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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市场化手段 提升“三个水平”

包 钢 ：辉 煌 70 年

新华社北京 10月 15日电 在文
艺工作座谈会召开10周年之际，10月
16日出版的第 20期《求是》杂志将重
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
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014年 10月 15日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讲话强调，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
的重要事业，文艺战线是党和人民的
重要战线。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

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
一个时代的风气。实现“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文艺的作用不可替代，文艺工
作者大有可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从
这样的高度认识文艺的地位和作用，
认识自己所担负的历史使命和责任，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努力
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弘

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鼓舞全国
各族人民朝气蓬勃迈向未来。

讲话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需要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必须高度
重视和充分发挥文艺和文艺工作者的
重要作用。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中华
民族有着强大的文化创造力。每到重
大历史关头，文化都能感国运之变化、
立时代之潮头、 ■下转第4版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新华社北京 10月 15日电 全军
军事理论工作会议10月 14日至 15日
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
示。他强调，军事理论现代化是国防
和军队现代化重要组成部分，在强军
事业发展中具有重要先导作用。新时
代新征程，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
军事革命迅猛发展，我国安全和发展
需求深刻变化，实现强军目标任务更
加紧迫，必须全面加强军事理论工

作。要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贯彻新
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把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同人民军队建设实践相结
合，汲取中华优秀传统军事文化精华，
坚持面向战场、面向部队、面向未来，
紧盯科技之变、战争之变、对手之变，
扭住新的历史条件下战建备重大问题
研究，优化军事理论创新顶层设计，改
进军事理论研究模式，加强军事理论
转化运用，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军事理
论体系，为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

加快建成世界一流军队提供科学支撑
和引领。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主席重要指
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
副主席张又侠出席会议并讲话，要求
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指示精神，
着眼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聚焦打
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深刻把握加快军事理论现代化的使
命，深入研究新时代战争和作战理论，
重点在立起理论内容体系、构建组织

管理体系、建强研究力量体系、完善政
策制度体系等方面求突破，不断开创
新时代新征程军事理论工作新局面。

会议研究讨论了加快军事理论现
代化有关问题，细化明晰了任务分工
和落实措施，6个单位在会上作了交流
发言。

军委机关各部委、军委各直属机
构、军委联指中心、各战区、各军兵种、
军委各直属单位、武警部队有关负责
同志等参加会议。

习近平对全军军事理论工作会议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全面加强新时代新征程军事理论工作
建 设 中 国 特 色 现 代 军 事 理 论 体 系

□本报记者 郑学良 实习生 武子暄

从“一棵草”到“一杯奶”的全产业
链布局，科技创新孕育出千亿级别产
业集群；

从全球领先的口蹄疫苗、辅酶
Q10、高效金霉素生产基地的崛起，到
远 景 智 能 制 造 产 业 园 、华 耀 光 电
12GW单晶硅片、鑫环 10万吨颗粒硅
等项目的相继投产，再到久泰 30万吨
延链补链一体化、中石油呼石化聚甲
醛升级改造等项目的稳步推进……

这一系列重大科技项目的成功实
施，彰显呼和浩特市以科技创新支撑
和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硬核实力。

近年来，呼和浩特市紧跟国家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步伐，围绕两件大
事及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核心任

务，全面落实“科技兴蒙”行动，加速推
进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积极融入

“京津冀”国家创新体系，与北京市海
淀区携手共建“两小时创新圈”，勇当
科技突围的“突击队”，致力于打造区
域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奋力建设高
水平国家创新型城市。

2023 年，呼和浩特市在全国 288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科技创新发展
指数排名第 30位，稳居自治区各盟市
之首。

科技创新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驱
动力，也是推动首府高质量发展的必
由之路。

在新形势下，呼和浩特市逐步构
建起“北研发、中孵化、南应用”的创新
格局，前瞻性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和
未来产业，奋力抢占发展制高点，赢得
发展主动权。

在科技“突围”工程中，呼和浩特
市将专家团队、领军企业以及产业园
区作为重要支点，从国家、自治区、市
级3个层面全力推进科技创新。

在生物育种方面，凭借张勇院士
和李喜和教授团队的强大实力，首次
承接了“抗逆抗病高产牛新品种设计
与培育”国家科技项目。光栅、乳业、
乳酸菌 3个点位成功纳入自治区科技

“突围”工程。
同时，在脑机接口、工业软件、储

能等领域启动实施 15个市级科技“突
围”项目。

其中，包括与陈润生院士团队共
同推进的“动物mRNA疫苗递送系统”
项目、与冯起院士团队合作的“耐盐碱
苜蓿品种选育”项目，以及与陈十一院
士团队携手开展的“航空航天飞行器
仿真计算开发及应用”项目等。

这些与高层次人才合作的项目，
为首府在科技创新之路上稳步迈进提
供了强大的智力支撑。

在创新平台建设层面，呼和浩特
市积极推进“一区七中心”建设，取得
标志性的成果。

国家乳业技术创新中心首次开展
“功能型乳制品创制与产业化示范”国
家科技项目。 ■下转第4版

呼和浩特科技“突围”彰显硬核实力

□本报记者 蔡冬梅 高慧

“ 祝 包 钢 70 岁 生 日 快 乐！”
“祝我们的包钢未来更美好！”……
10月 15日，是包钢集团建厂70周
年庆典之日，这些美好的祝愿让包
钢人心潮澎湃。

“今天是值得我们几代包钢人
高兴的日子，作为一名‘钢二代’，
受父辈‘齐心协力建包钢’奋斗精
神的影响，我在包钢整整工作了40
个年头，见证和参与了包钢钢铁产
业从小到大、稀土产业从弱到强的
发展历程。”在包钢集团面向未来
战略发展研讨暨成立 70周年大会
上，企业老领导代表林东鲁心情激
动：“我坚信，有国家和地方的高
度重视和大力支持，有白云鄂博资
源优势，有坚实的产业发展基础，
有一支能打胜仗的职工队伍，包钢
的高质量发展之路一定越走越宽
广，包钢的明天一定越来越兴旺。”
他说。

70年筚路蓝缕，“齐心协力建

包钢”开启了包钢事业。几代包钢
人砥砺前行，推动企业取得了有目
共睹的巨大成就。如今的包钢，稀
土冶炼分离产能、磁性材料产能、
抛光材料产能全球第一，每年供应
全球40%以上的稀土原材料产品，
是当之无愧的世界最大稀土工业
基地。实现了推动中国稀土产业
从无到有、综合实力跨上新高峰的
巨大成就，是新中国稀土产业的源
头和发端，不断引领新中国稀土产
业攀援世界顶峰。

就在包钢人为建厂 70周年欢
庆之日，又发生了一件让他们感到
无比振奋的事情:10月 15日，全球
最大的稀土原料生产基地——北
方稀土绿色冶炼升级改造项目一
期工程投入运行，为内蒙古打造千
亿级稀土产业、推动我国稀土产业
高质量发展增添了强劲动力。

“该项目将对落后的生产线进
行产能置换，是新质生产力元素的
重要代表，产线工艺技术、生产能
力等均实现行业领先，通过自主创
新和技术引进， ■下转第3版

“今天是值得几代包钢人高兴的日子！”

本报包头10月 15日电 （记者 蔡冬梅 高慧）10月 15
日，包钢集团举行面向未来战略发展研讨暨成立70周年大会，
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的院士专家、国家有关部委、民主
党派机关、高校、上下游合作企业、行业协会等代表欢聚“草原钢
城”，重温“齐心协力建包钢”的历史，共话包钢高质量发展前景。

自治区党委常委、包头市委书记丁绣峰，自治区人民政府
副主席孙俊青出席大会。

丁绣峰代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致辞，他说，包钢是新中国
成立后在民族地区建立的第一个大型钢铁联合企业。党和国
家十分关心关怀包钢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对包钢寄予殷殷嘱
托，包钢的建设发展镌刻着共和国工业奋斗发展的历程，书写
着钢铁兴国、稀土强国的光辉篇章。70年来，包钢与包头企地
交融、相互成就，面向未来，我们要共同扛起建设“两个稀土基
地”的重大使命，共同巩固好世界最大稀土原料供应基地地位，
共同走好科技创新之路，做大做强稀土新材料和稀土应用产
业，推动内蒙古稀土由“世界级储量”向“世界级产业”迈进。我
们要携手并肩、荣辱与共，以“有解思维”破难点解难题，齐心协
力推动包钢走向新辉煌。

包钢集团始建于1954年，作为“一五”计划确定的“三大钢
铁工业基地”之一，70年来，包钢钢产量从建厂初期的数万吨
起步，目前稳定保持在1500万吨水平。产业结构从投产初期
的单一钢铁产业，到如今形成钢铁、稀土双主业，资源及综合利
用、物流、煤焦化工、节能环保、装备及现代服务等新兴产业协
同发展的产业体系。今天的包钢，稀土冶炼分离产能、磁性材
料产能、抛光材料产能全球第一，每年供应全球40%以上的稀
土原材料产品，是世界最大稀土工业基地。

大会期间，包钢集团对外发布《新质包钢 拥抱未来》主题
报告，对包钢下一步发展方向进行展望。邀请嘉宾参加矿产资
源、先进钢铁材料、新型化工材料、稀土新材料等研讨，帮助包
钢力争形成一个具有前瞻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的战略规划。

当日，包钢集团举行了北方稀土绿色冶炼升级改造项目一
期工程建成投产活动，该项目是包钢集团稀土产业发展历史上
最大单体工程，一期工程顺利建成投产，标志着全球最大的稀
土原料生产基地正式投入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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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秋时节，赤峰市翁牛特旗大片杏树林秋意浓浓，呈现出漫山红遍、层林尽染的美景。据悉，翁牛特旗通过实施京
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和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现保有山杏林地面积 60 余万亩。经过围封和丰产改造后，山杏核亩产可达
20公斤左右。 本报记者 王塔娜 摄

60余万亩杏林“染”秋色

□本报记者 康丽娜

内蒙古电网是继国家电网、南方
电网后全国第 3 个绿电交易试点。
随着绿色电力交易的正式启动，蒙西
电网第一次实现绿色电力的能量与
环境价值打捆交易，在推动绿色发展
上迈出新步伐。截至今年 9 月底，内
蒙古电力集团经营区域内共有 1788
家市场主体参与绿电交易，630 家新
能源发电企业生产的绿电源源不断
送往 1158 家用电企业。1—9 月，内
蒙古电力多边交易市场累计绿电交
易结算电量达到 540 亿千瓦时，对应

绿色证书 5400 万张，交易规模居全
国首位。

“1—9月份，我公司生产使用电量
11.3亿度，其中绿电结算电量9.1亿度，
绿电占比 80%。每购买 1000 度绿电
就可获得一张绿证，有了这张绿证，我
们企业的产品出口竞争力能获得提
升。”弘元新材料（包头）有限公司动力
设施部变电站负责人杨宽说。

今年 2月 2日，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批复同意《内蒙古电力市

场绿色电力交易试点方案》，内蒙古
电网经营区域正式被纳入绿电交易
试点。3月 18日，内蒙古电力多边交
易市场首次组织绿电交易，将绿电交
易纳入中长期交易范畴，市场主体在
消费低碳电力的同时获得国家绿色
电力证书，启动后深受市场主体欢
迎，相关战略新兴产业、传统优势产
业 861 家市场主体积极参与了首批
月度交易。

“绿电交易体现了可再生能源发

电的环境价值，有利于促进新能源产
业的持续健康发展。通过绿电交易获
得的绿证可用于认定可再生能源消费
量，抵扣能耗消费总量，有利于促进新
增产能落地投产。”内蒙古电力交易公
司市场管理部部长王萌说。

随着绿电交易的正式启动，内蒙
古电网实现电力与生态并驾齐驱，在
推动绿色发展的道路上迈出新步伐，
完成了自治区绿电交易从无到有、从
有到全国领先的巨大跨越。全面开展
绿电交易，积极推动绿证覆盖，这只是
蒙西电力市场化交易机制不断优化完
善的一个切面。

内蒙古电力多边交易市场，是我
国第一个正式运营的省级电力市场。
按照国家及自治区的相关部署要求，
今年以来，自治区能源局根据市场运
行情况及时优化调整蒙西电力市场交
易规则， ■下转第4版

内 蒙 古 绿 电 交 易 实 现 新 跨 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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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四岁的海骝马》主
题曲响起，瞬间穿越回那个烽
火硝烟的年代，仿佛又看到战
士们奋勇杀敌、不畏牺牲的英
勇场景。”10 月 15 日，已经 6
刷舞剧《骑兵》的北京观众王
清，走出剧场，依然感动得热
泪盈眶。

10 月 15 日、16 日，作为
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
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
办的“与时代同行 与人民同
心”新时代优秀舞台艺术作品
展演剧目，舞剧《骑兵》再次走
进北京，在天桥剧场为观众献
上两场精彩演出。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
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
谈会，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无愧
于时代的优秀作品”，吹响了
推动文艺创作繁荣发展的号
角。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为新
时代文艺工作指明了前进方
向。本次《骑兵》进京演出，正
值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
谈会讲话十周年之际，全体演
职人员牢记嘱托，高质量、高
水平完成了首场演出，获得现
场观众如潮掌声。

■下转第4版

舞
剧
《
骑
兵
》
进
京
再
度
感
动
观
众

□
本
报
记
者

冯
雪
玉

王
磊

乌海市智慧供热“一图总览”“一键直达”（
二
版
）

呼伦贝尔市用供暖达标数据填写民生账单

本报10月15日讯 （记者 李永
桃）自治区住建厅最新消息：截至目前，
全区今年计划实施的528个温暖工程全
部完工，共完成投资196亿元，全区103
个旗县区全部开栓供热，全区供热面积
达到10亿平方米。

自治区党委十一届七次全会暨全
区经济工作会议决定，在内蒙古全域实
施“温暖工程”。今年以来，自治区党委
常委会先后两次听取“温暖工程”安排部
署和开展情况汇报，自治区政府先后3
次召开常务会议专题研究，并于1月27
日印发了《内蒙古自治区城镇供热温暖
工程实施方案》。自治区住建厅抽调业
务骨干集中办公，统筹调度推进全区“温
暖工程”。

为全面解决全区供热领域存在的
堵点、难点，自治区住建厅紧盯12345投
诉情况，将上两个采暖季 60 余万件
（2022—2023 采 暖 季 20 余 万 件 、
2023—2024采暖季40余万件）供热投
诉数据进行研究和梳理，将供热投诉较

集中、居民反响强烈的小区清单转发给
各地，要求各地逐户倒查，全面摸排供热
不热的原因，制定“一小区一方案”改造
方案。自治区住建厅还组织各盟市坚持
问题导向，结合供热投诉情况，聚焦群众
反映强烈的问题，对热源、热网、热力站、
住户等进行多轮全链条排查，找准供热
不热“病根”，建立项目清单。

热力站作为连接热源和终端用户
的重要枢纽，其运行效能直接影响供热
整体水平。我区部分地区热力站普遍存
在换热器效率低、水泵及电机效能差、仪
表安装不规范、智能化水平低、管理粗放
等问题。为推动全区热力站智能化、标
准化建设，自治区住建厅印发《热力站标
准化改造技术指引》，推动实现按需供
热、精准供热的新型智慧供热模式。

为提升服务水平，我区还以旗县为
单元设立了供热服务及投诉专线，以小
区为单元成立了供热“双管家”（供热服
务人员、网格员），第一时间解决群众供
热诉求，保障群众温暖过冬。

内 蒙 古 全 域 开 栓 供 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