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盛夏，我们将迎来第十七届中国牛
业发展大会。今年全国两会，我带来了这份来自
通辽市的邀请函。”见到记者来访，全国政协委员、
通辽市副市长曹金山从行李箱里拿出了精心准备
的中国牛业发展大会邀请函。

第十七届中国牛业发展大会缘何在通辽市举
办，曹金山委员娓娓道来。早在20世纪 50年代，
通辽市就开始了肉牛品种改良选育，逐步建立完
善了肉牛良种繁育、标准化养殖等八大体系。如
今，通辽市的肉牛种质资源、品种改良、养殖规模、
品牌价值、服务体系等主要指标，均位居全国地级
市首位，“2023 年全市肉牛全产业链产值达到
404.9亿元以上，有100多万农牧民在肉牛产业链
上获益增收。我们有信心、有实力办好这次全国

性盛会！也期待各地代表委员、专家学者、企业家
莅临通辽，与我们共商产业发展大计。”曹金山信
心满满。

“政府工作报告提到，稳定畜牧业、渔业生产
能力。这让我们对于加快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
生产基地的底气更足了。”聆听政府工作报告后，
曹金山委员倍感振奋，也深感重任在肩。他表示，
当前，通辽市正在主攻“通辽肉牛”品牌打造、终端
产品市场开拓、龙头企业引育、服务保障体系完善
及标准化养殖、规模化育肥、精细化加工等重点领
域环节。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曹金山连续两年带来了
关于支持肉牛产业发展的提案，建议国家进一步
加快基础母牛扩群提质项目的覆盖面，扩大“粮改
饲”项目的补贴范围，加大育肥牛养殖及屠宰补贴
的扶持力度。同时，期望国家在通辽市建立“国家
肉牛核心育种试验区”，助力通辽打造成为“全国
肉牛产业第一重镇”。

（全媒体报道团队：孙一帆 崔楠 韩卿立
于涛 宋爽 王鹏 怀特乌勒斯 韩晓宇 庄圆）

曹金山委员：

中国牛业发展大会邀请函，请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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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协同推
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
丽中国。”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生态环境的内容令我倍
感振奋。

近年来，呼伦贝尔市全地域全方位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全
领域全过程推动发展绿色转型，精心组织实施大小兴安岭
生态保育、内蒙古东部草原沙地综合治理等重点工程，森林
覆盖率、草原综合植被覆盖度实现“双进”，荒漠化和沙化面
积实现“双退”，全市空气优良天数比例连续8年全区第一。

建议强化对森林、草原、湿地、河湖等生态资源的动
态监测，建立完善生态产品价值核算与应用平台，加大
科技、政策等支持力度，加快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在
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新路子方面迈出更大的
步伐。 （文/图 本报记者 许敬 孟和朝鲁）

及永乾及永乾
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代表、、呼伦贝尔市委副书记呼伦贝尔市委副书记、、市长市长

□本报记者 霍晓庆

又是一个春天，内蒙古大地春风浩荡，生
机勃发。

位于乌审旗的毛乌素沙地，一垛垛沙柳枝
条整齐排列，伴着阵阵轰鸣，拖拉机、打坑机、
铲车等大型机械正在忙着造林整地、运送沙柳
枝，广袤沙地上一派繁忙景象。2023年取得
日均治沙一万亩骄人成绩的鄂尔多斯，早已经
厉兵秣马，打响黄河“几字弯”攻坚战 2024年
第一战。

在巴彦淖尔市磴口县西部荒漠综合治理
一期项目建设现场，施工人员正紧锣密鼓对
苗木枝条科学修剪，一批批网围栏运输至项
目区，为封育做好准备工作。据了解，磴口
县计划在 5 月底前完成 1.2 万亩灌木造林和
1.5 万亩梭梭退化林修复及封育建设任务，
并启动西部荒漠综合治理二期 6.25 万亩建
设任务。

在赤峰市翁牛特旗科尔沁沙地生态治理
新能源基地（一期）工程施工现场，机声隆
隆，钻孔机、打桩机穿梭往来，京能（赤峰）能
源发展有限公司火电灵活性改造消纳 110
兆瓦光伏项目正在加紧建设。作为翁牛特
旗推进防沙治沙和风电光伏一体化工程，项

目计划于今年 6月竣工，发电与生态治理同
步完成。

开年即开工，开工即冲刺，扛起筑牢我国
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的责任，内蒙古全速奔
跑在春天里。

2023年，是内蒙古生态文明建设史上具
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

6月，习近平总书记亲临内蒙古考察，主
持召开了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和推进“三北”
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座谈会，发出坚决打好

“三北”工程攻坚战、努力创造新时代中国防沙
治沙新奇迹的动员令，并亲自部署了“三北”工
程三大标志性战役。

10月，国务院印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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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的7个方面主要任务中，第一个任务
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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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国家林草局、生态
环境部等部门出台举措支持内蒙古生态领域
高质量发展。

深情嘱托如山关怀带来千载难逢的重大
机遇。全区各族干部群众不畏艰辛、久久为
功，在把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构筑得
牢不可破的时代征程中，写下浓墨重彩的一
笔——

国土绿化实现突破。“三北”工程攻坚战

和三大标志性战役全面打响，全区累计完成
造林 556 万亩、种草 1817 万亩、防沙治沙
950 万亩，防沙治沙面积较 2022 年增加 100
万亩以上。

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显著。完成清洁取
暖改造 21.33 万户，完成 97 个重点河(湖)入
河排污口排查。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保
持在 98%以上，全区农村牧区生活污水治理
率达到34%。

生态产业发展提质提效。围绕森林食品、
特色林果、木本粮油和林草中药材四大优势产
业链，整合安排产业资金3.13亿元进行集中扶
持，全年林草产业总产值为835亿元，较2022
年增加232亿元。

时光，镌刻下一往无前、奋勇当先的奋斗
足迹。新的春天，新的征程，新的出发。“深
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协同
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建设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组织打好‘三北’工
程三大标志性战役，推进国家公园建设。”正

在召开的全国两会上，政府工作报告对生态
文明建设提出明确要求。

内蒙古如何推动生态保护治理，让我国北
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更加牢不可破？来自内
蒙古的全国政协委员纷纷建言献策。

“科技创新对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基础性战
略性支撑作用，要加强生态环境科技创新力
度，为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提供技
术支撑。”作为一名生态环境科研领域的科技
工作者，全国政协委员、内蒙古生态环境科学
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路全忠对生态环境科技
创新有着深入的思考。

路全忠认为，要加强生态环境科技创新力
度，研究制定北方生态安全屏障建设及考核评
估指标体系，为建设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
障提供科学依据。要强化科技成果转化力度，
为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提供技术支撑。
聚焦自治区能源、冶金、化工等支柱产业，开展
重点行业减污降碳和深度脱碳等技术研究，探
索减污降碳协同治理技术创新。

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基，是制
约生态环境质量的主要因素。“作为水资源管
理部门，我们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在
守牢水资源开发利用红线的基础上，进一步优
化水资源配置，为自治区办好两件大事，实现
闯新路、进中游的目标，提供水资源安全保

障。”全国政协委员、自治区水利厅副厅长李彬
说，要坚持把水资源作为最大刚性约束，强化
地下水超采区综合管控，对不合格地区严格限
审限批。强化水土流失综合治理，推进黄河流
域水土流失治理、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等重点
工程，助力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

“肩负着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
障、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重大历史使命和政
治责任，内蒙古要做到‘全’和‘新’。”内蒙古
党校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副教授欧阳丽
娜说。

欧阳丽娜介绍，“全”即努力构建全域生态
安全格局。划定区域优化功能，促进生态修复
实现全域。重点攻坚协同治理，促使生态治理
实现全域覆盖。“新”即建立保障生态安全“新”
体系。首先是要正确处理好高质量发展和高
水平保护的关系。其次，以构建绿色低碳循环
经济体系为主要着力点，建立保障生态安全

“新”体系。通过建设以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
业化为主体的生态经济体系、健全资源环境要
素市场化配置体系、进一步完善生态环境保护
法治体系等，建立一个科学、立体、动态的生态
安全体系。

在春天启程，蓝图已经绘就。时不我
待，只争朝夕，内蒙古正以饱满干劲再创绿
色奇迹！

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我们当仁不让

□哈丽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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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四届全
国人大二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举行的开放
团组活动中，生态保护与建设成为中外媒体
聚焦关注的热点。

内蒙古是我国北方面积最大、种类最全
的生态功能区，是我国治理荒漠化的主战
场、防御沙尘暴的主防线。2023 年，全区上
下 牢 记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嘱 托 ，全 面 打 响“ 三
北 ”工 程 三 大 标 志 性 战 役 ，全 年 防 沙 治 沙
950 万亩、造林 556 万亩、种草 1817 万亩，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一湖两海”、察汗淖尔
综合治理深入推进，培育健康稳定、功能完
备的生态系统取得积极成效。我们要大力
弘扬蒙古马精神和“三北精神”，持续发力，
久 久 为 功 ，呵 护 好 、捍 卫 好 这 个“ 国 之 大
者”。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全方位、
全地域、全过程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厚植生
态底色、提升发展成色，真正让绿水青山成
为金山银山。

防沙治沙既是一项生态工程，也是一
项发展工程、民生工程。我们要拿出大会
战的气魄，全力打好三大标志性战役，如期
完成“三北”工程攻坚战任务，把我国北方
地区的风沙“防护服”打造得更加厚实。要
跳出治沙抓治沙，从根本上解决荒漠化沙
化问题，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
和系统治理，协同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
卫战，做好光伏治沙、碳汇交易、生态旅游
等文章，让生态安全屏障更加健康稳定、功
能完备。

人勤春来早，奋进正当时。只要我们以
挑大梁扛重担的使命担当全力打好“三北”
工程攻坚战，以扛牢“国之大者”的高度自觉
全面推进美丽内蒙古建设，定能不断书写绿
水青山新答卷，把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
障构筑得牢不可破。

久久为功逐绿前行

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是我国草原牧区覆盖
面最广、涉及农牧民最多的一项惠民政策。随着政策的
深入落实，我区在草原可持续利用上取得了一定成效，
但草原过牧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有效解决这一问
题，现行的国家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亟待优化调
整。建议国家加大补贴力度，提高禁牧补贴和草畜平衡
奖励，调动牧民实行禁牧和限牧的积极性；将草原网格
员补助纳入国家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织密草原监管网
格，提升监管能力；优质优补，通过差异化的草原生态保
护补助奖励政策，实现基本草原生态效益补偿，促进草
原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文/实习记者 高辉）（受访者供图）

徐睿霞徐睿霞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委员、、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副厅长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副厅长

保护草原生态在维护国家生态安全、促进经济社会
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具有基础性、战略性作用。建设国家
草原生态文明试验区，是内蒙古切实扛起建设我国北方
重要生态安全屏障重大政治责任的迫切需要。

建议国家加大资金投入，提高草地产量和质量，建
设我国草原生态修复和生产力恢复样板区；推进农牧业
转型升级，提高草畜绿色产品供给水平，建设牧区绿色
发展先行区；深化改革创新，建设牧区高质量发展实践
区；提高牧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打造草
原生态制度机制建设引领区，为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建设美丽中国、迈向生态文明新时代作出应有贡献。

（文/图 本报记者 白丹 王鹏）

于仁杰于仁杰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内蒙古区委会主委九三学社内蒙古区委会主委、、内蒙古交通投资内蒙古交通投资（（集团集团））
有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
设，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身处奶业科研一线的我们将
坚定地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加速推进形成新质生
产力，推动实现奶业高质量发展。

奶业事关国计民生，是国民健康的基础产业，也是
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战略性产业。我建议，要坚持全链
创新，推动科研成果转化；抓住发展机遇，高效促进数智
升级；积极推进绿色转型，着力构建零碳产业链；打造创
新融合平台，切实加强人才培养。

我们将持续以科技创新之力守护国民健康，为中国
奶业发展贡献更多力量。

（文/图 本报记者 王皓 马建荃）

王彩云王彩云
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代表、、国家乳业技术创新中心高级专家国家乳业技术创新中心高级专家、、伊利集团全球创新伊利集团全球创新
中中心科学研究总监心科学研究总监

3月 6日，全国人大代表李文玲（右）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建议，对环卫公司发放环
卫工服务费实行动态监管，出台优惠政策减免环卫工公共交通费用，多建立环卫工爱心
驿站。 本报记者 孟和朝鲁 摄

3 月 7 日，住我区全国政协委员凌云建议，将文化特色项目作为打造旅游产业的重
点，有利于提高旅游收入。 本报记者 韩卿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