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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治沙·内蒙古新实践

初秋时节，在赤峰市巴林右旗北部的赛罕乌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放眼望去，山林水草的自然勾
勒，满眼的绚丽多彩，让人流连忘返。该保护区内有 6个植被型、10个植被亚型、39个群系，野生动植物
3070种，生物多样性资源十分丰富。 本报记者 肖璐 摄

本报8月 13日讯 （记者 高慧）记者
从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获悉，8月 12日，集
宁至通辽铁路（以下简称集通铁路）电气化
改造工程重点控制性项目——热水汤大桥
连续梁合龙以及申营子隧道贯通顺利完成，
标志着该工程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

热水汤大桥位于赤峰市克什克腾旗，全
长 392.96 米，此次合龙浇筑的连续梁全长
145.6 米，为三孔跨结构，上跨车流密集的
303国道。针对此次施工技术难度大、安全
风险高、防护等级高的特点，施工单位通过
使用先进工装设备及监控量测系统，实现施
工质量管理全程跟踪、智能控制、及时纠偏，
确保现浇梁体线形顺畅，浇筑一次成优。申
营子隧道是集通铁路电气化改造工程中首
条贯通的长大隧道，位于赤峰市克什克腾
旗，隧道全长2300米，最大埋深101.7米，为
单洞双线隧道。申营子隧道地质条件复杂，
四周岩石碎散、土质疏松，还穿越了2处断层
破碎带，施工安全风险高、难度大。施工单
位采取“短进尺、弱爆破、强支护、勤测量、早
封闭”的施工方案，有效应对地质变化的各
种突发状况，确保申营子隧道安全、高效、顺
利贯通。集通铁路西起内蒙古乌兰察布市，
东至通辽市，途经内蒙古 4个盟市、13个旗
县，2022年累计运输货物5622万吨，是连接
我国东北、华北和西北地区，保证东北地区
能源和物资供应的重要铁路干线。集通铁
路电气化改造工程于2020年 4月启动，全线
共923公里，预计2024年投入使用。集通铁
路改造完成后，铁路质量将大幅提升，客车
全线运行时间缩短 6个小时左右，开行旅客
列车数量由 13对增加至 30对，设计货运能
力也将由3600万吨提高至8000万吨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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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朱媛丽

“大娘，好点没？我们今天来家里
为您办理购药直报事项，麻烦您把身
份证准备一下。”

“别的报销材料不用了？”
“对，我们新引进的‘医保通’智能服

务终端，不用纸质报销材料，只需录入您
的身份证信息，现场就能进行医保直报。”

“这太好了，对我这常年生病卧床
的老人来说真是太方便了！”今年 86
岁的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桑宝拉格
苏木巴彦乌拉嘎查牧民娜仁其其格笑
逐颜开地说。

为让群众“少跑腿”，数据“多跑
路”，近年来，锡林郭勒盟基层医保服务
站（点）为百姓提供“家门口”的医保服
务，在发挥好传统“线上为主”医保经办
模式的同时，推进“线下兜底”就近办、
代帮办、上门办、电话办等经办模式，不
仅解决了线上办理困难的老年人、行动

不便的残疾人、居住分散的农牧民等特
殊群体面临的办事半径长、跑腿成本高
的现实困难，还解决了偏远牧区“没有
医保专线，也能办理医保业务”的经办
难题以及上班一族“上班时间没空办、
休息时间没处办”的现实困扰。

2023年上半年，全盟标准化医保
服务站共办理城乡居民参保业务3979
件，门诊费用报销36664件，住院费用
报销5860件；标准化医保服务点共办
理城乡居民参保业务1534件，异地转
诊备案 913 件；可承办医保业务服务
点共办理城乡居民参保业务1301件，
异地转诊备案628件。

2021年，锡林郭勒盟在锡林浩特
市、苏尼特右旗、正蓝旗等 5个地区率
先开展基层医保服务站试点工作，将
参保登记缴费、异地就医备案、零星
（手工）报销初审等多项业务下放至苏
木乡镇（街道）医保服务站，实现医保
经办服务“一次办”。

■下转第2版

锡盟把医保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解决农牧民和上班族办理难题

本报8月 13日讯 （记者 霍
晓庆）“原以为注销营业执照必须回
注册地办理，没想到在居住地就能
办理，真是太方便了。”近日，在东胜
区政务服务中心成功办理异地个体
工商户注销登记业务的王女士对

“全区通办”业务赞不绝口。
近来，内蒙古多地市民发现，各

级政务服务中心设置了“全区通办”
综合窗口，以前需要异地奔波办理
的事项，现在通过“全区通办”窗口
一站式就近办理，避免了“多地跑”

“折返跑”，让群众实实在在感受到
大数据带来的便捷。

“全区通办”只是自治区大数据
中心（政务服务局）深入开展主题教
育、抓好调研成果转化的一个缩
影。主题教育开展以来，自治区大
数据中心（政务服务局）坚持主题教
育与业务工作的深度融合，全力抓
好调研成果转化，切实提出一批务
实管用的实招硬招，着力破解制约
大数据和政务服务发展的痛点难点
堵点问题。

针对自治区数字经济底数不
清、方向不明、抓手不实的问题，经
过充分调研和论证，并征求各部门
意见，研究提出《自治区数字经济高
质量发展工作方案》和内蒙古数字
经济产业监测平台建设思路。针对
政务数据供需不畅、数据交易机构
缺失、数据回流受限等问题，结合各
盟市、各部门对政务数据的需求，建
立数据供需对接“三清单”机制，编
制自治区数据交易中心组建方案和

“一表通”工作方案，自然人数据库
已完成目录编制并正在挂接资源，
自治区数据交易中心正在组建，数
据回流工作正在推动试点示范。政
务服务局还开展了“知民意、解民
忧、惠民生、暖民心”专项行动，在政
务服务网新建“就业服务专栏”“民生
保障服务专区”和“助企惠企服务专
区”，涵盖社保医保、公积金、失业保
障、社会救助、产业扶持、项目申报、
科技创新、企业开办等多项主题服
务。截至目前，全区共建设各类特
色专题服务2640个，■下转第2版

自治区大数据中心（政务服务局）

抓好调研成果转化
解决难点堵点问题

本报 8 月 13 日讯 （记者 杨
帆）2023 年以来，自治区财政厅统筹
中央、自治区两级财政服务业发展专
项资金 3亿元，多措并举支持各地拓
展消费空间，助力消费升温。

支持开展促消费活动，推动消费
市场恢复。2023年上半年，通过财政
支持全区各地发放消费券等，我区助
力企业开展各类促消费活动近 3000
场，带动消费34.1亿元，全区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7.8%，增速创 5
年来同期最高水平。

推动便民饮食商圈建设，加快恢复
餐饮市场“烟火气”。通过专项资金等支
持，我区持续推动步行街改造、便民生活
圈设施建设，居民饮食环境不断改善，提
升了群众消费便利度，促进了餐饮消

费。上半年，全区餐饮收入同比增幅超
过20%，成为带动消费升温主动力。

落实首店首发奖励资金，吸引高
层次消费载体入驻。截至6月底，通过
为知名品牌首店入驻内蒙古提供落户
奖励资金，我区吸引 102个优质首店
品牌落户，进一步促进了内蒙古消费
升级和消费需求释放。

助力完善县域商业体系，打造县
域消费新业态。通过争取中央财政专
项资金支持，自治区财政助力我区打
造以县域为中心、乡镇为重点的县域
商业服务体系，资金主要用于集贸市
场等商业场所设施升级改造，以全面
提升县域消费环境质量，形成配套服
务完善、产业相对集聚的县域消费流
通新体系及新业态。

自治区财政统筹3亿元
资金助力消费升温

新华社北京8月 13日电 国务院
日前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外商投资环
境 加大吸引外商投资力度的意见》（以
下简称《意见》），要求更好统筹国内国际
两个大局，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
一流营商环境，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
市场优势，更大力度、更加有效吸引和利
用外商投资，为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贡献。
《意见》提出 6 方面 24 条政策措

施。一是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加大重点
领域引进外资力度，发挥服务业扩大开
放综合试点示范引领带动作用，拓宽吸
引外资渠道，支持外商投资企业梯度转
移，完善外资项目建设推进机制。二是
保障外商投资企业国民待遇。保障依法

参与政府采购活动，支持依法平等参与
标准制定工作，确保平等享受支持政
策。三是持续加强外商投资保护。健全
外商投资权益保护机制，强化知识产权
行政保护，加大知识产权行政执法力度，
规范涉外经贸政策法规制定。四是提高
投资运营便利化水平。优化外商投资企
业外籍员工停居留政策，■下转第3版

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外商投资
环境 加大吸引外商投资力度的意见》

□本报记者 郭洪申 通讯员 许媛媛

35年前，一名叫做席宝力皋的 15岁少
年，坐在通辽市奈曼旗白音他拉苏木满都拉呼嘎查的
一片沙坨子上，看着牛羊在贫瘠的土地上艰难觅食，
望着村里人家搬走后留下的一地荒芜，暗下决心，要
让这片沙坨绿起来。

沙子里种树，1次活不成，就种5次、8次，10棵里
总能活下来 1棵。3年里的反复栽种，席宝力皋家房
后的70亩树苗终于成活。

1997年之后，席宝力皋开始组织全村 60户人家
种树，3年完成4000多亩。

到2023年，这个数字变成了8万亩。
这是通辽人驱风逐沙的一个缩影。
如今，俯瞰辽阔的通辽大地，一派绿意葱茏。

“四个千万亩”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基本完成，“三
区三线”划定成果落地应用，四级“林（草）长制”“河长
制”体系全面建立……

2066 万亩严重沙化土地、900 多万亩水土流
失 土 地 得 到 有 效 治 理 ，草 原 植 被 盖 度 提 高 到
64.86%，全市环境空气质量平均优良天数比例达
到 92.9%……

山川起翠屏，秀水作蓝带，装点出一幅幅天蓝水
碧、地绿人宜的美丽画卷。

在这里，为了让家园重新染绿，人们
与风沙搏斗的脚步从未停歇。

通辽市地处科尔沁沙地腹部。历史上，科尔沁曾
是游牧民族逐水而居、逐草放牧的天堂草原。清末民
初，东北军阀与当地王公大肆开垦放荒，科尔沁草原
的生态环境遭受严重破坏，科尔沁区域内，天然林仅
存378万亩，森林覆盖率只有2.9％。科尔沁沙地横跨
内蒙古、吉林、辽宁三省区，沙地面积 7760 万亩，其
中，通辽市境内有 4086 万亩，占科尔沁沙地面积的
52.7％，占通辽市总面积的44.5%，全市有近200万人
口生活在“无风三尺土”的恶劣环境中。

1978年，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在西北、华北北部、
东北西部风沙危害、水土流失严重的地区，建设“三
北”防护林工程，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人工生态林带建
设由此开启。

40多年的光阴走过，一道惊艳世界的绿色长城在
北疆崛起。

通辽市是“三北”防护林四期工程地级示范市。
作为全市生态建设重要支撑工程，自 1978年“三北”

工程启动实施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
来，全市上下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
指引，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三北工
程建设做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严格遵循自然

科学规律，坚持因地制宜、适地适树，乔灌草、造封飞
相结合的原则，采取人工治理、自然修复等综合措施，
持续推进工程建设。

2014年通辽市实施科尔沁沙地综合治理“双千
万亩”工程，在气候持续干旱的不利条件下，该市依托

“三北”防护林、退耕还林还草、退牧还草等国家重点
生态建设工程，坚持保护与治理相结合，造封飞、乔灌
草相结合的原则，全市累计完成防沙治沙任务
2134.51万亩，以年均综合治沙 200万亩的速度持续
向前推进。建成国家级森林乡村30个，有3000多个
村屯实现绿化全覆盖。

2018年，通辽市确定了“南治沙、中节水、北保护”
的生态布局。完成人工造林1962.69万亩，封山（沙）
育林 486.31 万亩，飞播造林 80.2 万亩，退化林修复
37.5万亩。

经过多年的坚持不懈努力，科尔沁沙地在全国四
大沙地中率先实现了良性逆转，林草植被盖度逐年增
加，生态环境得到有效改善。 全市林草植被盖度增
加，山、沙“两区”生态环境得到明显改善，不少地区通
过治山、治沙，依托建设养畜、发展林果业，使农牧民
走上了致富之路。 ■下转第3版

科尔沁沙地在全国四大沙地中率先实现了良性逆转，西辽河干流
水头近25年来首次进入通辽城区

通辽以生态文明建设重塑发展内涵

□本报记者 郝飚

8月的乌海湖湖光潋滟，风景宜人。眼下正
值乌海旅游旺季，在乌海湖一号码头，坐船游湖
的游客排起了长队。“乌海山、海、沙、城的美景
很有特色，特别是乌海湖沙与水相交融，打破了
我对西北的认知。”坐船行驶在宽广的湖面上，一位来
自南方的游客赞叹道。

导游王嘉锴告诉记者，如今乌海深度游日益火
热，乌海湖、甘德尔山、当代中国书法艺术馆等极具地
域特色的景点颇受外地游客青睐，乌海市“来沙漠看
海”的旅游品牌已叫响。

波澜壮阔的乌海湖、绿意盎然的甘德尔山、星罗
棋布的公园绿地……眼前秀美的景致不仅吸引着外
地游客，也让很多老一辈乌海人不禁感叹时光的飞逝
和城市的日新月异。60多年前的那段火红岁月，正是
靠着他们的双手，这个戈壁沙漠连片的不毛之地才有
了生机，乌海这个名字才出现在祖国的西北。

上世纪 50年代，国家“一五”时期的重点项目包
钢遇到了焦炭等辅料不足的问题。当时乌海地区的

煤炭发热量高、品种多、结焦性能好，是钢铁冶炼的上
好原料。在这种情况下，煤炭部和自治区党委把乌海
定为包钢的焦煤生产基地，进行重点开发。

1958年 10月，一场轰轰烈烈的“万人上山夺煤大
会战”在乌海地区正式上演。来自祖国五湖四海的建
设者们在乌海的戈壁荒野中艰苦创业，将优质的焦煤
源源不断地运到包钢，为新中国工业的发展作出了重
要的贡献，也拉开了乌海地区大规模开发建设的序幕。

当时自治区派来大批干部筹建乌达矿务局、桌子
山矿务局，同时大批工程技术人员、管理干部、技术工
人从大同、开滦、抚顺、鸡西、井陉、峰峰、鹤岗等10多
个老矿区涌到乌海煤田。

王海潮就是亲历者之一。1958年，作为支援乌达
煤矿开发建设青年突击队的一员，20多岁的他背着一

袋干粮和一卷铺盖从巴彦淖尔来到乌达。据他
回忆，当时初到乌海的条件极为困难，没有住
房、没有饮水、没有供电、没有蔬菜，处处是戈壁
黄沙。恶劣的环境没有吓退他们，广大建设者
们克服重重困难，打水井、修泵房，挖地窖建房，
开荒种菜种粮，渐渐站住了脚，让这座塞外煤城
有了雏形。同时，大家以冲天的干劲投身煤矿

生产中，连创生产佳绩。1958年底，乌达矿区、桌子山
矿区均超额完成了自治区下达的全年生产任务。

这一场“万人上山夺煤大会战”为乌海这座城市
带来了第一批常住人口，锻造了第一代产业工人队
伍，建成了煤炭基地雏形，带动和加快了地方政权建
设的步伐。而它所体现出的战胜一切困难的坚强意
志；重在奉献、不图私利的高尚品格；没有条件也要积
极创造条件的冲天干劲成为了“吃苦耐劳、一往无前，
不达目的绝不罢休”蒙古马精神的最好诠释。

60多年来，“万人上山夺煤大会战”所带来的精神
力量也引领、激励着乌海一代代建设者拼搏前进。

乌海市曾经荒漠化面积占总面积的比重达60％，
1976年建市初期，乌海市森林面积只有 533.3 公顷，
森林覆盖率仅为0.38%。 ■下转第3版

矿区居民全部搬出棚户区，打造“一刻钟社区生活圈”，创造了
“绿进沙退”的奇迹

煤城乌海变身“全国水生态文明”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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