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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呼和浩特9月7日讯 （记者
王雅静）9月 7日，呼和浩特市召开第
39个教师节庆祝大会，对2023年全市
教育系统涌现出的先进集体和个人予
以通报表扬，向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
工作者致以节日的问候。

自治区党委常委、呼和浩特市委
书记包钢出席。

近年来，围绕推动教育高质量发
展，首府立足自治区党委、政府提出的

“打造全区教育中心”目标，各类教育

发展更加协调，义务教育优质资源更
加均衡，教育工作者队伍不断壮大，交
流合作不断深入。

会议强调，要全力推动首府教育
工作在“区内争一流、区外追标杆”，
切实推动信息化“再升级”、教育合作

“再深化”、教研水平“再提高”。要弘
扬尊师重教新风尚，让广大教育工
作者更有荣誉感，进一步把尊师重教
的氛围营造好、导向树立好、待遇保
障好。

首府召开第39个教师节庆祝大会
包钢出席

本报通辽9月7日电 （记者 薛
一群）9月 7日，作为第四届中国—蒙
古国博览会专题经贸活动重要内容之
一的内蒙古（通辽）第八届中医药（蒙
医药）产业博览会开幕。

自治区党委常委、通辽市委书记
孟宪东出席并致辞。

此次博览会以“发展民族医药、促
进合作共赢、助力健康中国”为主题，
为期2天，包括开幕式、主旨报告、研讨
会、学术高峰论坛、招商引资推介会及

签约仪式、医药健康产品展览展示等
多项内容。

据了解，通辽拥有功能完备的
蒙药工程研究中心、全国最大的蒙
医药教学基地、全国唯一的蒙医学
博士点以及全国规模最大、建厂最
早的蒙药生产企业，全市蒙成药产
量占全国市场的 50％以上，优质药
材种植面积达到 50 万亩以上，2022
年中（蒙）医药全产业链实现产值 45
亿元。

内 蒙 古（通 辽）第 八 届 中 医 药
（蒙 医 药）产 业 博 览 会 开 幕

孟宪东致辞

本报 9月 7日讯 （记者 李国
萍）9月 7日，作为第四届中国—蒙古
国博览会论坛之一的第二届中蒙国际
标准化论坛在呼和浩特举办。

蒙古国标准计量局代理局长巴·奥根
巴雅尔，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主任田世宏，自治

区副主席奇巴图出席开幕式并分别致辞。
本届论坛以“标准助力绿色发展

促进贸易畅通”为主题，在科技、食品、
现代农牧业等领域，进一步拓宽与蒙
古国、俄罗斯等国家、地区标准化合作
渠道，推动标准互联互通，促进标准和
创新协同发展。

第 四 届 中 国 — 蒙 古 国 博 览 会
第二届中蒙国际标准化论坛举办
巴·奥根巴雅尔田世宏奇巴图出席并致辞

本报9月7日讯 （记者 宋爽）
9月 7日，2023年粤贸全国（内蒙古）经
贸交流会在呼和浩特召开。

广东省副省长林涛、自治区副主
席白清元出席交流会。

现场举行了项目签约仪式，达成
合作项目12个，金额达19.62亿元。6

家企业代表进行推介交流，两地企业
进行了对接洽谈。

据悉，本届中蒙博览会共收集粤蒙
两地投资和购销合作项目26个，意向总
金额约153.74亿元。今年以来，两地共
同组织了2023粤蒙“百万人互游”活动，
在多领域开展经贸交流，不断深化合作。

2023 年 粤 贸 全 国（内 蒙 古）
经 贸 交 流 会 在 呼 和 浩 特 召 开

林涛白清元出席

本报9月7日讯 （记者 高慧）
9月 7日，第四届中蒙博览会系列活动
之一的中国内蒙古—中亚五国经贸合
作研讨会在呼和浩特举办。

中国贸促会副会长陈建安、自治
区政协副主席张磊致辞。

陈建安说，中国贸促会将持续
深化与内蒙古等地方政府合作，为

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作出更大
贡献。

张磊说，中亚五国与内蒙古的合
作具有良好的基础条件和广阔的发展
前景，希望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在发展
中共创辉煌。

研讨会上，各方就加强经贸、人文
合作等进行了交流发言。

中 国 内 蒙 古 — 中 亚 五 国 经 贸
合 作 研 讨 会 在 呼 和 浩 特 举 办

陈建安张磊致辞
本报 9月 7日讯 （记者 韩雪

茹）9月 7日，“万里茶道”国际文化旅
游推介会在呼和浩特市举办。本次推
介会是第四届中国—蒙古国博览会系
列活动之一。

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罗志虎出席并
致辞。

推介会涵盖主旨演讲、中俄蒙文

旅业界推介、“万里茶道”联盟各省区
非遗产品展示等，来自中俄蒙“万里茶
道”沿线地区政府、企业代表及相关专
家学者出席推介会。

罗志虎说，内蒙古将继续深化与蒙
俄地区间的文化旅游交流合作，全面推
进“万里茶道”国际旅游品牌建设，助推
我国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建设。

“万里茶道”国际文化旅游推介会举办
罗志虎出席并致辞

本报 9月 7日讯 （记者 阿妮
尔）9月 7日，第二届中国—以色列经
贸合作呼和浩特论坛举行。

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杨劼出席并致
辞。

杨劼说，此次论坛旨在持续深化
与以色列的多领域合作交流，引进以
色列世界领先的创新技术和企业。同

时，进一步开拓“一带一路”新兴市场，
将内蒙古更多优质特色产品销往以色
列等发达国家。

以色列库克曼投资集团首席执行
官哈盖、以色列驻华大使馆商务处商
务主任多丽娜和 51家以色列企业高
管，自治区和各盟市相关部门、企业代
表和专家学者300余人参加论坛。

第 二 届 中 国 — 以 色 列 经 贸
合 作 呼 和 浩 特 论 坛 举 行

杨劼出席并致辞

本报 9月 7日讯 （记者 韩雪
茹）9月 7日，第四届中国—蒙古国博
览会绿色农畜产品推介会在呼和浩特
召开。

自治区副主席代钦出席并致辞。
代钦说，中蒙两国是山水相连的好

邻邦，也是合作共赢的好伙伴。内蒙古

处在中蒙开放合作的最前沿，近年来与
蒙古国不断扩大农畜产品贸易、深化农
牧投资合作、加强农牧技术交流，取得
了丰硕的合作成果。希望双方毗邻地
区、同行企业以这次推介会为契机，增
进了解、充分对接、深入洽谈，共同播撒
友谊的种子、收获合作的果实。

第 四 届 中 国 — 蒙 古 国 博 览 会
绿 色 农 畜 产 品 推 介 会 召 开

代钦致辞

□本报记者 韩雪茹

主题教育开展以来，自治区农牧
厅坚持学与干结合、查与改结合，在
扬优势、找差距、促发展上再发力。

我区农牧资源得天独厚，已经形
成了奶业、玉米 2个超千亿产业，肉
牛、肉羊、饲草 3个超 500亿产业和
马铃薯、大豆、小麦、水稻、向日葵、蔬
菜、杂粮杂豆、羊绒 8 个过百亿产
业。羊肉、牛肉、牛奶、饲草、羊绒产
量位居全国第一。我区在抢抓优势
的基础上，坚持“抓二连三带一”,推
动传统农牧业向现代农牧业转变。
目前，已经建立起优化招商机制，成
立招商专班与盟市旗县联动，招引项
目 402个；新建项目储备库机制，入
库项目达到787个；建立一体化营销
机制，开展8场一线城市专题推介、7
场进部委进央企和 13场“内蒙古草
原情”直播活动，助农销售近 50 亿
元。上半年，一产增加值同比增长
7.4%,增速居全国第二。

解放思想永无止境，实践发展贯
穿始终。下一步，自治区农牧厅在找
差距的基础上明确补齐短板的发力
点，全力以赴促发展，加快向农牧业
强区转变的步伐。

一是夯基础。加快出台高标准农

田“十一条”升级版，发挥黑土地、盐碱
地两个研究院作用，打造增产示范典
型。出台推进种业振兴若干措施，开展
联合育种攻关，解决“卡脖子”问题。启
动科技兴农兴牧三年行动，用好科技小
院等模式，加快科技成果转化。

二是增效益。落实国家千亿斤
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实施玉米、大豆
单产提升和吨良田创建三大工程，稳
定粮食产能。发展舍饲圈养，创建一
批肉牛肉羊提质增效标杆养殖场，实
现草原不过牧，牧民不减收。加快推
动出台“奶九条”升级版，支持发展奶
酪、黄油等高耗奶型产品，降低液态
奶产品占比，增强市场调节能力。挖
掘耕地潜力，建设一批高标准草田和
草产业全产业链示范园区，增加优质
饲草料供给，促进草畜一体化发展。

三是提质量。坚持大园区、大集
群、大融合的思路，强化育企延链，把
副产物吃干榨尽，最大化增值。开展
社会化服务整村示范行动，推广兽医
社会化服务“三位一体”模式。创新
金融产品，推广金融副村长等模式，
破解融资难题。探索推进土地二轮
延包和宅基地改革，用好新增耕地增
减挂钩、占补平衡等政策，推广“千万
工程”和“三变改革”经验，通过以工
代赈、发展庭院经济等方式，补齐农
牧民收入短板。

自治区农牧厅

找 准 问 题 切 口 推 动
“三农三牧”高质量发展

本报9月 7日讯 （记者 李永
桃）9月 7日，中蒙国企改革发展研讨
会于第四届中蒙博览会期间在呼和浩
特举办。

自治区副主席么永波、蒙古国国
资委主席青格勒、国务院国资委副秘
书长李冰致辞，并为“中蒙国资国企交

流合作基地”揭牌。
研讨会由国务院国资委与蒙古国

国资委共同主办，自治区国资委承办，
围绕“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与高质量
发展”主题，来自中蒙两国国资国企领
域200余位嘉宾进行深入研讨和交流
对接。

中蒙国企改革发展研讨会在呼和浩特举办
么永波致辞

华灯初上，在西乌珠穆沁旗创新创业孵化基地共享直播间，“家
佳布行店”直播员蕊蕊熟练地用国家通用语言推介着店里最新缝制
的传统乌珠穆沁服饰、耐心解答全国各地网友提出的各种问题。

面对五花八门的提问，蕊蕊应付自如、对答如流。据她介绍，通
过抖音直播，该服饰店成为广受好评的“网红”店，主播们流利的国
通语给用户和客商留下了深刻印象，粉丝数量越来越多，销量也是
水涨船高。

“家佳布行店”是西乌珠穆沁旗一家民族服饰加工销售店，直播
电商是目前的主要盈利模式。该店聘用了4名电商直播人员，蕊蕊
便是其中之一。她从小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学习，2019年从锡林郭
勒职业学院毕业后，到西乌珠穆沁旗供电公司工作。由于发音标
准、音色甜美，她在“家佳布行店”成功应聘为网络主播。有了这个
第二职业，她每月还能多赚4000元至5000元。

“想要找到好工作，多挣点钱，说好国家通用语言太重要了！”蕊
蕊告诉记者，作为土生土长的乌珠穆沁姑娘，她从小就喜欢看国家
通用语言类书籍，因此也积攒了很多课外知识，广博的知识面让她
在直播间里得心应手。

过去，“家佳布行店”主要通过传统销售模式经营，线下销售各种
民族服饰。伴随着网络直播和电商产业的发展，“家佳布行店”老板红
梅也在抖音平台上开通了直播。一开始，她只是在直播间里发布一些
作品，简单地展示和销售一些传统民族服饰。虽然有时也能获得上万
的关注度和点击量，但实际上看的人多，真正购买的顾客却少之又少。

自从聘来蕊蕊等 4名主播后，“家佳布行店”的生意是日渐向
好。流利的国通语、亮丽的外表，使“家佳布行店”迅速在抖音平台
上走红，随着关注度急速提高，民族服饰的销量也随之高涨。

“现在靠直播，我们店里每个月的销售额轻松超过7万元。放在
过去，这真是不敢想象，以前我们全年的收入才20万元。”红梅高兴
地说，现在全国各地的顾客都能找到“家佳布行店”，订单也是从天
南海北纷至沓来。

红梅把这大好局面归功于4名主播。“虽然是我发现了网络平台
商机，也走出了第一步，但没有她们几个用国家通用语言做精彩直
播，解释民族服饰的各种特色以及别具一格的缝制方式，引来各地
网友的关注，我家的生意也不会这么快做大。”

开
了
国
通
语
直
播

销
量
翻
了
好
几
倍

□
本
报
记
者

巴
依
斯
古
楞

本报9月 7日讯 （记者 帅政）
9月 7日，第四届中蒙博览会系列活动
之一的中蒙二连浩特—扎门乌德经济
合作区圆桌会议在呼和浩特召开，与
会双方代表就经济合作区的发展提出
建设性意见，并签署了会议备忘录。

会议提出，中蒙双方要建立常态化
会晤机制，围绕经济合作区总体规划、产
业布局、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合作招商
等方面常态化进行沟通联系。要立足资
源禀赋，充分发挥“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优势，加快推动国际物流、进出口加工、
跨境旅游、现代服务业等产业发展，加快
构建现代跨境产业体系。同时，做好项
目储备、对接重点企业工作，形成协同招
商的局面，争取将中蒙经济合作区打造
成政策洼地和投资高地示范区。

双方代表一致表示，要按照合作
建设时序进度，采取联动建设模式，加
快推动双方区域基础设施建设，推动
经济合作区早日封关运营，把合作区
建成中蒙友好合作的典范。

中蒙二连浩特—扎门乌德
经济合作区圆桌会议召开

本报巴彦淖尔9月7日电 “这里
水土条件好，政府根据村里的特色产
业优势给了倾斜政策，如今依托果园，
我不仅能获得采摘的收入，还能为我
的农家乐吸引来不少游客。”走进巴彦
淖尔市五原县塔尔湖镇联丰村三组，
村道两旁成片的果树映入眼帘。村民
张慧琴的家就在果园深处，说起现在
的收入，她非常开心。

五原县位于河套平原腹地，光能
丰富、日照充足。为促进农民增收，近
年来五原县立足资源禀赋，多途径推
进乡村产业发展。2022年，全县农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较上年增长8.96%，全
县脱贫户人均可支配收入较上年增长
15.66%。这里种植的灯笼红香瓜、五
原小麦等获得了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
认证，五原灯笼红、黄柿子、葵花籽、羊
肉、小麦、蜜瓜、甜玉米 7个产品获评

“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五原县也先
后荣获全国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先导
区、全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试点示范
县等多项“国字号”殊荣。

下好持续增收“先手棋”。五原县
聚焦“百企联百村建百园带万户”工
程，整合资金项目、科技服务、金融支
持向园区倾斜，建成138个现代农牧业

园区。今年，中央和自治区衔接资金
用于产业发展占比分别为 91.5%和
84.9%。园区坚持“宜粮则粮”“宜特则
特”“一村一品”的发展思路，配套高标
准农田 4.5 万亩、推广高效益品种 73
个、联农带农 3200 户，推动农户亩均
纯收入3000元以上。

夯实促农增收“保障网”。五原县
围绕“种养加结合”抓主导产业，推动
集群集聚发展；围绕“一村一品”抓特
色产业，推动发展优势特色富民产业；
围绕“优质优价”抓品牌创建，推动更
多产品获准“天赋河套”授权；围绕“农
商文旅”抓融合互促，推动形成“多业
推一业、一业带多业”发展格局；围绕

“百企联百村”抓产业驱动，培育龙头
企业 55家、农民合作社 1041家、家庭
农牧场 237 家，其中河套电商产业园
孵化 36个畅销产品，年销售收入突破
6亿元，引导带动脱贫人口超过 1500
多人。

打好利益联结“组合拳”。聚焦优
势特色产业，构建“企业+基地+农户”
利益联结机制，形成“公司+农牧场+种
养殖户”产业化生产格局；实行耕种管
收储售“六统一”，建立起群众和集体
经济利益的联合体； ■下转第4版

特色产业“生金” 增收致富“有道”

9 月 5 日，航拍鄂尔多斯市杭锦旗境内的穿沙公路，公路两侧绿意盎然，
仿佛一条“绿色长城”。鄂尔多斯市杭锦旗从 1999 年在库布其沙漠建成第一
条穿沙公路至今，境内穿沙公路里程达到 930 公里，形成“四纵五横”的沙漠
公路网。公路两侧经过治沙造林典型和企业的多年治理，带动了杭锦旗交
通、旅游等全面发展。 本报记者 孟和朝鲁 摄

沙漠里的“绿色动脉”

本报赤峰9月7日电 （记者 肖
璐）金秋九月，在林西县新城子镇英
桃漠河村，连片的制种玉米郁郁葱
葱、长势喜人。村民穿梭其中，抢抓
有利时节，去雄抽穗，以确保种子的
纯度和质量。

“今年种植 200亩制种玉米，每亩
收入在 2800 元左右。”英桃漠河村民
张林说，为了抢抓农时，每天晨光熹微
就下地干活，当地有丰富光热条件和
地理优势，制种玉米产业已成为其增
收重要手段。

秋粮是粮食生产的大头，眼下是
秋粮生产关键期，作为农业大市，赤峰
正在全力以赴保障秋粮丰产丰收，综
合来看，全市大部地区秋粮作物长势
基本正常。

在敖汉旗下洼镇草原村，占才家
庭农场负责人朱占才为记者算了一笔
收入账；家庭农场共种植各类秋粮
2200亩，其中高粱 1500亩，预计亩产
1300-1400 斤左右，价格在 1.8 元/斤
左右。谷子 600 亩，今年选择敖汉旗
新品种敖谷 8000，预计亩产 700-800
斤左右，价格在 2.8 元/斤左右。绿豆
100亩，受干旱少雨影响，亩产在 140
斤左右。“从目前来看，秋粮长势正常，
预计产量平稳。”朱占才对今年收入很
有信心。

在翁牛特旗节水高标准农田项目
区，玉米、谷子等农作物长势良好，丰
收在望。

“高标准农田改造把山坡地改成
了水平梯田，每亩地谷子能达到800-
900斤，收入比以前翻了番。”翁牛特旗
西拉木伦农牧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家
兴说道。

赤峰市通过市、旗、乡镇苏木、村
嘎查四级联动整合项目资金，投入人
才力量，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仅在
翁牛特旗就新建高标准农田 20万亩，
实现集中连片、节水高效、稳产高产，
平均每亩提升粮食生产能力170斤。

据统计，今年赤峰市粮食作物播
种面积2326万亩，其中玉米955万亩、
谷子 355万亩，大豆 118万亩，高粱 87
万亩，向日葵 70万亩，其他油料作物
11万亩；经济作物播种面积363万亩，
其中饲用作物播种面积113万亩。

由于今年出现了罕见的干旱天
气，而且持续时间较长，对作物生长产
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各作物生育期
普遍推迟，作物减产已成定局。赤峰
市农牧局种植业科科长柴贵宾表示，
将最大限度减轻旱灾对粮食产量的影
响，抓好田间管理，加强病虫防控，努
力夺取秋粮丰产丰收，确保赤峰市粮
食产量达到131.6亿斤以上。

赤峰市：全力以赴
保障秋粮丰产丰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