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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浩瀚宇宙，建设航天强国
——习近平总书记接见探月工程嫦娥六号任务参研参试人员

代表发表重要讲话激励广大航天工作者再立新功

加快落实“五大任务”推动高质量发展

奋进强国路 阔步新征程

□本报记者 宋爽

基层是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决策部
署的“最后一公里”，也是服务人民群
众的最前沿。减负，关乎民生福祉、干
部作风，关乎抓落实的成效和水平。

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
部署、亲自推动下，党中央持之以恒、
精准施策，持续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
基层减负。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持
续深化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
作出部署，明确提出要健全为基层减
负长效机制。

使命在前、重任在肩。内蒙古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形式主
义为基层减负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
实中央《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
规定》，以开展基层治理“小马拉大车”集
中整治攻坚为抓手，以钉钉子精神常抓
不懈、持续深化减负工作，以深化拓展整
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的实际行动和成

效，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
现代化提供坚强作风保证。

广大基层干部放开手脚、轻装前
行，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抓落实、促发
展、办实事。

把脉问诊，树牢为基层
减负的坚定决心

“小马拉大车”问题，是当前基层
治理问题的集中反映、突出表现。自
治区党委将破解基层治理“小马拉大
车”突出问题作为贯穿全年的基层党
建重点课题。

自治区党委组织部会同多部门成
立联合调研组，先后走访69个苏木乡镇
街道、101个嘎查村社区，切实把基层减
负的堵点找准、痛点摸清、需求把准。

自治区党委研究制定关于基层治
理“小马拉大车”集中整治攻坚方案，配
套制定任务书，逐项逐条定牵头部门、
配合单位、承接地区， ■下转第5版

系统施策为“车”减负为“马”赋能
——内蒙古着力破解“小马拉大车”问题

提升基层治理质效

本报 9 月 24 日讯 （记者 方
圆）9月 22日，首笔自治区防沙治沙基
金捐赠仪式在呼和浩特市举行。由内
蒙古伊泰集团有限公司向内蒙古自治
区防沙治沙基金会捐赠资金 4000万
元，用以支持自治区防沙治沙项目建
设和营造碳中和林公益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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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全国防沙治沙的主阵地、主战场。
2023年 6月，习近平总书记亲临内蒙

古考察，发出了打好“三北”工程攻坚
战、努力创造新时代中国防沙治沙新奇
迹的伟大号召。为加快推动沙化土地
治理进程，内蒙古探索建立了“以国家
投入为主、地方配套为辅、社会广泛参
与”的多元投入机制。按照自治区党委
政府部署要求，自治区林草局发起成立
了内蒙古自治区防沙治沙基金会，积极
鼓励、引导、倡议社会各界参与防沙治
沙，形成合力支持我区防沙治沙事业。

■下转第2版

首笔4000万元资金注入
内 蒙 古 防 沙 治 沙 基 金

本报9月24日讯 （记者 梅刚）记者从自治区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厅获悉，2023年以来，内蒙古持续推行劳动合
同全程电子化管理，将电子劳动合同应用从呼和浩特、乌海、
鄂尔多斯、赤峰和通辽 5个试点盟市推广至全区，实现了 12
个盟市、103个旗县区全域覆盖，截至目前，全区已签订电子
劳动合同65.5万份，服务企业1.27万家。

据了解，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依托自治区政数
局认证服务系统，在人社信息系统平台加载电子劳动合同服

务功能，确立了线上线下同步操作合同签订流程，免费配备电
子印章，劳动合同从签订、解除（终止）、续签、变更、备案、查询
全流程实现电子化操作，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可通过政府开发
的免费电子劳动合同平台，实现合同签订、发布招聘、用工备
案等24项企业服务事项及合同查询、工伤认定、技能培训、补
贴发放等22项个人服务事项“掌上办”“掌上查”。同时，不断
强化跨业务、跨部门协同联动，将电子劳动合同签订、解除与
就业失业登记、社保参保登记、工伤证据采信、 ■下转第2版

内蒙古签订电子劳动合同 65.5 万份

金秋9月，祖国北疆大地，处处涌动澎湃发展动能。
内蒙古天晟新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一块块闪

闪发光的蓝色光伏组件产品，经过自动玻璃上料、高速
智能串焊等十几道工序后顺序下线。这个打通内蒙古
光伏上下游产业链的项目，日产光伏组件4600片，填补
了自治区光伏全产业链组件制造端的空白。更令人称
奇的是，该项目从建设到投用仅用时21天，凸显了内蒙
古新能源建设耀眼的加速度。

内蒙古风能、太阳能资源富集，风能资源占全国一半
以上，太阳能资源在全国占比超五分之一，发展新能源具
备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回溯历史，内蒙古新能源走过
了从无到有、从有到优、从优到强的跨越式发展之路。

新中国成立之初，内蒙古能源结构主要以煤炭、煤
电为主，新能源领域还是一片空白。

20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末，内蒙古水利厅等单
位独立或与区外有关单位协作研制风力发电机和风力
提水机，内蒙古大学进行了太阳电池材料的研究，这一
阶段属于新能源利用的起步阶段，新能源开发具有零
星、分散的特点。

20世纪 80年代初，自治区成立了全区新能源领导
小组，对全区新能源开发利用进行统一领导和协调，因
地制宜确立适合内蒙古实际的新能源开发利用目标。

1986年，自治区政府作出《关于加强新能源开发利
用的暂行规定》，制定《关于推广小型风力发电机和太阳
能电池的经济扶持办法》，成为我国第一个新能源开发的
地方性扶持政策。至1998年，自治区财政共拨款2800
万元补贴经费，使以小型风力发电机为主要标志的户用
供电系统迅速发展，大大推动新能源事业的发展。

在新能源扶持政策的推动下，从1986年至1998年
的13年间，全区累计推广小型风力发电机达13.6万台，
太阳能电池 240千瓦，解决了 13万多牧户的基本生活
用电。至此，自治区初步形成了具有内蒙古特色的、以
小型风力发电机为主的新能源产业，全区小型风力发
电机年产能力达3.5万台，太阳能电池生产能力100千
瓦，风力提水机、太阳能热水器、蓄电池等生产已具规
模，风机持有量居全国之首。

此后，内蒙古新能源逐步从解决生活用能为主向
生活生产相结合、单一能源利用向多能互补相结合转
变。“十三五”期间，内蒙古把新能源作为调整能源结构
的主攻方向，大力发展以风能和光能为代表的新能
源。截至 2020年底，全区新能源装机达到 5054万千
瓦、居全国第一，全区超过 1/3的电力装机和 1/6的全
社会用电量来自新能源。

进入“十四五”以来，内蒙古以链式思维抓产业，协
同推进新能源开发利用与新能源装备制造产业发展，持
续壮大风光氢储4大产业集群，新能源实现跃迁式发展。

2021年，全区新能源装机达到 5291万千瓦，占电
力总装机的 36.5%；2022 年，全区新增新能源装机
1000万千瓦， ■下转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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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9月24日
讯 (记者 白丹)
9月 24日，自治区政
协举行新闻发布会，
通报自治区政协十
三届常委会第九次
会议协商议题准备
情况和总体安排。

据 悉 ，自 治 区
政协十三届常委会
第九次会议定于 9
月 25 日至 26 日在
呼和浩特召开，会
议将传达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在庆祝中国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成立 75周年大会上
的重要讲话精神，
围绕“推动高载能
产业绿色低碳转型
发展”进行专题议政
性协商。

建设国家重要
能源和战略资源基
地，是习近平总书记
和党中央赋予内蒙
古的战略定位。自
治区政协高度重视
此次协商活动，组织
部分政协委员、智库
专家会前扎实开展
调研工作，多层次、
多方位了解掌握高
载能产业发展现状、

转型成效等第一手资料，深入查找分
析存在的问题，形成高质量调研报
告，提出务实对策建议。会议期间，
将邀请相关领域专家进行专题辅导，
有关部门和盟市政协负责同志以及
自治区政协委员、专家作大会发言，
并设置互动协商环节，加强委员、专
家和各相关部门的协商交流，进一步
提升协商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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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4 日，演员们在微剧场思政课上表演沉浸式文旅音乐剧《昭君》。当日，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 周年，内蒙
古商贸职业学院联合内蒙古艺术剧院举办“北疆华章·共庆华诞”——“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微剧场思政课。课程融合
了文艺演出等元素，展现内蒙古 12个盟市民族团结进步生动实践。 本报记者 王磊 摄

感受微剧场思政课魅力

□本报记者 魏娜 韩雪茹

2024 年，“赤诚峰味”品牌联盟总
价值754.5亿元，在“内蒙古知名区域公
用品牌”榜单排名第一。

“赤诚峰味”品牌自 2022年 5月正
式启用以来，一批批优质绿色农畜产品
在“赤诚峰味”的“加持”下走出田间地
头，走向广阔市场。

依托品牌强农战略，赤峰市从供应
端、种养端、销售端入手，构建“赤诚峰味”
品牌运营模式，全产业链品牌齐头并进、
多点突破，品牌运营效能焕发出勃勃生
机，推动“赤峰好物”走出赤峰、走向全国。

专注选好物 供应端升级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播撒在宁城
县大城子镇，寂静一夜的集贸市场便重

现喧嚣，种植户将一车又一车番茄运往
指定地点。

“‘宁城番茄’品质优良、口味独
特，每天大批番茄被来自北京、上海
等地的经纪人接续发往京津冀、长三
角以及粤港澳大湾区等地的批发市
场，在市场上十分抢手。”大城子镇党
委书记马德重说。

小小番茄，在“赤诚峰味”品牌带动
下迈进大市场、卖出好价格。

绿水青山间，如何让一批批优质绿
色农畜产品更好“出圈”？打造区域公
用品牌是关键一招。

赤峰市立足当地丰富的农牧业资
源禀赋，锚定建设中国北方重要的绿色

农畜产品输出基地的主攻方向，擘画品
牌选育蓝图，高标准打造“赤诚峰味”品
牌供应端矩阵，品牌引领力、影响力、竞
争力不断攀升。

严把“供应端”，用心选好物。赤峰
市按照“基础品牌—升级品牌—专属品
牌—引领品牌”的“品牌树”市场模型，
制定出台品牌选育标准，分层次、分品
类、分期分批推出品牌，不降格以求、不
以次充好，一大批能够代表赤峰的好物
被甄选进入“赤诚峰味”，农畜产品优质
品牌矩阵逐步形成。

在2023年原有97家授权企业、207
个单品的基础上，2024年“赤诚峰味”品
牌授权企业161家，授权产品1215个，

其中包括7个区域公用品牌和9个市级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赤诚峰味”区域公
用品牌覆盖面不断扩大延伸。

昭乌达羊、赤峰荞麦、喀喇沁番茄、
敖汉小米、宁城宁果、文冠果6个品类，
进入“赤诚峰味”升级品牌序列。东黎
羊绒、东方万旗、荣兴堂、凯峰商贸、塞
飞亚等 35家企业，入选“赤诚峰味”臻
品企业。由此，“赤诚峰味”品牌逐步形
成单品品类优中选优、企业类别精中选
精的发展格局。

锚定“推出单品爆品，提升品牌影
响力”市场营销策略，昭乌达羊、赤峰
荞麦、赤峰瓜子首批三个品类进驻“赤
诚峰味”全产业生态链孵化器，打造形
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赤诚峰味”引领
品牌。

从全力做大“基础品牌”到全力优选
“升级品牌”，从全力打造“专属品牌”再
到精心锻造“引领品牌”，■下转第5版

品 牌 强 农 “ 丰 ” 景 如 画
——赤峰市以“赤诚峰味”区域公用品牌驱动农产品全产业链发展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耕地是粮
食生产的命根子。党的十八大以来，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采取一系
列硬措施，坚守耕地保护红线。同时，
我国人多地少的国情没有变，耕地“非
农化”、“非粮化”问题仍较突出，耕地保
护形势依然严峻、任务更加艰巨。为加
强耕地保护、提升耕地质量、完善占补
平衡，经党中央、国务院同意，现提出如
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加强耕地保护、提升耕地质量、完
善占补平衡，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落实藏粮于地、藏粮
于技战略，将耕地保护作为系统工程，
坚持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
保护，尊重规律、因势利导、因地制宜、
久久为功，充分调动各类主体保护耕地

积极性，提高耕地生产能力，稳步拓展
农业生产空间，把牢粮食安全主动权，
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伟业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工作中要做到：
——坚持量质并重。在保持耕地

数量总体稳定前提下，全力提升耕地
质量，坚持高标准农田建设与农田水
利建设相结合，真正把永久基本农田
建成高标准农田。严格落实耕地占补
平衡，切实做到数量平衡、质量平衡、
产能平衡，坚决防止占多补少、占优补
劣、占整补散。

——坚持严格执法。实行最严格
的耕地保护制度，采取“长牙齿”的硬措
施保护耕地，分级落实各级党委和政府
耕地保护主体责任，整合监管执法力
量，形成工作合力，坚决遏制耕地“非农
化”，防止永久基本农田“非粮化”。

——坚持系统推进。把耕地保护
放在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

现代化中考量，落实好主体功能区战
略，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
系统治理。

——坚持永续利用。处理好近期
与长远的关系，推进耕地用养结合和可
持续利用，保持和提升耕地地力，既满
足当代人的需要，更为子孙后代留下更
多发展空间。

主要目标是：落实新一轮国土空间
规划明确的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
任务，全国耕地保有量不低于 18.65亿
亩，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低于
15.46亿亩，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建成
适宜耕作、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的现代
化良田；耕地保护责任全面压实，耕地
质量管理机制健全，耕地占补平衡制度
严密规范，各类主体保护耕地、种粮抓
粮积极性普遍提高，各类耕地资源得到
有效利用，支撑粮食生产和重要农产品
供给能力进一步增强，为保障国家粮食
安全、建设农业强国奠定坚实基础。

二、全面压实耕地保护责任

（一）坚决稳住耕地总量。逐级分解
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纳入各
级国土空间规划，落实到地块并上图入
库。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将耕地和永久基
本农田保护作为必须完成的重大政治任
务，确保耕地保护红线决不突破。

（二）持续优化耕地布局。南方省
份有序恢复部分流失耕地，遏制“北粮
南运”加剧势头。各地要结合第三次全
国土壤普查，开展土壤农业利用适宜性
评价，通过实施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高
标准农田建设、优质耕地恢复补充等措
施，统筹耕地和林地、草地等其他农用
地保护。自然资源部要会同农业农村
部等部门制定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
管理办法，推动零星耕地和永久基本农
田整合调整，促进集中连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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