、防盗
门、屋面铁皮，修建室内卫生间等，最大程度让
平房区居民也能享受到楼房的便捷和舒适的
同时，保留住了城市初始原貌。并持续加大老
旧小区改造，改造楼体31栋，涉及779户居民；
开展“雪融”行动，重点对全市道路、平房区越
冬垃圾、建筑垃圾等进行集中清理；完成农村
牧区房屋安全重点隐患排查和3113户农村牧
区“厕所革命”改造任务，城乡居民生活环境质
量不断提升。

额尔古纳市坚持以“产城融合、宜居宜业
宜游”为出发点，培育壮大“旅游+”“生态+”“文
化+”等新业态。着力规范城乡风貌，以服务旅
游发展、建设旅游城市为核心，严格控制市区
主要大街两侧和重点旅游乡镇房屋建筑外立

面风格；有针对性地对额尔古纳大街和哈撒尔
路街道两侧的楼宇、信号塔、市民广场、公园进
行亮化点缀，打造夜间旅游城市风情。

着力增加服务供给，在市区建设了5.6公里
健身步道，延伸更换步道砖2.4万平方米，打造城
市慢行系统；科学划定主次干道停车位1141个，
将民族博物馆等4馆前广场开放为旅游大巴停
车位，满足游客停车需求，在服务区、景区、大型
停车场增设25个充电桩；对中心市场全面提档
升级，推出美食一条街，营造浓厚的烟火气息。

着力传承历史文化，对入选中国传统村落名
录的11个村落，实施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示范
利用，增强地区自然生态民俗文化旅游的吸引力。

恩和俄罗斯族民族乡有4个村列入中国传
统村落保护名录，保留了很多传统木刻楞房
屋。这个乡在规划城镇建设时，将其与旅游文
化开发有机结合，不搞大拆大建，也不搞仿造
建筑，保留了浓郁的俄罗斯族民俗风味。并新
建了总面积3380平方米的传统村落保护利用
展示中心、民俗文化广场和民俗街，在保留当
地特色民居建筑风格的前提下，让群众居住环
境、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为民便民利民为民便民利民 宜居宜业宜游宜居宜业宜游

□本报记者 郝雪莲
实习生 杜泽 高旭

盛夏时节，走进鄂尔多斯市杭锦旗吉
日嘎朗图镇乃玛岱村葵花籽炒货厂建设
现场，一排厂房拔地而起，工人们正在忙
着收尾工作，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

吉日嘎朗图镇是农牧业大镇，葵花种
植面积约 18.5 万亩。2021年，乃玛岱村
针对“产业链条短，本地葵花籽卖不出好
价格”等问题，由村集体投资 209万元建
成葵花籽色选厂。通过“党支部+合作
社+农户”的产业发展模式，辐射带动周
边种植葵花面积达5万余亩，每天可筛选
葵花 20余万斤，每年可实现村集体经济
纯收入8万元。

“早在 2010年，我们村申请‘一事一
议’财政奖补资金建成一处集农资、农副
产品购销为主的综合性集散场地，并由
党支部牵头成立了杭锦旗百家旺种植合
作社，在村内就可以购买葵花种子，还能
进行葵花种植技术指导，给村民带来了
方便。”乃玛岱村党支部书记、村民委员
会主任梅旺说。

一粒小小的葵花，除了粗放式的筛选
加工出售，怎么才能提高产品附加值，是
摆在村党支部面前的一道难题。带着这
样的困惑，乃玛岱村党支部敢于“突围”，
在 2023年建起了葵花籽炒货厂，并带领
村“两委”干部、党员、驻村工作队员和乡
贤能人不断延长葵花价值链，提高产品附
加值。葵花籽炒货厂的建成，预计每年为
村集体经济增收20万元。乃玛岱村采取

“党支部+合作社+农户+市场”的生产经
营模式，实现了葵花种植、收购、生产、销
售一体化，形成了产供销“一条龙”发展格
局，带动周边 100 多户农户种植优质葵
花，产品销往巴彦淖尔、沈阳、北京等地，
探索出一条葵花“黄金”产业链。

“我们村的葵花筛选厂和色选厂，既
为炒货厂提供优质原料，也为种植户带来
了可观的经济效益。”乃玛岱村驻村第一
书记张旭说。

乃玛岱村依托独特的地理优势，因地
制宜发展壮大葵花产业，沿着葵花产业链
越往下游走越有“甜头”，价格也提高了3
到 5倍，在推动农业提质增效的同时，还
提高了农民的收入，并实现了葵花产业由

“初”到“精”的深刻转变。下一步，乃玛岱
村将依托杭锦旗向日葵产业园，聚焦“一
村一品”精准发力，壮大向日葵种植规模，
在延伸产业链、打造品牌上持续发力，推
动葵花产业迈向高质量发展。

小葵花成为增收大产业

本报包头 7月 17 日电 （记者 刘
向平 实习生 贾婷婷）近日，包头稀土
高新区召开“一区一品”政务服务“开门纳
谏”企业座谈会，诚邀18家重点企业代表
齐聚，面对面沟通交流,全心全意倾听企
业心声，吸收采纳企业提出的宝贵意见和
建议，企业家们对这一“开门纳谏”助企纾
困新举措交口称赞。

“我们提出的企业发展中存在的困难
和问题，政府有针对性地进行落实跟进，
为企业提供定制化解决方案,这项服务举
措非常暖心。”包头市英思特稀磁新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行政经理刘桃说。

开门纳谏，倾听企业心声，是稀土高
新区聚服务、凝民心，“一区一品”创建活
动的重要抓手。

今年，稀土高新区着力打造“高新事·
高兴办”特色服务品牌，开展“一区一品”
主题创建活动，围绕服务企业全生命周
期，健全帮办代办服务机制，拓宽帮办代
办服务渠道，延伸帮办代办服务链条，构
建企业线上+线下、专区+社区帮办代办
服务体系，为企业提供贯穿全生命周期、
覆盖全发展流程的全方位帮办代办服
务。企业服务专区试运行以来，办件量环
比增长53%。

稀土路街道办事处便民服务中心作
为活动试点，将企业全生命周期政务服务
延伸至便民中心，设立了帮办代办、社会
事务、劳动就业保障、退役军人服务等 8
个窗口，做到了服务人员及服务事项全部
进驻。截至目前，共认领政务服务事项
117项、进驻 70项，一窗综合受理 70项、
帮办代办 14项、延时服务 7项、高频办事
56项。自 2022年启用“好差评”一体化
平台以来，累计办件量达到 14865件，好
评率100%。

“下一步,稀土高新区将以企业需求
为导向，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水平，让企业
腾出更多时间和精力促经营谋发展,以政
务服务改革创新激发区域发展活力,全力
推动营商环境优化升级，为实现区域经济
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稀土高新区
管委会副主任王丽颖表示。

“开门纳谏”听心声优服务

□本报记者 王塔娜 肖璐 摄影报道

盛夏的赤峰市阿鲁科尔沁草原，白
云飘荡，万顷碧绿。近日，在全球重要
农业文化遗产阿鲁科尔沁游牧系统核
心区巴彦温都尔苏木浑都伦夏营盘，一
场沉浸式畅览“游牧记忆”精彩上演，展
现出独特的地域特色和民族风情。

在活动现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
遗产”的证牌远涉千山万水，从意大利
罗马到达巴彦温都尔苏木，由当地德高
望重的老者手捧证牌，在群马簇拥下一
一向牧民展示，一同庆祝“世界级名片”

正式落户阿鲁科尔沁旗。
阿鲁科尔沁草原游牧系统是草原

游牧文化的发祥地。此次活动以游牧
转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
目阿日奔苏木婚礼为连接点，表演贯穿
4个场景、5个展区，全方位展示“逐水
草而居”的传统生产生活方式，体现了
尊重自然、保护自然、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发展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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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力格尔”是阿鲁科尔沁旗说唱艺术之巅。

搏克搏克、、射箭射箭、、赛马三项技赛马三项技
能合称为蒙古族能合称为蒙古族““男儿三艺男儿三艺””。。

阿鲁科尔沁刺绣是赤峰市非物质阿鲁科尔沁刺绣是赤峰市非物质
文化遗产文化遗产。。

蒙古象棋博弈蒙古象棋博弈。。

每年每年 66月中旬月中旬，，阿鲁科尔沁旗原生态草原游牧核心区巴彦温都尔苏木都会有一场浩大的游阿鲁科尔沁旗原生态草原游牧核心区巴彦温都尔苏木都会有一场浩大的游
牧转场牧转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