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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和浩特

本报呼和浩特 9 月 3 日讯 （记者
郑学良 刘洋）近日，高登赛12GWh动
力储能生产制造项目、6GWh钠离子电芯
生产制造项目、赣锋锂业20GWh锂电池
生产项目开工仪式在呼和浩特敕勒川乳
业开发区新能源产业园举行。

高登赛 12GWh 动力储能生产制造
项目和6GWh钠离子电芯生产制造项目
总投资共计 49 亿元。其中，12GWh 动
力储能生产制造项目总投资 24亿元，项
目达产后，可实现年营业收入 120亿元，
利税 9.6 亿元。6GWh 钠离子电芯生产

制造项目总投资 25亿元，项目建成投产
后预计年销售收入 70 亿元左右，利税
5.6亿元。

赣锋锂业 20GWh 锂电池生产项目
总投资 100 亿元，占地 433 亩，将建设
20GWh锂电池生产车间、pack车间、系
统集成车间、锂电池分析检测中心、锂电
池模组及安全测试中心、锂电池研发中心
及其他配套附属工业设施。项目建设分
两期，一期项目投资 60亿元，于 2024年
下半年全面投产运营。项目全部达产后，
可实现产值约100亿元，利税1.5亿元。

3个投资149亿的生产制造项目开工建设

满洲里

乌兰察布

巴彦淖尔

乌海

通辽

本报巴彦淖尔 9 月 3 日电 （记者
薛来）记者从巴彦淖尔市农牧局获悉，截
至6月底，巴彦淖尔市土地流转面积达到
477.18万亩，涉及144463户农户，流转率
高于全区平均水平，位居全区前列。流转
方式以出租为主，面积476.99万亩，占流
转总面积的99.96%，入股仅1882亩。

该市在充分尊重农牧民意愿、不改变
土地用途的基础上，运用法律保护和政策
引导等手段，推动了土地有序流转。目
前，通过土地流转进行规模化经营的主体
主要是农牧业企业、农牧民合作社、家庭
农牧场和农户。据统计，农户之间互相流
转土地面积 274.59 万亩，占流转总面积

的57.55%；流转入家庭农牧场，发展适度
规模经营的，流转面积17.75万亩，占流转
总面积的 3.72%；流转入合作社，进行规
模经营的，流转面积62.33万亩，占流转总
面积的13.07%；流转入企业，建立标准化
原料和饲草料基地的，流转面积 112.21
万亩，占流转总面积的23.52%。

据了解，土地流转有利于农牧业向标
准化、规模化、集约化的现代化发展方式
转变，经营主体通过土地流转，实现规模
化经营，不仅使土地实现了集中连片种
植，提高了农牧业生产组织化程度和机械
化作业水平，而且加大了技术推广力度，
降低了经营成本，提高了种植效益。

477.18万亩！土地流转面积位居全区前列

本报乌兰察布 9 月 3 日电 （记者
皇甫美鲜 郭奇男）近日，中华职业教育
社与乌兰察布市人民政府举行了“职业教
育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试验区”建设合作签
约、揭牌仪式，标志着“职业教育促进经济
社会发展试验区”正式落地乌兰察布市，
双方将围绕加强职业教育和区域经济社
会的互补联动、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等
方面有组织地开展多领域、多层次的交流
与合作，使试验区成为展示职业教育促进
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重要窗口。

近年来，乌兰察布市把职业教育作
为发展的主引擎，扎实推进现代化职业
教育体系建设。坚持校城融合，立足全
区发展和服务京津冀的战略定位，自治

区和乌兰察布市共同规划建设了内蒙古
职业教育园区，目前已与中节能集团、优
蓝国际等 29 家校企对接，初步形成“四
院一基地两学校”合作意向；坚持产教融
合，推动课程与岗位精准、课堂与车间精
准对接，重点打造信息技术、新能源装备
等 5个优势特色专业,毕业生连续 2年就
业率超 90%,专业对口率、企业满意度均
超 90%；坚持校地融合，着力实施“提质
培优行动计划”,建成国家级示范中等职
业学校 1所，国家级重点中等职业学校 2
所，国家级重点技工学校 1所，目前 400
多家企业与各类院校开展了深入的校企
合作，全市职业院校每年向企业输送技
能人才1.3万人。

职业教育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试验区落地

本报满洲里9月3日电 （记者 李
玉琢 实习生 刘岩 曹晗）近日，家住
满洲里市文化小区的姚大爷，就近在怡园
社区基层医保服务点办理业务，在工作人
员的指导下，仅花5分钟就将异地就医备
案业务办好了。

为进一步加强满洲里市医疗保障
经办服务体系建设，推进医保经办服务
下沉，全面提高基层医疗保障经办服务
能力，满洲里市医疗保障局积极加强基
层医保服务站（点）建设，全力打造“15
分钟医保便民服务圈”，使参保群众就
近享受优质高效便捷的医疗保障服务，
持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
安全感。

满洲里市医疗保障局按照“简便易
行、务实管用”的原则，开展“党建引领共
同创造、医保经办服务进街道（社区）活

动”，全面推进基层医保服务站（点）标准
化、规范化、便利化建设。全市医保系统
聚焦医保下沉赋权事项，在对标先进上谋
划用力，在服务细节中深挖尽力，在服务
末梢上激活发力，在自治区第一个完成全
市 5个街道（镇）21个社区基层医保服务
站（点）建设，真正建立起市、街道、社区医
保经办服务网络，切实打通联系服务群众

“最后一公里”。截至目前，已累计服务参
保群众600余人次。

“15分钟医保服务圈”建设，加速了
医保服务向基层下沉。目前，满洲里市医
疗保障局授权街道（镇）承接医保服务下
沉事项 17项、社区承接医保服务下沉事
项 7项，涵盖职工和居民参保登记、门诊
和住院费用报销、医疗救助对象手工（零
星）报销、异地转诊人员备案等服务事项，
切实把服务窗口前移到百姓身边。

15 分钟医保便民服务圈带来幸福体验

赤峰

□本报记者 郝飚 通讯员 杨勇

“人员由改革前的117人减少至45人，人力成本
从 960 万元下降至 300 万元，今年上半年实现营收
530.8万元，同比增长86%。”作为乌海市唯一一家国
有文化旅游企业，乌海文旅集团在成立不到两年的时
间里，成功摆脱了依赖财政“输血”，实现了扭亏为盈，
成为乌海市推进国企改革的生动样本。

乌海市原本有内蒙古乌海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和
内蒙古黄河明珠文化旅游产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两家
国有文旅公司，但因为资产负债率高、人员负担重等问
题，企业缺乏竞争力，发展难度大。2021年，乌海市重
新组建了乌海全域文化旅游产业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聚焦主责主业，坚持市场化改革、推行现代企业制
度、实施对标一流企业价值创造行动，积极开发全季节
旅游，拓展旅游新业态，不断丰富运营项目，极大地激
发了职工干事创业活力，提高了企业活力和效率。

改革激发了企业潜能、员工动力，乌海文旅集团
是乌海市国资国企改革提速破局的一个缩影。近年
来，乌海市以国企改革三年行动为抓手，着力推进市
属国企战略性重组和专业化整合，把资源向有市场、
管理好、有效益的优质企业集中，将58家国有企业整
合成5家投资集团公司，有效解决了乌海市国有资本
布局结构不合理、国企散弱小、主业同质化严重等一
系列制约国企发展的问题，使市属国企从“小而弱”向

“优而强”转变。经过三年的努力，2022年乌海市属
国有企业营业收入、上交税费、净利润等关键指标实
现历史性突破，较 2019 年改革前分别增长 57.6%、
160%、1662.5%，乌海市在自治区国企改革三年行动
考核评估中被评为A级。今年上半年，10户亏损企
业中 4 户企业实现盈利，5 户企业实现减亏，减亏
1434.3万元，减亏幅度达53.04%。

随着国企改革不断深入，乌海市充分发挥国有资
本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统筹国有资本参与新能
源资源开发建设、新材料领域布局和生态环境治理等
工作，不断优化国有资本布局、增强技术创新能力、激
发企业内生活力，带动相关产业“长起来”，实现经济
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地方收益有机统一，切实
发挥了改革“关键一招”的作用，为高质量发展增添了
强劲动力。

接下来，乌海市将全力以赴谋划实施好新一轮国
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增强核
心功能，进一步推动国有企业强基固本、稳中向好，助
推国有企业做大做强做优。

国企改革三年行动锚定“三个关键指标”

□本报记者 王塔娜

初秋时节，万物渐丰。在赤峰市
宁城县大城子镇，千余栋大棚交错坐
落在万亩番茄园区内，再过不久，这
批反季节种植的大棚番茄将从这里
运送到北京、上海等地的餐桌或卖
场，为当地种植户带来又一笔可观的
收益。

“越冬茬纯收入8万多元，夏茬还
能收入 4万多元，这座大棚保证了一
家人的小康生活。”说起大棚收入，大
城子镇农民于兴海满心欢喜。

大城子镇昼夜温差大、日照时间
长，适合种植大棚番茄。“我们这儿的
番茄不仅维生素C含量高、果形正、颜
色好，并且耐储运，很受商超和大型
批发市场的青睐，还能与南方种植的
番茄错峰上市，经济效益很高。”大城
子镇镇长钱龙玉说，如今，这里很多
村民都承包大棚来种植番茄，年收入
能达到10余万元，有些人的年收入甚
至达到50万元。

自1996年开始，宁城县一直把设
施农业发展作为全县农村经济主导

产业来抓，作为农民增收致富首选产
业来推。全县建成辣椒、茄子、番茄、
黄瓜、韭菜、食用菌6个万亩设施蔬菜
种植园区，64处日光温室千亩园区，
设施农业专业村 58 个。“宁城黄瓜”

“宁城尖椒”“宁城番茄”“宁城滑子
菇”等获得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
反季节蔬菜已经成了畅销京津冀等
城市的“抢手货”。

目前，宁城县设施农业总面积达
到 52万亩，年产蔬菜 126万吨，产值
53亿元，不仅增强了宁城县农业综合
生产能力，也为赤峰市蔬菜输出供应
提供坚实保障。

作为我国北方重要蔬菜生产基
地，京津沪地区反季节蔬菜重要供应
基地和全区首个粤港澳大湾区“菜篮
子”生产基地，赤峰市每年向京津冀、
粤港澳大湾区供应蔬菜 200 万吨以
上。

大批量蔬菜稳产保供的背后是
赤峰市多年来不遗余力发展设施农
业，建好“菜园子”、托稳“菜篮子”的
有力实践。近年来，赤峰市以稳步扩
面、提质增效、均衡供应为导向，不断
扩大设施农业生产面积，深入推进智

慧化、机械化、节水化建设，因地制宜
推动设施农业改造升级。目前，全市
共新建塑料大棚 1000 亩，完成旧棚
改造1500亩；设施蔬菜在田面积16.9
万亩，产量50万吨以上。

立足区位优势和自然禀赋，积极
夯实产业基础，铆足发展后劲，赤峰
市设施农业发展无论从规模上还是
种植种类上都呈现出“多点开花”的
态势。全市规模化设施农业园区
1215处，其中，万亩以上园区9处，万
亩以上设施农业集聚区 2个，千亩以
上园区 245处；种植品种主要包括番
茄、辣椒、茄子、黄瓜等果菜类蔬菜和
食用菌、果树、西甜瓜、花卉等。

2022年底，赤峰市设施农业产值
162.2 亿 元 ，其 中 ，设 施 蔬 菜 产 值
144.72亿元，设施蔬菜已实现全年生
产，四季上市的良好局面。

今年，赤峰市启动设施农业现代
化提升行动，计划以“普及型”“升级
型”和“高端型”3种改造提升方式为
路径，以公司+合作社+农户或公司股
份制经营为保障的设施农业改造提
升建设思路，分 5年完成赤峰市设施
农业改造提升面积58万亩，继续朝着

农牧业强市的目标奋勇前进。
宁城县“普及型”改造项目已在

大城子镇、小城子镇、一肯中乡等6个
乡镇完成改造面积 0.72 万亩；“升级
型”改造项目已在天义镇、汐子镇、大
城子镇等3个乡镇完成改造面积0.21
万亩；“高端型”引进项目已引进安信
数字种苗工厂项目、山东王健数字农
业示范项目和江苏绿港数字农业示
范项目，完成智能玻璃连栋温室 1.2
万平方米……设施农业现代化提升
行动在赤峰市设施农业重点旗县区
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

“赤峰市以设施农业现代化提升
行动为载体，进一步深化数字赋能，
推动设施设备、农事决策智能化，通
过 5年的改造提升，全市设施蔬菜综
合产能可达 584 万吨，总产值可达
240亿元以上。”赤峰市农牧局党组书
记、局长张圣合说道。

如今，在广袤的田野上，赤峰人
铆足干劲、奋勇而上，在品种培优、品
质提升、品牌打造等方面发力，努力
建好“菜园子”、托稳“菜篮子”，为建
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贡献
着赤峰力量。

建好建好““菜园子菜园子”” 托稳托稳““菜篮子菜篮子””

□本报记者 郭洪申 鲍庆胜

八月的霍林郭勒草原碧绿千里，
微风带着青草的气息扑面而来。走
进国家电投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
股份有限公司北露天煤矿的生产现
场，一边是一望无垠、长势喜人的满
目翠绿和错落有致的梯田，另一边是
繁忙的露天采矿场景……令人不禁
赞叹，工业经济发展与绿色生态可以
做到如此的和谐共生。

不久前，北露天煤矿迎来首批游
客，来自大连市的26名游客到矿上生
态修复治理区参观，目前北矿已经成
为霍林郭勒工业旅游的一个景点。
从过去“灰头土脸”的煤炭开采现场，
到现在“俯瞰轮廓融入草原，平视天
际错落有致，远看整体绿意盎然，近
观群落物种丰富”的近自然生态效
果，国家电投内蒙古公司所属五矿
（南露天煤矿、北露天煤矿、扎哈淖尔
煤业公司、白音华蒙东煤业公司、白
音华露天矿）实现了华丽转变。
践行可持续发展，打造“绿色矿山”

多年来，国家电投内蒙古公司坚

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积极践行国家“3060”双碳目标实施
和高质量发展，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自矿山生态修复以来，该公司按
照“打造我国高寒地区绿色矿山标
杆”的工作目标，全力开展矿山生态
修复工作，不断在矿山生态修复技术
优化、绿色发展长远规划等方面创新
突破，所属露天煤矿矿山生态修复已
累计完成修复7.5万亩，投入资金16.9
亿元。

该公司煤炭部主任冯树清介绍
说：“我们提前实现了‘一年大变样、
三年彻底整改’的工作目标，今年修
复工作力度不减、标准不降，计划投
入资金2.46亿元，将完成新增矿山生
态修复面积近10000亩。”

如今，国家电投内蒙古公司所属
五矿已全部达到国家级绿色矿山标
准。“通过几年的努力，内蒙古公司所
属五矿到界排土场生态修复区植被
覆盖度由65%提升到90%，水土流失
强 度 由 4049 吨/公 顷·年 ，下 降 至
3443吨/公顷·年，随着重建植被的生
物量逐年增加，这些指标还会稳中有
进。”该公司煤炭部安全环保管理高

级主管李云峰说。
推进常态化治理，打造“生态矿山”

昔日灰色的矿坑不仅换了“新
色”，不少小动物也逐“绿”而来，栖息
在排土场。在始终坚持绿色发展的
同时，国家电投内蒙古公司进一步加
强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措施。针对
所属五矿地处北方高寒及草原生态
脆弱地区的实际，综合固有的气候、
土壤条件等制约整体治理进程和质
量的瓶颈因素，积极寻求方案，开展
多种乡土优势物种种植试验，采取
永、临结合的技术措施，重建可以自
然演替的群落结构。同时，打通生态
廊道，并采取施加有机肥、微生物菌
剂等方式改良土壤，进一步提高生态
修复及其辐射区内的物种多样性和
生物固碳能力。

近年来，国家电投内蒙古公司
所属五矿已完成栽植樟子松、云杉、
紫穗槐、小叶锦鸡、沙棘等多年生乔
灌木，紫花苜蓿、沙打旺、披碱草等
草本植物 10 余种。伴随着矿区环
境的不断改善，引来斑脸海番鸭、黄
头鹡鸰、蓑羽鹤等鸟类在排土场上
翩翩起舞、展翅飞翔、栖息觅食。同

时种植万寿菊、百日草等花卉，打造
煤田花海栈道，引来蝴蝶、蜜蜂等昆
虫觅食，充分展示着现代矿山与大
自然的和谐之美。

科技升级赋能，打造“智慧矿山”
在传统矿山生态修复治理方法

的基础上，国家电投内蒙古公司还
全力加大科技运用力度，通过运用
智慧生态监测系统，实时监测植被
生长的温度、湿度、养分等指标。同
时，全面把无人机应用到矿山生态
修复工作中，利用航拍及搭载的多
光谱相机航测技术对生态修复区域
进行巡航，分析土壤条件、跟踪植被
长势，为生态修复工作提供理论依
据和技术支撑。

在全力推进矿山生态修复工作
的同时，国家电投内蒙古公司依托

“5G技术”运用无人机巡检、百吨级自
卸车无人驾驶、挖掘机远程控制系
统，逐步实现了“少人、无人、机械换
人”的智慧安全高效开采新局面。目
前，正在积极推进氢燃料电池与锂电
池混合为动力的新型矿车的应用，为
打造“智慧、无人、绿色、零碳”的智慧
化矿山体系贡献了科技力量。

投入16.9亿元修复矿山

从煤海到花海的蝶变

【【
镜
头
镜
头
】】

近日，包头市九原区阿嘎如泰苏
木首届那达慕大会在大罕台旅游景区
举行。

开幕式上，九原区干部职工代表
队、农牧民代表队、特色文化方队等不
同主题的方阵队伍先后出场，展示出人
民群众开拓创新、团结向上的精神风
貌。此外，来自包头、呼伦贝尔、锡林郭
勒、巴彦淖尔等全区各地的128名搏克

手、170名传统弓箭手竞技赛场，一决
高下。特别是 3000米、4000米、5000
米等不同赛程的走马、快马赛马及赛骆
驼成为那达慕的一道靓丽风景线，让游
客大饱眼福。除了传统体育竞技外，阿
嘎如泰苏木首届那达慕大会还举行了
汽车越野赛等专业赛事、夏季“村晚”等
特色展演活动，发展了当地旅游产业，
拓宽了农牧民增收致富的渠道。

相聚那达慕
□本报记者 蔡冬梅 格日勒图 九原区融媒体中心记者 王佳妮 摄影报道

射箭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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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巴依斯古楞
毕力格巴特尔 摄影报道

初秋时节，阿巴嘎旗洪格尔高勒镇伊和
宝拉格嘎查牧民乌日根达来家的草场，草木
葱茏、风景秀丽。

20 年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赤地千里。
这翻天覆地的变化是一位年近半百的牧民用
22年的汗水拼出来的。

2001年，乌日根达来为了治理沙化严重
的草场，先后变卖了家里仅有的170只羊，学
习治沙绿化技术，并购进树苗在草场上尝试
种植。

资金没了，就外出打工。到 2017 年的
16年间，乌日根达来两口子干过修理工、养
过鸭子，把挣来的钱全部投入到绿化中。就
这样，70多万元的投入换来 6000亩的绿草
茵茵。

草场恢复后，他重新开始了养殖，这次他

选择了养良种牛，走质量型畜牧业发展道
路。同时，用多年的治沙经验，在自家草场上
开辟了120亩的人工草地，种植苜蓿草、燕麦
草，亩均产量达到1500斤。

“今年，我又尝试种植了食叶草，这种草
的蛋白质含量高，是名副其实的蛋白草。牲
畜食用后不仅抗病能力强，而且增膘长肉也
快。”乌日根达来对未来的生活充满向往。

乌日根达来的草场草木葱茏乌日根达来的草场草木葱茏。。

获得旗级造林示范户荣誉获得旗级造林示范户荣誉。。

乌日根达来和爱人在修剪树苗乌日根达来和爱人在修剪树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