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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包 头 5 月 9 日 电
（记者 蔡冬梅）5月8日，包头
市白云鄂博矿区第一小学加挂

“草原英雄小姐妹学校”校牌，
成为全国首家以“草原英雄小
姐妹”命名的学校。在加挂校
牌活动中，“草原英雄小姐妹”
龙梅、玉荣来到现场，并被聘为

“荣誉校长”。
龙梅和玉荣是包头市达茂

旗人。1964年 2月 9日，年仅
11岁的龙梅和9岁的玉荣在放
羊时遭遇暴风雪，她们与暴风雪
搏斗了一天一夜，舍生忘死地保
护了集体的羊群。龙梅被冻掉
了左脚拇指，玉荣右腿膝关节以
下和左腿踝关节以下被截肢，造
成终身残疾。而她们放牧的
384只羊无一丢失。当年3月，
自治区党委授予她们“草原英雄
小姐妹”光荣称号，龙梅和玉荣
的事迹传遍全国。

今年是“草原英雄小姐妹”
光荣事迹发生60周年，龙梅、玉
荣在致辞中回顾了当年的故事和
一个甲子的经历，表示将以此为
契机，发挥余热，进一步参与推动
学校德育工作，培养更多具有爱
国情怀和民族精神的时代新人。

白云鄂博矿区第一小学
党支部书记、校长张永表示，此
次被包头市委宣传部、包头市教
育局和关工委联合授牌“草原英雄小姐妹
学校”，不仅是白云鄂博矿区第一小学的荣
誉，更是对学校未来发展的激励和鞭策。
学校将以此为起点，继续深入挖掘和传承

“草原英雄小姐妹”精神，并将其融入教育
教学全过程，努力将学校打造成为传承红
色基因、培养时代新人的重要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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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巴彦淖尔 5月 9日电 （记
者 薛来）5 月 8日，国家特色蔬菜技
术体系加工辣椒集约化育苗和机械化
移栽现场观摩会在巴彦淖尔举行。国
内多位专家学者、企业代表及种植大
户共聚一堂，深入探讨辣椒产业高质
量发展有效路径，为提升现代化农业
水平提供智力支撑。

据悉，巴彦淖尔市于 2020年大力
推广辣椒种植，种植面积由最初的3万
亩发展到2023年的25万亩，辣椒产业
链年产值达20亿元，实现了跳跃式发
展。今年，全市育苗数量达 15亿株，
预计种植面积将突破30万亩，辣椒已
成为该市继向日葵、番茄之后第三大
经济作物。

据农业农村部科技规划处副处长
王琳介绍，河套地区由于独特的地理
位置和资源禀赋，所产辣椒色泽鲜红
光亮、辣味纯正、营养丰富，辣红素含
量较其他地区高 5%-10%，干物质积

累高于全国水平，品质居全国之首，是
鲜食、调味品、制酱、提取色素和辣素
的上好原料，深受国内外市场青睐。
然而，与全国辣椒传统栽培区域相比，
该市辣椒产业还存在机械化程度低、
种植生产成本高、加工能力不足、科技
服务不到位等问题。

为推动辣椒产业高质量发展，巴彦
淖尔市引进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特菜
体系首席专家邹学校团队，成立了辣椒
产业技术创新中心，加快创新成果推广
应用；出台了大力发展辣椒产业10条
意见，大力支持辣椒产业链建设；创新
推广果蔬价格保险，4年来共投保辣椒
11.4万亩，理赔总额1850万元。

“此次会议选择在巴彦淖尔召
开，是希望在辣椒新品种选育推广、
标准化栽培、精深加工等方面开展深
入合作，为内蒙古乃至全国特色果蔬
产 业 发 展 提 供 智 力 支 持 和 技 术 指
导。”邹学校说。

专家学者企业代表种植大户齐聚巴彦淖尔

探讨辣椒产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本报记者 王玉琢

5月 4日，记者走进位于鄂尔多斯
市准格尔旗境内的国能准能集团矿山
生态旅游区，一下子便融入了秀美的风
景中。这里绿树成荫，花香鸟鸣，小桥
流水，景色迷人。

有谁能想象到，这里过去曾是沟壑
纵横、黑尘飞扬的采煤沉陷区，一段时
间里，采完煤的山谷满目疮痍，空气污
浊，周边群众怨声载道……

“不能只顾眼前的经济利益，在为
社会创造财富的同时，也要还百姓一片
绿水青山。”在一次职代会上，集团领导
和全体职工庄重承诺。

为了改变这里的面貌，国能准能集
团顶格规划设计，引进专业团队，对矿
山采空区复垦，进行生态修复。国能准
能集团的黑岱沟露天煤矿和哈尔乌素露
天煤矿，年产商品煤 6000 多万吨，从
2020年开始，每吨煤提取地质环境治理
基金14元。2020年至2023年，两所煤
矿累计提取基金8亿元用于复垦绿化。
截至目前已投入资金28.81亿元。

作为国家能源集团骨干企业，国能
准能集团始终坚定“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的政治导向，保持生态文明建设的

战略定力，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坚持“尽职尽责保
护自然资源、节约集约利用自然资源、
尽心尽力维护群众权益”的工作定位。
创新生态修复模式，因地制宜推进矿山复
垦和生态旅游深度融合，形成具有矿区特
色的生态产业链，直接带动辐射上万人
就业，人均增收3.58万元，年直接增收3
亿元，呈现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
美景，实现了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双赢，
使绿色矿山建设成为自治区的新样板。

国能准能集团是集煤炭开采、坑口发
电及煤炭循环经济产业为一体的大型综
合能源企业。截至2023年底，累计生产
商品煤9.47亿吨，发电731.23亿度，实现
利润762.05亿元，上缴税费691.25亿元。

国能准能集团因煤而兴、依煤而
盛，立足新阶段，积极推动转型发展，向
着工业主题、绿色生态旅游区转变。大
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形成“基于煤、延伸
煤、超越煤”的高质量发展路径，成功走
出一条跨越资源枯竭陷阱的“两山”实
践新路子，先后被国家授予“国家级绿
色矿山”“中国最美矿山”荣誉称号。

作为自治区首批“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如何将生态“颜
值”转化为发展“价值”？

向“黑金”要生态、向生态要发展、

向发展要未来，国能准能集团站在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积极参与黄河流
域生态环境保护和北方防沙带建设，以
打造“煤海塞罕坝”为目标，拓宽绿色产
业多元化发展，开辟了“造绿储金、点绿
成金、以绿探金、扩绿增金”多元转换路
径，以“三个创新”为建设美丽中国贡献

“生态准能”典型案例。
依托独特的采煤沉陷区地貌和丰

富厚重的矿业遗迹，现已打造形成准能
双百基地、生物多样性公园、露天印象、
西北风情园等诸多景观群，矿区如今已
成为一个集工业遗迹保护、煤炭文化科
普、休闲产业观光、生态文明展示于一
体的生态旅游区。

春赏杏花、夏采蔬果、秋拾彩叶、冬
戏冰雪……在国能准能集团矿区，昔日
满目疮痍、荒山秃岭的场景被四季皆
景、良田万亩的宜人风光取代。国能准
能矿山生态旅游区，通过创新“生态+
产业融合”的新实践，生态产业多元集
成示范效应突显，完美诠释了绿色转型
带来的勃勃生机。

发展绿色生态经济，培育了“政
府+企业+农户”产业联合体、“国家矿
山公园+准能生态旅游区+准旗文旅集
团”联合体，集成“生态+农业、牧业、林
果、文旅、研学”等多元产业模式，已建

成叠翠林区、紫东农区、毓秀景区等 8
个生态功能区。现存栏优质肉牛2000
多头，建成万亩林果种植基地和千亩果
品试验基地，种植牧草 1万多亩，开发
饲料及小杂粮种植基地 3000多亩，创
新开发“肉牛托管代养”经营模式，生态
产品初级转化率稳步提升。

从十山九秃卷黄沙，到林海苍茫锁
高原。国能准能集团围绕国家矿山公
园和绿色矿山建设总体规划，积极推
进文化和生态旅游深度融合，高标准
建成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国防教育基
地、生物多样性公园、望兴园、日晷广
场等诸多特色场馆和景观群，“现象级”
工业旅游热潮持续升温。2023年成功
举办全国露天煤矿绿色低碳发展现场
会、全国露天矿山智能化建设现场推进
会、“5·19中国旅游日”内蒙古分会场
启动仪式、鄂尔多斯市绿色矿山现场会
等，辐射带动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生
态品牌价值及核心竞争力大幅提升。

如今，国能准能集团矿山生态旅游
区已成为鄂尔多斯市工业生态文旅的
响亮品牌，2023年景区接待游客13万
人次。国能准能集团先后荣获“国家工
业旅游示范基地”、国家 AAA 级旅游
景区、自治区首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实践创新基地等荣誉。

向“黑金”要生态 向生态要发展 向发展要未来

国能准能集团打造绿色矿山建设新样板

本报5月9日讯 （记者 马芳）
时尚、炫酷、超燃……5月 9日晚，“唱
响北疆”内蒙古新星新作演唱会在内
蒙古体育馆再度唱响，新人新作扎堆
亮相，现场氛围欢快热烈。

当晚，一首婉转悠扬的《思乡谣》
开启了这场期待已久的音乐盛宴，诺尔
曼、王馨、杨紫月、李晓青、葛仁娜等新
人联袂演唱，清新欢快的曲风让观众耳
目一新。紧接着，内蒙古森林消防总队

“火焰蓝轻骑兵”小分队带来原创歌曲
《正北方》，消防员活力热情的表演燃爆
全场，词曲作者张晓宇说：“这首歌融入
了呼麦、马头琴、四胡等音乐元素，作为
祖国北疆的一名森林消防员，我想通过
这首歌诉说对内蒙古的热爱。”

“太酷了”“真好听”观众的尖叫声

从开场便响起，随着音乐节奏的跳动
起伏不断，掀起一轮又一轮的小高潮。
傲日其愣深情演绎《春天》《月光如水》、
科尔沁夫唱起《画你》、游牧人组合带来
了《思念额吉》、哈泊力夫（阿哈）演唱新
歌《万水千山》、阿比亚斯温情唱响《谢
谢你爱我》、呼斯楞献唱《梦中的骑手》
和《老友》、乌兰图雅激情演唱《来跳舞》
《点赞新时代》……16首原创歌曲集中
展示近年来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精心创作的音乐成果。

演唱会上，多位内蒙古唱作型歌手
亮相。哈泊力夫的新歌《万水千山》“首
秀”舞台，他说：“今天借着‘唱响北疆’这
个舞台表达我们对祖国大好山河的热
爱，希望区外的朋友都能来欣赏美丽的
北疆风景，感受丰富多彩的北疆文化。”

“对所有的烦恼说Bye-Bye，对所
有的快乐说 Hi-Hi……”格格的一首
《生日祝福歌》，让观众在欢快的节奏中
齐声大合唱。据了解，格格的代表作有
《火苗》《生日祝福歌》《等你来草原》等，
其中《火苗》的下载量累计超1亿多次。

一直以来，内蒙古音乐在大江南
北广泛传唱，内蒙古“歌的海洋”美誉传
遍祖国大地。据自治区文联党组成员、
副主席海山介绍，近5年来内蒙古创作传
播的歌曲超过2万余首，本次演唱会选取
了其中部分代表性作品，通过新人演绎
新作的方式，推动内蒙古音乐创作传播，
助力打响北疆文化品牌。今年，自治区
文联将每两个月举办一场演唱会，推动
内蒙古音乐从高原向高峰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演唱会，中央

民族大学音乐学院教授、国家一级演员
乌日娜带领多位徒弟同台演出，为内蒙
古音乐传承发展助力。乌日娜说：“回
到家乡演出非常高兴，这次我带着女儿
诺尔曼和学生共10个人，演唱《思乡谣》
《中华吉祥》《吉祥四季》3首原创新作
品，作为内蒙古音乐人，我们希望通过
好的作品唱响北疆文化品牌。”

谈到本次演唱会的亮点，总导演
富鹏说：“内蒙古有很多在全国有影响
力的经典歌曲，这次演唱会，我们聚焦
新人新作的同时，把一些经典歌曲进
行改编，让经典作品焕发新的活力，同
时挖掘发现更多能够在全国广为传唱
的歌曲，加入年轻时尚元素形成全新
风格，希望让更多人爱上内蒙古的歌、
学唱内蒙古的歌、传唱内蒙古的歌。”

“唱响北疆”内蒙古新星新作演唱会再燃热潮

□本报记者 郑学良

“我是含着眼泪看完这出戏的，非
常震撼，它感动了我。”5月 9日晚，一
位走出内蒙古艺术剧院音乐厅的呼和
浩特市观众告诉记者。

当日，根据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
县白二爷沙坝治沙真实历史改编的大
型晋剧现代戏《大漠春归》，在内蒙古
艺术剧院音乐厅首演。

翻开内蒙古防沙治沙历史，在驰
而不息的实践过程中，内蒙古治沙人
用青春和坚守，为筑牢我国北方重要
生态安全屏障接续奋斗，“沙漠建绿

洲”“绿进沙退”的故事感人至深。
《大漠春归》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和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讲述了
在党中央作出“在西北、华北、东北地
区建设防护林体系重大战略决策”背
景下，时任和林格尔县县长的云福祥
带领当地群众披星戴月、战天斗地，将
昔日黄沙漫漫、寸草不生的12万亩沙
地变成绿洲的故事。

剧目歌颂了内蒙古治沙人用实际
行动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理念，弘扬蒙古马精神与“三北精神”。

呼和浩特市文旅投集团副总经理
刘鹏介绍，《大漠春归》作为呼和浩特
市年度重点文艺作品，由和林格尔县

委、政府与呼和浩特市文化旅游投资
集团共同出品，呼和浩特市晋剧院主
要创排。剧目创作特邀中国戏曲导演
学会副会长、中国当代著名戏剧（戏
曲）导演艺术家郭小男担纲导演，由呼
和浩特市晋剧院新一代优秀青年演员
担纲主演。

“《大漠春归》创作聚焦北疆文化
品牌打造，坚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为主线，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讲好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生态文
明故事，赓续首府历史文脉、提升城市
文化能级为目标。”和林格尔县委常
委、宣传部部长袁凯宇说。

“通过将北方传统戏剧晋剧的鲜

明风格和内蒙古独特的自然人文元素
相结合，同时还融合了马头琴音乐、现
代舞台等艺术形式，最终形成了本剧
的创作风格。”刘鹏在回答记者提问时
说道，为了让剧目更加好听、好看，除
了在形态、动作上与现实人物靠近外，
该剧更注重实现与人物灵魂上的共
通，以人的最基础的现实需求来推进
戏剧性创作，关注人物生存环境的严
峻、艰难以及由此爆发出来的光芒，力
求打造出崭新的治沙楷模群像。

该剧以传统与创新相融合的艺术
手段，为广大观众呈现了一台题材宏
大、富有艺术感染力的大型原创现代
晋剧， ■下转第5版

弘扬蒙古马精神“三北精神” 再现白二爷沙坝治沙故事

大型晋剧现代戏《大漠春归》首演

本报5月 9日讯 （记者 韩雪
茹）记者从自治区供销合作社了解到，今
年以来，全区供销合作社系统充分发挥
农资供应主渠道作用，强化“绿色农资”
供应能力，截至5月7日，全系统累计供
应各类肥料92.43万吨，约占全区供销合
作社系统春耕期间预计供应量的95%，
为今年春耕生产奠定了良好基础。

今年以来，全区供销合作社系统通
过延伸服务链条、拓展服务功能，进一步
发挥系统内农资经营企业和基层服务组
织贴近农民的优势，拓宽农资经营服务
内涵，将“绿色农资”升级行动与土地托
管、配方施肥、统防统治、农机作业等农
业社会化服务结合，推进化肥农药减量
增效，肥料供应结构进一步优化。

全区各级供销合作社指导系统内

农资企业在全面摸清农业种植结构、
农资需求结构、主要农资库存底数等
情况的基础上，根据当地农业生产总
体安排提前启动春耕农资储备，拓展
进货渠道、增加适销对路品种，全力保
障春耕备耕工作。

据了解，为进一步发挥供销合作
社农资流通主渠道作用，供销合作社
系统通过业务合作、网络覆盖、产权资
本或项目联结等多种方式恢复和新建
农资企业、农资经营服务网点，不断提
升农资流通网络覆盖面和服务能力，
打造“龙头企业+配送中心+基层网点”
服务架构，下沉销售渠道，扩大经营规
模，密切与农户的服务对接，加快构建
上下贯通、横向联动的供销合作社农
资经营网络体系。

供应各类肥料92.43万吨

全区供销合作社系统全力保障春耕生产

本报锡林郭勒 5月 9日电 （记
者 巴依斯 古 楞 通 讯 员 梁 晓
虹）5 月 9 日，在二连浩特国际邮件
互换局，10 余个品类的 13 件邮件完
成海关监管后发往蒙古国乌兰巴托
市。这是自 1991 年暂停该事项 33
年后，二连浩特市首次首批出口的
国际邮件。

此次出口邮件包含日常用品、化
妆品、衣物鞋帽、玩具、食品等10余个
品类，邮件的顺利通关，标志着中蒙最
大陆路口岸打通了外贸“新邮路”。

以往二连浩特口岸主要承担国际
邮件中转业务，口岸国际邮件渠道正

式恢复后，二连浩特市当地可直接收
寄并封发邮件至蒙古国，将极大便利
周边地区国际邮件的出口业务，促进
口岸通关便利和高水平开放。

中国邮政二连浩特市分公司总
经理贾凡说，在二连海关的大力支持
下，顺利开展了第一票国际邮件出口
业务。未来，该公司会陆续开通中
蒙、中俄之间更宽范围的业务，让国
际包裹业务助力二连浩特口岸高质
量发展。

二连浩特口岸国际邮件渠道恢复
后，预计日均发出国际出口邮件2000
余件。

暂停33年后再恢复

二连浩特口岸打通中蒙外贸“新邮路”

5月 9日，呼和浩特市玉泉区五塔寺东街小学的学生在展示准备送给妈妈的母亲节礼物。母亲节将至，该校开展了
“献给妈妈的爱”主题教育活动，孩子们通过制作水果拼盘、为妈妈画幅画、写祝福语等形式，为妈妈送上祝福。

本报记者 王磊 摄

献给妈妈的爱

本报 5月 9 日讯 （记者 张慧
玲）记者从自治区水利厅获悉，日前，
由自治区水利标委会推荐，自治区水
利事业发展中心组织申报的黄河“几
字弯”水土保持生态治理高质量发展
标准体系建设项目（以下简称高标体
系）通过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批准
立项，正式启动建设。

据悉，该项目是全国水土保持领
域首个立项的地方性水土保持高质量
发展标准体系，是我区水土保持落实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和助力打
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的重要举措，也是
落实落细《关于加强新时代水土保持工
作的意见》的具体措施，标志着自治区水
土保持生态治理标准化建设进入高质量
发展新阶段，对健全水土保持地方性技
术标准体系，强化水土保持行业标准化
管理，引领和推动自治区新时代水土保

持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该项目由自治区水利事业发展中

心牵头，水利部牧区水利科学研究所、
黄河流域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中
心、内蒙古农业大学、西安黄河规划设
计有限公司等多家科研院所和企业共
同参与研究制定。此次高标体系补充
新增《小流域综合治理提质增效技术
规范》《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技术规
范》《砒砂岩区生态治理技术规程》《高
标准旱作梯田建设技术标准》《淤地坝
销号评估技术导则》《淤地坝除险加固
技术规范》等主要地方标准。

下一步，内蒙古将切实做好水土
保持高标准体系研制工作，进一步提
高水土保持科技创新能力，以可复制
可推广的水土保持生态治理黄河“几
字弯”经验，为新阶段水土保持高质量
发展提供经验路径和示范样本。

黄河“几字弯”水土保持生态治理
高质量发展标准体系建设项目启动

本报 5月 9日讯 （记者 李国
萍）5月 9日，自治区市场监管局质量
发展局、内蒙古品牌标准化技术委员
会、内蒙古品牌战略促进会共同发布
2023年度内蒙古品牌价值榜单，中国
石油内蒙古销售分公司、内蒙古德顺
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等 53家企业上
榜，48家企业（产品）被授予“内蒙古知
名品牌”荣誉称号。

品牌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象征，
加强品牌建设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
需要的重要途径。此次内蒙古品牌

价值榜单的发布是在中国品牌建设
促进会的指导下，按照统一的品牌价
值评价模型、标准、指标获取，按照企
业自愿，第三方评价的原则和各行业
品牌价值评价国家标准，以企业提供
的财务数据和各项综合指标为依据，
进行的品牌价值评价，并向社会进行
公益发布。

5月 10日是第 8个中国品牌日，
我区将通过完善标准、计量、检验检
测、认证认可等多种支撑体系，持续扩
大内蒙古品牌影响力。

2023年度内蒙古品牌价值榜单发布
53家企业上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