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范永 版式策划：陈平 制图：王涛

2024年3月14日 星期四2 要闻

本报 3月 13 日讯 （记者 陈春
艳 实习记者 高辉）3月 13日，我区
2024年入伍新兵起运欢送仪式暨呼和
浩特市2024年上半年入伍新兵欢送会
举行。自治区征兵工作领导小组组长、
自治区副主席奇巴图，自治区征兵工作
领导小组组长、内蒙古军区少将副政治

委员张文辉出席并讲话。
据悉，这批新兵是从 1万余名应征

青年中层层选拔出来的。大家表示，将
铭记从军报国的初心，到火热的军营磨
炼意志、苦练本领、锤炼作风，为青春增
色、为人生添彩、为家乡争光，为实现强
国梦、强军梦贡献应有力量。

我区2024年入伍新兵起运欢送仪式在呼举行
奇巴图张文辉讲话

□本报记者 刘向平 通讯员 贾婷婷

“针对拜访的 3家企业，我们将马
上制定跟进服务一览表，明确责任人，
由项目责任单位精准对接，确保项目
早日落地。”这是包头稀土高新区招商
引资攻坚组近日赴宁波、扬州、青岛开
展招商后的一段工作总结，也是稀土
高新区深入贯彻落实全国两会精神、
自治区招商引资暨诚信建设会议精
神，抢抓春季招商引资黄金期，全面开
启新一年招商引资工作的一个缩影。

“稀土高新区将锚定‘两个稀土基
地’，即全国最大的稀土新材料基地和
全球领先的稀土应用基地；打造‘三个
高地’，即产业创新高地、人才高地、服
务高地；组建 20个招商引资攻坚小分
队，迅速开启走访全国1000户电机企
业的招商引资‘早春行动’，同步开展稀
土新材料、晶硅光伏产业链、储能（氢
能）产业链、铜铝深加工产业链等招商
工作，用3年时间迈进国家级高新区50
强。”稀土高新区2024年工作报告明确
了今年招商引资工作的整体思路。

战鼓催征，振奋人心。连月来，稀
土高新区全区上下铆足干劲，正月初

五“招商引资第一小分队”已率先奔赴
天津、台州等地积极对接企业。目前，
13支稀土永磁电机招商小分队和7支
晶硅光伏、氢能储能、铝铜深加工产业
招商小分队已陆续击鼓出征，奔赴长
三角、珠三角、京津冀、成渝经济圈等
重要区域开展招商引资工作。

“我们将按照编制好的产业链招
商地图，锁定目标头部企业、目标科技
团队、目标销售网络，量身定制招商政
策，有针对性开展‘敲门招商’，力争在
引进产业龙头项目、高端高新项目上
快速实现新突破。”稀土高新区投资促
进局副局长陈福才表示。

招商“不停步”，力打“诚信牌”。今
年，稀土高新区以“信守承诺、新官要理
旧账、不轻诺寡信”为工作理念，完善信
用奖惩机制，严禁随意许诺市场主体难
以兑现的合作事项；向企业、人才作出的
承诺，困难再大也要兑现；加大涉企政

策、人才政策宣传知晓力度，让企业、人
才应享尽享，全面提升政务诚信、商务诚
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水平。

“去年，在稀土高新区各部门的积
极帮助和一系列利好政策的助推下，
企业年产500吨铈基聚氨酯抛光片项
目顺利投产，打破了此类产品长期依
赖进口的局面，这让我们更加坚定了
来包头投资发展的信心。今年，企业
计划在现有基础上再投资3300万元，
升级改造3000平方米的生产车间，组
建新的研发中心，不断提升企业的创
新能力。”包头中科明航半导体科技有
限公司董事长张海龙说。

既要抓好目标项目招商，又要保
障落地项目发展。春节过后，包头磁
馨电子有限公司OIS防抖马达生产线
已经开启全速运转模式。这一由包头
江馨微电机科技有限公司和韩国磁化
电子株式会社共同创办的企业，是全

球第三家可生产高端OIS防抖马达的
企业，目前，已试生产的一条生产线，
订单已排至2025年底。

“我们的产品 3 月 1 日已正式量
产，3月底将完成第二条生产线建设,4
月份开启第三条生产线建设，今年防
抖马达的产能将达到2500万支，产值
达到 3亿元。”江馨微电机董事长郭延
春告诉记者，到2025年，企业将建成4
条防抖马达生产线，形成6000万支防
抖马达的年产能，占据全球市场份额
的 30%以上，届时企业将成为全球最
大的OIS防抖马达生产企业。

在新起点上起步抢跑，在新机遇
中率先领跑。今年，为加速助推包头

“两个稀土基地”建设，稀土高新区提
前梳理重点稀土项目手续办理情况，
建立分管行业的领导和分管项目的领
导双调度、周例会制度，加速为企业办
理前期手续。

倒排工期，按照同步征拆、同步报
批土地、同步基础设施建设、同步招商
的“四同步”原则，加快推进稀土永磁
电机产业园建设，今年争取全国综合
实力前 10强的磁材企业全部落户稀
土高新区，稀土产值实现6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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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土高新区：

招 商 不 停 步 打 好“ 诚 信 牌 ”

本报 3 月 13 日讯 （记者 白
莲）记者从自治区科技厅获悉，内蒙
古黄河流域水资源节约集约科技创
新“揭榜挂帅”项目“黄河典型支流与
城市雨洪资源高效利用技术及示范”
不久前在呼和浩特市启动。通过项
目实施，将为黄河流域城市雨洪资源
高效利用提供技术探索，全面提升自
治区在雨洪资源高效利用领域的科
研水平，为提高雨洪资源利用效率和
雨洪灾害防御应对能力、严格执行水
资源管理制度提供有力支撑。

项目针对内蒙古黄河流域雨洪
资源存在的关键问题，以及城市雨洪
成灾机制和影响因素不明等，以雨洪
资源高效利用为核心目标，开展典型
支流与城市雨洪精准预报技术和雨
洪过程智能监测等研究，为黄河流域
和城市雨洪资源可持续利用及生态
综合治理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持和成
熟解决方案。该项目由鄂尔多斯市
圣圆水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牵头，携
手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利部
交通运输部国家能源局南京水利科

学研究院、清华大学、内蒙古农业大
学、鄂尔多斯市河湖保护中心等10家
单位，组成内蒙古黄河流域雨洪资源
高效利用创新联合体共同实施。

据了解，为贯彻落实“五大任务”，
内蒙古组织实施“内蒙古自治区黄河流
域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科技创新”重大
示范项目，以“揭榜挂帅”的方式汇聚国
内外优秀的科技创新资源，全力解决黄
河流域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的关键核
心技术难题，为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
屏障建设提供科技助力。

黄河流域水资源节约集约“揭榜挂帅”项目启动

本报锡林郭勒 3月 13 日电 （记
者 巴依斯古楞 通讯员 赵荟程）3
月 13日是珠恩嘎达布其口岸“四进二
出”新货运通道启用的好日子，一大早，
一辆辆满载货物的车辆已经在国门外有
序排队待检，等待见证这一激动时刻。

“自新通道建设开工起，我们就充
满期待。新通道投入使用对我们企业
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不仅会有效缩短
我们的运输距离、降低运输成本，同时
还大大地提高运输效能。”东乌珠穆沁
旗东达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刘
文激动地说。

2023年，珠恩嘎达布其口岸进出境
货运量 260.38 万吨，为 2022年同期的
21.48倍，基于不断增长的进出口贸易需
求，新货运通道的建设使用适逢其时。

新建设完成的“四进二出”货运通道

总长2000米，道路面积71000平方米，
启用后将极大改善口岸原“一进一出”货
运通道的货运条件，进一步提高通关效
率，将推动口岸货运量成倍增长。

东乌海关关长达布希拉图说，珠恩
嘎达布其口岸新货运通道正式启用，实
现客货分流，口岸贸易将更加通畅、便
利、安全。

珠恩嘎达布其出入境边防检查站
站长亚威说：“新货运通道的开通是构
建珠恩嘎达布其口岸高水平开放新格
局的重要一步，珠恩嘎达布其出入境边
防检查站将聚焦打造‘能源口岸’发展
定位，全力服务自治区向北开放桥头堡
建设，出台更多‘快审、快查、快验、快
放’的便民利企服务措施，为国门安全
和口岸发展保驾护航，全力助推锡林郭
勒盟经济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

珠恩嘎达布其口岸新货运通道启用

□本报记者 宋爽

这几天，全国政协委员、满洲里市
政协主席凌云格外忙碌，她迅速从“参
会模式”切换到“落实模式”，整理资料、
撰写宣讲报告……力争在短时间内宣
传好全国两会精神。

“我们大家都很好奇，您在北京参
加大会是什么感觉”“您参会期间的笔
记可以给我们看看吗”……3月 13日，
满洲里市政协机关会议室里座无虚席、
气氛热烈。凌云带着仔细整理好的学
习笔记，向机关干部群众分享参会感
受、传递信心力量。宣讲中，凌云娓娓
道来，在简要介绍了大会的基本情况
后，她结合自己的所见所感和履职经
历，围绕干部群众关心关注的热点问
题，用生动的语言把“国之大者”讲清
楚、讲明白。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扩
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外贸质升量
稳’等部署，都为满洲里口岸高质量发
展提供了更多机遇，我们要坚定信心、
乘势而上，推动口岸城市实现更高水平
更有质量的发展。”凌云介绍，她一直

关注口岸城市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经常
深入口岸联检联运部门和外贸相关企
业，调研了解口岸实际情况，认真履行
全国政协委员的职责使命。

凌云表示，下一步，要全面贯彻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主线，立足
口岸实际，以打造“满意协商”工作品牌
为契机，以“工作质量提升年”为抓手，
让群众感受到政协工作就在眼前，政协
委员就在身边，以实际行动为自治区办
好两件大事献计出力。

宣讲现场，广大干部群众聚精会
神、边听边记。大家纷纷表示受益匪
浅、倍感振奋，学习了全国两会精神，既
看到了我们伟大的祖国取得的伟大成
就，也展望了新征程的宏伟蓝图，底气
更足、信心更强了。“我跟进学习了全国
两会的相关报道，今天面对面聆听了宣
讲，对全国两会精神有了更清晰的理解
和认识。”听完凌云传递的全国两会“好
声音”，满洲里市政协秘书长张伟深有
感触地说，要认真学习领会好大会精
神，并贯彻落实到今年的工作中，不断
加强对党的创新理论的学习，以精益求
精、追求极致的工作作风，建设让党放
心、让群众满意的模范机关。

凌云：

传递“好声音”画好“同心圆”

□本报记者 郝飚

“在中生代时期，恐龙的一支经过
漫长的演化，最终变成了凌空翱翔的鸟
儿……”3月 6日上午，在乌海市第九中
学四年级六班的语文课上，学生们在语
文教师王娟的带领下认真朗读学习
《飞向蓝天的恐龙》一文，学生们字正
腔圆、声音洪亮，朗朗的读书声回荡在
校园中。

王娟是一名拥有 26年教龄的语文
老师。她说，从她多年的教学实践看，
学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不仅可以提升
孩子们文字理解能力、写作能力和表达
能力，同时对学好道德与法治、历史等
学科也有很大的帮助。

“学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对我有很
大帮助，不仅让我语文课成绩优异，也
让我爱上了阅读，提高了我的语言表达

能力。”四年级六班学生赵璟灿说。
学校是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

主阵地。如今在乌海市第九中学，学好
用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已成为师生们
日常学习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该校教务副主任杨婧告诉记者，为
学好用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他们将语
言文字环境营造与校园文化建设相结
合。学校还在课程设置上下足功夫，通
过开设国学课、书法课、阅读课和开展
推普周活动，不断提升学生书写规范字
和语言表达的能力。同时，该校还通过

“小手拉大手”活动、家长会等载体，让
学生们带动家长学习掌握国家通用语
言文字。

此外，为让教师对学生起到引领和
示范作用，学校会定期组织教职工开展
语言文字规范化学习。目前，该校教师
普通话全部达标，大部分教师都达到了
二甲及以上水平。

全力营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学习环境
本报3月13日讯 （记者 柴思

源）记者从 2024 年全区体育局长会
议获悉，去年，全区132个公共体育场
馆免费或低收费开放，覆盖70%以上
的旗县（市、区）。

据了解，2023年，我区不断完善
全民健身场地设施，新建改扩建体育
公园49个、全民健身中心44个、滑冰
场 38个、多功能运动场 109个、健身
步道445公里。全年开展全民健身赛
事活动2000余项次，带动500余万人

次参与。围绕冬运惠民，开展冰雪系
列赛事活动近 300场次，营造了全民
参与、全民共享的浓厚氛围。开展全
民健身“六进”志愿服务 800余次，惠
及群众30余万人次。

今年，我区将开展全民健身场地
设施提升行动。在全区新建改扩建
全民健身中心 6个、体育公园 20个、
群众滑冰场28个、“乒乓球进社区”项
目150个。加强群众身边的全民健身
设施供给，试点建设百姓健身房，支

持全区144个公共体育场馆免费低收
费向社会开放。实施群众品牌赛事
创建行动，组织开展全区“三大球”赛
事、社区运动会等全民健身活动。加
强科学健身指导。组建全民健身志
愿服务小分队，开展“全民健身‘益’
起来 健康你我动起来”等全民健身
志愿服务。组织健身指导进家庭、进
校园、进社区、进机关、进企业、进农
村牧区，推广普及运动处方，打通全
民健身“最后一公里”。

132 个公共体育场馆免费或低收费开放

本报阿拉善 3 月 13 日
电 （记者 刘宏章）3月 12
日，阿拉善盟内蒙古西部荒
漠综合治理项目（二期）、防
沙治沙和风电光伏一体化工
程全面开工暨 2024 年全民
义务植树活动启动。

在活动主会场植树现
场，1000多名干部职工分工
协作、有序配合，扶苗填坑、
提桶浇水，一派热火朝天的
劳动景象。当天计划种植
15000穴、200亩梭梭。

作为国家防沙治沙主阵
地，阿拉善盟内蒙古西部荒漠
综合治理项目（二期）的全面
开工，拉开了阿拉善盟全年防
沙治沙、国土绿化的序幕。阿
拉善盟内蒙古西部荒漠综合
治理项目（二期）总投资26.4
亿元，建设规模621.3万亩。

“西部荒漠综合治理项
目(二期），主要布局在沙漠
边缘地带、重要道路两边、重
点城镇周围。项目主要采取
飞播造林、人工造林种草、工
程固沙等综合措施开展防沙
治沙和荒漠化治理。造林种
草选用的是花棒、梭梭等耐
旱抗风沙的乡土灌草种，确
保治理成效。”阿拉善左旗科
林草局副局长胡胜德说。

项目建成后可有效提高
阿拉善盟防风固沙能力，降
低沙尘暴的强度和频度，显
著增强生态承载力和生态系
统服务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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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3月 13 日讯 （记者 李国
萍）记者从自治区市场监管局获悉，今
年我区将以“保安全”和“反欺诈”为主
题，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社会危害性大、
社会舆论关注的违法活动，全年开展民
生领域案件查办“铁拳”行动。

据自治区市场监管局执法稽查局
局长王宏伟介绍，在“保安全”方面，要
严厉查处“两品一特”领域违法案件。
包括涉及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的制造
业产品领域，以燃气灶具、电动自行车、
儿童玩具、消防产品、车用汽柴油等为
重点产品，重点查处以假充真、以次充
好、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等违法
行为；食品安全领域，以宣称镇痛、安睡
等功能食品为重点，严厉打击非法添加

药品及其衍生物的违法行为；特种设备
领域，重点查处违法生产使用小型锅炉
行为；检验检测领域，重点查处在涉及
人身财产安全的产品质量、食品安全和
机动车检验检测活动中出具不实或虚
假检验检测报告等违法行为。

在“反欺诈”方面，严厉查处线上线
下各类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违法案
件。要将群众举报投诉多、监督抽检不
合格率高、风险监测问题发现率高的产
品和各类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问题
纳入整治重点，重点查处加油机计量作
弊、利用不公平格式条款侵害消费者权
益、商标侵权、伪造或冒用地理标志、价
格欺诈、虚假违法广告、电子秤作弊等
违法案件。

“铁拳”行动严查民生领域案件

□本报记者 王塔娜

三月的巴林草原春寒料峭，牧草
尚未返青，草原上的家家户户却迎来
了春羔生产的关键期。一只只可爱的
羊羔陆续降生，牧民们沉浸在丰收的
喜悦中。

3月 12日，记者来到赤峰市巴林
右旗幸福之路苏木浩特艾勒嘎查牧民
图门德力根家，远远地就听到了“咩咩”
的叫声。走近一看，只见整洁宽敞的羊
圈里，一只只新生羊羔颤颤巍巍地跟

在羊妈妈身后，有的在慢悠悠地吃草，
有的在棚圈中蹦蹦跳跳撒着欢儿……

“我家养了880只羊，从去年腊月
开始，陆陆续续迎来了 360只羔羊。”
忙着给母羊添草料的图门德力根说，
每年接羔的时候，畜牧站的工作人员
就会过来提供技术指导，羔羊成活率
能达到99%以上。

放眼望去，在 700 多平方米的羊
圈里，不仅有乌珠穆沁羊，还有引进的
萨福克羊和杜泊母羊。图门德力根介
绍，改良品种后，他家的羊能产“双胞
胎”“三胞胎”羊羔，抗病性逐渐增强，

效益也逐年提高。
“今年预计还能接产120只春羔，

虽然很忙碌，但心里特别开心!”看着健
康活泼的小羊羔咀嚼着饲料，图门德
力根脸上洋溢着幸福。

为做好春季“接羔保育”工作，今
年，赤峰市农牧局提前部署，早定举
措，以良种繁育为根本、技术指导为支
撑、增强保障为依托，多措并举确保春
季“接羔保育”工作顺利完成。

“我们在做好防灾减灾准备工作基
础上，还派出专业技术人员1837人次，
对7.1万户养殖户母畜数量、饲草储备、

养殖设施等情况进行了全面摸底调查，
并开展了设施修缮、物资储备等工作。”
赤峰市农牧局局长张圣合介绍，今年全
市新建及维修畜禽圈舍 28.14万平方
米，补充饲草缺口49.95万吨。

此外，赤峰市通过普及人工授精
技术，大力推广昭乌达肉羊、罕山白绒
山羊等良种母畜覆盖率，降低仔畜死
亡率和畸形率。

截至 2 月底，赤峰市大小畜产仔
231.9万头（只），同比增长13%。其中，
大畜产仔29.3万头（只），小畜产仔202.6
万头（只），仔畜成活率达到99%以上。

牧 民 的“ 幸 福 时 刻 ”

代表委员回来了

3月 13日，呼和浩特市校外培训机构的学生们正在进行疏散逃生演练。为增强呼和浩特市非学科文化艺术类校
外培训机构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提高应急处置能力，防范生产安全事故及火灾发生，呼和浩特市文化旅游广电
局组织市四区已审批的文化艺术类校外培训机构开展春季消防演练暨消防安全教育活动。 本报记者 王磊 摄

提升消防安全意识

■上接第1版 报废汽车回收量较2023
年增加约一倍，二手车交易量较2023年
增长45%，废旧家电回收量较2023年增
长30%，再生材料在资源供给中的占比进
一步提升。

《行动方案》明确了5方面20项重点任
务。一是实施设备更新行动。推进重点行
业设备更新改造，加快建筑和市政基础设
施领域设备更新，支持交通运输设备和老
旧农业机械更新，提升教育文旅医疗设备
水平。二是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开
展汽车、家电产品以旧换新，推动家装消费
品换新。三是实施回收循环利用行动。完
善废旧产品设备回收网络，支持二手商品
流通交易，有序推进再制造和梯次利用，推
动资源高水平再生利用。四是实施标准提
升行动。加快完善能耗、排放、技术标准，
强化产品技术标准提升，加强资源循环利
用标准供给，强化重点领域国内国际标准
衔接。五是强化政策保障。加大财政政
策支持力度，完善税收支持政策，优化金
融支持，加强要素保障，强化创新支撑。

《行动方案》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
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完善工作机
制，加强统筹协调，做好政策解读，营造推
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的
良好社会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