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锚定现代化 改革再深化

电音演出、机车表演、美食市集……8月 3日晚，伴随着绚烂
的烟花，兴安盟扎赉特旗机车音乐节在风光旖旎的好力保稻谷
景区圆满落幕。以稻田为舞台，音乐为桥梁，5天时间，来自全国
各地的12.8万余人在稻香小镇激情狂欢，尽享音乐盛宴、生态之
美、农耕之美。

作为本次活动的重磅嘉宾，阿古达木、呼斯楞两位青年歌手
的倾情演唱将整场音乐节推向高潮，成为了当之无愧的“流量密
码”。灵动的舞狮表演、青春动感的DJ秀与万众瞩目的酒王争
霸赛，让人目不暇接，惊喜连连。“机车+音乐节”的形式将文化与
旅游相结合，为观众全方位呈现一场视听盛宴。来自北京、黑龙
江、吉林、辽宁等地的游客在音乐热浪中共聚于此，尽享奇妙的
夏日狂欢之夜。

“自驾路上偶遇机车音乐节，真是一场视觉与听觉的双重盛
宴。”来自沈阳市的游客苏亚男赞叹道，“阿古达木的歌声、稻田
的壮丽、美食的诱惑，让我流连忘返。”

从“激情电音·动感之夜”到“故事和酒·流行之夜”，从
“戎装岁月·军旅之夜”再到“微醺时刻·民谣之夜”“烟花
盛宴·仲夏之夜”，为期 5 天的机车音乐节，每一晚都有不
同的主题。露营的宁静、烟花的绚烂、星空的深邃、烧烤的
欢聚，以及专业表演与互动游戏的穿插，让每一位参与者
都沉浸其中。

机车音乐节不仅是速度与激情的碰撞，更是文化与自然的
和谐交融。好力保稻谷景区内，千亩花海争奇斗艳，万重稻浪随
风起伏，为游客编织了一幅幅生动的田园诗画。“味稻小街”上，
兴安盟大米的芬芳、琳琅满目的地方特色美食与文创产品，让游
客味蕾与心灵得到了双重满足。

“此次机车音乐节最大限度延续游客的体验，全方位带
动扎赉特旗文旅综合消费，助力乡村振兴，提升好力保稻谷
景区、佳稻里民宿旅游的热度和知名度，擦亮区域旅游品
牌。”展望未来，扎赉特旗文旅局局长李占生表示，今后扎赉
特旗将继续依托丰富的自然资源与深厚的文化底蕴，精心
策划一系列主题鲜明的文旅活动，力求做“周周有主题、月
月有活动”，通过不断培育四季文旅品牌，丰富旅游业态，吸
引客源，聚集人气，进一步促进旅游消费升级，不断开创扎
赉特旗文旅产业发展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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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包头8月 5日电 （记者 蔡
冬梅 通讯员 邓雅鑫）近日，国家林
草局和自治区林草局复函，同意将包头
市作为荒漠草原区域探索“草光互补”
模式的试点地区。

为积极稳妥地探索荒漠草原高水平
保护修复和可持续利用新路径，科学有效
地保护利用“草地资源”与“光能资源”，探
索解决光伏发电项目用地与基本草原边
界冲突的问题，包头市林草部门在充分考

虑三北地区荒漠草原和沙化草原类型特
点的基础上，积极争取将包头市作为荒漠
草原区域，探索“草光互补”模式的试点地
区。该项工作得到国家林草局和自治区
林草局的大力支持，自治区林草局组织专
家进行实地调研，论证包头市编制的《包
头市荒漠草原探索“草光互补”模式试点
方案》。国家林草局将达茂旗“草光互补”
模式试点纳入内蒙古草原保护发展综合
改革试验区探索建设任务。

包头市获批荒漠草原“草光互补”模式试点

□本报记者 高慧 张慧玲

7月 25日早晨，一场雨后，马鞍山
林莽苍苍，连绵如画。赤峰市喀喇沁旗
马鞍山村村民张国利巡视完山葡萄，走
在雨水洗过的村道上，打算回家开上自
家的新能源电动车，去 10公里外的锦
山镇上来场“大采买”。

“以前没有路，葡萄种出来没人来
收，只能低价卖，现在路修通了，门口就
有葡萄酒厂，葡萄不愁没人收！2020
年我还买了电车，我掐着电表算过，去
锦山来回一趟才1.5元，无论冬夏，都方
便！”行驶在干净宽敞的村路上，70岁
的张国利感觉日子越过越舒坦。

农村公路是覆盖范围最广、服务人
口最多、提供服务最普遍、公益性最强
的交通基础设施。内蒙古牢记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四好农村路”的重要指示
精神和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因地制宜、
以人为本发展“农村公路+”模式。10
年来，国家、自治区累计投入各类资金
600 亿元，支持我区新改建农村公路
10.3万公里，完成投资1172亿元，成功
打通了农村公路“神经末梢”。

如今，内蒙古农村公路总里程达到
17.7万公里，779个苏木乡镇和11050个
嘎查村全部通硬化路，农村牧区公路建设
发生历史性变化。一张“外通内联、通村
畅乡”的农村交通网络已然织就，农牧民
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以路治沙 让绿色一路
突围

7月 27日，驱车行驶在赤峰市翁牛
特旗穿沙公路乌白路上，蜿蜒的柏油公
路将连绵起伏的沙丘一分为二，公路两
侧蔚为壮观的草方格沙障如同在大地
上织就的黄金甲，将沙子牢牢锁住。草
方格内，黄柳、柠条郁郁葱葱，绿色沿着
公路两侧在沙丘里不断延伸。

“乌白路是我们翁牛特旗2021年建

成通车的一条穿沙公路，全长91公里，
横贯科尔沁沙地，目前乌白公路两侧已
实现综合治理沙地70万亩。”翁牛特旗
交通运输局局长战廷辉介绍，从2003年
第一条穿沙公路修建通车至今，翁牛特
旗已先后开通乌白线等“六横十纵”16
条穿沙公路，总里程479.5公里，累计完
成沙地综合治理509万亩。

翁牛特旗地处科尔沁沙地西缘，全
旗沙化土地面积为667万亩，占全旗总
面积的37.4%，有8个苏木乡镇、92个嘎
查村、14万人地处沙区，是赤峰市沙地
面积最大、治理最难的地区，也是赤峰市
境内打赢科尔沁沙地歼灭战的主战场。

“生活在沙区里，以前大家出行不
方便，都是几家几户骑着摩托车到能通
车的地方，再一起雇个车去附近的镇子
上买东西，现在嘎查周围通了3条穿沙

路，嘎查 80%的住户都买了车，新鲜蔬
菜，想啥时候吃就啥时候吃。”在阿什罕
苏木乌兰敖都嘎查牧民苏和巴特尔眼
中，穿沙公路不仅方便了牧民出行，更
是一条致富路，以前牧民除了牧业再没
有其他收入，现在大家参与治沙，嘎查
里勤快的小两口人家，仅春季打草障就
能挣到近3万元。

内蒙古是我国荒漠化和沙化土地
最为集中、危害最为严重的省区之一，
境内分布有巴丹吉林、腾格里、乌兰布
和、库布其“四大沙漠”和毛乌素、浑善
达克、科尔沁、呼伦贝尔“四大沙地”。
如今，一条条穿沙公路正在将沙区“切
割”，带着绿色在沙区一路突围。

巴彦淖尔市磴口县位于乌兰布和
沙漠和“塞外粮仓”河套平原之间，独特
的地理位置让这里成为了“守沙要塞”。

磴吉线全长 66公里，横穿乌兰布
和沙漠腹地，是乌兰布和沙漠综合治理
和通往阿拉善盟的重要通道。

“以前这里治沙，人们要背着或
抬着苗木进入沙漠栽种，路修通后，
车辆可以直接将苗木拉到作业现场
附近，梭梭造林插苗机也有了用武
之地。 ■下转第4版

路通沙退 业兴民富

内蒙古17.7万公里通村路铺就乡村振兴新“途”景
本报8月5日讯 （记者 刘志贤 白莲）

新部署，新起点。自治区党委十一届八次全会
强调，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
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
全区高校掀起学习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热
潮，广大教育工作者纷纷表示，要深刻学习领会
会议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安排部署，发挥好高
校重大科技突破的“策源地”、高端创新人才的

“集聚地”、创新人才培养的“主阵地”作用，奋力
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必须深入实施
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
健全新型举国体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
能。要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这为我们明确了
方向。”内蒙古大学科学技术处负责人朱保华表
示，作为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的一名科技管
理工作者、科技体制改革的参与者，今后工作中
将紧密围绕国家、自治区重大需求，坚持问题导
向，深入推进科研领域“放管服”改革、不断强化
有组织科研，进一步提升学校的科技创新能力，
助推学校以高水平科学研究服务自治区两件大
事及科技“突围”工程等，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内蒙古新篇章作出新的贡献。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为新征程上进一步
全面深化改革、开辟中国式现代化广阔前景指
明了方向。内蒙古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
记范志忠表示，学院将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
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首要政治任务，完善学校教育事业发展规划
（2025～2030 年），更加自觉地立足教育强国
建设和新时代职业教育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坚持用改革精神管党治党，以钉钉子精
神推动教学、科研、管理、服务等各项改革落实
落细；强化创新驱动，通过理念创新、管理创新、
制度创新等多维度创新，激发全校上下的创新
创造创富活力，高标准开启“六个校园”建设，
扎实推进学校可持续高质量发展，为自治区乃
至国家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
匠、大国工匠。

“我们要充分认识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重
大意义、目标要求，也要紧扣自身实际，及时将党
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新观点、新论断、新思
想、新战略、新要求融入到思政课教学与改革之
中，武装学生头脑；要加强对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
精神的理论阐释，力争产出高质量研究成果；积极
组织好各类宣讲活动，推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
精神‘飞入寻常百姓家’。” ■下转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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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图古斯毕力格

“你们好，让你们久等了。不过路
修好以前，你们可能还得多等1个小时，
现在有了柏油路，方便多了。”巴拉乌拉
嘎查党支部书记阿拉腾苏布达见到记者
后，话语里既满含歉意又带着激动。

7月28日，记者一行来到巴彦淖尔
市乌拉特后旗获各琦苏木巴拉乌拉嘎
查。得知记者来采访，正到苏木开会的
阿拉腾苏布达第一时间往回赶，1个多小
时后，她乘坐一辆白色皮卡车沿着崭新
的柏油路疾驰而来。

“修路以前从苏木到我们嘎查，中间
有50多公里的土路，路面坑洼不平，特
别难走，跑一趟至少需要两个半小时，现
在最多一个半小时就到了。”阿拉腾苏布
达说，“这条路不仅缩短了牧民们的赶路
时间，更是牧民们通向致富的‘路’。”

据介绍，以前因交通不方便，收羊
绒、牛羊的商贩不愿意到巴拉乌拉嘎
查，牧民们只能把牛羊等拉到 200公
里外的潮格温都尔镇活畜交易市场进
行买卖。此外，牧民购买饲草料也很

不方便，在同等距离的情况下，要比别
人多花不少运费。

“道路修通后，嘎查的流动人口明
显增多了，开商店、饭馆的也有了。”阿拉
腾苏布达说，“发展集体经济也方便了，
我们嘎查计划集中力量发展驼奶产业。”

乌拉特后旗的3个边境苏木镇辖区
地域广阔、住户分散、地形地貌复杂，大
部分路为土路。为完善边境地区路网建
设，2023年乌拉特后旗投资9000万元
实施了“莫林至巴阿界”路网改善项目工
程。该项目位于获各琦苏木，路线起于
莫林，途经满都拉嘎查、前达门嘎查，终
于巴拉乌拉嘎查（原戈壁苏木），路线全
长54.85千米。全线采用三级公路标准
设计，行车速度40公里/小时，2023年
11月17日全线通车。

“这条路惠及3个嘎查，共308户
1000 多人，群众出行比以前方便多
了。”获各琦苏木党委书记吉仁朱日嘎
说，“近几年，我们为了帮助牧民打通

‘致富路’，不断争取项目资金，大力实
施路网工程，先后在辖区内实施了
190余公里的三、四级公路工程，显著
提升了牧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水平。”

边境牧民的致富路越走越宽阔

□本报记者 刘洋 通讯员 张婷

“现在的大黑河，水波荡漾、波光粼
粼，两岸更是五彩缤纷、色彩斑斓。”盛
夏时节，呼和浩特市玉泉区融媒体中心
摄影记者丁根厚又来到了大黑河拍摄
采风。“大黑河的水质越来越好，鸟类越
来越多，就像我儿时的那种感觉。”

作为土生土长的玉泉人，丁根厚看
着焕然一新的大黑河感慨万分，“小时
候经常在水里逮鱼摸虾，但后来水质一
度堪忧。没想到短短几年这条呼和浩
特母亲河就恢复成现在的胜景。”

大黑河生态之变背后，是深化改革
创新，加快集聚生态要素的治理举措。

玉泉区水务局局长李和平介绍 ，
大黑河作为黄河的一级支流，是流经玉
泉区的重要河流。为全力推动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玉泉区锚定
“河畅、水清、岸绿、村美、业兴”建设目
标，因地制宜、统筹谋划、协同推进、狠
抓落实，持续改善大黑河生态环境，学
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振兴，
加快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努力将大黑
河建设成为造福群众的幸福河。

2023 年至今，玉泉区稳步实施了
大黑河蒙牛大桥至 103省道段河道修
复工程和辛辛板污水处理厂尾水湿地
净化工程，大黑河生态文明建设得到持
续巩固和加强。

“我们拓宽提升大黑河玉泉段12.787
公里南岸堤顶路，疏浚连通沙梁子村至碱

房村5公里河道，增强通行能力，保障主河
槽行洪通畅。”李和平介绍，“同时，我们围
绕主河槽两侧新建9处生态净化塘、14处
土壤渗滤床、8处仿自然强化湿地，种植13
种共计约6万平方米水生植物，提升河道
水质净化能力提高生物多样性，累计修复
生态面积139万平方米。”

玉泉区农牧局局长姜丞曜介绍：
“为提升大黑河沿岸村庄面貌，我们根
据村庄条件和能力，因地制宜、分类实
施，进行整体拆迁和生态修复，并沿村
庄修建3条连通城市的柏油路，新建生
态游园和街心公园。”同时，玉泉区结合
优化村庄布局工作，提高村庄项目服务

和产业发展能力。
在玉泉区大黑河畔，有一处“网红

打卡地”，它就是“湖心岛”。站在这里
向远处眺望，荷塘苇海、百顷绿地，谁能
想到这里曾是一片沼泽。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中国式
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玉泉区园林服务中心主任马明说：“我们
沿河分布种植低杆葵花、油菜花等作物，
精心培植十里花堤、养护浪漫花海。并围
绕‘湖心岛’网红打卡地，改造提升班定营
旧桥和完善观赏路线服务设施，开发
4000平方米观景长廊，以及观赏拍摄平
台等设施，网红景点吸引力进一步增强。”

治好一条河，幸福一方人。行走在
“建好幸福河”的路上，玉泉区将持续挖
掘资源禀赋，依托良好生态环境科学谋
划，奋力向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目标
不断迈进。

大 黑 河 变 身 造 福 群 众 的 幸 福 河

（
十
版
）

百 年 光 彩 艳 如 初

奋斗创造历史，实干成就未来。自
治区党委十一届八次全会就持续用力
抓好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的贯彻
落实作出了详细部署，奏响了以实干担
当 把 改 革 蓝 图 变 为 美 好 现 实 的 最 强
音。全区上下要发扬钉钉子精神，鼓足
劲头、奋发进取，全力推动各项改革措
施落地见效。

保证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落地

落实、实现全年目标任务，必须扎实推进
党的建设，持续用力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常态长
效地抓好党纪学习教育、整治形式主义
为基层减负、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
腐败问题，加大反腐倡廉力度。必须加
强和改进社会治理，下大气力整治各种
顽疾和乱象，推动形成人人遵规守法、事
事照章办理、社会井然有序的良好局

面。必须严防严控风险，落实意识形态、
安全生产等工作责任制，健全自然灾害
预警和应急响应机制，守好安全底线。

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是推动
改革不断取得新成效的制胜法宝。凝
聚起全区上下团结奋斗的磅礴力量，必
须把全社会干事创业的积极性调动起
来，激发全区人民参与改革、推动改革
的主动性、创造性， ■下转第3版

持 续 用 力 抓 好 贯 彻 落 实
——五论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十一届八次全会精神

本报评论员

立秋将至，站在岱海湖
边，美丽的生态画卷尽收眼
底。成群的白天鹅、赤麻鸭、
海鸥、白鹭等各种雁鸭、鸥类
水禽在水中嬉戏、觅食，构成
一幅和谐壮观的画面。近年
来，乌兰察布市紧紧围绕全
流域系统谋划、科学治理的
工作思路，采取补水节水、污
染防治、生态修复等一系列
重要措施，岱海流域面积缩
减趋势放缓，水质恶化趋势
得到遏制、生物多样性稳步
提升，流域生态环境得到显
著改善。

本报记者 郭奇男 摄

岱海流域生态
环境显著改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