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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落实“五大任务”推动高质量发展

本报3月 23日讯 （记者 康丽
娜）记者从自治区能源局获悉，今年全
区新能源领域重大项目力争完成1800
亿元以上投资，新能源装备制造力争
完成投资 1000亿元以上。目前，全区
正加快推进沙戈荒大基地项目建设，
高质量推进防沙治沙和风电光伏一体
化工程建设。

据了解，今年全区将坚持一手抓
新能源开发、一手抓新能源装备制造
业，深入实施新能源装备制造业做大
做强行动，加强产业链供应链协同，加
快发展新能源生产性服务业，推动新
能源装备制造业产业链整体升级，努
力打造国家新能源装备制造基地。力
争年内新增新能源装机 4500万千瓦，

新能源总装机达到 1.35 亿千瓦，提前
一年实现新能源装机规模超过火电装
机规模的目标。

“2024年，内蒙古能源系统将以推
动产业链延长延伸为着力点，持续加
强装备制造企业与新能源开发企业优
势互补和战略协同，统筹规划绿氢产
业，引进新能源制氢、加氢、储氢装备

制造企业和下游用氢企业，同时构建
完整新型储能产用研建设体系，抢占
氢能、储能产业发展制高点。”自治区
能源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当前全区正加快建设蒙西“四横
五纵”、蒙东“两纵八横”电网主干网
架，争取在坚强柔性电网、新能源外送
通道、绿电消纳专线、储能示范项目等
方面取得突破，力争 2024年全区电力
装机总规模突破2.6亿千瓦，发电量达
到8150亿千瓦时，外送电量达到3200
亿千瓦时。

今年新能源重大项目投资力争超 1800 亿元

本报3月23日讯 （记者 马芳）
“不如见一面，哪怕是一眼……”近期，
青年歌手海来阿木深情演绎的《不如见
一面》火遍全国。4月 13日，青年歌手
乌兰图雅和海来阿木将携乐队相聚呼
和浩特，共同“唱响北疆”内蒙古流行音
乐演唱会。

据介绍，“唱响北疆”内蒙古流行音
乐演唱会将汇集流行、民族等不同音乐
风格，乌兰图雅、海来阿木将携乐队分
别在上下半场轮番登场，以深情动人的
歌声唱响经典旋律。目前演唱会门票
已在猫眼、内蒙古票务平台、大麦网、保
利剧院火热开票。

“唱响北疆”内蒙古流行音乐演唱会4月举办

本报 3 月 23 日讯 （记者 白
丹）3月 22日下午，自治区政务服务与
数据管理局会议室内，十几名数据工
程师正在电脑前紧张地忙碌着，会议
室内的显眼位置挂着一幅“内蒙古自
治区基层‘一表通’系统作战图”，系统
进展情况一目了然。

一直以来，表格多、系统多、数据
难赋能等问题是基层工作的痛点。基
层工作千头万绪，群众需求多种多样，
如何让基层工作人员腾出手、迈开腿，

少一些表格上报，多一些基层走访。
为此，自治区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
探索建设“一表通”系统，通过数据
的一体化集成，推动数据共享，变“找
基层要报表”为“在系统取数据”，为
基层减负增效。目前，已在鄂尔多斯
市康巴什区、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包
头市青山区、兴安盟乌兰浩特市、通
辽市科尔沁区、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
市及乌海市全市 7 个地区开展试点
相关工作。

为精简整合重复报表，自治区政
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先后 4次对试点
地区盟市和旗县区两级近 50 个部门
需要基层填报的 600余张报表收集整
理，对报表中的数据项进行拆解、去
重，并按照行业和业务相关性进行归
并整理后，形成了第一批 90个高频报
表“数据台账”。然后，再将部门和基
层的数据需求汇总，建设基层“根数据
库”。为支撑基层“根数据库”，目前，
自治区“一表通”专题库已汇聚 12 个

自治区本级部门数据5.59亿条。
“数据统一纳入‘一表通’平台后，

基层工作人员对数据进行日常动态维
护，上级部门就可以直接通过系统获
取数据，大大减少了基层花在报表上
的时间。”自治区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
局数据资源处负责人代勤介绍说。

据悉，我区将加快推进各试点地
区“根数据库”建设及“一表通”应用系
统上线等工作。试点成熟后，年底将
在全区各地全面推广。

自治区探索建设“一表通”系统为基层减负增效
变“找基层要报表”为“在系统取数据”

最是一年春好处。
和煦春风，吹过广袤的洞庭湖平原，“洞庭粮仓”湖南

常德，一幅美丽的春耕图铺展开来——黄绿交织的油菜
花海，旋耕机轰鸣；乡野阡陌，散发着泥土清香；水稻田
中，村民正忙育秧。

3月 19日下午，正在湖南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来到
这里，沿着田边小道，走进农田深处，考察春耕备耕。

全国两会结束不久，总书记即开启繁忙的考察行
程。此次来，既是考察一省，也是谋划一域，主持召开新
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推动在更高起点挺起中
部“脊梁”。

“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
年”“事辍者无功，耕怠者无获”……悠久的农耕文明，形
成了尊时守位的智慧，磨练出只争朝夕的劲头，沉淀着久
久为功的韧性。

农田边，总书记同种粮大户、农技人员等共话春耕。
看到刚刚播下的稻种，总书记关切地问：“你们这里什么
时候开始插秧？”

“4月上旬和中旬。”
“南方不插五一秧啊！”总书记对农业生产的熟悉，更

让大家感觉亲近放松。
不插五一秧，是指只有在五一前完成插秧，才有后续

的环环相扣。急不得也等不得，这种对农时的重视，蕴藏
着干事成事的朴素道理。

这令人不禁想起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那句催
人奋进的话：“要抓住一切有利时机，利用一切有利条件，
看准了就抓紧干，把各方面的干劲带起来。”

裤腿上满是泥土，“90后”新农人陈帅宇引起总书记
的注意。

湖南伢子“吃得苦，耐得烦，霸得蛮”，立志要“做跟别人
不一样的事”。9年前，大学毕业的陈帅宇决定回乡当农民，
带头成立合作社、承包2800多亩水稻田，干得有滋有味。

“打算继续干下去吗？”总书记问。
“肯定继续干下去，我们越干越有劲了！”小伙子干脆

地回答。
插秧机、抛秧机、植保无人机……“80后”种粮大户

戴宏，在自家院中向总书记如数家珍介绍为春耕准备的
农机具。

过去，一家人最多种 50 亩地。如今，戴宏承包了
480多亩水田，综合收入超过 60万元。“他呀，是家里的

‘顶梁柱’了！”戴宏的父母自豪地对总书记说。
新型职业农民、新型经营主体、新的技术理念。这片

土地上，从粮食生产到乡村振兴到农业农村现代化，正进
行着深刻的变革和接力，孕育着更加丰硕的未来。

一年树谷，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湖湘大地，正值育
秧的时节，亦是育人的沃土。

“衡山西，岳麓东，城南讲学峙其中。”18日下午，绵
绵春雨中，刚到湖南长沙的习近平总书记走进湖南第一
师范学院（城南书院校区）。

风声、雨声、读书声，教室、宿舍、自习室，忆往昔峥嵘
岁月稠。一组人像群雕，再现了当年同学少年的“风华正
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

近代以来，这所“千年学府、百年师范”，发扬“以传斯
道而济斯民”的教育传统，砥砺“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经

世致用、兼收并蓄”的湖湘文化精神，毛泽东等一大批进步青年在此立下报国之志，
投身时代洪流，一时群星璀璨，蔚为大观。

回望历史，总书记十分感慨：“在我们国家积贫积弱的年代，当时一批爱国者就
觉得中国要强大就要办教育。”“学校的办学宗旨，既要提高学生的文化素质，又要
引导学生立志报国。”

春雨润物无声，春苗茁壮成长。
学校大厅里，热情的师生们围拢过来。数学与统计学院大三学生黎洁上前，用

洪亮的声音向总书记汇报自己的求学感受。
黎洁来自湘西山区。在家乡读小学时，曾受教于湖南一师毕业的优秀教师，便

立志“长大后做老师这样的人”。
■下转第4版

不

负

春

光

更

前

行

□
新
华
社
记
者

朱
基
钗

施
雨
岑

3月 23日，一群天鹅在呼和浩特市南郊大黑河湿地悠然漫舞，为春日的大黑河增添了勃勃生机。大黑河是黄河一级支
流，被誉为呼和浩特的“母亲河”。近年来，通过实施河道清淤整治、两岸景观绿化等举措，如今的大黑河水清岸秀、游人如
织，成为市民休闲锻炼的热门“打卡地”。 本报记者 王晓博 摄春日序曲

□本报记者 刘宏章

3月的阿拉善大地春风渐暖、绿意
萌生，正是植树造林时。

作为国家防沙治沙主阵地，随着
3 月 12 日阿拉善盟内蒙古西部荒漠
综合治理项目（二期）全面开工，阿拉
善拉开全年防沙治沙、国土绿化了的
序幕。

连日来，在阿拉善处处可见植树
造林的繁忙场景，由机关职工、农牧民
和企业工人组成的义务植树大军每天
忙碌在大漠植树一线。

挖坑植苗、填土浇水、覆土固定，
在阿拉善右旗巴丹吉林沙漠深处的一
处植树现场，干部职工分工协作，有序

配合，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今年我
们围绕阿拉善盟内蒙古西部荒漠综合
治理项目（二期）工程，集中连片推进
生态修复治理，通过天然林保护与营
造林建设、退化草原修复、荒漠化治理
及小型水保设施建设等措施，持续遏
制巴丹吉林沙漠东扩南移，改善地区
生态环境。”阿拉善右旗林草局局长姚
孝德告诉记者。

27万平方公里的阿拉善盟，是国
家“三区四带”生态安全战略格局“北
方防沙带”的重点区，境内巴丹吉林、

腾格里、乌兰布和沙漠分布面积 9.47
万 平 方 公 里 ，占 全 盟 国 土 面 积 的
35.07% ，占 全 区 沙 漠 总 面 积 的
83.04%，是自治区乃至祖国西部生态
安全的咽喉和要塞。

为了改善恶劣的生态环境，阿拉
善在长期与风沙的博弈中，逐步形成
了飞播造林种草、围栏封育、人工造
林种草“三位一体”的防沙治沙生态
屏障建设格局。使全盟生态环境得
到了有效改善，自然植被得以休养生
息。实现了由“沙进人退”到“绿进沙

退”的转变。
据阿拉善盟林草局局长图布新介

绍，去年阿拉善盟通过防沙治沙“七大
战役”，全年完成林草生态保护建设任
务 1045 万亩，沙漠锁边成效显著，沙
化土地面积持续减少。今年全盟计划
完成林草生态保护建设任务 551.6 万
亩，其中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
边缘阻击战片区西部荒漠综合治理项
目（二 期）2024—2025 年 总 任 务 量
325.35 万亩、黄河“几字弯”攻坚战片
区 西 部 荒 漠 综 合 治 理 项 目（二 期）
2024-2025年总任务量226.3万亩，项
目完成后将对周边省区乃至整个华北
地区和河套平原起到屏障作用。

“通过多年来防沙治沙综合治理，与
20世纪80年代初相比， ■下转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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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善：努力打造我国北方防沙治沙示范基地

本报3月23日讯 （记者 马芳）
3月22日，由自治区文联主办，内蒙古美
术馆、美术家协会、书法家协会、摄影家
协会、民间文艺家协会承办的“嘱托中前
行——内蒙古自治区优秀美术、书法、摄
影、民间文艺作品展”在内蒙古美术馆开
展。当日，“蒙古马精神——内蒙古美术
摄影作品巡展”在通辽市美术馆同步开
展，“艺韵北疆——内蒙古形象主题美术
作品巡展”在鄂尔多斯美术馆火热展出。

当日，内蒙古美术馆内观众络绎不
绝，不少单位前来开展主题党日活动。内
蒙古自治区优秀美术、书法、摄影、民间文
艺作品展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以
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的重要讲话重要
指示精神为主要脉络，以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为主线，聚焦完成好两件大事，
紧密围绕党的十八大以来内蒙古文艺工
作取得的丰硕成果，分为“思想领航·情系
北疆”“追寻足迹·接续传承”“擘画蓝图·

砥砺奋进”“聚焦主线·籽籽同心”“号角嘹
亮·艺展时代”五个板块，共展出作品320
余件，展现全区各族干部群众牢记嘱托、
感恩奋进，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
新篇章的生动实践。

内蒙古美术馆副馆长柳迪说：“此次
三大展览在全区中、东、西部地区同步展
出，彰显了内蒙古广大文艺工作者牢记
嘱托、感恩奋进，以实际行动担负起新的
文化使命的精神风貌，用艺术语言全面
展示内蒙古真善美的形象，助力打响北
疆文化品牌，为内蒙古在闯新路进中游、
实现高质量发展中贡献文艺力量。同
时，以多元艺术门类、不同创作风格、丰
盈艺术形象讲述北疆故事，为广大观众
奉上更加丰厚的精神文化滋养。”

据介绍，“艺韵北疆——内蒙古形象
主题美术作品巡展”“蒙古马精神——内
蒙古美术摄影作品巡展”今年将陆续分
赴全区12个盟市展出。

三大展览同步开启

优秀美术书法摄影民间文艺作品集中亮相

记者从内蒙古自
治区有关部门获悉：
3 月中旬以来，内蒙
古各地防沙治沙和风
电光伏一体化工程陆
续启动。截至 3 月
20 日 ，全 区 共 投 入
6.6 万人、出动机械
7200余台、开工面积
37.2 万亩，全部工程
均已开工。

3 月 18 日，内蒙
古发布 2024 年第 2
号总林长令，从 7 个
方面对全力打好“三
北”工程攻坚战和三
大标志性战役、推进
防沙治沙和风电光伏
一体化工程作出具体
部署。今年内蒙古将
高质量完成沙化土地
综合治理1500万亩，
加快推进防沙治沙和
风电光伏一体化工程
建设，新增新能源装
机1320万千瓦、配套
完成沙化土地综合治
理230万亩。

据介绍，“三北”
工程启动以来，内蒙
古牢记“国之大者”，
举全区之力推进工
程建设，有效减少了
风沙危害和水土流
失。党的十八大以
来，内蒙古累计完成
营造林 1.37 亿亩、种
草 3.36 亿亩、年均完
成 防 沙 治 沙 面 积
1200 万 亩 ，重 点 治
理区实现了从“沙进
人退”到“绿进沙退”
的历史性转变，为筑牢我国北方重要
生态安全屏障发挥了重大作用。

（原载 3 月 23 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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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乌兰察布3月 23日电 （记
者 皇甫美鲜 海军）3月 21日，记者
从乌兰察布市行政审批和政务服务局
获悉，为全面推进政府诚信建设，营造
诚实、守信、公平、自律的信用环境，近
日，乌兰察布市本级、各旗县市区政务
服务中心共设立12个“诚信建设投诉”
窗口，并配备 12名工作人员，实现“诚
信建设投诉”窗口全覆盖。

该窗口的设立，是乌兰察布市构
建全方位全覆盖的诚信建设工作格
局，引导全社会守信践诺，办好两件大

事，实现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社会环
境的又一举措。

据悉，“诚信建设投诉”窗口主要
集中受理政府部门在政府采购、招标
投标、招商引资、政府与社会资本合
作、产业扶持、政府投资等领域，政府
部门不兑现承诺、新官不理旧账、轻诺
寡信、违约毁约等失信行为的投诉，实
行线上线下融合受理、办理流程闭环
管理的工作模式。截至记者发稿，乌
兰察布市本级和 11个旗县市区的“诚
信建设投诉”窗口均为零投诉。

“我们行政审批和政务服务局通
过‘诚信建设投诉’窗口受理投诉，然
后协调、督促相关部门解决问题，同时
把问题线索反馈给诚信建设领导小
组。下一步，我们将发挥好‘诚信建设
投诉’窗口作用，不断充实完善常态
化、系统化、全链条、高效率的诚信建
设投诉举报处理体系，全面提升政务
服务和监管水平，着力打造诚信政务
服务环境，为乌兰察布市高质量发展
赋能添彩。”乌兰察布市行政审批和政
务服务局局长崔利芬说。

乌兰察布市“诚信建设投诉”窗口实现全覆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