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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解 国务院关于推动内蒙古高质量发展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的意见

文案：兰天 薛腾 设计：苏昊 监制：刘春 赵文萃

■ 把防沙治沙作为荒漠化防治
的主要任务，分类施策、集中力量开展
重点地区规模化防沙治沙，协同推进
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
“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研究将
重点沙区旗县统筹纳入重大工程推动
实施。

■ 加大沙化土地治理、光伏治沙
等支持力度，全力打好黄河“几字弯”
生态环境系统治理攻坚战、科尔沁和
浑善达克沙地歼灭战、河西走廊—塔
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支持在毛
乌素沙地、库布其沙漠等重点治理区
实施一批重点项目，开展“三北”等重
点生态工程生态环境成效评估，切实
筑牢首都生态安全屏障。

■ 加大对大兴安岭森林生态保
育、草原生态保护修复治理、湿地保护
修复、水土保持、退化森林草原修复等
的支持力度。

■ 严格落实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
制度，促进草原休养生息，防止超载过
牧。

■ 严格执行原生沙漠和原生植被
封禁保护制度，在主要风沙口、沙源区
和沙尘路径区推行冬季免耕留茬制度。

■ 支持内蒙古自主开展草原保险
试点。

■ 创建贺兰山、大青山等国家公
园，培育建设草原保护生态学全国重点
实验室。

■ 支持内蒙古建设国家生态文明
试验区。

■ 坚决打赢蓝天碧水净土保卫
战，推进重点地区清洁取暖改造。

■ 加强呼包鄂、乌海及周边
地区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和历史遗
留废弃矿山治理。

■ 全面实施入黄支流消劣整
治、入河排污口分类整治，加快呼
伦湖、乌梁素海、岱海及察汗淖尔
等水生态综合治理，加强工业园区
水污染整治，加快垃圾污水收集、
转运、处置设施建设。

■ 加强受污染耕地、矿区用
地等土壤风险管控和修复。

■ 推进“无废城市”建设。
■ 推动农牧业面源污染治理。
■ 支持内蒙古深化排污权交

易试点。
■ 加强噪声污染防治。

■ 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推
动能耗双控逐步转向碳排放双控。

■ 加快霍林河、包头铝业等低碳园
区建设，推进鄂尔多斯蒙苏、包头达茂零
碳园区发展。

■ 实施全面节约战略。
■ 支持城市废弃物分类回收利用设

施建设，强化退役动力电池、光伏组件、风
电机组叶片等新兴产业废弃物循环利用。

■ 建设鄂尔多斯粉煤灰提取氧化铝
综合利用基地。

■ 推广零排放重型货车，在煤炭矿
区、物流园区和钢铁、火电等领域培育一
批清洁运输企业。

■ 深化内蒙古碳监测评估试点，建
立完善碳监测评估技术体系。

■ 在内蒙古建设碳计量中心，健全
森林草原湿地荒漠碳汇计量监测体系。

■ 支持呼伦贝尔、兴安盟、赤峰等地
区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 支持内蒙古发展绿色金融。

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筑牢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

七个方面主要任务①

科
学
推
进
荒
漠
化
综
合
治
理

科
学
推
进
荒
漠
化
综
合
治
理

强
化
草
原
森
林
湿
地
保
护
修
复

强
化
草
原
森
林
湿
地
保
护
修
复

深
入
开
展
环
境
污
染
防
治

深
入
开
展
环
境
污
染
防
治

推
进
绿
色
低
碳
循
环
发
展

推
进
绿
色
低
碳
循
环
发
展

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特别报道特别报道

本报10月17日讯 （记者 柴思源）
连日来，位于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的内蒙
古冰上运动训练中心短道速滑馆内，内蒙
古短道速滑队的运动员们每天在这里进行
两小时的上冰训练，为即将到来的中国杯
短道速滑精英联赛第三站备战冲刺。

内蒙古冰上运动训练中心是“十四冬”
主场馆，承担着“十四冬”开幕式和全部冰
上项目比赛任务，由速滑馆、短道速滑馆、
冰球冰壶馆、媒体中心、运动员公寓等部分
组成，能够承接速度滑冰、短道速滑、花样
滑冰、冰球、冰壶项目的比赛和训练。场馆
建成以来，不仅成功举办了“十四冬”冰球
公开组比赛、2023-2024赛季中国杯短道
速滑精英联赛呼伦贝尔站等大型比赛，更

为国家队和内蒙古各冰上项目运动队提供
了全方位的训练保障。

内蒙古冰上运动训练中心短道速滑馆
馆长于洋说：“因为专业队都承担着不同的
参赛任务，我们会按照他们的比赛任务和教
练每天的训练计划，为不同队伍安排调整上
冰时间，并在训练间隙为运动员浇冰，保证
冰面质量。我们还为运动员准备了休息室，
让他们在训练间隙进行调整休息。场馆内
的体能训练室配备了完善的训练器材，能够
保证运动员们的力量和体能训练。”据了解，
接下来短道速滑馆还将为国家短道速滑集
训队提供场地保障，同时，在冰壶冰球馆完
成改造升级后，内蒙古冰壶队也将从黑龙江
哈尔滨返回海拉尔，在这里进行训练备战。

内 蒙 古 冰 上 运 动 训 练 中 心
全方位保障运动员训练备战

□本报记者 郭奇男

“谁知道，中国的传统节日都有
哪些？这些节日又有什么样的习
俗？”走进察右后旗国家通用语言专
题教室，可触控的电子黑板上图文
并茂，学生们正跟随老师学习《中国
传统节日的起源》。

国家通用语言专题教室里的设
备主要包括讲台上的可触控电子屏
幕和学生手中的平板电脑，通过网
络互联，该设备可以实现教材上屏、
标准领读、师生互动、错题纠正、自
组考试等功能，对提升师生国家通
用语言文字水平有较大帮助。

设立国家通用语言专题教室只
是察右后旗推广使用国家通用语言
文字的一个缩影。

今年以来，察右后旗坚持把学
校作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主阵
地，坚持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规范
化要求纳入学生管理、教育教学和

评估评价等各个方面。截至目前，
察右后旗落实“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项目已覆盖全旗 9所幼儿园和 1所
九 年 一 贯 制 学 校 ，总 计 投 入 达
37.135万元。

察右后旗全力推进学校国家通
用语言文字工作达标建设，全旗 21
所中小学和幼儿园中，旗级国家通
用语言文字规范化达标学校 14所、
市级达标学校1所、市级示范学校6
所，总达标率100%。

同时，察右后旗高度重视教师
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能力培训，“童
语同音”计划线上线下培训共 6次，
专任幼儿教师均已参加培训。中小
学教师国家通用语言培训已开展 8
次，累计培训达540人次。

“在全市第五届中华经典朗读
比赛中，我旗师生均有获奖，而且我
旗连续三年获得了全市国家通用语
言文字听写大赛二等奖的荣誉。”察
右后旗教育体育局教师发展中心副
主任刘瑞德介绍。

察右后旗：全力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本报兴安 10月 17日电 （记者
高敏娜）10 月 17 日，内蒙古自治区
2023 年世界粮食日和全国粮食安全
宣传周主会场活动暨全区科学储粮节
粮减损工作现场会在兴安盟举行。

今年全国粮食安全宣传周主题为
“践行大食物观 保障粮食安全”。启
动仪式上，自治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农牧厅、教育厅、科技厅、妇联以及兴
安盟行政公署共同发起爱粮节粮联合
倡议，现场宣传普及安全知识、提供爱
粮节粮咨询，并邀请兴安盟粮油加工

企业和特色农产品企业参加现场展示
活动，推动全社会形成保障粮食安全、
爱粮节粮的浓厚氛围。

节粮减损是自治区践行国家粮食
安全战略、促进资源节约集约发展的
重要举措。启动仪式后，参会人员先
后赴兴安农垦集团、科右前旗、扎赉特
旗开展科学储粮节粮减损现场观摩活
动，实地观摩了兴安盟科学储粮节粮
减损工作，学习交流了籽粒直收、立体
储粮、集中储粮、粮食代存等方面的经
验做法。

全区 2023 年世界粮食日和
全国粮食安全宣传周活动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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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约十四冬

□本报记者 肖璐

仲秋时节，徜徉于赤峰市巴林右旗
的内蒙古赛罕乌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罕山重峦叠嶂，山林水草自然勾勒，满
眼的绚丽多彩。

鲜为人知的是，50年代的罕山，曾
一度沦为荒山秃岭。“一年一场风，从春
刮到冬；出门一身土，进屋满嘴沙。”因
为过度垦伐、放牧，罕山水土流失、林
草退化严重。恶劣自然环境加上艰苦
的生活条件，让想来这里发展的人望
而却步。

“我来这里的任务就是种树！”时任
罕山林场党支部书记的“林一代”鲍国
章不顾家人反对落户罕山。“这里是阔
叶林和针叶林的过渡地带，人工种植针
叶树一定能活！”他与职工刻苦钻研、反
复实践，终于攻克了针叶树种植技术，
以前寸草不生的荒地如今已被漫山的
落叶松、云杉覆盖。

1985 年，罕山林场决定在天然林
的采伐迹地内营造用材林，为了保证树
苗的成活率，将大西沟、正沟、王坟沟内

的宜林地以股份制造林的形式承包给
个人。以张金明为首的第二代护林员，
认为植树造林是一项前人栽树后人乘
凉的崇高事业，便主动报名承包造林。

从当年春季开始，张金明等克服重
重困难，连续 5 年千方百计造林 1700
亩。资金不足，采取借贷方式举债 10
余万元；树苗不够，设法在周边购买37
万株落叶松树苗；劳动力不足，便到林
西县五十家子镇雇人；住宿没有房屋，
就在野外搭建帐篷临时过夜；饮食有困
难，在工地就近支灶做一锅玉米面粥；
饮水没有保障，就从山下河里打水饮
用。多年的不懈努力化为赛罕乌拉万
里林海中的一抹绿。

“守护‘绿水青山’是我一生的职责
使命。”41年来，老党员巴·巴特尔带领
护林员用双脚丈量着每一寸土地，多年

的野生动植物监测与保护经验已成为
融入骨血的记忆，山里的一花一草一木
他都如数家珍。

巴·巴特尔分别给他的女儿和儿子
取名为“赛罕”和“乌拉”。“父亲希望我
和弟弟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好这片山
林，把护林使命传承下去。”赛罕说，她
已接过父辈的接力棒，穿行在赛罕乌拉
的万里林海，继续守护这方碧绿、这片
蔚蓝、这份纯净。

赛罕乌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独特
的生态系统，孕育了十分丰富的生物多
样性资源，因此被誉为“祖国北疆的天
然博物馆和物种基因库”。

在赛罕乌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
理局实验室，90后“林四代”鲍鹏宇在
制作昆虫标本。据他介绍，目前保护区
已采集、制作、储存了 2万多份动植物

标本，录制拍摄了大量影像资料，完成
了保护区哺乳动物、鸟类、维管束植物、
苔藓、菌类等资源的监测调查，为保护
区生物多样性拓展、保护能力建设奠定
了坚实基础。

“我要守护好这片代代相传的林
海，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鲍鹏宇
说，父亲作为“林三代”接续传承护林使
命，自小在罕山长大的他毕业后放弃了
大城市的优渥生活，埋头扎入林海，在
保护区科研监测工作中挥洒着青春与
汗水。

截至目前，保护区内林草综合植被
覆盖度稳中有增，达到 89.97%。“与
2011年相比，维管束植物、鸟类、兽类、
菌物等生物资源的种类增加了590种，
达到3079种。马鹿的种群数量扩大了
接近 5倍。”赛罕乌拉自然保护区管理
局副局长姜飞达说，人不负青山，青山
定不负人，赛罕乌拉就是最好的例证。

60多年来，巴林右旗“护林人”影
响和带动全旗党员干部群众投入植树
造林、防风治沙的伟大事业中，共同书
写着“绿进沙退”“荒山变青山”的传奇
故事。

“四代同林”薪火相传共护罕山

遗失

声明

●不慎将内蒙古自治区公安民警优抚基金会的《基
金会法人登记证书》正、副本（证号：基证字第 J0026 号，
代码：78709720-4）丢失，声明作废。

■上接第1版 全区各级要增强责任
感和使命感，全力抓好《意见》落地落
实，做到政治站位要高、职责分工要
清、工作节奏要快、运用政策要活、宣
传发动要有力。要以落实《意见》为动
力，铆足劲头、苦干实干，切实在各项
工作中贯彻落实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这条主线，精心呵护我国北方
重要生态安全屏障这条绿线，牢牢守
住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这条红线，
打造出祖国北疆更加亮丽的风景线，
回报党中央、国务院的关心厚爱。

孙绍骋说，“三北”工程攻坚战三
大标志性战役的主战场有“两个半”在
内蒙古，我们要坚定自觉地打主攻、当
主力。要科学细致地把规划和方案编
制好，把各个战役有多少任务、打算上
哪些措施等都弄得清清楚楚。要充分
调动各方积极性，探索以土地承包、租
赁等方式落实经营主体，创新以工代
赈等群众参与方式，积极引导支持更
多组织和个人投身公益性治沙。要加
强技术和模式创新，推出更多具有内
蒙古特色的防沙治沙实招。

孙绍骋说，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
态安全屏障，是内蒙古必须牢记的“国
之大者”。要把全要素全方位治理的
格局立起来，把生态经济体系立起来，
把保护生态环境的制度机制立起来，
统筹好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统
筹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做好产
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的大文章，不
断深化生态文明领域改革。要结合打
响“北疆文化”品牌，弘扬生态文明理
念，推动形成崇尚生态文明的社会氛
围。生态环境部门要发挥牵头抓总作
用，把“统”的工作做扎实、做到位。

孙绍骋说，蒙东地区要实现习近平
总书记要求的“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
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必须以“吃苦
耐劳、一往无前，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的劲头扬优势、补短板、促发展。要持
续用力做好现代农牧业的文章，精准
发力推进新型工业化，下大气力把旅

游业做起来。要久久为功优化营商环
境，重视加强诚信建设，切实做到“不卡
不拿、不推不拖、不欺不瞒、不扰不烦、不
纵容不包庇”。要全面加强基础设施建
设，打造形成高效的流通体系。

孙绍骋说，抓好这些重点工作，必
须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以更加积极主
动的姿态扩大开放。要加快打破封闭
思想和路径依赖，主动加强对外交流，
全面扩大开放合作，既把家门口的“生
意”做活也大胆走出去“淘金”。一分部
署，九分落实。要大力弘扬蒙古马精
神，逢山开路、遇水架桥，风雨兼程、直
奔目标，解决好“三多三少三慢”问题，
推动各方面工作提速提效、落地见效。

王莉霞在总结讲话中说，这次会
议部署的工作事关全局、研究的文件
至关重要，关键要抓好落实。要不遗
余力贯彻好国务院《意见》，紧锣密鼓
盯配套、紧抓快办盯落地、紧抓不放盯
目标，努力把支持政策都变成具体项
目。要坚决打好打赢“三北”工程攻坚
战，跑政策、快推进、保质量，充分发挥
主阵地作用、引领美丽内蒙古建设取
得新成效。要集中攻坚补齐蒙东区域
发展短板，用足用好西部大开发、东北
全面振兴双重区域政策，立足自主发
展联手优化营商环境，努力促进蒙东
发展迎头赶上。要依靠发展增强实
力，坚持“过紧日子”，实打实防范化解
政府债务风险。要更加注重保障和改
善民生，落实好43件民生实事。要严
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牢牢守住
安全生产底线。要锚定全年目标任
务，变“冬歇期”为“冬忙季”，组织“冬
施”工程，做好项目前期工作，全力以
赴收好官、开好局。

各盟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盟市
委副书记、常务副盟市长，自治区各部
门单位、人民团体、直属企事业单位、
在呼自治区本科院校主要负责同志，
中央驻区有关单位、在呼中直企业主
要负责同志，部分民营企业负责人参
加会议。

自治区党委和政府集中部署推进有关重点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