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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落实“五大任务”推动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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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巴依斯古楞 张璐

乌日图那松家在锡林郭勒盟正蓝
旗宝绍岱苏木扎鲁特嘎查，正处于浑
善达克沙地腹地。

但是，腹地不一定代表着黄沙连
片。您瞧！在乌日图那松家的草场上
绿树成荫、小溪蜿蜒，好一幅生态美景。

6月22日，他和妻子领着我们，走到
一棵饱经沧桑的参天大树跟前说：“这树
比我都大，今年它68岁了，是我姥爷种下
的第一棵树，也是我们家的神树。”乌日图
那松和爱人手牵手勉强能合抱这棵大树。

站在这棵乌日图那松家前人栽下
的大树下，我们乘着凉，聆听这家四代
人68年来在浑善达克沙地治沙的奋战
故事……

姥爷栽树向沙宣战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

时间回溯到 1956年，乌日图那松

的姥爷云登面对着裸露的沙地，萌生
出种树治沙的念头。

在那个年代，人工在沙地种树还
是个新鲜事儿。怎么种？在哪儿种？
如何保证成活率？

面对各种问题，云登勇敢地迈出
了第一步。他将树苗泡了好多天，直
到泡出根，才小心翼翼地种到了自家
蒙古包旁边。

第一次种树没有什么经验，云登
对这些小树苗呵护备至，看着小树一
天天长大，他欣喜万分。从种下第一
棵树开始，云登便将种树当成了他人
生中最重要的事情。

第一年种树成功后，一到春季，云
登就开始忙活，靠自己的双手种下了
40亩的树，把自家周围裸露的沙地变
成了绿洲。

可是，有一年碰到大旱，看着辛辛

苦苦栽下的树一棵棵枯死后，云登坐
不住了。

“姥爷也真是个不达目的绝不罢
休的人。为了让这些树活下来茁壮成
长，他决定从 30公里之外的水源处，
挖一条水渠过来。”乌日图那松轻抚着
眼前的老树，慢慢讲述着那 60多年前
的往事。

在那个干旱少雨的春夏，一个孤
独的背影、背着一把铁锹和一点干粮，
日出而作日落而归。在当地人的纷纷
议论中，云登用了半年时间，将水渠挖
到了自家门前，从此浇树再没困扰过
这家人。

“瞧，这条小河就是。当年姥爷用
了整整半年挖通，前年我雇了个铲车，
仅用 3天就疏通了一遍。”乌日图那松
指着脚底下的潺潺溪水说。

后来，由于治沙造林有功，云登还

获得过自治区级荣誉，与“草原英雄
小姐妹”龙梅、玉荣共同参加过表彰
活动。

如今，云登栽下的 40亩树历经岁
月风霜，留下诸多印记，但它们依然坚
定地挺立着，仿佛在向世人诉说着老
一代草原人民让家乡变美的决心与毅
力，以及这一路走来的艰辛。

翁婿两人接棒守绿洲
绿色倾染浑善达克沙地

时光流转，乌日图那松父亲敖其
日特木尔从岳父云登手里接过植树造
林的使命。

敖 其 日 特 木 尔 深 知 治 沙 的 艰
难，那恶劣的环境、稀少的水源以及
难以预料的困难如同沉重的枷锁。
他不断改进种树的方法并增加种树
品种，经常在沙漠 中 穿 梭 观 察 ，寻
找 更 适 合 沙 漠 生 长 的 树 种 。 他 精
心呵护着每一棵幼苗，如同呵护着
自己的孩子。 ■下转第3版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

一户牧民四代人68年的治沙情结

本报包头 8 月 13 日电 （记者
蔡冬梅）记者8月13日从包钢集团获悉，
百米吊车远程集控项目成功落地包钢，该
项目是包钢股份积极响应国家智能制造
战略，大力推动产业升级和创新发展的重
要举措之一，目前已在轨梁厂正式投入使
用，标志着包钢在生产智能化领域迈出了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一步。

包钢股份轨梁厂吊检部负责人向记
者介绍，他们从今年 3月份开始建设这
个项目，通过建设集“生产操作、设备运
维”为一体的集中操控中心，实现“集控
化、少人化、一键化”操作。经过几个月
精心筹备与施工，项目终于圆满落地。
目前，1号、2号线的 3个成品库区、6台

百米吊车已全面实现远程智能化集中控
制的转型升级，操作人员可以在集控中
心控制室内，通过高精度、低延时的监控
画面和先进的操控系统，实时掌控吊车
的运行状态，便捷操控吊车进行入库、装
车等各种复杂的吊运任务。“实现了对百
米吊车的精准、高效操控，大大提高了生
产效率和安全性，有效改善职工工作环
境，进一步提升本质化安全水平。”

据了解，该系统还具备智能库管、视
觉识别、设备自诊断与安全管控等先进功
能，有助于钢轨库区和运输板车得到动态
且高效的管理，设备故障得到有效预防并
快速应对，使作业现场可被全面监控与详
尽记录，从而确保生产流程的安全与顺畅。

百米吊车远程集控项目落地包钢

本报8月 13 日讯 （记者 张璐 许敬 徐
跃）8月 13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自治区宣讲团深入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机关和锡林
郭勒盟进行宣讲。

在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机关，自治区宣讲团成
员、自治区纪委副书记、自治区监委副主任陈继清
从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重大意义、深入学习领会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上的重要讲
话精神、全面准确理解《决定》提出的进一步全面深
化改革重大举措，以及深入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十
一届八次全会精神，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
章4个方面，对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进行了深
入细致的讲解。宣讲报告紧扣主题、立意高远、系
统全面、重点突出、内容丰富。

聆听报告后，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研究室干部刘
佳媛表示，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把“聚焦发展全过
程人民民主”列为“七个聚焦”之一。作为人大机关
的一名青年干部，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在今
后的工作中，将认真履职尽责，积极担当作为，扎实
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为深入学习好、宣传好、贯彻
好全会精神贡献力量。

在锡林郭勒盟，自治区宣讲团成员、实践杂志
社总编辑张轶敏从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总体情况，
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
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准确理解《决定》提出的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重大举措，全力以赴抓好全会
精神贯彻落实、深入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十一届八
次全会精神、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4个
方面进行了解读。

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思想政治理论部副教授米
尔文聆听宣讲后说：“作为一名思政课教师和基层
理论宣讲员，今后我将继续加强对全会精神的学
习，做好基层宣讲工作，并在教学中做到学术性和
思想性相结合、理论性和实践性相结合，为奋力书
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贡献自己的力量。”

张轶敏还走进锡林浩特市融媒体中心，向新闻
从业者宣讲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并就主流媒
体如何推进系统性变革等话题与大家互动交流，现
场气氛热烈。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要以全会精神为指引，时
刻保持敏锐的新闻嗅觉，深入挖掘能够反映时代变
迁、展现改革成效的新闻素材，努力为改革营造良
好的舆论氛围。”锡林浩特市融媒体中心总编室副
主任门婧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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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肖璐 王塔娜

初秋8月，阳光正好，草木正盛。8
月11日至13日，参加中国人权发展基
金会和中国大唐集团联合主办的“环
境、发展与人权：现代化进程中的绿色
低碳发展”国际研讨会的境外嘉宾代
表走进内蒙古赤峰市，参观了解历史
文化保护、生态环境治理、新能源产业
建设、绿色低碳发展等情况。

读懂一座城，从历史文化开始。
11日下午，境外嘉宾代表来到赤峰博
物馆和辽代历史文化博物馆，丰富的

馆藏文物见证了红山文化和同时期其
他文化广泛地交往交流交融，推动了
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也见证了五
千多年中华文明的生生不息，让参访
的境外嘉宾惊叹不已。

“中国是一个富含丰富历史文化
底蕴的国家，赤峰博物馆的设计风格
很独特，希望世界各地游客都来参
观。”HCD地球关怀文化协会创始人哈
维·加利·佐丁说。

瓦蓝的天空，低垂的白云，涌动的
风车，绵延的绿意向着天际延伸，遍地
的牛羊如珍珠般散落……8月的内蒙
古，迎来一年中最“养眼”的季节。

12日，境外嘉宾代表来到素有“内
蒙古缩影”美誉的克什克腾旗。走进
塞罕坝风电场，风车矗立、叶片徐徐转
动。在风电场场史馆、主控楼，境外嘉
宾代表跟随讲解员纵览风电行业的历
史变革，了解绿色能源先进技术后，浙
江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博士熊田
直子感慨，看到中国风力发电工程发
展得这么好，很钦佩。

“中国从依靠煤炭等能源模式，转
换成风力发电这样的绿色能源科技，
这种成果不仅仅是依靠科技，更是通
过人们的辛勤努力，才能在这个领域
领先于世界，这是一件值得祝贺的事

情。”熊田直子说。
从风电场出发，到达克什克腾旗

乌兰布统大草原，透过车窗极目远
望，独具特色的丘陵式草原风光尽收
眼底。境外嘉宾代表纷纷下车，拍照
留念。了解到乌兰布统苏木依托优美
的自然风光、有效的生态保护建设举
措，带动旅游产业蓬勃发展，境外嘉宾
代表连连称赞。

印度尼西亚能源和矿产资源部各
类可再生能源副总监安德里亚·费比·
米斯娜说：“这是我第一次来内蒙古，这
里的环境让我印象深刻，此次活动将是
一次很好的实践， ■下转第3版

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内蒙古，让境外嘉宾赞叹！

AI大展身手 内蒙古迎来“智”造时代
（
五
版
）

鄂 托 克 前 旗
生态持续向好

初秋时节，鄂尔多斯市
鄂托克前旗敖勒召其镇绿意
盎然。该镇地处毛乌素沙地
腹部，境内共有裸露沙地 20
余万亩，是毛乌素沙地歼灭
战的主阵地。近年来，敖勒
召其镇坚持以生态保护之

“能”，托举绿色发展之“势”，
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如今，
敖勒召其镇全年空气质量优
良 率 达 93%以 上 ，PM2.5 常
年 维 持 在 22ug/m3，城 镇 绿
地率、绿化覆盖率分别达到
37.5%和 42.1%。

本报记者 王晓博 摄

本报8月 13日讯 （记者 帅政）
8月 13日，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
发布会，对近日印发的《内蒙古自治区
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美
丽内蒙古建设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
《实施意见》）进行解读。记者从发布会
上获悉，我区将从持续巩固自然生态屏
障、加快推进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
加快建设美丽城市和美丽乡村、加快推
进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好转、积极稳妥推
进碳达峰碳中和、维护生态环境安全、

推进美丽内蒙古建设全民行动、健全美
丽内蒙古建设保障体系等8个方面推进
美丽内蒙古建设。

据了解，《实施意见》紧扣内蒙古实
际，针对森林、草原、河湖湿地等关键生
态要素，对防沙治沙、水资源节约利用、
耕地质量提升等重要任务进行了全面
系统的阐述，推动建立全要素保护治理
格局。同时，《实施意见》结合我区建设
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国家重
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 ■下转第3版

我区从 8 个方面推进美丽内蒙古建设

本报 8 月 13 日讯 （记者 章
奎）8月 13日，自治区人民政府与中国
银行在呼和浩特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
政府主席王莉霞会见中国银行董事长
葛海蛟一行，并共同见证签约。

王莉霞对葛海蛟一行表示欢迎，
向中国银行长期以来给予内蒙古的支
持表示感谢。她说，当前全区上下正
在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
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重要指
示精神，凝心聚力办好两件大事。刚
刚闭幕的自治区党委十一届八次全会
对全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作出了系
统部署，完成好这些目标任务离不开
方方面面特别是金融的支持。希望中

国银行以签署协议为新起点，在内蒙
古落实五大任务中寻找更多合作点、
切入点，为内蒙古高质量发展提供更
多金融助力。我们将全力支持中国银
行在内蒙古的经营发展，积极推动议
定事项落地见效。

葛海蛟表示，内蒙古发展势头良
好、产业基础雄厚，是投资兴业的热
土，对金融行业吸引力巨大。我们将
认真落实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把
中国银行优势同内蒙古所需结合起
来，充分发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职
能，帮助做好科技、绿色、普惠、养老、
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努力为完成五
大任务作出更大贡献。

黄志强参加活动。

自治区人民政府与中国银行
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王莉霞会见葛海蛟并见证签约

科 技

本报 8月 13 日讯 （记者 王宇
婷）8月 12日，鄂尔多斯市驻村第一书
记助农直播孵化园揭牌暨“草原云”·
驻村第一书记助农帮扶大型媒体传播
活动在伊金霍洛旗启动。

近年来，电商在农村发展迅猛，为
乡村振兴提供了新动能、新载体，成为
数字乡村建设的重要抓手。今年中央
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实施农村电商高
质量发展工程，推进县域电商直播基
地建设，发展乡村土特产网络销售。

据了解，本次助农帮扶大型媒体传播
活动旨在通过“草原云”融媒体平台，
发挥自治区级、盟市级、旗县级三级媒
体联动优势，以驻村第一书记为主要
传播者，借助媒体传播优势和直播带
货形式，提升内蒙古乡村产品的知名
度，增强品牌影响力，助力农民增收，
推动乡村振兴和地方经济发展。乡村
振兴，关键在人，核心在产业。为了破
解农副产品的销售难题，激发乡村发
展活力， ■下转第3版

“草原云”·驻村第一书记助农帮扶
大 型 媒 体 传 播 活 动 启 动

新华社北京 8 月 13 日电 国务
院、中央军委日前公布新修订的《军人
抚恤优待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
2024年10月1日起施行。

新修订的《条例》旨在保障国家对
军人的抚恤优待，激励军人保卫祖国、
建设祖国的献身精神，加强国防和军队
现代化建设，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
职业。新修订的《条例》共6章64条，修
订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是坚持党的领导，明确军人抚恤
优待基本原则。军人抚恤优待工作坚
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贯彻待遇与贡献

匹配、精神与物质并重、关爱与服务结
合的原则。健全抚恤优待标准动态调
整机制，确保抚恤优待保障水平与经济
社会发展水平、国防和军队建设需要相
适应。

二是健全体制机制，适应国防和军
队建设新形势新要求。明确抚恤优待
对象范围和抚恤优待内容。明确管理
体制，规定退役军人工作主管部门、其
他有关机关、军队有关部门的抚恤优待
工作职责。明确中央和地方财政责
任。完善评定烈士、发放残疾抚恤金等
工作的军地衔接机制。

三是增加抚恤优待措施，加大服务
保障力度。规定抚恤优待对象享受社
会保障、基本公共服务和相应的抚恤优
待待遇。通过向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
的遗属增发抚恤金，邀请抚恤优待对象
参加重大庆典活动等措施增强荣誉激
励。建立关爱帮扶机制，加大对特殊困
难抚恤优待对象的关爱帮扶力度。

四是优化抚恤优待程序，提高服务
能力和水平。明确一次性抚恤金的发
放程序，保障抚恤优待对象合法权益。
细化残疾等级评定的程序，增加补办评
定残疾等级的情形。

国务院、中央军委公布实施新修订的《军人抚恤优待条例》

本报8月 13日讯 （记者 张慧
玲）8月 13日，记者从自治区水利厅召
开的农村牧区供水高质量发展推进会
上获悉，截至目前，内蒙古农村牧区
供水状况得到显著改善，全区农村牧
区自来水普及率达到 83.65%，提前两
年实现了“十四五”规划确定的目标
任务。

农村牧区供水，既要确保老百姓
“喝上水”，还要“喝上安全水”。6月
30日，自治区印发《内蒙古自治区农村
牧区供水高质量发展规划》，确定全区
101个旗县区为实施范围，主要目标是
到 2035 年基本实现农村牧区供水现
代化，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及规模化供
水工程服务农村人口比例分别达到
97%、70%，牧区供水到户率、县域统
管率、县域农村饮水安全标准化建设
比例均达到 100%。该规划从加快构

建高质量发展供水格局、全面推进农
村牧区供水县域统管、深入实施水质
提升专项行动、建立健全平急两用的
应急供水保障体系等方面持续用力，
进一步提升水量、水质、供水保证率等
供水保障水平。在城镇近郊区，优先
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在城市供水管
网短期难以延伸覆盖的地区，大力推
进集中供水规模化；对确实无法纳入
城乡供水一体化、集中供水规模化的
地区，因地制宜推进小型供水工程规
范化建设，到2025年底前基本实现农
村牧区供水专业化管理全覆盖。

截至2023年底，内蒙古建成农村牧
区供水工程44万处，覆盖农牧民1138万
人。自2024年开始，内蒙古力争通过3
到5年时间，初步形成布局完善、设施集
约安全、管护规范专业、服务优质高效的
农村牧区供水高质量发展格局。

提前两年实现“十四五”规划确定的目标任务

内蒙古农村牧区自来水普及率达到83.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