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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治沙·内蒙古新实践

本报兴安 8 月 10 日电 （记者
高敏娜）8 月 9日，在 2023 中国（阿尔
山）旅游大会——兴安盟那达慕开幕式
上，中国气象局将全国首批、全区首个

“避暑旅游目的地”标牌授予兴安盟。
“避暑旅游目的地”是国家气候标

志的子品牌，是衡量一个地区避暑旅
游气候、生态环境的综合评价和权威
认定。兴安盟夏季天气凉爽，气候景
观多姿多彩，平均气温20.9℃，避暑气
候禀赋优异。空气负氧离子含量高，

体感舒适，旅游配套设施完善，适宜避
暑旅游、休闲养生和度假观光。

此次获评“避暑旅游目的地”有利
于兴安盟充分整合区域良好的气候和
生态资源，进一步拓展旅游产业发展
空间。未来，兴安盟将持续提升“避暑
旅游目的地”品牌影响力，加快推动旅
游业全域、全季、全业态、全要素发展，
让“兴安岭上兴安盟”更具知名度、美
誉度和影响力，把宝贵“凉”资源变成
优质“热”产业。

兴安盟获评全国首批“避暑旅游目的地”

本报8月 10日讯 （记者 白莲）记者从自
治区科技厅获悉，日前，大青山实验室、鄂尔多斯
实验室2家内蒙古实验室获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复
同意建设。这是自治区实验室体系建设的重大突
破，标志着内蒙古实验室建设正式起步，填补我区
省级实验室空白，在自治区科技创新事业发展史
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布局建设内蒙古实验室，是自治区党委、政府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重要指示
批示精神，从办好两件大事出发强化科技战略支
撑的重大举措。大青山实验室、鄂尔多斯实验室
立足内蒙古丰富的能源资源与应用场景，面向国
家能源安全与“双碳”战略目标，分别以新型电力
系统和煤化工为主攻方向，由内蒙古电力（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鄂尔多斯实验室牵头组建，将围
绕可再生能源产业和煤化工产业高质量发展重
大科技需求开展战略性、前瞻性、前沿性基础研
究、应用基础研究和关键共性技术研究，加快推动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打造国内外具有影响力的科
技创新高地。

记者了解到，2家实验室将按照新型研发机构
的运行方式，跨机构、跨地域联合国内外优势高
校、科研院所、行业龙头企业，集聚一批顶尖科学家、
中青年技术人才及高层次管理人才，打造若干具有
国际一流水平的研发公共平台，形成完备研发体系，
全面贯通“基础研究-技术研发-转化应用-生产运
营”链条。同时，还将在组织框架、岗位设置、人员聘
任、职称聘用、研究路径、知识产权归属等方面享
有充分自主权，在人才聚集、科技激励、成果转化
等方面探索适应自身特点、灵活多样的管理体制，
为自治区科研体制改革蹚新路、打样板。

下一步，我区将逐步构建全国重点实验室、内
蒙古实验室、自治区重点实验室接续联动、梯次衔
接的三级实验室体系，到2030年建成若干家突破
引领、学科交叉、综合集成、国内一流、国际先进的
内蒙古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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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巴彦淖尔8月 10日电 （记
者 薄金凤 巴彦淖尔广播电视台记
者 王丽娜 马崔宇）近日，在 2023
年巴彦淖尔市小麦高产竞赛测产活动
中，临河区狼山镇光明村六组村民李
光荣家的小麦最高亩产达到 1366.92
斤，他也因此荣获“粮王”称号。谈起
高产的秘诀,李光荣告诉记者,今年他
家的 26亩小麦，全部采用巴彦淖尔本
土自主培育品种“巴麦13号”。

“今年‘巴麦13号’秸秆硬、个长得
高、穗头大、颗粒饱满，售价每斤1.6元左
右，加上政府补贴麦后复种，每亩收入达
到2500元到2700元左右。”李光荣说。

此次测产竞赛，该市共有 16个参
赛点参加。经过现场丈量实收面积、
机械收获、称重、去杂、水分测定等多
个程序实收测产，“巴麦13号”在各参
赛点表现抢眼。

据了解，“巴麦13号”（审定编号：蒙
审麦2016001号、国审麦20200039）是
由巴彦淖尔市农科所和兆丰小麦产业化
研究院合作选育的本土优质蒸煮类专用
小麦品种，是“十三五”期间西北春麦区
仅有的三个国审品种之一，入选自治区

十大农牧业科技成果。其在产量、适应
性、抗病性和加工品质及营养品质方面
全面超越河套小麦传统品种永良4号，
作为新一代河套小麦品种的引领者，得
到当地政府大力支持和重点推广。

“狼山镇的‘巴麦 13号’万亩示范
区取得了1366.92斤的最高产量，这一
产量也创造了我市小麦大面积示范高
产纪录。今年‘巴麦 13号’在全市范
围总计安排了8万余亩的示范，涌现出
一批像临河农场四分厂1354斤、五原
新公中 1214 斤的高产典型。预计
2024年‘巴麦 13号’在我市推广面积
将突破20万亩，在西北地区示范面积
突破 50万亩。”巴彦淖尔市农牧业科
学研究所小麦研究室负责人杨蕾介绍。

今年，巴彦淖尔市在大力推广小
麦新品种、新技术的同时，通过整合各
项惠农补贴政策，将小麦补贴标准由每
亩150元提高至300-500元，麦后复种
燕麦草补贴由原来的100元提高至300
元。今年巴彦淖尔市小麦种植面积完成
79.97万亩，较上年增加18.05万亩。其
中河套灌区平均亩产860斤左右，较上
年增加22斤，总产量预计达到5.7亿斤。

“巴麦13号”产量高达1366.92斤！

巴 彦 淖 尔 市 自 主 培 育
品 种 亩 产 创 历 史 纪 录 8月 10日，内蒙古北科交大机器人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正在对行走式智能

巡检机器狗进行安全测试。内蒙古北科交大机器人有限公司是一家以工业机
器人为核心的数字化、智能化设备和系统解决方案产学研一体化的高科技企
业，目前已在钢铁、铝业、稀土、风电、光伏等行业研发并广泛应用了多款机器
人，助力相关产业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王晓博 摄

智能机器人助力产业高质量发展

本报 8 月 10 日讯 （记者 高
慧）据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消息，今年前
7月，全区累计减免通行费 103094万
元，同比增长26%。

今年以来，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持
续推进各类通行费惠民惠农政策。严
格执行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
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鲜
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政策的通知》
要求，保障“菜篮子”供应，对整车合
法装载运输鲜活农产品的车辆减免
车辆通行费23790万元。对通行全区

所有高速公路的车辆，以ETC卡全额
支付高速公路通行费的用户按 9.5 折
收费，共减免 30053 万元。严格贯彻
落实节假日期间高速公路免费惠民
政策，免收 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车辆
通行费33734万元。对军队和武警部
队车辆、执行抢险救灾任务的车辆等
符 合 通 行 费 减 免 政 策 的 车 辆 减 免
9114 万元。落实高速公路差异化收
费政策，降低货物运输成本，共减免
6318 万元。新能源车辆差异化减免
85万元。

保障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

前7月我区累计减免通行费10.3亿元

本报8月 10 日讯 （记者 冯雪
玉）今年上半年，我区各地推动促进文
化产业发展各项政策成效进一步显现，
全区文化产业发展势头良好，文化消费
需求持续释放。全区规模以上文化产
业延续增长势头，营业收入增长快于全
国平均水平。

今年上半年，全区146个规模以上
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以下简称“文化企
业”）实现营业收入56.5亿元，同比增长

14.9%，增速快于一季度 1.2个百分点，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7.6个百分点。

文化批发和零售业保持强劲增长势
头。上半年，全区文化批发和零售业实
现营业收入24.9亿元，同比增长26.3%，
增速快于一季度5.1个百分点，高于全国
平均水平 21.5个百分点。从拉动情况
看，文化批发和零售业小类中，首饰、工
艺品及收藏品批发、图书、报刊零售和珠
宝首饰零售等3个行业拉动明显，分别

拉动全区文化及相关产业整体营业收入
增长4.2个、2.4个和2.3个百分点。

文化服务业稳步增长，文娱行业
回暖带动明显。上半年，文化服务业
实现营业收入 25.4 亿元，同比增长
20.5%，增速快于一季度 6.2 个百分
点，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5.6 个百分点。
在 9 个文化行业大类中，文化娱乐休
闲服务实现营业收入 2.7亿元，比上年
同期增长 2.2倍。 ■下转第2版

同比增长14.9%，高于全国平均水平7.6个百分点

全区文化产业上半年增势强劲

□本报记者 霍晓庆

眼前是一望无际的沙柳和柠条林，
驱车向林子深处驶去，不断有茂密的枝
条蔓延到林间小路上，挡住了去路。再
往里走，一个写着“周志忠家庭林场”的
牌子出现在眼前。

这里是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中和
西镇官井村。“以前这一带都是沙子，人
们无法生存都搬走了。现在你看看，林
子起来了，沙子看不见了，我们全家人
的生活也都指望着这片林子。”今年54
岁的周志忠没想到，当年为了改变生存
环境种下的 30多万亩灌木林，如今成
为了一家人的“绿色银行”。

官井村位于库布其沙漠南缘，此
前，沙漠连年侵袭，加之超载放牧，草场
沙化严重。从 2008年起，搭上“三北”
工程、京津风沙源治理等国家重点生
态工程的顺风车，周志忠最先在村里
承包荒地进行植树造林。摸索出经验
后，他带领村民连续十几年不间断，将

库布其沙漠边缘的沙地、荒地一点点
染绿。

2019 年，鄂尔多斯市推出家庭林
（草）场生态治理模式。对于长期参与
生态建设的农牧民来说，这无疑是巨
大的利好政策。“过去生态修复治理的
重要途径是项目招标，但由于过程复
杂、农牧民接受度差，治理成效不明
显。家庭林（草）场模式，用家庭个人
承包代替以往项目招标的形式，将有
资质、有治沙基础的草场以户主名字
命名为家庭林（草）场，让农牧民转型
成为生态治理项目的直接承包人，并
给予相应的政策与资金扶持，培育其
发展壮大。”达拉特旗林草局局长闫建
国说。

2019 年，鄂尔多斯在全市评选出
第一批7户家庭林（草）场，包括周志忠
在内的5户都在官井村。如今，官井村

的家庭林场户已经达到20户。
“被命名为家庭林场后，生态建设

工程项目优先考虑家庭林场户，每年都
能拿到国家公益林补贴，沙柳平茬还能
拿到森林抚育补贴。林草部门还给免
费配置了拖拉机、割灌机等大型设备，
对状态不太好的林草场实施了改良修
复。以前造林自己掏钱，现在造林政府
补贴。”周志忠感慨地说。

不仅如此，每年轮流平茬的沙柳条
切割后作为优质种条，卖往新疆、西藏、
青海等地。官井村成为了周边地区和
亿利资源集团荒漠化治理的种苗供应
基地。每到沙柳平茬季节，周志忠带领
四五十名工人平茬完自己家的林地再
承包其他造林户的林地进行平茬。他
家每年光卖种条就能收入三四十万元。

生态好了，牛羊再也不愁没吃的
了，效益自然就来了。依托优良的林草

场，不少家庭林（草）场户都发展起了畜
牧业和经济林种植。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家庭林
（草）场生态治理模式，让农牧民成为了
生态建设工程项目的建设者和直接受
益人，实实在在得到了利益、见到了效
益。

这一为生态“变现”的政策一出，便
激发出无限活力。农牧户纷纷投入治
沙造林，鄂尔多斯大地开启了以家庭为
单位规模化推进生态修复治理的进程。

截至目前，鄂尔多斯市已经在各旗
县区培育、发展了 500户家庭林草场，
其中家庭林场 168 户、家庭草场 332
户，生态覆盖总面积达200多万亩。

曾经生态恶化、回不去的家，如今
已是人人向往的聚宝盆。曾经的林草
场使用者，变成生态的建设者和受益
者。家庭林（草）场推进生态保护修复
和生态资源合理利用，找到了生态、生
产、生活的最佳平衡点，成功打造了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鄂尔多斯
实践。

生态“变现”让农牧民有了“绿色银行”
——鄂尔多斯市家庭林（草）场模式规模化推进生态修复治理

□本报记者 魏那 肖璐

惟担当者进，惟实干者胜。
今年以来，争做蒙东发展“排头兵”

的赤峰市，锚定“五大任务”谋篇布局、
立柱架梁，实字当头、干字为先，全力以
赴推动“五大任务”见行见效，书写推动
高质量发展的赤峰答卷。

“两个屏障”更加稳固

身为首都北京的“后花园”与“护城
河”，赤峰地位重要、责任重大，是“两个
屏障”的重要组成部分。

赤峰，浑善达克、科尔沁两大沙地
从这里穿境而过，沙化土地面积占全市
总土地面积1/5。如何把绿色铺就在漫
漫黄沙之上？

“踏山行川，不如三十二连山梯田
望远”。从当年“秃山光岭干河套”到如
今“青山环绕一坡田”，敖汉旗萨力巴乡
三十二连山以独特的“水田林路沟综合
治理”模式解决了 3.2万亩水土流失问
题，涵养了水源，保护了生态。每年，有
超过10万名游客到这里打卡。

东有敖汉荒漠变绿洲、沙土化黄
金；西有翁牛特以路治沙、化整为零锁
黄龙。盛夏时节驱车行驶在翁牛特旗

境内的阿浩线，大片的草方格随着起伏
的沙丘连绵延伸向远方，阿浩线连同其
他 12条穿沙公路将沙地纵横切割，创
下“以路治沙”模式。

“让沙漠荒山披绿，让沙漠成金，只是
生态文明万里长征的一个开始。”翁牛特旗
林草局陈宗涛局长表示，“以路治沙”“引水
入沙”，翁牛特旗的治沙路仍在继续。

2023 年，赤峰“绿色信仰”永久烙
刻，步履愈加坚定。生态保护修复方
面，完成营造林 15.6万亩，退化林分改
造修复26.4万亩，防沙治沙48万亩。产
业绿色转型方面，已完成高效节水灌溉
工程37万亩，推广使用加厚高强度地膜
250.02万亩、全生物可降解地膜 25.03
万亩。生态环境质量方面，今年上半年，
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 91.3%
（剔除沙尘影响），全市地表水国控断面
优良水体比例为78.3%……一幅秀美的
生态文明长卷正在赤峰大地徐徐展开。

“后花园”勃勃生机，“护城河”坚不
可摧。

盛夏赤峰，“夜市经济”如火如荼，
所经之处，藏蓝色的身影让人格外心
安，不远处闪烁的警灯，也给喧闹的夜
市带来了安全感。

红山区、松山区公安分局扎实开展
“见警灯、见警车、见警察”工作，严格落
实 1、3、5分钟快速响应机制和社会面
巡逻防控，持续提升社会面见警率和管
事率，增强震慑力，及时打击、有力震慑
现行违法犯罪活动。

开展夜查酒驾醉驾，严厉打击涉
酒违法行为；加大对“飙车炸街”违法
行为整治力度，严厉打击此类违法行
为嚣张气焰；出重拳、亮利剑，平安赤
峰建设正向着更深层次、更宽领域、
更高质量迈进。

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
保障。从推进监管体制机制改革，到开
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行动；从建立“多
灾种”“大应急”救援队伍，到建设综合
性应急救援基地……赤峰市安全生产
相关制度逐步健全，监管能力不断提

升，安全生产形势日趋稳定。2022年，
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同比2021年分别
下降67.5%和67.3%，实现了“双下降”。

常抓不懈、久久为功，赤峰市将在祖
国北疆筑起坚如磐石的安全稳定屏障，以
赤峰之稳守卫边疆安全、拱卫首都安全。

“两个基地”量质齐升

身为战略资源、新能源资源富集地
区和绿色农畜产品输出地，赤峰区位优
势明显、产业基础扎实，在建好“两个基
地”方面具备优厚条件。

8月 1日，赤峰市国际会展中心，1
万余人将室内外展区围得水泄不通，第
十届内蒙古绿色农畜产品博览会、第十
一届内蒙古（蒙东）农业机械博览会和
首届赤峰预制菜大会“三会”合一，全区
12个盟市的绿色农畜产品汇聚赤峰，
是绿色农畜产品的大检阅。

内蒙古是我国农牧业大区，已经成
为名副其实的粮仓、肉库、奶罐、绒都。

在赤峰举办“三会”，展示内蒙古优
秀农畜产品品牌形象，体现了赤峰乃至
内蒙古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
地步伐更加稳健。

“农”耕希望田野，“畜”写致富篇
章。截至今年，赤峰粮食产量连续十年
保持在百亿斤以上， ■下转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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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海军 通讯员 赵晓薇

近日，经集宁海关签发健康证书，
内蒙古薯都凯达食品有限公司的一批
重 21.6 吨的冷冻裹粉薯条封箱，准备
发往柬埔寨。这是今年该企业继发货
巴林后，拓展的又一个“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市场。

乌兰察布市马铃薯、葵花籽、冷凉
蔬菜等农食产品原料资源丰富，发展势
头好，潜力足。辖区农食产品出口国中，
七成以上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我们企业目前已开拓‘一带一路’
国家市场10余个。在开拓国际市场的
过程中，集宁海关持续关注我们公司生
产经营状况，派专员一对一进行全方位
指导帮扶，不断释放海关AEO高级认

证、RCEP等政策红利，给了我们很多帮
助。”内蒙古薯都凯达食品有限公司法薯
工厂厂长金亚丽介绍道。

与内蒙古薯都凯达食品有限公司
一样，内蒙古送心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也不断加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的市场开拓。“我们公司出口的葵花籽
以订单生产为主，主要出口‘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今年我们的订单量很大。集
宁海关指定了专职联络员，为我们提供
属地查检预约服务，大大提升了产品发
货效率。”内蒙古送心农业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负责人薛亚飞说道。

深耕“一带一路”朋友圈，为乌兰察布
外贸稳中提质注入强劲发展动能，今年上
半年乌兰察布农食产品出口“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7267.83吨，货值8108.83万元，
同比分别增长87.4%和213%。

“乌兰察布味道”香飘“一带一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