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锚定现代化 改革再深化

新华社北京8月6日电 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近日对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
利用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北京中
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和

“巴丹吉林沙漠－沙山湖泊群”、“中国
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二期）”成功列
入《世界遗产名录》，对于建设物质文明

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中国式现代化具有积极意义，为世界
文明百花园增添了绚丽的色彩。

习近平强调，要以此次申遗成功
为契机，进一步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
的整体性、系统性保护，切实提高遗产
保护能力和水平，守护好中华民族的
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要持续加强文

化和自然遗产传承、利用工作，使其在
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
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要加
强文化和自然遗产领域国际交流合
作，用实际行动为践行全球文明倡议、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更
大贡献。

日前，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
决议，将我国世界文化遗产提名项目

“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
杰作”和世界自然遗产提名项目“巴丹
吉林沙漠－沙山湖泊群”、“中国黄（渤）
海候鸟栖息地（第二期）”列入《世界遗
产名录》。至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
到59项，居世界前列。

习近平对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
让文化和自然遗产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本报8月6日讯 （记者 白丹）8
月 6日，自治区政协围绕推动“政协+法
院”民商事纠纷多元化解机制规范化、
制度化、常态化建设召开对口协商会。
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昆出席会议并讲
话。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罗志虎主持会
议，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杨宗仁出
席并讲话，自治区政协秘书长杨利民出
席会议。

会上，自治区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

会负责同志作调研情况说明，部分盟市
和旗县政协、法院相关负责同志和特邀
调解员代表作交流发言。

会议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共二十
届三中全会精神，进一步推动“政协+法
院”民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工作规范有序开
展，在健全制度机制、发挥委员作用、推动
平台建设、提升调解实效等方面持续用力，
站在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高度
全面提升工作整体效能。

自治区政协召开对口协商会
张延昆讲话

“现在家里有了自
来水，生活方便了，喝
的水也干净了，真好
啊！”包头市达茂旗满
都拉镇巴音哈拉嘎查
牧民仁其玛感叹道。

来到仁其玛的家
中，老人正在用洗衣机
洗衣物，见到记者到
来，她热情地用饮水机
里刚烧开的纯净水沏
好茶。如今，她家中还
添置了热水器、水冲厕
所，用水越来越方便，
这样的生活对于以前
的仁其玛来说，是做梦
都不敢想的。

过去，由于边境牧
区草场占地面积大、牧
户居住分散，许多牧民
居住在无水或缺水草
场，人畜饮水成本高。
加之受地下水资源匮
乏、投入不足等问题的
制约，部分区域要到 5
公里以外拉水，季节性
缺水成为部分边境牧
民的急难愁盼。

生活在满都拉镇
额尔登敖包嘎查的牧
民阿古达木，就曾经被
这些问题困扰过。“我
们原来每天都用扁担
从井里挑水，特别费
劲， ■下转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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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聚306家草产业上下游产业链公司；建成规模化苜
蓿种植基地12个、规模化燕麦种植基地10个，饲草种植总
面积突破160万亩；开发了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的苜蓿“芯
片”，研发了填补国内空白的育种检测技术……

近年来，呼和浩特重点围绕“生态草”“产业草”做文章，
着力打造企业创新发源地、草产业发展高地、产学研协同示
范地，形成全方位、多元化的创新服务体系，不断加快草业
创新发展、提质升级，形成草产业新质生产力。

“量”上做文章

走进位于土左旗毕克齐镇的优然牧业敕勒川生态智
慧牧场，全智能无人挤奶机器人、饲喂机器人、推料机器
人等各司其职；牧场运营管理系统和物联网技术结合，全
天候监控牧场各个环节，对牛舍的温度、湿度、光照等自
动调节；智慧牧场系统可以实时掌控奶牛的产奶量、采食
量、运动量及健康情况。

优然牧业敕勒川生态智慧牧场是配套伊利现代智慧
健康谷而建设的重要奶源基地之一。

截至去年，已经种植优质饲草2500亩，其中智能化种
植优质苜蓿1800亩，种植盐碱地改良燕麦700亩。今年，
再次新增种植面积1800亩。

“基地是集草业智慧管理、苜蓿草品种培育、种植新
技术研究、研学观光于一体的示范园区。”敕勒川生态智
慧牧场负责人甘洪伟介绍，利用智慧管理系统，融合国内
首创的苜蓿草种植SOP标准化管理，结合现代卫星遥感
技术、微型气象站、土壤墒情仪和水肥一体化系统，实现
牧草从种植、管护到收获的全程精准高效管理。

基地的一大亮点是：不但利用优然牧业自主开发、领先
的“优草云”智慧管理系统，实现生产智能化。同时，采用粪
肥还田与牧草种植有机协同，形成绿色、循环、可持续模式。

近年来，呼和浩特坚定实施“为养而种、种养结合”的
战略，大力推进饲草产业园区建设和规模化种植，目前已
在土左旗、和林县、托县等地成功创建了多个大型饲草种
植基地。饲草自给率超过80%，已经形成了“青贮玉米+
苜蓿草+饲用燕麦”的“三元供给模式”。

2023年，呼和浩特已建成优质饲草基地145万亩，今
年要扩大到160万亩，提供400万吨优质饲草料，饲草自给
率稳定在80%以上，同步将170万亩盐碱地改良为饲草种
植基地，力争到2025年饲草种植基地突破300万亩以上。

“质”上求突破

今年3月，由中国工程院冯起院士主持，蒙草集团揭榜，中
国科学院西北研究院、内蒙古草业技术创新中心等单位合作的

“耐盐碱苜蓿品种选育与种植综合技术集成研究与示范”项目，
作为呼和浩特市2024年“揭榜挂帅”重大科技项目启动。

蒙草微生物应用研究院科研人员介绍，项目的实施将着力解决呼和浩特地区
饲草供应不足问题，扩大苜蓿商品草的种植面积。待到盐碱地里苜蓿繁茂生长，
牧草产量将大幅提升，地区种植业结构更加丰富，乳产业前端链条进一步强化，一
举多得助力奶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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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呼伦贝尔 8月 6日电 （记
者 李新军 通讯员 宝斯日古冷）
在内蒙古呼伦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新
开湖区域，一对疣鼻天鹅带着 5只雏
鸟在水中嬉戏，这是首次在此区域发
现疣鼻天鹅繁殖，也是我国疣鼻天鹅
的最北繁殖记录。

疣鼻天鹅分布于亚洲中部与南
部、欧洲和北非，国内主要繁殖地在新
疆中部、北部、青海柴达木盆地、甘肃
西北部和内蒙古。疣鼻天鹅具有极强
的领地意识，对环境敏感度极高，喜欢
栖息于水草丰盛的开阔湖泊、河湾、沼
泽和水流缓慢的河流及其岸边等地，

常在开阔的水面觅食。
近年来，通过持续的科学治理和系

统保护，呼伦湖流域湿地生态系统逐渐
恢复，保护区内鸟类种群数量持续增加，
分布范围也逐渐扩大。新开湖重新注水
后，生态环境重现生机，吸引了疣鼻天鹅
等数以万计的鸟类到此栖息繁殖。

呼伦湖自然保护区首次发现疣鼻天鹅呼伦湖自然保护区首次发现疣鼻天鹅繁殖繁殖

□本报记者 白莲

内蒙古矿产资源丰富，露天矿区现
场地质环境复杂，在应急抢险救援最前
线，如果有先进的边坡监测技术支持，
那将对矿山安全发挥重要作用。而在
露天煤矿安全监测领域，我区已形成技
术和装备优势，内蒙古工业大学雷达科
研技术团队自主研发的全方位微变监
测雷达正守护着北疆矿山的安全。

在自治区雷达技术与应用重点实验
室，实验室主任、内蒙古工业大学信息工
程学院院长黄平平教授正带领团队进行
新型三维微变监测雷达的关键技术攻坚。

“与二维微变监测雷达相比，迭代
升级的三维微变监测雷达能够提供更
为准确的信息，将及时、精准监测到发
生形变的具体位置。”黄平平说。未来，
高陡边坡露天矿山的安全监测将会有
更精准、更高效的雷达监测装备。

坚持自主创新，黄平平团队研发的
地基微变监测雷达技术实现转化，并应
用于国内28个省份的露天矿山与地质
灾害监测等领域。这样的一份成绩单，
凝结着他们的心血。

科学研究上天入地，哪里有课题，
哪里就有科研工作者的奋斗身影。内
蒙古地质环境复杂，在矿山滑坡、草原
植被、黄河凌汛、森林防护、边境巡查、
荒漠化检测等多领域，基于雷达遥感技
术，黄平平团队开展了大量工作，让“雷
达哨兵”大展身手，更加智慧地守护内
蒙古的绿水青山。

2010年 9月，黄平平从中国科学院
电子学研究所博士毕业后，来到内蒙古

工业大学担任教职工作。面向自治区矿
山安全的重大需求并结合个人兴趣，他
将研究聚焦在“微变监测雷达”研发上。

“通过调研发现，自治区矿山安全监测潜
在需求巨大，而我所学的雷达技术在这
方面有巨大的应用潜力，但其中有待于
解决的技术问题也很多。”黄平平说。

不断探新路、攀高峰，不断拓展科
学边界。黄平平带领团队在雷达成像
新方法新技术理论与应用研究、合成孔
径雷达（SAR）草原定量遥感理论与方
法、地基弧形合成孔径微变监测成像新
体制等方面取得一系列创新成果，团队
研制的地基微变监测技术也从早期的
60°到 90°直线扫描，发展到弧形孔

径圆周扫描新体制，逐渐走到国际先进
水平。

“不能闭门造车，要走出实验室，到
各种应用场景中去做科研、做有实际价
值的科研，研究成果一定要经得起现场
各种复杂环境检验。”黄平平说。

在垂直结构等较为极端的应用场
景中，雷达回波同时返回，区分更为困
难。为攻克这一难关，黄平平带领团队
前往矿山、具有地质灾害隐患的山体结
构等不同地形场景进行野外实地实验，
逐步提升并完善雷达在复杂地形条件
下的高精度测量能力。

2017年，团队完成成果转化，创建
了自治区第一家雷达高技术装备研发
与生产企业。如今，在多项具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技术支撑下，系列产品畅销国
内外，实现年产值近亿元。团队还多次
参与了国家重大应急救援工作，为筑牢
国家安全防线作出有力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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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 达 哨 兵 ”守 护 北 疆 绿 水 青 山

疣鼻天鹅带着四只小鹅觅食疣鼻天鹅带着四只小鹅觅食。。

本报 8月 6 日讯 （记者 霍晓
庆）记者从自治区林草局获悉，日前，自治
区财政下达专项资金5000万元，用于支
持实施38个林业产业化项目实施，全力
培育壮大林业产业集群。

林业产业是集生态、经济、社会效
益于一体的绿色富民产业，是绿水青
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重要途径和载
体。此次下达的38个项目，聚焦特色
林果、森林食品、木本粮油、林草中药
材4大优势产业，突出各盟市特点，强
化特色产业集聚化发展。通过项目建

设，预计林药、林菌等林下种植、木本
粮油、特色林果等种植基地规模将增
加4万亩，森林食品、特色林果、木本粮
油、林草中药材、灌木饲料等林产品加
工年产量将增加8万吨以上。同时，支
持 8家自治区级以上龙头企业培育种
植基地、建设保鲜库和提升深加工能
力，进一步做优做强林业产业化重点
龙头企业，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据介绍，通过38个项目的实施，将
撬动近5亿元社会资本投入林业产业，
预计带动1万余户农牧民就业增收。

内蒙古投入 5000 万元专项
资 金 壮 大 林 业 产 业 集 群

本报8月 6日讯 （记者 郝飚
李雪瑶 张璐）8月 6日，记者从商务
部网站获悉，商务部发布了关于城市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首批全域推进先行
区试点和全国第四批试点评审最终结
果，我区乌海市成功入选城市一刻钟
便民生活圈首批全域推进先行区试
点，赤峰市和锡林郭勒盟入选全国第
四批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试点。

据介绍，首批全域推进先行区试
点地区共有15个，乌海市是内蒙古自
治区唯一入选城市。首批全域推进先
行区试点将利用两年时间在其主城区
社区实现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全覆
盖。2022年，乌海市入选内蒙古自治
区首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试
点，同年被商务部确定为全国第二批
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试点。截
至目前，乌海市已建成试点社区生活
圈14个，覆盖全市90%以上的街道社
区，服务居民 53.21万人，在自治区率
先实现城区一刻钟社区生活圈全覆
盖。同时，乌海市正在探索向3个城郊

镇生活圈延伸，全力推进一刻钟社区
生活圈全域覆盖。

此外，在商务部公示的拟确定的
60个地区作为全国第四批城市一刻钟
便民生活圈试点名单中，赤峰市和锡
林郭勒盟成功入选。

近年来，赤峰市按照“试点先行、
以点带面、逐步推开”的方式，积极推
进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工作，
在全市范围内优选 43个便民生活圈
申报国家试点，计划到 2025 年，全面
推开便民生活圈建设工作，打造一批
布局合理、业态齐全、功能完善、服务
优质、智慧高效、快捷便利、规范有序、
商居和谐的便民生活圈。

锡林郭勒盟不只将 15 分钟看成
“时间尺度”，更是作为居民生活的“幸
福刻度”从科学优化布局、补齐设施短
板、丰富商业业态、壮大市场主体、创
新服务能力、引导规范经营等方面明
确工作任务，在服务半径为步行15分
钟左右的范围内，满足居民日常生活
基本消费和品质消费。

商务部发布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名单

乌 海 赤 峰 锡 林 郭 勒 三 地 入 选

本报8月6日讯 （记者 赵曦）
记者从自治区民政厅获悉，今年，中央
下达我区 2024 年民政领域中央集中
彩票公益金 14804 万元，较上年增加
6901万元，增长87%。

14804万元包括支持社会福利事
业资金11384万元及支持居家和社区
基 本 养 老 服 务 提 升 行 动 项 目 资 金
3420 万元。按照福利彩票“扶老、助
残、救孤、济困”发行宗旨，资金将用于

老年人福利、残疾人福利、儿童福利、
社会公益4个方面。

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的下达，有效
提升了基层民政服务能力，解决了一大
批困难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为规范福
利彩票公益金管理，优化资金分配方
式，本次资金分配按照“解决急需、突出
重点”原则，主要采取项目法进行分配，
通过精准资助104个项目，有效提高福
彩公益金使用的精准度和有效性。

中央下达我区 2024 年民政领域
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超 1.48亿元

□新华社记者

“要以此次申遗成功为契机，进一
步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的整体性、系统
性保护，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
平，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

珍宝。”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文化
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作出重
要指示，深刻阐释“北京中轴线——中
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等项目成功列
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重要意义和时代
内涵，为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
利用工作注入强大动力。

就在7月下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
46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将我国世界
文化遗产提名项目“北京中轴线——中国
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和世界自然遗产提
名项目“巴丹吉林沙漠－沙山湖泊群”、“中
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二期）”列入《世
界遗产名录》。 ■下转第3版

为世界文明百花园增添绚丽色彩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为加强文化和

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注入强大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