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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3月11日讯 （记者 章奎）
3月 11日，全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电
视电话会议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自
治区常务副主席黄志强出席会议并讲
话，自治区副主席代钦主持会议。

黄志强强调，春季森林草原火灾
诱因多、风险高，防灭火形势复杂严
峻。要坚决扛起防灭火责任，强化底
线思维，做到事有人管、火有人防、责

有人担，把“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
转化为“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要
突出抓好“防”，特别是清明、“五一”等
高风险时段，打好火源管控“组合拳”，
守住山、看住人、管住火。要全力抓好

“灭”，落实好监测预警、值班值守等制
度，科学前置人员力量，备足备齐灭火
物资，确保“打早打小打了”，保障好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全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
电 视 电 话 会 议 召 开

黄志强讲话 代钦主持

本报3月 11日讯 （记者 陈春
艳 见习记者 高辉）3月 11日，全区
诚信建设工程推进会议召开，进一步
落实全区招商引资暨诚信建设会议精
神，安排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全面提
升自治区诚信建设工作质效。

会议要求，要提高政治站位，充分
认识开展诚信建设工程的重大意义，
坚持问题导向、系统推进、全面参与、
效果检验，加强统筹协调，推动诚信建

设工程各项任务措施加快落地落实。
要强化组织领导，压紧压实责任、加强
督促指导、营造浓厚氛围，努力将诚信
建设工程打造成优质工程、品牌工程，
为自治区办好两件大事、实现闯新路
进中游目标提供有力支撑。

会上，各盟市和自治区政务诚信、
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司法公信建设专
项推进组分别汇报了本地区、本领域
诚信建设工程推进情况。

全区诚信建设工程推进会议召开

本 报 3 月 11 日 讯
（记者 刘志贤）3月11日
起，自治区教研室组织调
研团队，开展全区中等职
业学校国家统编教材教
学质量与新课程实施调
研工作，进一步做好中职
学校国家统编教材教师的
教材培训与指导工作。

据了解，2023年秋季
学期起，全区中等职业学
校顺利推行使用国家统
编教材。此次调研工作
由自治区教研室选派本
级及部分盟市教研员、名
师工作坊成员组成调研
团队，将对鄂尔多斯市、
赤峰市、通辽市、锡林郭
勒盟进行实地调研，历
时两周。调研团队将通
过入校随机听课、听取
学校主管领导汇报及一
线 学 科 教 师 座 谈 等 方
式，详细了解各地中职
学校国家统编教材教学
状况，了解学校在课程
实施、队伍建设、专业支
持、教师培训、校本教研
等方面的具体情况，以及
教师在使用国家统编教
材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困
惑、需求等，推动全区中
职学校更好地推行使用
国家统编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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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训
3 月 11 日，自治区直属乌兰牧骑的舞蹈演员们正在排练舞蹈。连日来，自治区直属乌兰牧骑组织开展舞蹈部 2024

年春季培训班活动，特邀内蒙古艺术学院舞蹈学院老师进行辅导培训，本次春训也吸引了基层乌兰牧骑队员前来观摩
学习。 本报记者 王磊 摄

“剃龙头”
3 月 11 日，在呼和浩特市，理发师为小朋友理发。当天是农历二月初二，

民间有“二月二，剃龙头”的说法，不少市民选择在这天理发，图一个好彩头。
本报记者 王磊 摄

本报3月11日讯 （记者 宋爽）
3月 11日，“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题讲座暨
内蒙古社会主义学院 2024 年春季学
期开学典礼在呼和浩特举行。自治区
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胡达古拉主持
并讲话。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
研究所所长王延中作《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的理论内涵与任务要求》
专题讲座。

胡达古拉说，要不断增强以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新时代党的民
族工作的主线和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
主线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
觉，加强理论研究和宣传阐释，把主线
要求贯彻落实到统战工作各方面全过
程，为自治区办好两件大事、闯新路进
中游凝聚人心、汇聚力量。

讲座采取线下线上方式进行，
全 区 统 战 干 部、统 战 成 员 等 1.3 万
人观看。

“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题讲座举行

胡达古拉讲话

本报3月 11日讯 （记者 柴思
源）3 月 11日，记者从 2024年全区体
育局长会议获悉，2023年自治区共有
3400人次参加 222场国际国内比赛，
取得 125 枚金牌、115 枚银牌、153 枚
铜牌的优异成绩。

去年，我区健儿积极备战杭州亚
运会、“十四冬”等重大赛事，在杭州亚
运会中夺得2枚金牌、2枚银牌、2枚铜
牌，运动员李倩、杨柳、牛广盛取得巴
黎奥运会入场券。韩梅在速度滑冰世
界杯比赛中夺得女子 1500 米银牌和
3000米铜牌，赵丹在国际雪车和钢架
雪车世界杯比赛中摘银，杨柳在世界
女子拳击锦标赛 66公斤级项目中夺

金，实现了历史性突破。
今年，我区将不断提升竞技体育

综合实力，优化项目总体布局，对标奥
运会、全运会，瞄准体育强区目标，巩固
扩大摔跤、柔道、拳击、曲棍球、马术、射
箭等优势项目，加快推动跆拳道、射击、
铁人三项、橄榄球等潜优势项目提升竞
争力。构建冬季项目训练体系，扩大冬
季运动覆盖面。支持内蒙古农信女篮
发展，提升内蒙古篮球影响力。瞄准重
大赛事积极备战参赛。加强竞技体育
人才培养和梯队建设，围绕自治区重点
项目实施“强基计划”“突围计划”“育苗
计划”。加强运动队管理，加大赛风赛
纪和反兴奋剂工作力度。

2023年内蒙古运动员成绩喜人

国内外比赛中斩获125金115银153铜

本报3月 11日讯 （记者 阿妮
尔）3月 11日，《中国矿产地质志·内蒙
古卷》成果交流会在呼和浩特举行。
会上，《中国矿产地质志·内蒙古卷》正
式向公众发布。这是内蒙古首部矿产
地质志，将为新时期内蒙古开展新一
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和矿业谋篇布局
提供重要支撑。

据了解，《中国矿产地质志·内蒙
古卷》是《中国矿产地质志》中的“省级
志书”之一，由自治区自然资源厅指
导、自治区地质调查研究院组织协调
全区地勘行业技术专家共同研究编写
完成，历时8年，填补了内蒙古矿产资
源领域志书的空白。

内蒙古地域辽阔，矿产资源丰富，
具有发现矿种多、分布地域广、能源及

重要矿产优势明显等特点，是我国重
要的能源、有色金属矿产资源基地及
新兴战略资源原材料基地。稀土、铌、
银、铅、锌、煤炭、普通萤石等 19个单
矿种保有资源储量全国排名首位。《中
国矿产地质志·内蒙古卷》对内蒙古已
发现的 142种矿种、2735处矿产地以
及 16个三级成矿带进行了系统梳理
和总结，做到了矿种、矿产地、成矿带
三个全覆盖，摸清了全区矿产资源家
底。与此同时，《中国矿产地质志·内
蒙古卷》首次以志、图、库、普形式反映
了内蒙古矿产地质研究成果，是自治
区矿产地质及成矿规律研究方面最
新、最全面、最系统的一部著作，为自
治区和全国提供全面的矿产资源信息
公益服务。

内 蒙 古 首 部 矿 产 地 质 志 出 炉
赋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

本报巴彦淖尔 3月 11日电 （记
者 薛来）记者从巴彦淖尔市绿色产
业统筹发展办公室获悉，近日，巴彦淖
尔国家农高区肉羊技术培训中心揭
牌，面向全国肉羊产业从业人员，承担
肉羊全产业链生产经营关键技术专业
培训。

据介绍，该中心围绕肉羊产业链关
键环节，开展实用技术教学和行业先进
技术推广，推动肉羊产业高质量发展，
提高肉羊养殖户养殖标准程度和专业
技术水平，做好对养殖户的技术服务工

作。中心将对巴彦淖尔国家农高区肉
羊产业从业人员、巴彦淖尔市重点养殖
场（户）、自治区及全国范围肉羊行业从
业人员进行培训，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
的肉羊技能型人才培育基地，计划到
2028年累计培训农牧民1.5万人。

近年来，自治区全力支持巴彦淖
尔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建
设，给予千亩“看禾选种”示范基地、巴
美肉羊生产性能测定、肉羊规模养殖
场提升改造、高素质农民培育等17个
项目，投入近2.6亿元资金。

巴彦淖尔国家农高区肉羊技术培训中心揭牌

本报呼和浩特 3月 11 日讯 （记
者 刘洋）今年以来，呼和浩特市经营
主体设立登记业务呈现欣欣向荣态
势。截至 3月 4日，呼和浩特市经营主
体突破 40万户，其中企业 140762户、
个体工商户 254536户、农民专业合作
社 4735 户，分别占经营主体总量的
35.19％、63.63％、1.18％。

按产业结构看，呼和浩特市实有第
一、二、三产业经营主体分别为 13488
户、42643户、343902户，分别占经营主
体总量的3.37％、10.66％、85.97％。与
2019年底相比，第一、二产业占比分别提
升了0.22、2.78个百分点。从行业分布
看，经营主体排在前5的行业分别为“批
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居民服
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
务业”“制造业”，占比分别为 44.31％、

10.74％、8.27％、6.84％、5.79％。市场
经营主体总量跃上 40万户新台阶，是
呼和浩特市营商环境持续优化的真实
写照，也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源源
不断的内生动力。

目前，民营主体已成为呼和浩特市
市场经营主体占比最大的组成部分，截
至目前，呼和浩特市实有民营主体
386315户，注册资本（金）0.99万亿元，
分 别 占 经 营 主 体 总 量 的 96.57％ 、
51.56％，民营主体户数占比较2019年
底提升了0.13个百分点。其中，实有民
营企业 127044户，注册资本（金）0.89
万亿元，分别占企业类经营主体总量的
90.25％、47.40％。民营企业在整个民
营经营主体中的比重逐年提升，从
2019 年的 29.58％增长至 32.89％，提
升了3.31个百分点。

呼和浩特市经营主体突破40万户

□本报记者 高敏娜
通讯员 李烨琳

农业的产物一半在籽实，一半在秸
秆。同是资源的一种，籽实被人们视若
珍宝，秸秆却被随意丢弃。作为农业大
盟，如何推进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捡
回这“另一半农业”，是兴安盟推进农业
绿色发展的必答题。

从“一烧了之”的农田“废弃物”，化
身成为牛羊爱吃的营养餐、土壤增产的
生物质肥、清洁安全的燃料……近年
来，兴安盟积极探索农作物秸秆资源化
利用的新途径，立足耕作特点和产业实
际，以饲料化、肥料化利用为重点，兼顾
能源化、基料化、原料化，年秸秆回收利
用量达 610万吨，使秸秆这个“被放错
了地方的资源”从“生态包袱”变成了

“绿色财富”。
在兴安盟科右前旗阿力得尔现代

草产业加工物流交易园区的动物中央
厨房内，机声隆隆，经过多名工人轮流
操作，秸秆在大型机械的高速运转下，
被碾压成饲料颗粒。

眼下，以秸秆综合利用为引领的
绿色循环发展新模式，正在悄然兴
起，饲料化利用正是其中最重要的转
化形式。

“秸秆饲料化在提升秸秆营养价
值的同时，还能降低养殖成本。”园区负
责人郑亚鹏告诉记者，秸秆饲料化不仅
有效处理了废弃秸秆，还帮农民解决了
牛羊吃饱肚子的问题。

自2022年国家级现代畜牧业试验
区获批创建以来，兴安盟以“现代”为目
标，以试验示范为核心，集聚资源探索
绿色循环发展新模式，促进秸秆饲料化
利用。仅 2022年，兴安盟就投入资金
1495万元，实施秸秆综合利用项目，全
盟秸秆饲料化利用量达450万吨，饲料
化利用率占秸秆总量的73%。

秸秆不仅变身牛羊“营养餐”，因含
有丰富的有机质、氮磷钾和微量元素，
还可作为农业生产重要的有机肥源。
2022年，兴安盟投入资金673万元，支
持建设堆沤肥试点 67个，共堆沤秸秆
有机肥 17.38万立方米，秸秆肥料化利
用量达到115万吨，肥料化利用率占秸
秆总量的18.8%。

走进位于兴安盟突泉县永安镇四
家子村的内蒙古亿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厂区内一堆堆金黄的秸秆像一座座
小山，堆得几乎快要冲破棚顶。这几天，
工人们正在为生产储备原料。

兴安盟突泉县依托内蒙古亿民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建立了健全的农企利
益联结机制，由企业组建专业的收储、
运输队伍回收农户秸秆，利用秸秆、畜
禽粪污生产复合微生物肥料，年生产有
机肥20万吨，转化秸秆14万吨、羊粪6
万吨。

“最近我们与中广核兴安盟生物能
源有限公司签订了5000吨的有机肥半
成品复合原料采购合同，目前已经生产
1500吨，按照目前订单看，我们年可利
用废弃秸秆20万吨以上。”内蒙古亿民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包文成介
绍，秸秆回收到厂区后进行粉碎，按照
一定比例添加大牲畜粪便，加入微生物
菌剂，使之加热发酵，待到发酵成熟后，
生产加工成有机肥料。

如今，秸秆变肥料助力了岭上兴安
绿色农业的发展，“秸秆浑身都是宝，综
合利用效益好”在兴安盟已成共识。

初春时节，兴安盟扎赉特旗永林生
物质热电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秸秆拆
包破碎后被输送进高温高压循环流化
床生物质锅炉，源源不断的生物质燃料
转化为“绿色”电能、热能。

“生物质热电联产以消耗秸秆、稻
壳、稻草等资源为主，年转化秸秆28万
吨、节约标煤 10.04 万吨、减少二氧化
碳排放量 10.05万吨，年售电及供热收
入 2.2 亿元，带动当地农民直接增收
5600万元。”永林生物质热电有限公司
经理胡雪介绍，公司利用从周围农户田
地中收购的秸秆进行发电，有效地进行
生物能源的再利用。自 2021年开始，
该公司持续向音德尔 220 变电站送
电。目前，年发电量 2.16亿度，为音德
尔镇居民提供冬季取暖热源，供热面积
为216万平方米。

从“一烧了之”到“点草成金”，透视
出兴安盟做活秸秆文章的决心和努
力。这些生态、绿色、环保、自然等要素
融合的秸秆产品，不仅推动了兴安盟的
生态环境建设，还构建了绿色农业发展
新格局，让兴安盟的天更蓝、水更清、土
地更肥沃、人民更幸福。

从“一烧了之”到“点草成金”

兴安盟610万吨“生态包袱”变“绿色财富”

随着第十四届全国冬季运动会的
主火炬缓缓熄灭，“十四冬”的精彩画面
随之定格，呼伦贝尔经济社会发展站在
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

千余个日夜，呼伦贝尔市不负重
托，全员全力肩负起举办“十四冬”这份
重大责任和光荣使命，用实际行动兑现

“办好一次会，提升一座城”的承诺，交
出了“办赛精彩、参赛出彩、城市添彩、
发展增彩、群众喝彩”的优异答卷。

“十四冬”于呼伦贝尔而言，不仅是
一场体育盛会，更是一场城市的盛会、发
展的盛会。借势“十四冬”，呼伦贝尔
紧抓机遇、砥砺前行，不断擦亮生态底
色，持续提升城市形象；全市上下勠力
同心，积极主动投身文明城市创建，坚
持把城市精细化管理和新型城镇化建
设作为增进人民福祉、提升城市品质的
重要举措；在“办赛兴城惠民生”的理念
指引下，招商引资、优化环境和项目建
设取得亮眼成绩，“冰雪+”“体育+”等
新业态发展赋能城市新活力。在这场

冰雪盛会后，一个更加坚定自信、创新
开放、奋发有为、生态绿色、文明团结、
多元现代的呼伦贝尔呈现在世人眼前。

逐绿前行 擦亮城市
文明底色

8万多平方公里天然草场，13万多
平方公里林海，3000多条河流，500多
个湖泊……呼伦贝尔的大草原、大湿地、
大森林、大湖泊、大雪原，构成了全国规
模最大、最为完整的生态系统，是我国北
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的重要组成部分。

绿色是呼伦贝尔的亮丽底色，也是

高质量发展的厚重基色。当这片绿色
净土牵手“十四冬”，交出了怎样的“绿
色成绩单”？场馆设施“绿意盎然”，实
现 100%绿电供应；大力应用清洁能
源，绿色低碳生活蔚然成风，绿色理念
深入人心……

赛会期间，在距离“十四冬”主场馆
60公里外的草原上，源源不断的绿色
电能穿过茫茫雪原，助力场馆实现
100%绿电供应。“十四冬”主场馆使用
绿电 340 万度，减少标准煤燃烧 1133
吨、减排二氧化碳2946吨。

为满足“十四冬”期间客运需求，海
拉尔区引入 90 辆新能源纯电力公交

车。这批零污染、零排放的公交车在提
升效率的同时，实现经济效益与环境效
益双赢。市民游客纷纷选择乘坐新能
源纯电力公交车来到场馆，全市干部群
众用实际行动践行“绿色出行”理念，践
行低碳生活方式，推行绿色办公、开展
垃圾分类，让绿色低碳生活成为新风尚。

近年来，呼伦贝尔将绿色发展理念
融入城乡建设，城市生态空间持续拓
展，市民对绿色低碳生活方式认同感、
获得感持续增强。“绿色冬运”的春风，
不仅让可持续发展理念深入人心，也为
城市、产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以赛兴城 提升城市
形象与品质

如果说，过去的呼伦贝尔因大草原
而闻名，那么筹办“十四冬”以会促建，
则让呼伦贝尔增添了一张崭新的综合
性国家级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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