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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诚信 展形象 开新局

春风吹来,内蒙古大地活力无限。
抢修农机、加固大棚、育秧整地，春耕备耕热浪迭起；

有机大米、敖汉小米、草原牛羊肉等绿色优质农畜产品插
上了电商的翅膀，远销国内外；高标准农田建设热火朝天，
现代农牧业产业园创建有序推进……

五谷者，万民之命，国之重宝。2023年，内蒙古以粮
食产量 791.6亿斤迎来了第二十个丰收年。粮食播种面
积、单产、总产“三增长”，粮食产量稳居全国第六。全区主
要肉类产量 285.4万吨、牛奶产量 792.6万吨，均创新高。

“名特优新”农畜产品总数居全国第一，“内蒙古味道”香飘
万里。

数字是发展最好的注脚。过去一年，内蒙古紧扣“地、
水、种”和“粮、肉、奶”6个重点，全力推动粮食单产再提
高、牲畜养殖再增效，不断扩大数量、提高质量、增加产量，
努力把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建设得量大质优，切实
当好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

这是农牧业生产能力越来越强的一年。全区主要粮
食作物平均单产达到755.5斤/亩，总产、单产增幅均居全
国前列。伊利、蒙牛双双闯进全球乳业10强，分别位列第
五位和第八位，全区奶牛存栏、奶产量稳居全国首位。

这是农牧业基础保障越来越强的一年。河套灌区和
扎赉特旗入选国家首批整区域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试点，
全区高标准农田面积已达到 5237万亩，支撑起了 2/3的
粮食产能。启动了 11个育种联合攻关和 13项“揭榜挂
帅”工程，牛羊核心育种场数量保持全国首位。创建了 9
个国家级良种繁育基地，马铃薯良繁面积、大豆繁种面积
分别居全国第一和第三。

这是农牧业发展韧性越来越强的一年。聚焦 7大农
牧业重点产业，着力“延链、补链、强链”，新认定自治区龙
头企业149家，自治区级以上龙头企业达到770家。新创
建奶业、马铃薯2个国家级产业集群，3个国家级现代产业
园和 8个产业强镇，创建数量全国第一。在 5个旗县、20
个乡镇、100个村开展集中连片示范行动，带动全区农业
社会化服务面积达到2800万亩。

这是生态农牧业发展越来越强的一年。持续推进农
业“四控”行动，实施农业统防统治面积5696万亩、绿色防
控面积 5567万亩，化肥农药使用量保持负增长。全面推进落实工程节水、农艺节
水、品种节水、结构节水、机制节水的“五节”措施，实现了农业节水3.73亿方，农田灌
溉水利用系数达到0.574，首次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沃野迸发新活力，牧场风光无限好。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从“积累量”转
向“提升质”，升腾着迎难而上气势、彰显着向上向好活力的内蒙古，农牧业现代化的
步伐更加铿锵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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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3月2日讯 （记者 李国萍）
根据国家邮政局日前公布的 2024年 1
月邮政行业运行情况，内蒙古快递业务
量 1 月份达到 5378.7 万件，同比增长
161.1%，增速位列全国第一。

近年来，通过加快骨干网络枢纽
建设、完善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提
升跨境寄递服务能力等举措，我区已建
盟市级园区33处，旗县级园区26处，各
类分拨处理中心359个，全区现代快递
物流骨干网和以旗县集散共配中心为
核心的县乡村三级寄递物流体系基本
形成，中欧班列承运快件实现新突破。

邮政快递业作为连接千城百业，联系
千家万户的行业，不仅贯通了经济发展的

“大动脉”，也畅通了百姓幸福的“微循
环”，全区人均年使用快递达到121件，快
递服务满意度持续提升。

快递业务量的快速增长，离不开一
线“快递小哥”的辛勤付出。今年自治区
有关部门将通过加快劳动权益保障、开
展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实施关心关爱行
动，用心用情做好快递员群体合法权益
保障和人才队伍建设。让从业人员干得
更安心、工作更舒心、生活更暖心，共享
新时代发展成果。

快递业务量1月份达到5378.7万件

内蒙古当月快递业务量增速全国第一

□本报记者 图古斯毕力格
通讯员 徐嫣璐 葛希合

“巴彦淖尔现在的营商环境真是不
错，办事效率太高了，只用了90分钟就
帮我办好了营业执照。”内蒙古慧风能
源有限公司负责人高先生感慨地说。

春节假期刚过，巴彦淖尔市乌拉
特后旗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就为
内蒙古慧风能源有限公司提供了全程
代办服务。为确保项目早落地早开
工，乌拉特后旗还为企业提供全过程
全要素的“保姆式”服务，帮助企业解
决各种难题，推动项目建设顺利推进。

“这只是我市为企业提供优质服

务的一个缩影。我市高度重视优化营
商环境和招商引资工作，将其作为引
领发展、深化改革、改善民生的关键举
措。”巴彦淖尔市投资促进中心副主任
苗文忠说，“我市还出台了《关于进一
步优化营商环境的实施意见》《巴彦淖
尔市优化提升营商环境若干措施》等
一系列政策措施，为企业提供全方位
的支持和服务，不仅优化了营商‘软环
境’，更打造了招商引资的‘强磁场’。”

诚信，不仅是城市的核心竞争力，
更是一种能够驱动持续发展的巨大精

神动力。巴彦淖尔市，这颗镶嵌在黄
河“几字弯”顶端的璀璨明珠，深谙诚
信的价值，并将其作为城市发展的基
石，传承并发扬着千年的诚信传统。

2023年，巴彦淖尔市的招商引资
成果显著，共引进国内（区外）到位资
金高达 196 亿元，创下了近五年的新
高。新签约的项目达 90项，当年开工
的项目有 57 项，开工率高达 63.3%。
这不仅仅是数字和承诺，更是从规划
到落实的坚定决心和诚信实践的体
现。巴彦淖尔市始终坚守“承诺就做

到”的诚信原则，无论是在招商引资、
项目建设，还是在日常政务服务中，都
展现出了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
今年巴彦淖尔市的政府工作报告中，
特别提到了要出台高质量发展政策清
单 138条，旨在推动政务服务标准化、
规范化、便利化，全面提升办事效率和
专业化水平。这不仅是对承诺的践
行，更是对诚信的坚守。

1 月 28 日 ，三 一 重 能 生 产 的
SY1310A风电叶片成功运输，该叶片
长131米，是巴彦淖尔市运输历史中最
长的货物。为此，巴彦淖尔市政府及
相关部门付出了巨大的努力，通过实
地查勘、改造运输条件、拓宽收费站出
口等措施， ■下转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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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主要肉类产量 285.4万吨、牛奶产量

792.6万吨，均创新高。

本报 3月 2日讯 （记者 马芳）
3 月 1日，在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央广播
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 2023 年“大国工
匠年度人物”发布仪式上，揭晓 10 位
2023 年“大国工匠年度人物”和 40 位

“大国工匠年度人物”提名人选，内蒙古
呼和浩特城市交通投资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地铁运营公司变电维修高级工程
师郭晋龙喜获提名。

从1975年到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
焊轨段工作至今，郭晋龙近 50年的从
业经历生动讲述了一名技术工人的成
长励志故事。从电力工升级为电工，通
过高级技师考试被聘为电工高级技师，
日复一日地查阅资料、拆装电器、分析
数据、比对实验，他将热爱和努力转变
为一次次科技创新实践。他积极参与
企业的技术攻关和科技研发工作，尝试
安装瑞士产机电一体化钢轨焊接机，协
助乌鲁木齐铁路局验收法国进口的长

钢轨焊接设备、带领团队研制拥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钢轨焊接机……凭着“吃苦
耐劳、一往无前,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
蒙古马精神，郭晋龙成为了铁路“蓝领
专家”，他研发的“钢轨焊缝双频正火设
备及工艺”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
等奖，成为中国铁路工人获此殊荣第一
人。他先后参与 100多项铁路大型技
术革新项目，其中 77项创新成果荣获
国家、自治区以及铁路系统奖项，43项
革新工艺有效解决了生产技术难题。

退休后，郭晋龙放弃外地高薪聘
请，积极投入提升呼和浩特轨道交通青
年职工技能和创新能力工作，同时参与
指导我区多项职工优秀技术创新成果推
荐工作。“对工作精益求精、精雕细琢，让
专注和努力成为常态，脚踏实地把经历变
成专业经验，把阅历变成能力，把学识传
给徒弟，这样才能成为一名技术精湛、拥
有职业精神的大国工匠。”郭晋龙说。

郭晋龙获2023年“大国工匠年度人物”提名

2023年，内蒙古粮食产量 791.6亿斤，粮

食播种面积、单产、总产“三增长”，粮食产量稳
居全国第六。

内蒙古主要粮食作物平均单

产达到 755.5斤/亩，总产、单产

增幅均居全国前列。

马铃薯良繁面积、大豆繁种面

积分别居全国第一和第三。

“名特优新”农畜产品总数居全国第一。

奶牛存栏、奶产量稳居全国首位。

牛羊核心育种场数量保持全国首位。

本报包头 3 月 2 日 电
(记者 蔡冬梅 通讯员 张
建芳） 记者从包钢节能环保
中心获悉，目前包钢超低排放
改造已进入收尾验收阶段，从
2020 年至今的 3 年多时间
里，累计投资 80多亿元推进
超低排放改造，累计实施完成
3 大类 100 余项超低排放改
造项目，不遗余力守护绿色保
卫蓝天。

超低排放改造是对钢铁
行业环境保护的政策要求，也
是企业生存前提和可持续发展
的必然选择。2019年4月，生
态环境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等五部委联合发布的《关
于推进实施钢铁行业超低排放
的意见》指出，到2025年底前，
重点区域钢铁企业超低排放改
造基本完成，全国力争80%以
上产能完成改造。

“近三年，包钢投入超百亿
元共计上百个环保项目，主要
是从废气排放以及烧结球团、
焦炉、高炉等重点工序，进行超
低排放改造。”包钢节能环保中
心环保主管王健奇介绍，包钢
绿色发展加速快跑，努力跑赢
行业超低排放进度表，针对有
组织排放领域，对不能稳定达
到超低限值的环保设施提标升
级改造，完成了焦炉、烧结、球
团等重点工序脱硫脱硝提标升
级，仓储中心综合料场全封闭
等重大环境治理项目。“经过治
理，包钢的主要污染物排放量
大幅下降，较2020年，二氧化
硫排放量下降54.02%，氮氧化

物排放量下降50.03%，颗粒物排放量下
降27.55%。”王健奇说。

“包钢不光靠一家之力推动生态环
境的保护和低碳绿色发展，同时联合了
国内各界的优先力量，如生态环境部固
体废物与化学品管理技术中心、黄河流
域生态环境监督管理局生态环境监测与
科学研究中心、黄河生态环境科学研究
所等机构和科研院所，汇聚八方力量共
建绿色包钢。”王健奇说，无组织排放治
理是超低排放改造难点，■下转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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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日，内蒙古科技馆工作人员和小朋友在进行科学实验。当日，内蒙古科技馆开展“传承雷锋精神科技志愿在行动”活动，
通过知识问答、科学实验体验等形式多样的科技志愿服务，提升全民科学素质，助力文明城市创建。 本报记者 孟和朝鲁 摄

本报3月2日讯 （记者 杨柳）连
日来，在内蒙古展览馆举办的“牢记嘱托
感恩奋进——办好两件大事 奋力书写中
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展览”吸引了大
批干部群众前来观展。

自治区党委政法委 90 多名干部
职工走进内蒙古展览馆，大家认真听
取工作人员讲解，仔细观看展览，通过
一幅幅图片图表、一件件实物展品、一
幕幕生动影像，深入理解自治区办好
两件大事的重大意义，深刻领悟《国务
院关于推动内蒙古高质量发展奋力书

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的意见》的重
要内涵。大家表示，将牢记殷殷嘱托，
满怀感恩之情，赓续奋进之志，大力弘
扬蒙古马精神和“三北精神”，为书写
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贡献政法
力量。

呼和浩特市民朱先生和家人来到
内蒙古展览馆，他们依次参观了“人民
领袖情系北疆”“高瞻远瞩 把舵领航”

“五大任务 担当奋进”“聚焦主线 模范
前行”“人民至上 初心如磐”“勇闯新
路 挺进中游”6大篇章后，心情久久不

能平静。“通过观展，我深刻感受到
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的深情关怀和
厚爱期许，深刻认识到地处祖国北疆的
内蒙古在国家发展全局中地位之重要、
责任之重大。我作为一名党务工作者，
将不断增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
内蒙古重要指示精神的思想自觉、政治
自觉、行动自觉，推动党建工作提质增
效。”朱先生说。

据悉，截至 3 月 1 日，“牢记嘱托
感恩奋进”主题展观展人数达 4.15 万
人次。

“牢记嘱托 感恩奋进”主题展持续引发观展热潮
截至3月1日观展人数突破4万人次

弘扬北疆文化 赓续中华文脉

□新华社记者

回望攻坚克难的奋斗足迹，传递
人民群众的殷切期盼，描绘高质量发
展新的蓝图，激荡民族复兴的火热情
怀……三月的首都北京生机盎然，全
国两会代表委员共赴春天的盛会。

沧海横流显本色，万山磅礴看主
峰。近日，多位代表委员同新华社记
者交流，讲述他们的履职故事，道出他
们共同的心声——总书记的嘱托激励
我们一路向前！

（一）同心筑梦结硕果

2月 9日除夕夜，“中国天眼”台址
总控室里一派繁忙。来自宇宙深处的
射电信号，正等待科研人员解密。

“总书记提出‘加快从跟跑向并跑领
跑转变，在一些领域要保持领跑优势’，我
们须臾不敢懈怠。”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
表、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中国天眼”总

工程师姜鹏说，凭借超高的灵敏度，“中国
天眼”在脉冲星、快速射电暴及引力波探
测等领域产出一系列世界级成果。

2021 年 2月，在贵州考察调研的
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天眼”项目负
责人和科研骨干，并视频连线“中国天
眼”总控室的科技工作者代表。

三年间，“中国天眼”跑出了极目
深空的加速度，让我国走到人类“视
界”最前沿。

仰望星空，脚踏实地。
江苏省镇江市姚桥镇，初春的麦

田绿意盎然。一台无人驾驶的自走式
喷杆喷雾植保机张开“双臂”喷洒药
剂，农民通过扫码远程进行田管。

2万多亩田地，先进科技赋能处处
可见。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江苏
省镇江市镇江新区永兴农机机械化专
业合作社理事长魏巧返乡创业的梦想
已在这里生根发芽。

“像魏巧这样的同志到农村去，很
好！”2023 年 3月 5日，江苏代表团审
议现场，习近平总书记这样勉励这位

“80后”新农人。
2023年，魏巧所在的合作社带动1

万多农户通过技术升级实现增收，“还
要推进农业生态产业化系统建设，带动
更多‘90后’‘00后’加入乡村振兴”。

一项项深远谋划，化作壮美的奋
斗图景。

2024年1月，作为南水北调后续工程
中的首个重大项目，引江补汉工程进入全
面施工阶段，将使中线工程年调水量由原
来的95亿立方米增至115.1亿立方米。

“总书记亲自部署的长江经济带
发展重大战略，正在造福沿江两岸，润
泽亿万人民。”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
表、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副总工程
师黄艳计划在全国两会上展示“数字
孪生汉江”的最新成果。

“我们团队研发的数字孪生系统
可对物理流域进行实时监控预测模
拟、及时发现问题并优化工程调度，为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及时精
准的水安全保障。”黄艳说。

临近全国两会时间，来自徐工集

团的单增海代表不禁又想起 2017 年
12月，习近平总书记到徐工集团考察，
叮嘱“创新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源泉，
很多核心技术是求不到、买不来的”
时，是那样语重心长。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总书记念
兹在兹。

2023年，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
议首场“代表通道”，单增海自豪讲述

“国之重器”的硬核实力——
卡塔尔世界杯的场馆内，中国制

造处处可见；电影《流浪地球 2》的“宇
宙级”施工场景，有国产工程机械担任

“特殊演员”……
通过电视直播，习近平总书记关

注到了单增海的讲述。当天下午，总
书记来到江苏代表团参加审议。坐在
总书记对面的单增海刚一发言，习近平
总书记就认出了他。

单增海的汇报十分响亮：“您当时
乘坐的全地面轮式起重机，关键指标
已达到全球第一。”

■下转第3版

本报 3 月 2日讯 （记者 冯雪
玉）戏曲声声送欢乐，传统文化润民
心。3月2日，“迎新春·戏曲北疆行”专
场演出走进呼和浩特市恼包村，丰富的
节目、精彩的表演让现场的市民游客沉
浸式感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在喜庆的锣鼓声中，《祥龙迎春》
《雄狮送福》拉开演出大幕，二人台表
演唱《放风筝》、呱嘴《挂起红灯唱太
平》、京胡独奏《夜深沉》、京剧名段《智
取威虎山》、街舞《舞动青春》、魔术杂
技《快乐小丑》……精彩节目连番上
演、现场观众掌声不断。丰富多彩的
节目表演过后，还进行了高跷、舞龙等
非遗项目表演。呼和浩特市民任女士

说：“通过媒体信息推送，我们了解到
恼包村有戏曲演出，今天特意带着孩
子过来看看，演员们唱得真好，每个节
目都很精彩，现在呼和浩特的文化活
动越来越多、市民们很有幸福感。”精
彩的节目自带“流量”，演出当日，有30
多位“网红”对活动进行了直播。

“迎新春·戏曲北疆行”活动由自治
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文旅厅、自治区
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指导举办，该活动从
2月1日开始，自治区指导演出18场，

各盟市开展演出120余场，演职人员超
过3000人，服务群众15万人次。

“迎新春·戏曲北疆行”活动旨在积
极营造节日氛围，将中华文化融入群众
精神文化生活，打响北疆文化品牌。活
动内容包括“送戏曲”下基层、“送服务”
下基层、组织开展主题文化活动以及优
秀节目展演。演出充分运用各地文化
馆、群艺馆以及其他基层文化设施平
台，坚持便民、利民、惠民的原则，为基
层群众送去了精神文化大餐。

自治区指导演出18场，各盟市演出120余场，服务群众15万人次

“迎新春·戏曲北疆行”尽展中华文化魅力

总书记的嘱托激励我们一路向前
——来自全国两会代表委员的心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