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封关运营

做活边民互市贸易 发挥兴边富民作用

1 月，策克口岸累计进口煤炭
182.51万吨，同比增长 143.4%，突
破 180 万吨大关；进出口贸易额
11.88 亿元；出入境车辆 2.95 万辆
次，出入境人员3.25万人次。

日前，自治区人民政府下发批
复文件，同意开设策克口岸中蒙边
民互市贸易区并封关运营。运营
后，将对扩大中蒙双方边民贸易、
带动边境地区旅游及相关产业发
展、促进边民就业增收和稳边固边
具有重要意义。

下一步，阿拉善盟将紧紧围绕

高水平开放和高质量发展要求，加
快推动现代口岸、智慧口岸建设，
全面推广智能跨境运输模式，力争
全年进出口货运量超 2000万吨以
上。加快推动向北开放桥头堡建
设，进一步密切双边经贸往来，全
力推动边境贸易扩规模、优结构，
为促进双边经贸往来搭建更广阔
的合作交流平台。加大工程机械、
建筑材料、瓜果蔬菜、日用品出口
以及肉类产品进口，努力构建多元
发展、多极支撑、特色鲜明的双边
贸易体系。 （王林喜）

日前，2023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

发现初评结果揭晓，我区清水河后城咀

石城址入围终评。

后城咀石城址位于呼和浩特市清

水河县境内黄河一级支流浑河北岸的

坡地之上，面积约 138万平方米、距今

约4300年至4500年，是内蒙古地区目

前发现的等级最高、规模最大、防御最

为严密的龙山时代早期石城。后城咀

石城平面大体呈椭圆形，由内城、外城

以及瓮城组成，长约 1200 米、宽约

1150 米，面积达 138 万平方米。石城

北部制高点是进出石城的唯一通道，也

是城防体系构筑的核心区域。经过 5

年时间的持续发掘，现已明确后城咀石

城由三重城垣及附属建筑构筑的三重

防御体系和双瓮城结构与壕沟、地下通

道构筑的“明沟暗道”式地下交通体系

共同组成了后城咀石城最为严密、完整

的立体城防体系。不同地点、多样本的

年代检测结果显示其年代主体介于距

今4300年至4500年之间，略早于已发

现的石峁、碧村等同类石城，为探索龙

山时代石城建筑技术传播、防御体系规

划提供了崭新的线索。 (武峰）

中国考古新发现揭晓
快来一睹石城风采

今年 3月 3日是第十一个“世
界野生动植物日”。为进一步提高
公众对野生动植物的保护意识，鼓
励公众积极参与野生动植物保护
行动，内蒙古大青山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联合直直公益、中国野生动物
保护协会等单位，共同发起了“麋
鹿不迷路”公益活动，旨在呼吁公
众更多关注我国迁地麋鹿保护现
状，守护我国特有珍稀物种。

2019年，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委
托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立项、启
动实施了麋鹿和普氏野马种群扩
散与扩大放归项目，2021年 9月28
日-29日，成功在内蒙古大青山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放归 27 头麋鹿。
截至 2023 年 6月 29 日，大青山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已新生并存活 14
头麋鹿幼崽，这意味着放归后的麋
鹿种群在大青山的自然环境中已
获得持续自我繁衍的生存能力。

本次公益活动为大青山保护区
麋鹿种群迁地保护营造了良好的宣
传氛围，下一步，大青山保护区将继
续加强大青山保护区生物多样性保
护，为野生动植物保护和珍稀濒危
物种的迁地保护贡献大青山力量，
号召更多公众参与到大青山野生动
植物保护行动中，让生态保护的正
能量传播得更快更广。 （郭成）

广泛关注

汇聚多方力量 守护珍稀物种

近日，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审
核批准，内蒙古维华矿业有限责任
公司鹰骏一号煤矿、神华新街能源
有限责任公司台格庙矿区新街一
井、新街二井 3座矿山取得采矿许
可证，将为鄂尔多斯市年均释放煤
炭优质产能2200万吨。

同时，经鄂尔多斯市自然资源
局审核批准，将原中国神华能源股
份有限公司补连塔煤矿、上湾煤
矿、呼和乌素尔林兔煤矿 3个采矿
权整合为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补连塔煤矿、上湾煤矿 2个采

矿权，将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
司万利一矿一井、万利一矿 2号井
2个采矿权及扩大区整合为中国神
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万利一矿。
整合后，年均优化核定煤炭产能
4900万吨。

近年来，鄂尔多斯市聚焦“打造
四个世界级产业”工作任务，全力增
强矿产资源保障能力，以“暖城·五
心”营商服务为抓手，推动煤炭资源
整合高效利用和优质产能释放，进
一步提升科学安全开采水平和资源
合理利用效率。 （王林喜）

整合利用

释放优质煤炭产能 全力保障能源供应

近日，由呼伦贝尔市农牧科学研
究所研发的“一种选育北方早熟矮秆
大豆的方法”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据了解，株型育种是提高大豆
单产的重要途径，矮化育种是株型
育种重要的方向之一。在北方高
寒地区，大豆生育期较短，种植密
度较大，株高较高品种抗倒伏能力
差，不适合高密度种植，这一因素
导致单产提升受到一定限制。为
此，呼伦贝尔市农牧科学研究所通

过多年的研究，找到了一种培育矮
秆、半矮秆大豆的方法。此项发明
选择南方或黄淮海地区有限结荚
品种为父本，北方早熟品种或极早
熟品种为母本，进行有性杂交，后
代材料中会分离出不同熟期的矮
秆、半矮秆材料，经过多年筛选，最
终选育出适合北方高寒地区种植
的耐密、抗倒伏材料或品种，为大
豆平作密植种植提高单产提供了
新的种植模式。 （王林喜）

精心筛选

科技赋能农业生产 育种效率大幅提升

11
执行主编：赵元君 责任编辑：何宇辉 版式策划：李晓菲 校对：周新超

2024年3月12日 星期二资讯

布局示范区 建设“吨粮田”

巴彦淖尔全力打造玉米单产整体提升示范市
优化布局示范区，推进单产提升技

术全覆盖，全力建设 200 万亩“吨粮

田”。2023年，内蒙古巴彦淖尔市针对国

家主要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计划，

严格按照自治区单产提升建设要求布局

玉米种植示范区，玉米种植量质齐升。

位于乌拉特前旗大佘太镇的玉米

密植精准调控高产技术试验种植示范

区，核心种植面积 600亩，种植密度达

7300株以上，经自治区农牧厅、巴彦淖

尔市农牧局组织专家团队在示范区内

选择 40亩进行实收测产后证实，2023

年该示范区玉米单产数量明显提高。

专家组按照《自治区玉米单产提升工程

测产方案（试行）》，随机选取3个样点，

按每个采样点面积为75平方米以上的

方式，经过严格的面积测量、采穗、选

穗、脱粒、称重等，平均实测亩产量达

1421.5公斤，首次突破自治区玉米亩产

1400公斤大关。

国家玉米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作物

栽培与耕作中心副研究员明博说：“示

范区采用了玉米密植精准调控技术，通

过优选耐密高产品种，进行精耕、精播、

精密水肥调控和一喷多防精准病虫防

控技术的综合应用，实现亩保苗穗数和

谷穗的均匀发育，最终实现了高产。”

据了解，2023 年巴彦淖尔市玉米

播种面积 583.1万亩，建设玉米密植精

准调控示范区 24万亩，通过“专家+农

技人员+示范基地+辐射带动户”模式，

推广单产提升技术由示范区向周边农

户扩展，辐射带动全市建设“吨粮田”

150多万亩，在示范区玉米单产数量实

现突破的基础上，全市整建制玉米单产

提升示范建设步伐不断加快。2024

年，规划核心示范种植面积 60万亩以

上，亩均增产 150公斤；“吨粮田”推广

区面积 200 万亩以上，亩均增产 100

公斤，实现当年整体增产 5.8亿斤。目

标实现后，将为创建玉米单产整体提升

示范市提供强劲动能。

巴彦淖尔市是国家和自治区粮油

生产基地，玉米作为河套灌区主要粮食

作物之一，因其产量高、品质好，在全国

范围内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为持续

推进种植示范区建设，巴彦淖尔市积极

与中国农科院作物所“玉米密植精准调

控”技术团队对接签订《巴彦淖尔市整

建制玉米单产提升示范市合作协议》，

以玉米密植精准调控技术为支撑，整合

玉米单产提升工程、绿色高质高效和优

质高效增粮行动等项目，大面积开展单

产提升技术合作，建立长效合作机制。

由市、旗县区农技人员组成百余人技术

服务小组配合中国农科院技术团队，锻

造了一支支撑全市大面积玉米单产提

升的技术服务团队，广泛开展培训，推

广密植技术。目前，已落实综合性玉米

单产提升示范区面积51.2万亩，万亩示

范园区15个、村级示范园区160个，粮

油规模种植主体200多户。

随着种植示范区规模的不断扩大，

巴彦淖尔市紧扣推动大面积单产提升

这个头号工程的中心任务，严格落实粮

食安全党政同责，提高粮食和重要农产

品生产效率，围绕玉米和小麦创建6个

整建制单产提升示范县，及早行动，落

实园区地块。统筹“良田、良种、良机、

良法、良制”“五良”生产要素，围绕“三

田、两区、四支撑、九个有”示范区建设

理念，确保实现“县有万亩示范片、镇有

千亩示范方、村有百亩示范田”，通过深

入挖掘各环节增产潜力，确保粮食单产

稳步提升。以创建整建制单产提升示

范市整体奋斗目标为核心，最终打造成

功全国先进的大面积玉米单产提升样

板园区。

新时代新征程，巴彦淖尔市按照农

业农村部和自治区农牧厅粮油作物单

产提升行动“急抓1年、紧抓 3年、续抓

5年、长抓10年”的战略部署，把粮食作

物单产提升工程建设作为旗县党委一

把手工程，高位推动整建制玉米单产提

升行动，积极争取国家玉米单产提升工

程、绿色高质高效等项目资金，集中扶

持玉米单产提升示范区建设。严格落

实国家“坚持稳面积、增单产两手发力”

保障粮食安全的重大决策，持续推动整

建制单产提升能力。力争到 2030年，

玉米单产提升示范区面积达到 100万

亩以上，亩均增产 200公斤；“吨粮田”

推广区达到 400 万亩以上，亩均增产

150 公斤，实现整体多增产 16亿斤。

（王林喜）

“各位师傅看我这里，我给大家演

示一下剥离半导电层的小技巧，首先要

保证这个钳子的口一定要紧……”在祖

国北疆呼伦贝尔满洲里电网实训基地

内，国网天津电缆公司运检第四中心电

缆运检一班班长张华正在为当地十几

名技术骨干演示电缆附件安装工艺。

“这次党建联建活动让我们受益匪

浅，能够得到‘国网工匠’张华师傅毫无

保留的经验分享，为我们今后电缆专业

提升指明了方向……”国网满洲里市供

电公司副总经理范海辛激动地表示。

而这次难得的经验分享，来自于一

次特殊的“主题党日”。日前，天津公司

支援团队代表与呼伦贝尔公司举行“津

蒙同心、护航冰雪”主题党日活动，深入

交流“十四冬”保电典型经验，互赠职工

书画作品，同时对近期发生在满洲里的

一次配电电缆线路故障开展研讨和故

障分析。天津公司支援团队领队、国网

天津电缆公司党委书记方静表示，借此

机会分享天津电缆专业经验，并请团队
中的电缆专家张华立即和呼伦贝尔公

司同事前往故障现场，协助开展故障点

查找和故障分析。就这样，一次跨越千

里、党建联建、经验分享之旅开始了。

从海拉尔到满洲里两百多公里的

路途上，张华与呼伦贝尔公司专业人员

的技术交流始终没有间断，在详细了解

当地电缆运检现状和设备运行环境后，

张华结合26年的电缆专业工作经验给

出了很多建设性意见。到达现场后，张

华凭借丰富经验迅速协助满洲里供电

公司完成了故障点定位和故障原因的

初步判断。

在故障电缆开挖间隙，张华又受邀

前往当地电网实训基地，就电缆附件制

作安装、电缆故障查找定位等技术问题

为满洲里电缆专业人员作现场指导，张

华精湛的技艺和精彩的讲授得到兄弟

单位的交口称赞。

从满洲里返回海拉尔后，呼伦贝尔

多家地市公司邀请天津电缆专家张华

前往授课。张华在距离海拉尔 500公

里外的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授课

并分享天津电缆专业经验的同时，也将

天津电缆人兢兢业业的工匠精神传播

到了北疆。 （郭斌）

张华为技术骨干演示电缆附件安装工艺。

能源产业是内蒙古的当家产业。

为加快推进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交给内

蒙古的五大任务，聚力建设国家重要能

源和战略资源基地，乌兰察布市商都县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

建新发展格局，坚定不移走以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路

子，积极调整优化能源产业结构，加快

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步伐，全面推

动能源经济逐“绿”前行，向“新”出发。

近年来，商都县充分发挥地区优

势，加大新能源产业项目建设力度，先

后吸引内蒙古恒胜新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内蒙古恒科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商都县天顺设备有限责任公司等企业

落户商都，有效提升了产业链现代化水

平，使新能源产业不断发展壮大，全面

提升了能源资源供应保障能力，为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更为稳定、更加

安全的能源供应。

内蒙古恒科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常务副总曹宁说：“相对于传统电池而

言，锂离子电池更加环保、无污染，能够

补充国家新能源储能及新能源汽车的

短板，为全社会提供更为绿色、高效的

清洁能源。”

商都县通过不断解放思想、开拓

创新，在重点突破和整体推进中抓好

工作落实，使企业与部门协同互动，密

切配合，积极推进“五大任务”落地见

效。“商都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高位

推进，深度落实县级领导包联项目制

度，多次召开会议专题调度，并深入项

目一线调研、现场办公，及时研究解决

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以最快速度强化

要素保障，以最优环境为企业提供全

生命周期服务，确保企业项目建设高

效推进。”商都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

安永光说。

2024 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周年，也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

任务的关键一年，也是全区上下认真

落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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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聚力办好两件大事、向着

“闯新路、进中游”目标奋力迈进的重

要时期。下一步，商都县将充分发挥

产业集聚优势，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简

流程提效率不断优化营商环境，争取

引进更多的新能源企业，把单一领域

优势做成全链条优势，着力打造重要

的绿色能源供给和新能源装备制造基

地，推动全县经济走上转型升级、高质

量发展“快车道”，奋力建设现代化生

态样板县、经济高质量发展先进县、乡

村振兴示范县。 （郭成）

特别关注

保障居民出行安全
近日，自治区残疾人康复服务中心联合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大玉石巷社区开展扫雪除冰志愿服务活动，对辖区内

老旧小区积雪积冰进行铲除，保障群众出行方便和安全。 （郭成）

秀绝技展绝活 让工匠精神薪火相传

引进新能源企业 把单一领域优势做成全链条优势

地方撷英

新亮点

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
动“老字号”企业创新发展，加大实
体经济支持力度，充分把握老字号
企业经营发展需求，进一步增强消
费信心，近日，由自治区商务厅主
办、内蒙古银行承办的服务“老字
号”企业创新发展座谈交流会在呼
和浩特市召开。

商务部门将汇聚社会各方力量，
进一步提升老字号文化内涵和供给
品质。组织举办“老字号嘉年华”活
动，聚焦品牌优势，推动老字号进商
场、进街区、进社区、进平台；拓展线

下消费场景，打造更多沉浸式、互动
式、体验式消费场景；探索发展直播
电商，组织更多老字号掌门人、传承
人走进直播间，通过镜头讲述发展故
事，展示传统技艺，进一步挖掘老字
号消费潜力，激发老字号创新活力。

历经多年的培育发展，目前我
区共有内蒙古老字号 78家，其中
中华老字号 15家，广泛分布在食
品、酒类、轻工工艺、商贸服务、餐
饮饭店、医药等多个领域，老字号
企业发展活力不断增强，品牌影响
力持续提升。 （武峰）

创新谋变

持续支持实体经济 挖掘老字号消费潜力

锚定重点

厚植发展优势 激发强劲动能

今年，根河市聚力重点项目建
设，坚持“项目为王”不动摇，着力
引进一批牵动力强的大项目，厚植
高质高效发展新动能。

科学精准谋项目。紧跟国家和
自治区政策导向，围绕中央预算内
资金、专项债、一般债重点支持的行
业领域，谋划一批水利交通、文化旅
游、供热设施等打基础、惠当前、利
长远的产业发展和基础设施项目，
沟通对接一批教育、医疗等重大民
生项目，形成“开工一批、建成一批、
储备一批”的梯次推进格局。

统筹要素建项目。全年实施
呼伦贝尔市级重点项目20个，市本

级重点项目 15 个，年度计划投资
7.07 亿元，增长 16%。完善“要素
跟着项目走、资源跟着项目配”保
障机制，紧盯项目立项、选址、用地
等工作，跑出项目建设“加速度”，
力争全年开复工率、投资完成率均
达到100%。

质量并重招项目。树牢大抓
招商鲜明导向，完善招商引资工作
机制，用活用好以商招商、以企引
企、定向招商、平台招商、产业链招
商等方式方法，全面提升招商引资
精准度和成功率，力争全年招商引
资到位资金增长15%以上。

（郭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