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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落实“五大任务”推动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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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8月 2日讯 （记者 白丹）
8 月 2 日，自治区十三届政协召开第
33 次 主 席 会 议 。 自 治 区 政 协 主 席
张延昆主持会议并讲话。自治区政
协副主席罗志虎、其其格、魏国楠、
安润生、张磊及秘书长杨利民出席
会议。

会议决定，政协第十三届内蒙古自
治区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于8
月 7日至 8日在呼和浩特召开，围绕全
面贯彻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贯彻
落实十四届全国政协第八次常委会会
议、自治区党委十一届八次全会精神进
行专题协商。 ■下转第4版

自治区十三届政协召开第33次主席会议
张延昆主持并讲话本报8月2日讯 （记者 章奎）

近日，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
人民政府主席王莉霞专程看望了武
警第一机动总队某支队指战员，代表
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向他们致以诚挚
慰问，并通过他们向驻区部队官兵致
以节日问候。

王莉霞走进支队荣誉室，在每一
幅照片前驻足，详细了解支队在抗日

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及和平建设
各个历史时期的战斗故事和英模事
迹，和指战员一起重温光荣队史。她勉
励支队官兵以习近平强军思想为引领，
赓续尖刀精神，刻苦训练，守护好一方
平安；要求地方政府强化国防意识，一
如既往做好支持和保障工作,千方百计
帮助部队官兵解除后顾之忧，与驻区
部队携手谱写双拥共建新篇章。

王莉霞慰问武警部队官兵

本报 8月 2日讯 （记者 李晗）
8 月 2日，自治区党委书记孙绍骋来到
兴安盟，赴某边防部队努木尔根哨所，
看望慰问一线执守官兵。

孙绍骋来到哨所，走进学习室、宿
舍、厨房，同大家深入交流，详细了解他
们的学习、工作、生活情况。他说，大家
来自五湖四海，驻扎在祖国边防最前
线，责任重大，也非常辛苦。八一建军
节之际，我代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来看
望大家，向你们表示节日的祝贺，并通
过你们向驻区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
部队官兵、民兵预备役人员、退役军人
和其他优抚对象致以诚挚的问候。

在哨所观察室，孙绍骋通过望远镜
瞭望边境一线，并向正在执行固定观察
任务的战士了解相关情况。他说，习近平
总书记对边防工作高度重视，去年在我
区考察时专门调研了边境管控和边防
部队建设情况，近期又作出重要指示。
希望广大官兵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边防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
站好岗、放好哨、守好边，为筑牢祖国北
疆安全稳定屏障再立新功。地方各级要
主动加强与驻地部队的沟通对接，持续
巩固党政军警民合力强边固防良好局
面，齐心协力守好八千里边防线。

临别时，孙绍骋亲切询问战士们还
有什么困难需要地方帮助解决，并叮嘱
随行的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一定要把边
防官兵的冷暖放在心上，主动靠上去排

忧解难，竭力把水、电、路、讯、暖等各方
面保障做到位。他说，内蒙古有拥军优
属的光荣传统，地方各级要多做增进军

民鱼水情的工作，每年实打实地为部队
办一些实事，落实好各项优抚政策。对
有意愿在本地落户就业的退役军人，要

积极为他们创造良好条件，鼓励他们用
另一种方式来守边护边兴边。

于立新参加活动。

孙绍骋深入边防哨所走访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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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8月 2日讯 （记者 霍晓
庆 实习生 吴宜桐）草原是内蒙古
最大的陆地生态系统，保护修复治理
好草原，对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
全屏障具有重大意义。近年来，内蒙
古从三方面发力保护草原生态，草原
退化趋势得到有效遏制，草原生态功
能和生产能力明显恢复。

在严格保护草原方面，全区91个
旗县（市、区）共划定基本草原 7.31亿
亩，实现基本草原“一张图”管理，坚守
草原生态保护底线。科学划定禁牧和
草畜平衡区，严格落实草畜平衡和禁牧
休牧制度，开展解决草原过牧问题试点
工作。开展春季休牧巡查、禁牧区巡查
和草原利用强度监测预警工作，将巡查
结果作为年终对盟市林长制考核和农
牧民草原奖补资金发放的依据。

在加大治理力度方面，认真组织实
施国家草原保护修复重大工程，党的十

八大以来，年均种草2800万亩以上，均
居全国第一。全区草原综合植被盖度
连续三年稳定在45%，较2000年提高
15个百分点，草原生态持续向好。

在大力发展草产业方面，聚焦打
好“三北”工程攻坚战，推进草产业高
质量发展，2023年，全区草种繁育基
地面积达 26.5万亩，年制种能力突破
500 万公斤，人工饲草种植 2172 万
亩，各类饲草产量达 7543万吨，草产
业链产值达 802.1亿元，产量、产值均
稳居全国首位。

2024 年，内蒙古持续抓好“生态
惠牧”，修复退化沙化天然草原，发展
优质饲草种植，截至6月底，全区已完
成人工饲草种植1586万亩，退化沙化
羊草草地修复治理 40.58 万亩，柠条
改良草场和营造灌木林种植柠条
92.19万亩，有效解决全区 1.4亿头只
牲畜的“吃饭问题”。

内蒙古“三管齐下”保护草原生态
□本报记者 高敏娜

夏日晨曦温柔地穿透薄雾，轻轻
拂过边境小城阿尔山。内蒙古出入
境边防检查总站兴安边境管理支队
伊尔施边境派出所忙碌的一天，从巡
逻走访开始。

所长呼格吉乐图和“雪城义警”
刘凤丽并肩而坐，驾驶着巡逻车，穿
过林海街，来到管辖小区，开始细致
入微的日常走访工作。

眼下，随着阿尔山迎来“颜值巅
峰”，一波又一波游客从全国各地涌

来，共赴这场夏日的梦幻之约。“旅游
旺季来临，随之面临的是人员流动大、
外来人口多、求助纠纷多、舆情风险高
等挑战，要做好阿尔山市的治安动态
管控，仅靠派出所的民警，实在是力不
从心。”呼格吉乐图说。

阿尔山，是祖国北疆莽莽林海腹地
一座声名远播的边陲小城，这里西部与
蒙古国接壤，有长达 98公里的中蒙边
境线。伊尔施边境派出所肩负着守护
其中 25公里边境线的重任，还承担着
895 平方公里范围内的社会治安管理
任务，服务着辖区内 1.2 万户家庭、2.5
万余名常住人口。

警力有限，民力无穷。2019年，伊
尔施边境派出所创新发展新时代“枫
桥经验”，整合了辖区内的“警民联防”

“红袖标”“黄马甲”等群防群治组织，
并巧妙地调动网格员、快递员、出租车
司机等具有广泛接触面和高度流动性
的群众力量，组建了阿尔山市“雪城义
警”治安联防协会，聚力夯实警民联防
工作基础，切实筑牢祖国北疆安全稳
定屏障。

如何以“警”守“景”，让游客安心
畅游阿尔山？“雪城义警”刘凤丽说：

“阿尔山四季都很美，随着游客增多，
我们的工作也要更加细致，比如游客

走丢了、景区发现可疑车辆之类的问
题，必须及时协助处理。我们的工作
一头连着社会的‘安全指数’，一头连
着游客的‘幸福指数’。”

如今，走在阿尔山的大街小巷，身
穿红马甲、头戴红帽子的“雪城义警”
随处可见，他们既是邻里关系的“金牌
调解员”，化解矛盾、促进和谐；也是大
型会议和活动的“志愿服务者”，无私
奉献，助力活动顺利进行。他们内保
外巡、热情服务，是一群守护风景、保
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人，更是一支
忠诚、担当、勇敢的守边队伍。

■下转第3版

5年来这支队伍不断发展壮大，从成立之初的75人发展到如今近900人

“ 雪 城 义 警 ”解 锁 边 境 平 安 密 码

□本报记者 张俊在 郭洪申
通辽市融媒体中心记者 王晓飞

2023 年，通辽市粮食产量再创新
高，达到 189亿斤，比上年增加 2.25亿
斤；粮播面积 1893 万亩，比上年增加
4.54万亩；粮食单产 998.39斤，比上年
增加 9.5斤，以面积、单产和总产的“三
增”迎来了粮食生产的“二十连丰”。

在粮食连年丰收的背后，通辽也在
仔细匡算着产1斤粮用水节水两本账。

不让今天的丰收透支明天，通辽市
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开创性地探索
出一条节水增产的高效发展模式——
以浅埋滴灌高效节水为主的高标准农
田建设模式，走出了高效节水农业实践
的新路。

通辽是全国 110 个严重缺水城市
之一，农业用水主要依赖地下水，占全

市用水总量的90%以上，人均水资源量
为全国平均水平的56%，地下水超采近
7亿立方米。一面是水生态安全频频告
急，一面是农业缺水“紧箍咒”越勒越
紧，这样的水情，通辽还能不能搞现代
农业？

水粮矛盾日益突出，以水换粮难以
为继。因此，通辽发展现代农业，出路
只有一条，就是加快转方式、调结构，以
水定产、量水而行，大力发展高效节水
农业。通过解决好“种什么、怎么种”难
题，破解农业用水短缺与粮食持续稳产
高产的矛盾。按照规划，到2026年，通
辽市将推动高效节水高标准农田新建、
改造提升、规模经营和社会化服务覆盖

“3个 600万亩”，打造千万亩现代节水
高产农业示范区。

有形之手、无形之手
一起发力，通辽农业加快
转型升级

生产方式因水而变：高效节水灌溉
成趋势。制定印发《通辽市千万亩现代
节水高产农业示范区建设方案》，政策
给力，规模推进，通辽市累计建设高标
准农田 1200多万亩，其中高效节水高
标准农田 661万亩，每年可节约 6亿立
方米农业灌溉用水。得益于高标准农
田项目，农业节水增产的新技术在全市

各处农田落户。
种植结构因水而变：压减耗水量高

的作物。2023 年全市优化种植结构，
累计压减耗水量高的水稻、小麦等作物
面积5.87万亩，推广玉米-大豆、玉米-
杂粮杂豆等轮作面积 57万亩。今年，
通辽市进一步压减水稻等作物种植面
积，持续推广玉米-大豆轮作、大豆玉米
复合种植面积 70万亩以上，减少作物
对灌溉水资源的消耗。同时，加快推广
耐旱作物品种。

高效节水的动力在哪儿？算大账
也要算小账。

算大账，节水关乎农业的可持续发
展。而农民最关心自己的小账：节水能
得多少实惠。农业节水既要算大账，也
要算小账，关键要在高效上做足文章，
让农民尝到节水甜头、见到节水效益，
节水理念才能真正深入人心。

■下转第4版

“ 节 ”出 来 的 高 效 益
——通辽市走出高效节水农业实践新路

本报8月2日讯 牢记嘱托走在前，担当
实干抓落实。自治区党委十一届八次全会胜
利召开，对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
精神作出安排部署，在全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
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一致表示，要认真学习
贯彻会议精神，高举改革旗帜，凝心聚力、奋发
进取，一起干一起闯一起享，把祖国北疆风景
线打造得更加亮丽。

内蒙古一机集团总经理助理赵耀表示：“自
治区党委十一届八次全会的召开为我们深入学
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指明了方向，
我们要围绕会议精神，大力推进‘产学研用’一
体化科技创新模式，构建有利于激发创新创造
活力的成果转化机制，形成‘基础研究+技术攻
关+成果产业化+科技金融+人才支撑’的良性
循环。以新发展理念引领改革，聚焦推动高质
量发展的突破口和关键点，为不断开创高质量
发展新局面注入改革动力。完善市场化经营机
制，聚焦向改革要动力、要活力、要竞争力，通过
改革解决短板弱项，激活企业内生动力。”

自治区党委十一届八次全会强调，要认真
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
伟业的关键时期，而优化营商环境是构建高水
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环节。接下
来，奈曼旗行政审批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将
在认真学习领会全会精神的同时，坚决贯彻落
实好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
致力于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全面
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为打造高质量经济社会发
展凝聚力量。”通辽市奈曼旗行政审批政务服
务与数据管理局副局长杨秀明说。

“自治区党委十一届八次全会，开启了内
蒙古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续篇，擘画了新时代
改革开放的宏伟蓝图，发出了进一步全面深化
改革的动员令。”兴安盟扎赉特旗委书记麒麟
表示，扎赉特旗委将坚定改革方向，落实年度6
个方面132项具体改革任务，紧盯事关长远发
展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在水稻全产业链发
展、激发文旅产业活力、草原畜牧业转型升级、
整县级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全域土地综合整
治、农村“三变改革”、县域医共体建设等方面
持续用力，努力取得新的更大成效。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发展新质生产
力、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等工作
提出要求。自治区党委十一届八次全会再次
提出，创新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
生产力集聚，这与我们企业发展规划不谋而
合，让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内蒙古飞狮科技
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仇浩表示，接下来，企业
将继续依托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新一代
信息技术， ■下转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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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
活力之源，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
时代的重要法宝。自治区党委十一届
八次全会发出了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
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将改革贯穿于
各项工作之中的动员令。全区上下要
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真抓实干促改
革、凝心聚力谋发展，全力以赴书写中
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

发展出题目，改革做文章。进一步
全面深化改革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方
方面面，改革越是千头万绪，就越是要
抓住“牛鼻子”，持续发力、久久为功。
全区各地要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对内蒙古的重要指示精神和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主线贯穿进一步
全面深化改革各方面全过程，紧紧盯住
办好两件大事过程中的重点、难点、堵

点谋划实施攻坚破阻之举。要加快构
建适应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布局，健全完
成“五大任务”工作体系，统筹推进教育
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深化土
地、能源、电力、矿产、水、数据等要素市
场化配置改革和重点领域价格改革，完
善思想引领、铸牢共同体意识、改善民
生、稳边固边、文化建设、培树新风、党
的建设等方面制度机制，■下转第4版

将 改 革 贯 穿 于 各 项 工 作 之 中
——二论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十一届八次全会精神

本报评论员

8月2日，市民在体育嘉年华体验趣味游戏。当日，呼和浩特市第一届体育嘉
年华举行，本次嘉年华共设置10个功能区，50个品牌商，将体育、文化、旅游、商业
进行融合，游客和市民可沉浸式体验体育嘉年华。 本报记者 孟和朝鲁 摄

体育嘉年华快乐不重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