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 8月呼和浩特地区重点文化文艺活动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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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名称

“光影北疆行”电影展映活动

大型马文化实景演出《千古马颂》

穿越怀旧街区沉浸式情景剧《忆芳年》
重逢剧场融合秀《重逢草原》

星光剧场爆笑荒诞舞台剧《红尘客栈》

呼和浩特光影艺术节

“人民剧场”惠民演出活动
爵士乐队专场

“光影北疆行”电影展映活动

大型音乐综艺节目《歌从草原来》

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
建军97周年文艺演出

“唱响北疆”2024内蒙古民歌大会

《东西荟萃》主题交响音乐会

“人民剧场”惠民演出活动
《同心向党赞北疆》综合文艺演出

我们的节日——七夕文艺演出

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
——杂技魔术进基层

“曲艺书场”专场演出

打开艺术之门
儿童剧《阿凡提》

交响组曲《绿色长城》

“人民剧场”惠民演出活动
京剧专场演出

曲艺·民俗婚礼《草原恋》

《清凉之夏》第十七届中国国际
合唱节成果汇报音乐会

民族交响曲《水阔山海间》

话剧《梦里梦外都是梦》

曲艺·民俗婚礼《草原恋》

“戏曲北疆行”引进剧目展演剧目

“唱响北疆”新星新作演唱会（第四场）

“人民剧场”惠民演出活动
民族乐团专场音乐会

杂技剧《我们的美好生活》

“戏曲北疆行”剧目
评剧《花为媒》

时间

7月29日—9月6日

8月1日—28日

8月1日—8月31日

8月1日—25日

8月2日—3日

8月3日—16日

8月每周日

8月4日

8月7日—11日

8月8日

8月9日

8月10日

8月10日

8月10日—11日

8月11日

8月16日

8月16日—17日

8月16日—18日

8月17日

8月19日

8月20日—21日

8月23日—25日

8月23—24日

8月24日

8月24日—25日

8月27日—28日

8月30日—31日

地点

自治区各盟市公园、
社区广场等

内蒙古少数民族群众
文化体育运动中心

敕勒川星光里

大黑河军事文化乐园

宝鼎广场

自治区各盟市城市电影院

呼和浩特市大召广场

宝鼎广场

乌海市

内蒙古艺术剧院音乐厅

宝鼎广场

小草公园

呼和浩特市社区

乌力格尔艺术宫

内蒙古乌兰恰特

内蒙古艺术剧院音乐厅

宝鼎广场

乌力格尔艺术宫

内蒙古艺术剧院音乐厅

内蒙古艺术剧院音乐厅

内蒙古艺术剧院音乐厅

乌力格尔艺术宫

内蒙古乌兰恰特

呼和浩特市大黑河军事
主题公园

宝鼎广场

内蒙古艺术剧院音乐厅

内蒙古艺术剧院音乐厅

主办单位

内蒙古自治区电影局

内蒙古艺术剧院

内蒙古新思路文化
艺术发展有限公司

呼和浩特市文旅局
呼和浩特市文化旅游投资集团

内蒙古艺术剧院

内蒙古自治区电影局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内蒙古艺术剧院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内蒙古文联、
中共乌海市委员会、乌海市人民政府

内蒙古艺术剧院

内蒙古艺术剧院

呼和浩特市委宣传部

内蒙古杂技家协会

内蒙古艺术剧院

青岛市话剧院海尔儿童艺术剧团

内蒙古艺术剧院

内蒙古艺术剧院

内蒙古艺术剧院

内蒙古艺术剧院

浙江省民族乐团

内蒙古艺术剧院

内蒙古艺术剧院

内蒙古艺术剧院

内蒙古文联

内蒙古艺术剧院

内蒙古艺术剧院

内蒙古艺术剧院、
唐山市评剧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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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艺·民俗婚礼《草原恋》

“人民剧场”惠民演出活动
《中华民族一家亲》合唱专场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
四时风物——内蒙古美术馆馆藏作品展

宋庄国朝（绘画作品展览）

纪念中国文联成立75周年系列活动
“与人民同行”中国文联“深入生活、扎根人

民”主题摄影展

第五届内蒙古自治区青年书法篆刻作品展

华北地区工艺美术精品展

“从北疆到海上”——呼和浩特·上海
油画作品联展

第29届全国摄影艺术展览精品展
内蒙古巡展

City一夏 玩转暑假丨“蒙宝”大巡游

博物馆新知计划——科普互动展

修复工坊丨我是小小修复师
——书画修复、装裱

我们的节日·七夕丨主题活动

美育工坊丨古代壁画创意制作

美育工坊丨古代马鞍创意制作

吉金之“滇”——古滇国青铜文化展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蒙古文古籍展

2024年中国博物馆博览会

第二十五届呼和浩特昭君文化节
开幕式文艺演出

“感恩奋进 跟党前行”主题展览

牢记嘱托 感恩奋进——办好两件大事 奋力
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展览

“伟大精神引领伟大事业”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主题展览

“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主题展

8月30日—31日

8月30日—31日

8月1日—15日

8月1日—25日

8月1日—8月14日

8月2日—8月11日

8月15日—28日

8月14日开展

8月21日开展

8月1日—31日
每周六

8月6日—31日

8月9日、8月16日
10：00—12：00

8月10日

8月17日

8月24日

8月23日—10月22日

8月1日—31日

8月23日—26日

8月23日

8月12日—25日

长期陈列

长期陈列

长期陈列

乌力格尔艺术宫

宝鼎广场

内蒙古美术馆

内蒙古美术馆

内蒙古美术馆

内蒙古美术馆

内蒙古美术馆

内蒙古美术馆

内蒙古美术馆

内蒙古博物院二层大厅

内蒙古博物院二层
青少年探索营地

内蒙古博物院二层
青少年探索营地

内蒙古博物院

内蒙古博物院二层
青少年探索营地

内蒙古博物院二层
青少年探索营地

内蒙古博物院二楼
临时展厅

内蒙古图书馆

敕勒川国际会展中心

敕勒川国际会展中心

内蒙古展览馆三楼
东展厅和中展厅

内蒙古展览馆一楼展厅

内蒙古展览馆二楼
东展厅

内蒙古展览馆二楼
西展厅

内蒙古艺术剧院

内蒙古艺术剧院

内蒙古美术馆

内蒙古美术馆

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内蒙古书法家协会、
锡林郭勒盟文联、

锡林郭勒盟书法家协会

内蒙古民间文艺家协会

呼和浩特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中国文联摄影艺术中心、
内蒙古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内蒙古博物院

内蒙古博物院

内蒙古博物院

内蒙古博物院

内蒙古博物院

内蒙古博物院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局、
云南省博物馆、内蒙古博物院

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

中国博物馆协会、
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

呼和浩特市文化旅游广电局

中共兴安盟委宣传部

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

自治区党委宣传部、
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

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
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

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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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8月3日 星期六4 要闻
新华社北京8月2日电 为深入贯彻

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
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建立能
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全面转型新机制，国
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加快构建碳排放双
控制度体系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方案》）。

《方案》提出到 2025年、“十五五”时
期、碳达峰后 3个阶段工作目标。一是到
2025年，碳排放相关统计核算、监测计量能
力得到提升，为“十五五”时期在全国范围实
施碳排放双控奠定基础。二是“十五五”时
期，实施以强度控制为主、总量控制为辅的
碳排放双控制度，建立碳达峰碳中和综合
评价考核制度，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
标。三是碳达峰后，实施以总量控制为主、
强度控制为辅的碳排放双控制度，建立碳
中和目标评价考核制度，进一步强化对各
地区及重点领域、行业、企业的碳排放管
控要求，推动碳排放总量稳中有降。

《方案》明确提出将碳排放指标纳入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并要求建立健
全地方碳考核、行业碳管控、企业碳管理、
项目碳评价、产品碳足迹等政策制度和管
理机制。一是完善碳排放相关规划制
度。合理确定五年规划期碳排放目标，制
定碳达峰碳中和有关行动方案，完善碳排
放双控相关法规制度。二是建立地方碳
排放目标评价考核制度。合理分解碳排
放双控指标，建立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
考核制度，推动省市两级建立碳排放预算
管理制度。三是探索重点行业领域碳排
放预警管控机制。完善重点行业领域碳
排放核算机制，常态化开展重点行业领域
碳排放形势分析监测和预警。四是完善
企业节能降碳管理制度。健全重点用能
和碳排放单位管理制度，发挥全国碳排放
权交易、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绿
证交易等市场机制调控作用。五是开展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碳排放评价。将碳排
放评价有关要求纳入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节能审查，对项目用能和碳排放情况开展
综合评价；制定重点行业建设项目温室气
体排放环境影响评价技术规范。六是加
快建立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制定产品
碳足迹核算规则标准，加强碳足迹背景数
据库建设，建立产品碳标识认证制度。

《方案》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
结合实际细化落实方案，按照职责分工扎
实推进各项重点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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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1版 会议听取和审议了自治区政
协十三届常委会第八次会议议程（草案）、日
程（草案）。

会议指出，要引领各党派团体、广大政

协委员和各族各界人士，深入学习贯彻中共
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共同助力自治区各项
改革任务落地落实，助推两件大事不断取得
新成果。

自治区十三届政协召开第 33 次主席会议
■上接第1版 推动全方位建设模范自治区走
深走实，以改革创新和求真务实的态度办好内蒙
古的事情，把祖国北疆风景线打造得更加亮丽。

谋改革、抓改革必须从实际出发。我们完
成各项安排部署，就要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
向，找准自身面临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
面，因地制宜拿出切合实际的改革举措。当前，
内蒙古迫切需要解决市场意识不强的问题，各
地各部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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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运用
市场规律、以市场化思维推进工作的能力，更多

依靠市场化手段提升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治理
水平、服务群众水平。各级在制定、实施政策
时，不能老想着用行政命令指挥老百姓，而要用
市场化手段引导群众参与经济建设和社会治
理，让大家在共同付出中享受各类发展成果。

改革大旗高高举起，时代大潮势不可挡。
只要全区上下继续用好改革开放这个重要法
宝，保持定力谋改革、深处着力促改革、精准发
力抓改革，坚定不移把改革贯穿于各个领域各
个环节，就能不断开创内蒙古高质量发展新局
面，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将改革贯穿于各项工作之中

■上接第2版 自治区教育厅相关负责人
介绍，教育厅将持续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为工作主线，坚持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
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深化高等学校学科

专业体系改革，构建招生培养与就业联动机
制，不断提升高等教育服务国家和自治区经
济社会发展能力，全面推动高校毕业生高质
量充分就业。

■上接第1版
3月 16日，全区高标准农田建设暨农业

高效节水现场推进会在通辽市召开，以浅埋
滴灌高效节水为主的高标准农田建设模式在
会上“火”出了圈。

效益因节水而变。敖包苏木的高标准农田
就是其中的一个观摩点。科左中旗在敖包苏木
等三地建设了 30万亩高标准农田核心示范
区。敖包苏木朝伦敖包嘎查的村民孙铁旦逢人
便夸浅埋滴灌好，他算了笔增收账：用上浅埋滴
灌高效节水种植模式，每亩玉米节水100立方
米以上，省水省工省电，一亩地还增产200斤、
增收 200 元；用滴灌水肥一体化，减少化肥
25%；大拖拉机下田，减少机械费用30元以上。

敖包苏木那仁嘎查也在高标准农田项目
区的范围，今年村民孙俊君把土地托管给企
业，自己则到企业打工，当起了拖拉机手。他
说，全村土地差不多都托管了，从种到收全包
了，自己省事省心。到秋收，他每亩地多收入
二三百元。外加自己打工，挣了两份钱。

科技上的“精准投入”，换来的就是“增产丰
收”。通辽市科左中旗敖包苏木综合保障和技
术推广中心主任王智又算了笔综合账：“在项目
区，浅埋滴灌高效节水种植模式帮助老百姓实
现了‘五省四减三增两促进’的综合效益。”

两笔账合在一起，让人看到了高效节水
农业的优势。

高标准农田项目区内，各路资金整合使
用，政策措施集中发力，先进要素集聚发酵，
让每方水产生最大效益。产粮大县科左中旗
自2018年起推进实施300万亩高标准农田建
设，打造了40多万亩现代农业示范区。他们
采用全国首创的浅埋滴灌高效节水种植模
式，通过实施玉米密植高产种植、水肥一体智

能灌溉、生物预警绿色防控等先进技术，帮助
农民人均增收2000元以上，全旗粮食总产连
续多年稳定在45亿斤以上。

通辽首创的浅埋滴灌高效节水种植模
式，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过了多年探索实践
获得的宝贵经验。在反复比对、全面总结管
灌、喷灌、膜下滴灌等不同工程类型的节水效
果后，创新推广以浅埋滴灌高效节水为主的
高标准农田建设模式，以技术之变为突破口，
让农田灌溉不再“大水漫灌”。

从百亩田、千亩方到万亩片，今年通辽市
全年建设高效节水高标准农田 400万亩、推
广玉米密植精准调控技术模式 600万亩、实
施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 800万亩，进一步夯
实农田基础设施，推进农业规模化经营。

实施以高效节水为重点的高标准农田建
设，有效缓解了地下水位下降趋势，以通辽市
科尔沁区为例，超采区地下水位上升0.47米，
面积缩小500平方公里。

这一降一升间，以高效节水为主的高标
准农田建设成效初显。

由点到面的核心做法在哪儿？
规模化经营助推高效节水

在通辽，小田变大田快速集中起来的规
模化经营，是推进农业实现高效节水的关键
所在。节水不仅是一个工程、一项技术，让新
技术从示范点、项目区走向广袤田野，需要的
就是规模化经营这个平台。

在钱家店镇高标准农田项目区，一股股

水雾从机器喷出，滋润大片农田。汇民盛丰
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负责人马忠臣说：“合
作社在这里建立万亩数智农场示范基地，采
取玉米密植滴灌技术，用上了大田智慧灌溉
系统，通过水肥一体精确‘点滴’，对玉米进行
定量、定时水肥供应，用水量节省，施肥量少，
平均亩产超过1000公斤，一家一户的传统模
式达不到这个收益。”

对于合作社而言，收益靠规模。今年，该合
作社除了以托管或土地流转的方式耕作1万多
亩土地外，还对钱家店镇42个村、10万亩耕地
进行技术指导，开展“耕、种、防、收”全程社会化
服务，从技术的“受益者”发展成“推广者”。

高标准农田项目建成后，通辽市积极推广
“企业+村集体+农户”“企业+合作社+村集体+农
户”等模式，农户通过“新型经营主体+”“村集
体+”等合作模式，借助土地流转、全程托管、菜单
式服务等社会化服务方式，推进玉米吨粮田建设。

政府因势利导，给政策、给项目，扶持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2023年，全市新增示范家庭农牧
场146家，总数达891家，共创建示范社138个。

高标准农田的“高”还在于硬核科技。
盛夏七月，走进国家产粮大县开鲁县，一

眼望去，满是翠绿的玉米田。
开鲁县农耕之路农机专业合作社对该县

小城子村的玉米千亩示范区进行托管，对于今
年的粮食生产，合作社的负责人依然信心满
满。这份信心不仅来自田间，还来自“云端”。

据开鲁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作物技术
综合股股长于洪伟介绍，开鲁县以小城子村
为核心重点，建设千亩“智慧化农业区”，配套

田间苗情、墒情、虫情及病情“四情”监测，通
过二维码实时监测，结合智能化灌溉系统，真
正实现“节水增粮、节本增效”的目标。

2024年，科尔沁区钱家店镇与中化集团
合作，打造项家村智能水肥一体化灌溉系统
示范农场、前西村万亩数智农场，与中国农科
院专家团队合作，推广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
术，打造10万亩现代节水高产农业示范区。

增收的底气，来自模式背后的科技力量。
农田有了“智慧大脑”、无人驾驶播种……在通
辽大地上，诸多硬核科技在农田里渐次开花，
加速通辽市现代农业生产发生裂变。

但与此同时，通辽市把高标准农田建设
的工作重心一直盯在“三分建，七分管”上，高
标准农田既要建得好，还要管长远，必须实现
建成一亩、管好一亩、见效一亩的目标。

在高标准农田建设过程中，通辽市不断
完善建管并重各项制度措施。健全多元化的
高标准农田管护机制，因地制宜出台《通辽市
农田水利设施管护办法》，政策上明晰管护主
体、管护内容，保障了管护资金来源渠道。同
时，制定印发《通辽市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指导
意见》，促使农民积极采取节水举措，推动农
业用水方式由粗放向节约集约转变。

各旗县市区对高标准农田建后管护负总
责，对建成的高标准农田实行“网格化”管理，
探索“台长”“井长”负责制、“田长制”等管护
模式，结合农业综合水价改革，推进农田水利
设施管护实现精细化管理，确保高标准农田
长久发挥效益。

洪范八政，食为政首。粮食安全是国家
安全的重要基础，作为国家重要商品粮基地
的通辽，始终满怀信心让“中国碗”装上更多
绿色优质的“通辽粮”！

“ 节 ”出 来 的 高 效 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