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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的胜利 和平的胜利 人民的胜利
——写在纪念抗美援朝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

学经验 重实干 闯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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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7月26日讯 （记者 李倩）
为打造北疆文化品牌，塑造和传播好呼和
浩特市独特而有内涵的城市形象风貌，进
一步增强城市文化吸引力，树立文化自
信，7月26日，“北疆文化 青城印记——
寻迹文化符号集群”活动正式启动。

每座城市都以其独特的符号和符号
集群，向人们传递着不同的文化、历史、风
情等信息。通过城市符号特别是文化符
号的传播，可以有效地建立起人们关于城
市的直观印象，全方位展示真实、立体、丰
富、生动的城市面貌，传递城市文化信息，
吸引外来游客，增强城市居民归属感。

“北疆文化 青城印记——寻迹文化
符号集群”活动将梳理呼和浩特市历经沧
桑岁月留存的宝贵的文化财富，形成系

统、合理、完整的5个序列、100个符号的
城市大文化符号集群，并把统筹梳理、专
业描述的文化符号融入城市建设，深化人
们对于“北疆文化”的认同，进一步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北疆文化 青城印记——寻迹文
化符号集群”活动由呼和浩特市委宣传
部、内蒙古日报社联合推出，活动期间
联合人民网、新华网等多家央媒、自治
区媒体、盟市级媒体、旗县级融媒体中
心以及腾讯、新浪等商业媒体平台等近
30家媒体发布征集令，整个活动将以

“社会征集+四级媒体全媒发布+城市
应用场景制作+游客打卡体验”等形式
深度呈现，挖掘好、阐释好、宣传好呼和
浩特市的历史文化符号。

“北疆文化 青城印记——寻迹
文化符号集群”征集活动启动

本报7月 26日讯 （记者 李永
桃）7月 26日，记者从自治区政府新闻
办召开的2023年上半年全区金融运行
情况及金融支持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
情况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 1—6月，
全区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2655.1亿元，
同比多增1080.7亿元。

今年以来，全区金融系统立足自治
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大局，聚焦办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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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实
推进金融政策落地见效，积极促进金融
服务扩面提质，金融支持自治区经济社
会平稳健康发展的基础稳固、力度增强。

金融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快速

增长。6月末，全区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
余额29084.5亿元，同比增长10.4%，较
上年同期提高3.3个百分点；比年初增加
2119.2亿元，同比多增779.4亿元，已超
上年全年增量151.8亿，增速增量均为近
六年来最高水平。6月末，全区金融机构
人民币存款余额 35181.5亿元，同比增
长 15.3%，较上年同期提高 0.2 个百分
点；比年初增加 2867.9亿元，同比少增
118.2亿元。

信贷投放结构进一步优化。全区金
融机构进一步加大对普惠小微、绿色发
展、科技创新、制造业等自治区重点领域
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其中，对重点
项目的信贷支持方面， ■下转第4版

1—6 月 全 区 社 会 融 资
规 模 增 量 2655.1 亿 元

同比多增1080.7亿元

本报7月26日讯 （记者 章奎）
7月 26日，王莉霞主持召开重点产业链
建设年度第二次工作会议，利用一整天
时间，听取 7位副主席关于“风光氢储
车”装备制造、稀土、肉薯绒精深加工等
13条重点产业链情况汇报，与链长、链
主企业、行业部门一起梳理问题，逐一
派工单、分任务、压责任。

王莉霞强调，推进 8大产业集群和
16条重点产业链建设，是落实党中央对
内蒙古战略定位、办好“两件大事”的重
要抓手，必须深化落实自治区党委六次
全会决策部署，围绕建设“两大基地”把
长板做长，按照“闯新路、进中游”目标
把重点产业做优做强做大。一要强化
问题导向，盯住每条产业链的堵点难点
问题，有问题就要有回应、有举措、有结
果。二要坚持政企齐心，链长负好责，
厅局尽到责，链主担起责，绷紧工作链，

牵动产业链。三要优化产业布局，统筹
谋划、科学摆布，不能“遍地开花遍地
栽”“捡到篮子都是菜”。四要狠抓项目
建设，精准招引大项目、好项目，全力抓
储备、抓落地、抓投运。五要强化科技
创新，聚焦解决“卡脖子”问题，用好平
台，多出成果，引育人才。六要加强政
策引导，针对产业链建设中的实际困
难，及时供给政策、完善政策，做到“我
制定的政策我兑现”，解决好“最后一
米”问题，对不落实、落不实的要有办
法、有说法，为企业提供“及时雨”。政
府要围着企业转，企业要围着产业转，
共同解决资源行转化不行、产量行产业
不行等重大问题，携手营造高质量发展
的大气候。

自治区领导黄志强、奇巴图、包献
华、郑光照、么永波、杨进、白清元汇报
并一起研究。

王莉霞主持研究重点
产 业 链 建 设 工 作

□新华社记者 张雅诗

“习主席的回信对香港青年提出
了殷切期望，我们要用火热的青春书
写精彩的人生，香港的繁荣我们来延
续！”香港培侨中学高一年级学生陈蔓

琳激动地说。
国家主席习近平 7 月 24 日给香

港培侨中学高一年级全体学生回信，
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回信在香港
引发热烈反响。香港各界表示，习主席
回信提出热切期待，体现了对香港青
年乃至整个香港社会的关怀和重视，

香港各界一定会继续推动爱国主义
教育更上一层楼，培育爱国爱港、具
有世界视野、可堪大任的新一代，为
建设美好香港、实现民族复兴作出积
极贡献。

近日，培侨中学高一年级全体学
生给习近平主席写信， ■下转第4版

推动爱国教育更上层楼
激励青年奋发报效国家
——习近平主席回信在香港引发热烈反响

7 月 26 日，参赛队员正在比赛。当日，2023 年第一届全国机关企事业单
位健身气功八段锦交流比赛在内蒙古体育馆开幕。据了解，本次大赛为期 2
天，来自全国 14 个省、市、自治区的 28 支代表队共计 224 名运动员报名参
赛。比赛包括八段锦交流比赛、八段锦“进社区”科学指导等活动。

本报记者 怀特乌勒斯 摄

□本报记者 薛来

7月 20日，全区小麦开镰暨麦田丰
收节在巴彦淖尔市举行，拉开“塞外粮
仓”河套地区小麦收获序幕，全区粮食
生产实现开门红。

在杭锦后旗蒙海镇红建村万亩小麦
连片示范创意园，15台大型联合收割机
呈“雁阵形”，正在有序收割小麦。金色
的麦穗刚被卷入收割机，颗颗饱满的麦
粒便从顶端的出谷筒飞入存储仓。种植
大户王义正在将存储仓里的小麦装进拖
拉机车斗，“今年我种了1016亩小麦，小
麦长势良好，麦穗大，颗粒饱满，亩均产
量预计超过1000斤。”他的嘴巴“咧”到
了耳根，“高标准农田就是好，不但降低
了种植成本，扩大了耕地面积，亩产量也
增加了！”

与普通农田相比，高标准农田到底

“高”在哪儿？巴彦淖尔市农牧局种植
业科科长李东伟作出专业解释：“高标
准农田的‘高’首先表现在粮食产量
上。建成后的高标准农田亩均增产
10%以上，部分建成后的高标准农田可
实现‘一季千斤、两季吨粮’。其次，农
田抗灾减灾水平更高。从全国每3年的
平均受灾面积看，2019—2021 年的平
均受灾面积比 2010—2012 年降低约
45%。第三，资源投入利用效率更高。
完善的农田基础设施大大促进了农业
资源节约集约利用，亩均节水 20立方
米，节电 30%以上，化肥和农药用量分
别下降 20%和 10%，省工 50%左右，节
约成本50-80元。”

天下黄河，唯富一套。河套地区因
黄河水灌溉而富裕，然而，黄河水携带
大量泥沙，常年的大水漫灌又导致耕地
出现板结和盐碱化现象，加之农户的地
块分散，日益精良的农业现代化设施设
备无法施展身手，农户利益受到严重威
胁。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维护最广大
农户利益，巴彦淖尔市在河套灌区大面
积实施农田建设项目。

针对河套灌区耕地碎片化严重、耕
地“肥瘦”差异大等实际情况，高标准农
田建设项目选址必须做到农民“五同
意”，即同意农田水利项目建设、同意大
破大立土地调整、同意出工和植树、同意
社会矛盾自行解决，同意率达到85％以

上；项目设计必须通过“六方”签字，即农
民代表、村民小组组长、嘎查村书记、苏
木乡镇长、主管部门主要负责人、旗县区
政府主要负责人签字；项目建设实行“三
打破、五统一、一重新”建设模式，即打破
农户的承包界、打破杂乱的地块界、打破
混乱的渠沟路布局，统一开挖渠沟、统一
修整道路、统一平整土地、统一建设水利
工程、统一营造防护林，建设完成后将土
地重新分配经营；项目竣工验收后明确
管护主体，建立“市统筹、县负责、镇监
管、村落实”的管护机制，建管并重确保
工程长期发挥效益。

临河区新华镇新乐村村民吴二海是
第一批高标准农田改造的受益人。看今
朝想过去，吴二海感慨万千：“我16岁开
始种地，30 亩地一年纯收入最多 1 万
元。虽然后来的收益逐渐在提高，但由
于耕地分散，种植成本很难降下来。”“一
开始建设高标准农田时， ■下转第4版

省水省肥省人工 增地增产增效益

高标准农田建设让“粮田”变“良田”

□本报记者 李永桃

盛夏的北疆大地万物竞秀，2023
世界新能源新材料大会、首届中国绿
色算力大会、世界蒙商大会等多个国
家级、世界级盛会相继在内蒙古召
开。正在着力调整产业结构、构建多
元发展多极支撑现代化产业体系、重
大项目不断集聚集群的内蒙古，吸引
着各方资源。

7月 8日，内蒙古华域干细胞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生物资源存储及细胞药
物研发、生产项目在和林格尔新区投
入运行。内蒙古首家集干细胞和免疫
细胞资源存储、研发、制备、临床转化
为一体的综合细胞生产基地诞生。

6月 29日，我国首个万吨级新能
源制氢项目——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准
格尔旗纳日松光伏制氢产业示范项目
成功制取第一方“绿氢”。至此，内蒙
古正式掀开绿氢“制储输用”全产业链
发展的帷幕。

6月25日，乌兰察布市京津冀地区
招商引资推介会（农牧业专场）在北京
市举行。大会签署 69个总投资 291.8

亿元的招商引资项目合作协议，涵盖设
施农业、预制菜加工、良种繁育、冷链仓
储等多个领域。乌兰察布市在建设国
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方面再发力。

……

科学布局有序推进

在年初召开的自治区两会上，内
蒙古将“不遗余力抓项目”列入今年全
区重点工作之一。

项目是做大经济总量的主抓手、
稳定经济运行的压舱石。今年以来，
内蒙古全区上下在抢抓机遇中扬优
势、锻长板，在应对挑战中促转型、补
短板，千方百计做大经济总量、优化经
济布局、调整经济结构，坚定不移走以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
发展新路子。

1月 29日，正月初八，全区招商引
资暨优化营商环境大会在呼和浩特召
开。“招商引资最理想的效果就是企业
发财、地方发展、百姓受益，要科学谋
划储备一批大项目好项目……”会议
发出开年招引重大项目总动员。

3月 20日，内蒙古自治区与中央

企业深化合作座谈会暨招商引资（京
津冀地区）推介及项目签约仪式在北
京举行。来自京津冀地区 78家企业
的负责人与自治区成功签约 9个领域
80个项目，协议总投资2434亿元。

3月 31日，自治区党委、政府发出
2023年高质量发展重大项目集中开工
动员令，330个重大项目同时按下“集
中开工键”，产业转型升级、战略性新
兴产业、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多个
领域重大项目建设驶上“快车道”。

4月 24日至 26日，自治区政府在
浙江省杭州市举办面向长三角地区招
商引资推介会暨合作项目签约仪式，
并举办绿色农畜产品加工、先进制造
业、新能源产业、文旅服务业4场专题
推介洽谈活动，签约9个领域108个项
目，协议总投资2757亿元。

“推动传统能源产业转型升级，大
力发展绿色能源，做大做强国家重要能
源基地，是内蒙古发展的重中之重”“要
加快优化产业结构，积极发展优势特色
产业”……6月5日至8日，习近平总书
记第四次到内蒙古考察时深情嘱托。

牢记嘱托，内蒙古按下招引重大
项目“快进键”。

“现在最当紧的是和‘我不如人’
的观念说再见，把在一些领域创一流、
当标兵的雄心壮志树起来，在优势特
色产业领域加紧谋划实施一批标志
性、引领性重大项目，抢占制高点，以
优势特色产业的领跑带动地区经济后
来居上。”7月3日至5日召开的自治区
党委十一届六次全会再次吹响重大项
目建设“冲锋号”。

7月 5日，“京蒙百企情·巴彦淖尔
行”调研对接活动座谈会暨合作意向
签约仪式在巴彦淖尔市举办，来自北
京市能源、农牧业、科技、零售业、教育
科技等领域的 54家优质企业 80余名
代表参加。双方达成合作意向16项，
涉及金额107亿元；现场签约11项，涉
及金额91.15亿元。

7月 7日，自治区政府与中国中铁
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根据协议，中国中铁将聚焦新型
城镇化、新型基础设施、重大工程，重
点在市域铁路、轨道交通、高速公路、
水利环保、城镇化建设和新能源建设
等领域与内蒙古开展深度合作，共同
推进一批重点基础设施项目。

■下转第4版

聚链成势做大总量挺进中游
——从重大项目推进看内蒙古高标准布局

本报锡林郭勒7月26日电 （记
者 巴依斯古楞）7月 23日上午，“相
约草原·遇见那达慕”内蒙古自治区第
33届旅游那达慕拉开帷幕，到25日下
午，512名搏克摔跤比赛结束，仅仅3
天时间内，那达慕举办地——锡林郭
勒盟旅游收入超11亿元、接待游客超
50万人次、活动报道全网曝光量超4
亿次，大型那达慕带来大流量、大商
机，还强力拉动地方服务业蓬勃发展。

在今年那达慕 21 项系列活动
中，除传统赛事和演出活动外，草原
游客三项赛、草原露营季、草原音乐

那达慕、网红达人那达慕等众多文旅
新业态也打出了名气、凝聚了人气。

“我来自北京，第一次如此深度
体验草原那达慕。据他们说，我参加
的沙嘎比赛就有100多种玩法，感到
很新奇，今后有机会还会来草原游
玩。”游客马女士向记者分享参与那
达慕的感受。

在网红达人那达慕中，东方甄选
直播团队内蒙古外景专场首次在乌拉
盖布林泉景区开播，东方甄选团队以
直播带货和边走边玩的形式，为广大
网友直播那达慕盛况、■下转第4版

11亿元、50万人次、4亿次曝光量！

内 蒙 古 旅 游 那 达 慕 为
锡 林 郭 勒 带 来 大 商 机

“相约北疆 文颂中华”。7月8日第二十届中国·内蒙古
草原文化节开幕以来，优秀剧目汇聚一堂，精品力作精彩呈
现，观众对“家门口”的这场高品质文化盛宴赞不绝口。

在文化节舞台上，多部基层排演的优秀剧目被关注、获
认可，让“北疆文化”活起来火起来。“这些剧目非常值得一
看。”市民吕翠玲连续看了好几场演出，赞不绝口。

乌兰察布市察右后旗乌兰牧骑排演的音乐剧《人民楷模
都贵玛》，真情演绎“三千孤儿入内蒙”的历史佳话；鄂尔多斯
市准格尔旗乌兰牧骑原创漫瀚调现代戏《同心记》，唱响基层
百姓在党的领导下齐心致富、同心筑梦的动人故事；赤峰市
宁城县乌兰牧骑带着排演的现代评剧《忠诚》，从宁城县来到
呼和浩特市，声情并茂的表演催人泪下……内蒙古这些本土
原创舞台剧，将当地的舞蹈、音乐、戏剧等艺术元素跨界融
合，以鲜活的舞台艺术作品精彩呈现。

音乐剧《人民楷模都贵玛》出品人李燕东说：“文化节上
演完后，我们在乌兰察布市进行了汇报演出，又去锡林郭勒
盟进行了巡演。通过本届文化节优秀剧目展演，音乐剧《人
民楷模都贵玛》被更多的人关注、认可，也激励主创团队不断
进步。目前我们正在联系北京和上海准备‘走出去’演出，计
划明年进行全国巡演，把人民楷模都贵玛的大爱传奇传递到
祖国各地。”

今年以来，内蒙古文艺火遍大江南北。3月 14日，《骑
兵》开启2023年全国巡演，从首站北京到回归呼和浩特，而
后奔赴长沙、泰州、南京、保定、潍坊，所到之处，一票难求。
除《骑兵》外，还有交响乐《旗帜》、民族管弦乐《丝路草原》、民
乐映九州《塞上牧歌情》马头琴音乐会、奈热乐队专场音乐会
等，这些文艺作品先后走进全国 40个城市，开展了近 60场
巡演，收获了10万现场观众的掌声与好评，更获得无数粉丝
为内蒙古点赞。

好的舞台作品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将
“北疆文化”品牌越擦越亮，通过艺术表达把内蒙古壮美和美
善美、可信可亲可爱的形象树起来，进一步提升了内蒙古的
美誉度和影响力。

为了弘扬主旋律、传承红色基因，纪念战斗并牺牲在开
鲁县的“革命音乐家”麦新，开鲁县乌兰牧骑创作话剧《赤子
长歌》（原名话剧《大刀进行曲》）。从2015年开始创作剧本
到2017年开始排演， ■下转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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