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乌梁素海的好生态吸引鸟群聚集乌梁素海的好生态吸引鸟群聚集。。

乌梁素海夏日图景乌梁素海夏日图景。。

乌拉特前旗农牧业技术推广中心党支部书记乌拉特前旗农牧业技术推广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主任刘俊介绍园区下一步规划刘俊介绍园区下一步规划。。 ““数字总干渠数字总干渠””灌溉运行决策支持系统灌溉运行决策支持系统。。

新华林场夏景新华林场夏景。。

工作人员正在操作天然气管道过工作人员正在操作天然气管道过
滤器滤网滤器滤网。。

作信作信，，喜看北疆焕喜看北疆焕新颜新颜

过去的一年，是内蒙古发展史上具有里
程碑意义的一年，习近平总书记再次亲临我
区考察。总书记的到来，为我们更好地完成
五大任务注入了强劲动力，振奋了内蒙古人
民的发展信心，全区上下铆足干劲，为办好
两件大事和实现闯新路进中游的奋斗目标

不懈努力。2024年，内蒙古把习近平总书记
的殷殷嘱托和党中央的关怀支持化为砥砺
前行的强大动力，乘势而上、再攀新高。

回望难忘时刻，内蒙古各族儿女依然心潮
澎湃。2023年6月5日至7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内蒙古考察时先后来到乌拉特前旗乌梁

素海、乌梁素海南岸现代农业示范园区、临
河区国营新华林场、河套灌区水量信息化监
测中心和中环产业园。如今，近9个月的时
间过去了，这些地方有哪些新变化？春天悄
然而至，沿着总书记的足迹，我们再次回访
各地，春风作信，向总书记汇报。春春风风

乌梁素海南岸现代农业示范园区的小麦套辣椒模式乌梁素海南岸现代农业示范园区的小麦套辣椒模式。。

河套灌区河套灌区。。

三盛公水利枢纽三盛公水利枢纽。。

新华林场补植补造工作新华林场补植补造工作。。

1010万吨颗粒硅项目航拍图万吨颗粒硅项目航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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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回春，农事渐起。从乌梁素海南岸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向南行驶，
10公里处便是内蒙古谷昌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这里的工人正在培育辣椒
苗。工人先将育苗盘放入传送带，混合基质土通过“土仓”自动撒进育苗
盘，再将土壤压实，当育苗盘经过气泵转筒时，转筒上吸附的辣椒籽种便
均匀地掉进育苗盘，然后再覆一层土，便大功告成。

“为有效节水控水，这几年我们大力发展辣椒产业，带动了很多农户
种植辣椒，去年乌梁素海南岸现代农业示范园区种植的辣椒就是我们培
育的。”公司负责人白恩泽介绍。

2023年6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乌梁素海南
岸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察看土壤、种子样品等展示，详细了解巴彦淖尔市开展
盐碱沙荒地改良改造和综合利用，推动科学灌溉，推广现代农业等情况。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示范园区要在推广现代农业方面真正发挥作用，
不断探索，找到适宜这里的品种、技术和耕种方式，成本要降下去、效益要
提上来，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乌拉特前旗农牧业技术推广中心党
支部书记、主任刘俊回忆起来仍旧很激动，“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让全国农
人认识到学习新技术及新模式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上万人纷纷前来园区
学习和参观，园区已由科技农业示范园转变成了农技研学基地。”

为推进节水农业发展，总结绿色高效技术，巴彦淖尔市依托绿色高质
高效项目，以水肥一体化技术为支撑，在乌梁素海南岸现代农业示范园区
内打造节水增粮示范片，集成示范玉米密植精准调控技术模式，滴水滴肥
遵循少量多次原则，提高产量的同时也提高了水肥利用效率。

为持续推进农民增产增收，去年，园区尝试小麦套辣椒复种油葵模
式。试验示范后，基本实现1亩地比单种小麦增收3000多元，实现土地

“一年四季不得闲”，一地生三“金”。
据了解，今年乌梁素海南岸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将根据去年的试验数据，

优化品种以及密度等多项重点技术，总结并推广适合河套地区的玉米密植高
产精准调控技术模式，利用30多个品种开展7000株密度种植品比试验，从
而更好地筛选适宜密植的优良品种；以辣椒为主导产业，依托水肥一体化技
术，继续开展小麦套辣椒高效种植技术；升级优化智能化运用中心，大力发展
数字农业；做好园区观摩培训工作，多批次、不同层次组织现场培训。

“下一步，我们要做好田间管理，认真记载各类数据，及时总结阶段性成
果，认真组织测产，形成详实规范的试验示范报告。同时，重点在建设模式上
进行总结、在技术集成上进行提炼、在经济效益上进行分析论证，引导农民应
用优良品种、优质肥料和重点适用技术，带动农民走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
的高质量发展之路，为现代农牧事业高质量发展作贡献。”刘俊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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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8日，春意萌动，万物生长。进入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国营新华林场，一幅红彤彤
的对联——“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勇担使命不畏艰难”映入眼帘，与两旁高高挂起的红灯笼
相映成趣。另一边，数台大型机械往来穿梭，开始了今年的植绿工作。

“眼下，我们正在场部周边森林覆盖率低的区域内进行补植补造工作，面积2000
亩，包括1500亩乔木林、500亩乔灌混交林。”国营新华林场场长杜文化介绍，“几十年
来，三代林场人肩扛、手挖、吃住在沙地，用青春和汗水换来‘荒漠变林海，碱滩变良田’
的局面。目前，林场已累计造林3.9万亩，森林覆盖率达到65%。”

2023年 6月 6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临河区国营新华林场，了解“三北”防护林体
系工程建设情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类要更好地生存和发展，就一定要防沙治
沙。这是一个滚石上山的过程，稍有放松就会出现反复。

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切关怀和谆谆嘱托，给了林场干部职工无限动力和信心，也让林场迎
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2023年6月8日，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沙漠林业实验中心与国营
新华林场签订“共同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推进‘三北’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全面战略合作协
议。根据协议，沙林中心将为国营新华林场提供全方位、全过程、全时段、全领域的科技支撑
服务，把“不毛之地”改造成盐碱地综合治理示范基地。

“协议共同起草了‘新华林场建设方案’，方案以把新华林场建设为全国防沙治沙试点
林场为目标，打造科学防沙治沙示范基地、‘两山’理论转化实践基地、国有林场融合发展创
新基地、‘三北精神’宣教基地，实现林场森林全覆盖。”临河区林草分局副局长王瑛介绍，

“目前，我们依托国家生态修复项目，完成补植林地近万亩。同时新建了喷灌设备，实现对
特定树种精细化灌溉。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秉承‘三北精神’，守护好这片绿色，让祖国北疆
这道绿色防线更加牢固。”

再次回访新华林场，记者深刻感受到这里发生的变化，在新华林场的红色教育基
地里，临河区人民法院机关党委正组织各党支部开展红色教育主题党日活动。过去的
几个月里，新华林场“红色长廊”，以党的造林治沙理论、在党的领导下林场职工和群众
艰苦卓绝的治沙历程为主线，面向社会开展红色教育，建设起中国特色防沙治沙道路
的新华红色教育基地。

今年，“蚂蚁森林”项目总部与新华林场直接合作，由大众集团捐资实施的“2024
年公益林项目”等众多社会资本也来到新华林场，开始一场共赴植绿的深情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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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8月初，我们在总干渠建设了各类信息采集设施256
处，开发3个业务应用与管理系统，实现了总干渠全线信息化建
设目标，为总干渠管理调度决策提供了智慧支撑。”2月28日，河
套灌区水利发展中心信息化处处长白淼指着“数字总干渠”显示
画面说。从画面上可以看到总干渠关键水量信息、总干渠各闸
口当日平均流量等系列详尽数据以及总干渠全线实时监控。

在河套灌区水量信息化监测中心 50米长的数字屏幕上，
“数字总干渠”灌溉运行决策支持系统只是其中一项内容，在这
个数字屏幕上，还能看到黄河三盛公水利枢纽工程的实时画面、
河套灌区渠沟道枢纽工程实时运行现状、总干渠 5座枢纽工程
运行情况视频、河套灌区水量调度系统、内蒙古黄河实时视频监
控等各种实时监控画面和实时数据，先进的科技让人震撼。

在数字屏幕前的工作台上，工作人员各司其职，始终紧盯着各
自负责的板块，时不时还跟基层工作人员进行视频连线指导工作。

“这几天，我们正在进行开灌前的检修排查工作，确保视频画面、水
位、自动测流等系统正常运行。”信息化处工作人员李占强介绍。

以前，河套灌区面临着渠沟和水利工程数量多、分布广、水
流条件复杂、水量大等难题。为解决这些问题，内蒙古河套灌区
水利发展中心历时14年创建了多泥沙渠道自动化测流新技术、
新算法理论、新工艺，成功解决了干渠调度断面在泥沙多、坡降
缓、变幅大的条件下难以自动精准量测的难题。

为建立完善用水总量控制制度体系，明确用水权归属，实现
黄河水资源合理配置，2023年，河套灌区水利发展中心制定了
《内蒙古河套灌区引黄用水权工作实施方案》, 将 25.35亿立方
米用水指标分解到2761个直口单元，颁发《引黄灌溉用水证》，
实现了灌区农业供水计量渠道全覆盖。

河套灌区位于黄河“几字弯”内蒙古段左岸，已有2000多年
的灌溉历史，现有引黄灌溉面积 1154 万亩，是全国 3个特大型
灌区之一, 2019年，河套灌区成功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
2023年被中国灌区协会授予“节水型示范灌区”称号。

2023年6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套灌区水量信息化监测中
心考察时强调：“河套灌区灌溉工程是千年基业，花了很大功夫，也
很值得。要继续完善提升，提高科学分水调度水平。同时要量入为
出，建立多元化投入机制，尽可能调动社会力量参与。”

“未来，河套灌区将继续深化用水指标细化分配和到户管理
试点研究，推动节水潜力进一步提升。通过激发使用者的节水
主动性，促进水资源商品化，实现大范围跨行业水权交易，为黄
河流域农业深度节水控水提供新的思路和可推广的模式。”河
套灌区水利发展中心供排水管理处副处长周有文说。

春回大地，在各行各业春节后一派复工忙的景象中，内
蒙古鑫环硅能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井然有序地进行着。春
节期间，公司的600多名一线工人坚守岗位，各条生产线仍
保持24小时不间断生产。

“截至 2023年末，公司在建及投产颗粒硅产能已达 42
万吨，达产约 36万吨，除呼和浩特基地外，公司在徐州、乐
山、包头的颗粒硅生产基地均实现满产满销，特别是公司目
前用于N型拉晶的颗粒硅占比已达60%-70%，但依然处于
供不应求的状态。”协鑫科技助理副总裁宋昊介绍。

协鑫科技旗下的内蒙古鑫环硅能科技有限公司2022年
落户中环产业园。公司的10万吨颗粒硅项目是呼和浩特市
培育的六大产业集群重点项目之一。项目共有五条生产
线，2023年 9月 21日，首条 2万吨产能生产线投产，刷新了
全球十万吨级多晶硅项目建设速度纪录。整体项目预计于
2024年上半年全面达产。

2023年6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中环产业园考察，用两
个“不错”肯定了园区的发展，为内蒙古能源经济发展指明方向。

“总书记两次提到‘企业和园区办得不错，看了感到很提
气’，并强调‘坚持绿色发展是必由之路。推动传统能源产业转
型升级，大力发展绿色能源，做大做强国家重要能源基地，是内
蒙古发展的重中之重。在这方面内蒙古方向明确、路子对头、
前景很好，大有作为、大有前途。’‘要靠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构建新发展格局来攻克科技难关。’我有幸现场聆听了总书记
的重要讲话，倍感振奋，也意识到所肩负的重任。”内蒙古中环
晶体材料有限公司培训师董鹏飞对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

时光荏苒，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鞭策着中环产业园
上下在新能源发展的路上大步前行。截至目前，中环产业
园已累计完成投资 532亿元，陆续培育引进 16家半导体和
光伏行业知名企业，半导体单晶晶体年产能2500吨，光伏单
晶晶体年产能 105GW，光伏单晶晶片年产能 28GW，已建
成集成电路半导体单晶硅、新能源光伏单晶硅及相关配套
产业的先进制造基地。

（综合本报记者 薛来 图古斯毕力格 薄金凤 王雅
静 徐跃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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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车进入乌梁素海景区，入口处新建的
雕塑格外醒目。雕塑宽6.5米，高18米，底部
有四片绿叶，中间的银柱上镶嵌着一颗金球，
数只红色候鸟绕着银柱腾空而起。“雕塑于去
年12月 10日建成，绿色代表绿水青山，红色
代表候鸟集群，银色和金色代表团结一致、久
久为功、共同守护乌梁素海这颗‘塞外明
珠’。”雕塑设计者陈海生说。

2023年6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位于
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境内的乌梁素海，了解
当地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
治理、促进生态环境恢复等情况，察看乌梁素
海自然风貌和周边生态环境。9 个月过去
了，乌梁素海又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几天，乌梁素海湿地水禽自然保护区管
理站站长马海明格外忙碌，3月3日，乌梁素海引进首批20只麋鹿，他忙着配合施工单位建
设麋鹿园。“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完乌梁素海后，我们这里受到全国关注。这不，北京麋鹿生态
实验中心给我们赠送了60只麋鹿，它们可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放在这里养，说明乌梁素海
的环境好。”他笑呵呵地说，“以后我不光要管鸟，还要管鹿啦！”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乌梁素海时的重要指示，2023年，巴彦淖尔市多措
并举加强乌梁素海生态环境治理，并取得丰硕成果：制定了乌梁素海流域生态保护工作
要点，获批总投资35.89亿元的13个项目，已完成7项，累计完成投资31.19亿元；累计
向乌梁素海生态补水5.48亿立方米，保证乌梁素海生态需水量，降低湖区生态系统退
化、黄苔大面积暴发风险，增强水体自净能力，确保生态系统稳定；合作开展河湖体系环
境治理技术应用与示范等7项科研课题，已完成2项，预计今年底全部完成；收割9.1万吨芦
苇，降低底泥污染度，数次开展人工干预防治黄苔工作，杜绝黄苔大面积暴发；持续推进渔民
上岸，回购渔船449艘，安置就业253名，技能培训388人（次）；投资760万元，向乌梁素
海累计增殖放流鱼类101.1万斤；颁布施行《巴彦淖尔市乌梁素海流域生态保护条例》，
组织召开了新闻发布会，联合相关部门开展《条例》宣传周活动，进一步提高社会各界对
《条例》的认识和理解。

“通过系统治理，综合施策，乌梁素海的入湖污染物总量下降了15.23%，乌梁素海
湖心断面水质稳定在Ⅳ类，生物多样性持续向好。”乌梁素海生态保护中心党组书记、主
任包巍介绍，“今年将彻底完成渔民上岸工作，加大增殖放流力度，促进水生动物土著种
增殖和种类增加，提高水生生物资源潜力、利用效率和生物多样性，优化水生态群落结
构，提高乌梁素海水生态系统的自净能力。”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环境的好转，让乌梁素海旅游热了起来，2023年，
乌梁素海接待游客41.24万人次，同比增长806.37%；实现旅游直接收入3822.57万元，
同比增长780.78%。

作信，喜看北疆焕新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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