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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落实“五大任务”推动高质量发展

先进产业集群拔节生长
内蒙古制造业全速起航

（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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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锡林浩特市北胜利煤田中西部的国能北
电胜利能源有限公司核准产能 2800万吨/年，过
去是一家耗水大户。自 2018年水资源费改税以
来，该企业年度平均用水量超 50万吨，缴纳水资
源税达100余万元。

在税务部门“多排多征、少排少征、不排不征”
的正向减排激励调节作用下，该企业积极转变思
维，强化水资源循环利用，建设两座蓄水池收集疏
干水，用于采场生产作业洒水降尘；积极推进雨水
收集与利用系统建设，探索应用“中水回用”新技
术新方法。经过多方努力，企业耗水量由2021年
的83万吨下降至2023年的55万吨。该企业还在
生产线路附近种下1.27万株樟子松、云杉及90余
万株柳兰花，形成矿区特有的生态美景。

国能北电胜利能源有限公司的变化是锡林郭
勒盟矿山企业的一个缩影。近年来，锡林郭勒盟
税务部门优化创新服务举措，梳理编制支持绿色
发展税费优惠政策指南及文件汇编，帮助企业精
准享受“绿色税制”政策红利，帮助企业转型发展，
为全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厚植绿色底色。

生泰尔（内蒙古）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中药
材研究、动物保健品研发、养殖防疫用药技术服务
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为护航高新技术企业健
康发展，太仆寺旗税务部门以精准、协同、可持续
为导向，选派业务骨干组成“青年联合突击队”，深
入企业走访问需，提供定制化政策辅导，充分发挥
绿色税制正向激励作用，为企业提供全周期、高质
量、个性化的纳税服务。

“在国家各项税费优惠政策的扶持下，今年以
来公司累计享受各项税费优惠151万元。”生泰尔
（内蒙古）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王秀峰介绍，技术
升级的背后，国家税费优惠政策带来的资金“活
水”不可或缺。谈及未来的发展，王秀峰表示：“政
策既是支持也是导向，企业将一如既往坚持绿色
发展的理念，走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之
路，全面塑造企业新优势、提高竞争力。”

内蒙古兴安铜锌冶炼有限公司是一家以铜、锌
冶炼为主的有色金属冶炼企业，是西乌珠穆沁旗白
音华工业园区唯一的高新技术企业。在进行产业
升级改造、技术攻关过程中，资金紧张一直是困扰
企业的难题。白音华税务局了解企业转型痛点难
点后，立即对内蒙古兴安铜锌冶炼有限公司就研发
费用加计扣除、固定资产一次性税前扣除等税费优
惠政策开展辅导，并综合运用纳税信用等级评定等
为企业争取金融机构信用融资等权益，帮助企业平
稳渡过转型升级期，塑造出新的竞争优势。

“我们公司现有 38项专利，在税费优惠政策
的扶持下，公司可以放心投入技术升级改造，进一
步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协调统一。”内蒙古兴
安铜锌冶炼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周韧说。

为让企业绿色转型底气更足、脚步更稳，当地
税务部门细化“一企一策”服务机制，组织专家服务团队深入企业走访调研，根据企
业所属行业、生产规模、产品类型等量身定制税费优惠政策“加油包”，通过大力宣
传环境保护税优惠政策，鼓励企业综合利用、循环使用资源，增加可支配现金流，充
裕的现金流被企业用于研发投入和设备更新，实现环保效益与经济效益双提升。

在税费优惠政策“红利”的滋润下，锡林郭勒盟越来越多的企业正稳步迈向
绿色发展新高度。今后，锡林郭勒盟税务部门将持续关注辖区企业涉税需求，通
过实施绿色税制、精准推送政策、创新服务举措、强化部门联动等多项举措，因地
制宜、精准施策，护航企业绿色发展之路越走越宽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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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30 日，位于鄂尔多斯
市大路镇小滩子村“黄河稻渔
生态观光园”的 1300 多亩彩稻
丰收在望，曾经的一片撂荒盐
碱地，如今已经建成集有机水稻
种植、无公害水产养殖、观光、农
家乐等为一体的现代农业生态
园区。2023年，鄂尔多斯市委、
市政府制定出台了《高质量建设
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若
干政策措施》，在全区率先推出

“耕地增产改造奖”，对集中连片
改造 5000 亩以上中、重度盐碱
地，且改造后达到当地中产田产
量的，市本级每亩一次性分别补
贴资金 1000 到 2000 元，激发起
社会各界参与盐碱地综合利用
的积极性。同时，还出台了“盐
碱地改良利用特色保险”，探索
建立“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社
会参与”的多元化机制。

本报记者 毛锴彦 摄

盐碱地变生态田

□本报记者 高敏娜

8月 31日，走在兴安盟乌兰哈达镇
古城村田间，绿浪翻滚下的玉米长势正
旺，不时可见植保无人机在农田上空来
回飞翔，所到之处，阵阵白雾均匀喷洒在
农作物之上。

“我今年承包了150亩地，乌兰浩特
市农科局非常贴心，派工作人员免费给我
们来做植保，管理病虫害，今年又能大丰
收了。”村民申太杰满脸笑意地说，有专业
人员科学配比杀虫剂、杀菌剂与叶面肥，
他对即将到来的丰收充满信心。

在突泉县突泉镇溪柳村的玉米地
里，农技人员也正针对“一喷多促”中的
科学用药用肥、喷施时间、个人防护等关
键技术应用进行现场讲解和示范，增强
群众科学应对病虫害的意识。

“目前，我县完成了 42万亩的喷施
任务。县乡两级技术人员组成技术服务
队，赴一线开展技术指导和督导工作，确

保政策落实落地、取得实效。还分别制
定了玉米、大豆‘一喷多促’技术规范，对
技术路线，喷施方法、作业标准以及注意
事项等进行明确规定。”突泉县农牧技术
推广中心副主任任凤志说。

“一喷多促”是玉米、大豆等秋粮作
物中后期田管关键技术，眼下正是农作
物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连日来，兴安
盟各级农牧和科技部门抢抓农时，科学
施策，扎实开展秋粮“一喷多促”喷施作
业，让秋粮稳产增收有底气。

“针对兴安盟今年春季低温，作物播
种期推迟，生育期阴雨寡照的生产实际，
我们结合大豆玉米田间的长势还有病虫
害的发生情况，通过一次喷施杀虫杀菌
剂、生长调节剂、抗旱保水剂等混合液，
促进壮苗稳长、灾后恢复、灌浆成熟、单

产提升。”兴安盟农牧局种植业科科长王
丽丽介绍说。

在扎赉特旗努文木仁乡“一喷多促”
作业现场，一架无人机每天可作业近千
亩农田，不仅大大节省了人力和时间成
本，而且能够实现精准施药，减少农药的
浪费和环境污染，提高了农药的利用率
和防治效果。

“两架无人机一天内就能完成我们
村1900亩的作业面积，去年实施‘一喷多
促’以来效果非常明显，可以增产还能抗
病。”努文木仁乡哈日泰来村党支部书记
陈德江说，以前老百姓经常忽视农作物中
后期管理，玉米产生各种大斑病，现在农
技部门给老百姓免费开展“一喷多促”，增
产可以达到20%左右。

扎赉特旗农牧和科技事业发展中心

农技人员田磊介绍说，在“一喷多促”项
目实施过程中，扎赉特旗遴选有资质、有
实力、有信誉的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农
业新型经营主体等承担实施，并充分发
挥苏木乡镇政府和村委会的组织、实施、
监督作用，统一喷施作业，极大提高了作
业质量效率。

“为确保全盟作物丰产丰收，我们把
病虫害防控和‘一喷多促’作为当前农业
农村工作的大事要事急事来抓，加大组
织实施力度，及时开展喷防。在 8月上
旬，已经完成药剂接货、无人机服务组织
对接、嘎查村工作动员、配药工作队及地
块引导组培训等各项工作。8月中旬陆
续开展‘一喷多促’喷施作业，为稳定秋粮
生产、全年粮食丰收提供有力保障。”兴安
盟农牧局副局长李雪山说。

截至目前，兴安盟已出动无人机
941架次，完成喷施面积427万亩，累计
派出农技专家 626 人次，开展培训 33
次，覆盖农牧民 2838人次，全力夯实秋
粮丰产丰收基础。

兴安盟“一喷多促”护航秋粮增产丰收

□新华社记者 韩梁 张代蕾 林晶

非洲，一片拥有丰富资源、深厚历
史、多彩文化的广袤大陆，却曾是“世界
良知的伤疤”。数百年间，西方殖民者
在这里极尽掠夺和欺凌。

如今，新的变革已经来临。曾经
“被遗忘的大陆”“失败的大陆”，日益成

为“活力的源泉”“未来的象征”。
在迈向现代化的征程上，为它赋能

的，陪它奔跑的，助它振兴的，有这样一
位可靠的朋友、真诚的伙伴、亲密的兄弟。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非洲是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中非
早已结成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
2018年，习近平主席在中非合作论坛北
京峰会开幕式上发出真诚呼吁：“我们愿

同非洲人民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共
筑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为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如飘扬的旗帜，似高擎的火炬，翻
过亚欧大陆的山，拂过乞力马扎罗的
雪，穿过好望角的风，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理念，汇聚起强大动能，引领中非
在现代化征程上携手并肩，阔步前行。

■下转第4版

在现代化征程上携手同行
——习近平主席引领中非合作开启新篇章

本报呼伦贝尔9月1日电 （记者 李新军）9 月 1 日，根河
市、额尔古纳市两地“开栓供暖”，开启今冬呼伦贝尔供暖第
一栓。

“根河市供热系统设备已全部投运，主管网已升温至50℃以
上，系统运行正常，我们有信心让冷极千家万户的温暖指数再提
升。”根河市光明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陶泽宇在生产现场向
根河市人民群众承诺。

当天，走进额尔古纳市城市基础设施运营集团有限公司热
电厂供热生产车间，炉火燃烧正旺。工作人员对系统参数进行
严密监视，随时掌握锅炉设备、换热器等运行状况。

“城运热电厂现有3台 75吨蒸汽锅炉、2台汽轮发电机和4
台热水锅炉及23座换热站，供热面积达270万平方米，为27000
多采暖户如期供暖。”热电厂生产部部长潘东介绍。

连日来，呼伦贝尔各地“温暖工程”施工现场争分夺秒，检修
人员化身供热“医生”，检查设备、排查隐患、清洗保养、维修更
换，确保今冬供热平稳运行。

“温暖工程”是呼伦贝尔市聚焦百姓生活，重点实施的民
生“一号工程”。“停暖即开工”“开化即开工”，4 月 12 日，全
市“温暖工程”项目“火力全开”，打足“提前量”，对城市热
源、热网及供热企业进行“全面体检”；开辟“温暖工程”项目
审批绿色通道，开展供热质量提升、供热投诉举报畅通、供
热举报问题限时办结、供热隐患排查、供热保障监管等“五
个专项行动”，多措并举提升供热质量；“靶向问诊”上一供
热季发现和群众反馈的问题，逐项开出“祛病处方”；提前对
接能源保供，加快储煤，为冬季供热攒够“口粮”，确保百姓
温暖过冬。

“温暖工程”一头牵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城市发展。呼伦
贝尔市用心用情关注民生发展“一枝一叶”，把群众反映的“问题
清单”梳理成“履职清单”，探索构建精准供热、按需供热的新型
智慧供热采暖模式，在巩固现有成果、确保供热稳定安全的基础
上，让百姓从“住有所居”到“住且宜居”。

据了解，今年呼伦贝尔市城镇供热“温暖工程”计划实施项
目41个，总投资16.83亿元，包括计划新建或改造热源4座，一次
网 54.5公里，二次网 923.4公里，换热站 299座，楼栋立管 325.1
公里，户内系统改造7400户，应急热源车7辆。全市“温暖工程”
年度建设任务将于9月15日前全部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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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包头 9月 1日电 （记者 蔡
冬梅 通讯员 孙智星）一次吃遍黄河流域
九省区、现场感受非遗技艺传承，近距离看黄
河沿岸独具魅力的乡土风情。8月31日，全
国首届黄河非遗美食月在包头金街启幕。

黄河蜿蜒万里、横贯九省区，不仅是
中华文明的摇篮，更是非遗的荟萃之地。
沿岸九省区、33个地级市，各具风情，美
食如云，非遗璀璨夺目。本次活动由文化
和旅游部指导，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包
头市人民政府主办，包头市文化旅游广电
局、东河区人民政府承办，活动从8月31

日到9月30日，历时1个月。
开幕式现场，歌舞欢腾，人头攒动，激

昂的鼓点、欢快的舞蹈，观众欢呼雀跃。
据介绍，美食月期间，将有来自黄河

流域九省区和北京市的国家级、省级传统
技艺类、传统音乐、传统舞蹈等非遗商家、
文创企业以及非遗代表性传承人200余
人参加本活动，100多项非遗项目盛大展
出，共同讲好黄河故事，赓续历史文脉。

据了解，为了更好地宣传黄河文化、
非遗技艺和产品，形成区域大合力、大协
唱，美食月活动精心策划了“1＋5＋N”

的展陈模式，由一条金街美食旅游动线，
串联起“舌尖、巧工、悦目、腔调、灵动”五
大非遗主题版块，包含五个一站式亮点
互动打卡区，融合N个非遗特色活动，让
游客在品尝美食的同时，也能深入体验
非遗的独特魅力。

活动现场，人潮涌动，热闹非凡。走进
包头金街的“舌尖·非遗”美食区，来自各地
的非遗美食传承人纷纷亮出自己的拿手绝
活，从四川的麻辣火锅到陕西的油泼面，从
山东的煎饼馃子到内蒙古的手扒肉，每一
种食物都蕴含着地域文化的精髓，每一个

制作步骤都饱含了对传统的敬畏和热爱。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活动，真

的太震撼了！”来自乌兰察布的游客孟东
明激动地说，“我尝了几种非遗美食，每
一种都有它独特的风味和故事，让我对
不同的非遗有了更深的了解和认识。”

伴随着非遗美食月序幕的开启，未
来的一个月里，这里将成为非遗与现代
生活交融的桥梁，每一位游客都能在这
里体验令人心动的非遗故事。“这场活动
让我对非遗有了全新的认识。”包头市东
河区的冯羽在接受采访时说，“非遗不仅
仅是古老的技艺，更是一种生活的态度
和精神的传承，我希望这样的活动能够
越来越多，让更多的外地游客了解和传
承属于我们老包头的非遗。”

全 国 首 届 黄 河 非 遗 美 食 月 启 幕

□新华社记者

应习近平主席邀请，50多个中非合作
论坛成员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代表，
非盟委员会主席、联合国秘书长以及多个
国际组织负责人将于9月4日至6日齐聚
北京，出席2024年中非合作论坛峰会。
这不仅是中国同非洲的一件盛事，也是

“全球南方”和整个国际社会的一件盛事。
“中国始终把发展同非洲国家团结

合作作为对外政策的重要基石。中方
将秉持真实亲诚理念，加强同非洲国家
相互支持和友好合作”。半年前，甲辰
龙年首场外事活动，习近平主席同再次
访华的塞拉利昂总统比奥会谈时指出。

一边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边是
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中国和非洲
有着天然的亲近感。

习近平主席曾说：“我这个年纪的
中国人，从小就是在中非友好的热烈气
氛中长大的”。2013年以来，习近平主
席五次踏上非洲大陆，两次主持中非合
作论坛峰会，在国内外同非洲国家领导
人频密会晤，通过电话、视频、书信等方
式同非洲各界保持紧密联系，留下一个
个动人的中非友好故事。

“永远做非洲国家的
可靠朋友和真诚伙伴”

2023 年 8月 21日夜，习近平主席
乘专机抵达南非约翰内斯堡，开始对南
非第四次国事访问。这也是习近平第
十次踏上非洲的土地。

料峭春风中，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已
经在机场等候。作为金砖国家领导人会
晤的东道主，拉马福萨总统工作千头万
绪，但他表示，只要习近平主席来，再忙，
都要安排国事访问。这是这次金砖峰会
期间南非安排的唯一一场国事访问。

次日，拉马福萨总统为习近平主席举
行隆重欢迎仪式。习近平主席表示：“10年
来，在南非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我亲历了中
南关系的蓬勃发展，不仅见证了南非德班
理工大学孔子学院成立，体验了南非‘中国
年’的精彩纷呈，还同总统先生一道按下了
北汽南非工厂生产线的启动按钮。”

往事历历在目，未来徐徐展开。这
次南非之行，习近平主席提出中南要做
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共同进步的发展
伙伴、相知相亲的友好伙伴、维护正义的
全球伙伴，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方向。

中南关系是中非关系蓬勃发展的缩影。

2013年 3月习近平担任中国国家
主席后，首次出访就前往非洲，提出真
实亲诚对非政策理念。中非友好的新
时代篇章由此起笔。

“哈巴里！哈巴里！”在坦桑尼亚尼
雷尔国际会议中心大会议厅发表的演讲
中，习近平主席开场即用斯瓦希里语问候

“大家好”，一下子拉近了同听众的距离。
“对待非洲朋友，我们讲一个‘真’字”

“开展对非合作，我们讲一个‘实’字”“加
强中非友好，我们讲一个‘亲’字”“解决合
作中的问题，我们讲一个‘诚’字”；

“我们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你
们，你们也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我
们”“真诚希望非洲国家发展得更快一
些，非洲人民日子过得更好一些”……

30 分钟的演讲，赢得 30 次掌声。
真实亲诚理念和正确义利观，引领着新
时代中非团结合作一路前行。

从2013年到2023年，习近平主席五
次到访非洲，每一次都受到最隆重的欢迎。

2015年，在津巴布韦，年逾九旬的
时任总统穆加贝顶着炎炎烈日赴机场
迎送习近平主席。两国元首会谈时，穆
加贝总统反复表达喜悦和激动：“您的
脚印留在了津巴布韦的大地上，我们非
常高兴、高兴、高兴、高兴，热情欢迎您

的到访，欢迎、欢迎、欢迎。”
2016年访问埃及，埃方战斗机升空

护航，塞西总统全程陪同。经过小范围会
谈、大范围会谈，意犹未尽，塞西总统又拉
住习近平主席再次进行小范围会谈。

2018年在“印度洋明珠”毛里求斯，
为了让尊贵的客人感受到宾至如归，贾格
纳特总理特意把会见活动、欢迎宴会都安
排在习近平主席下榻的饭店举行……

这份最高规格的礼遇，映照出非洲
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对中非合
作发自内心的认同，和对中国一贯秉持
客观公正立场、在国际事务中为广大非
洲国家仗义执言的钦佩和感念。

2018年 7月，在卢旺达，卡加梅总
统说：“中国是世界大国，习主席是世界
级领袖，但对卢旺达这样历史上遭受深
重灾难的小国仍平等相待，大力支援卢
旺达发展建设。这在全球事务中是革
命性的，比金钱更宝贵。”

惟以心相交，方成其久远。
“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都将

坚定奉行对非友好政策，永远做非洲国家
的可靠朋友和真诚伙伴，努力为非洲和平
与发展事业作出更大贡献。”这是习近平
主席代表中国人民作出的郑重宣示。

■下转第3版

习 近 平 同 非 洲 朋 友 的 故 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