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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4月11日讯 （记者 冯雪
玉）4月 9日，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院
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
团队借助科技手段，经过数月努力，
将红山文化早期龙形蚌饰成功复原。

去年 8月，赤峰市松山区彩陶坡
遗址发掘出土一枚龙形蚌饰。蚌饰
长约 20厘米，零件众多，为了最大限
度还原文物，考古团队最终借助 3D
模拟拼接等技术，成功复原。

这一龙形蚌饰属于西辽河流域

的红山文化。提起红山文化，大家最
熟悉的，莫过于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
馆的中华第一龙——C形龙。考古团
队专家认为，和红山文化晚期卷曲的
龙形象不同，科学复原的这一距今
6000年的龙形象舒展，属于更早期，
丰富了红山文化早期的龙形象，也为
龙的图腾崇拜提供了崭新线索。此
外，研究证实，该蚌饰出土地点具有
明显的祭祀行为，应是迄今考古发现
最早的祭灶遗存。

红山文化早期龙形蚌饰成功复原

本报重庆4月11日电 (记者 蔡
冬梅) 记者从 4月 10日在重庆市召开
的“全方位建设‘外埠企业之家’2024
年长江经济带 11 省市内蒙古商会联
席会议（重庆站）”上了解到，为突出我
区“精准招商、靶向发力”的主题，本次
活动重点围绕内蒙古包头国家稀土高
新技术开发区，由长江经济带 11省市
的 18个内蒙古商会精准筛选，并邀请
契合包头市重点招商方向、具有潜在
合作意愿的 50多家企业，通过企业与
园区“点对点”沟通、“面对面”洽谈，
全面提升精准招商引资工作质效。

本次联席会议旨在紧扣内蒙古自治

区办好习近平总书记交给的五大任务和
全方位建设模范自治区两件大事，凝心聚
力闯新路、进中游，精准招商引资、精准招
才引智工作主线，深入落实自治区党委十
一届七次全会提出的“六个工程”，深化长
江经济带与内蒙古的联系协作，全方位建
设外埠企业之家，探索走出一条产业互
补、区域协同发展的合作共赢之路。

会上，自治区各厅局对我区建设新
能源、新材料、科技创新、农畜产品深加
工等重点产业体系的支持政策进行了
重点解读宣讲，各商会负责人也把投
资内蒙古、项目落地等意愿和工作细
节进行了现场咨询， ■下转第3版

汇聚蒙商力量 提升精准招商引资质效

构建长江经济带“双招双引”新格局

土地资源是发展之基、生存之本，实现经济高质量发
展，离不开土地的高效率利用。

发展是硬道理，节约是大战略。大力推进土地节约
集约利用,是土地管理工作落实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和
包容性发展的具体实践和重大举措。内蒙古以农牧业用
地和建设用地高效开发利用为核心，统筹优化生产、生
活、生态空间，以转变土地利用方式和优化土地利用结构
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升级。

要素集聚，高效配置提效率

今年2月，乌兰察布市察哈尔高新技术开发区两宗工
业用地首次以“标准地+带方案”模式成功挂牌出让。宗
地一的面积为186.108亩、成交价1105万元，由乌兰察布
市悦科数据有限公司竞得。宗地二的面积为204.783亩、
成交价1229万元，由内蒙古绿菱气体有限公司竞得。

乌兰察布市自然资源局察哈尔高新技术开发区分局
局长高瑞东介绍，“标准地+带方案”出让是指在率先完成
区域评估的工业园区内，先行设定各项控制性指标（即固
定资产投资、亩均税收、容积率、亩均产值等），同时将具体
地块的规划设计方案、施工图预审意见一并作为出让公告
内容，纳入出让公告文件向社会公示。待签订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后，一次性缴清土地出让金和相关税
费，可同步申请办理不动产权证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建设项目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

“标准地+带方案”出让模式，让供地档期过程变为高
效审批服务期，大大缩减了项目审批时间，不仅实现了土
地资源的节约集约利用，还吸引了大量优质项目落户。

为提高土地利用强度和效益，助推工业经济提质增
效，内蒙古持续推动新增工业用地“标准地”改革，增加高
品质空间供给，加快推动土地要素资源向优质企业集聚。

今年以来，全区各类开发区内新增工业用地出让96宗，
其中“标准地”出让96宗，出让面积877.95公顷，出让价款
14.18亿元，“标准地”在新增工业用地中的占比达到100%。

新增工业用地“标准地”改革是土地资源要素配置市
场化改革和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实践，有利于提高土地节
约集约利用水平，服务实体经济优质高效发展。通过优化
和细化供地方案，使其更加适配产业发展要求和类型，进
一步提升土地要素和产业需求的有效匹配度，实现了资源
要素的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目前，“标准地”改革已在内
蒙古全面铺开，自治区层面出台指导意见，盟市、旗县层面
结合实际制定实施细则和工作流程，形成了纵向贯通、横
向衔接的较为完备的“标准地”改革制度体系。

增减挂钩，优化结构拓空间

“还是新家好，上下楼方便，干净、暖和!”2023年 12
月 28日，对于兴安盟扎赉特旗努文木仁乡新民村的289
户乡亲们来说，显得尤为特殊——受益于城乡建设用地
增减挂钩政策利好，他们搬入了期盼已久的新居。

新民村下辖3个自然屯，集体建设用地面积1104亩。2022年以来，新民村通过
实施增减挂钩项目，把3个分散的屯集中起来，仅200多亩地用于建设安置小区供
群众居住。同时，通过减少建设用地腾出861.88亩土地，用于跨省交易。

新民村将新增土地复垦并加紧建设高标准农田，在土地指标跨省交易中，亩均
收入比一般耕地增加了10万元。

“新增耕地所有权归村集体，2023年按每亩550元的价格租给村民种玉米和大
豆，村集体经济收入增加了52万元。有了这些村集体收入，我们后续将为村民缴纳
物业费、补贴取暖费等，剩下的还能发展种养殖产业。”新民村党支部书记徐红波高
兴地说。

对于现在的日子，村民个个竖起大拇指。新民村村民王秀华搬进新居后感慨：
“我们在外地务工十几年了，平时房子空着。 ■下转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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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复苏的季节，站在准格尔黄河大峡
谷观景台远眺两岸，极目之处高原莽莽，大河
浩荡。

远处依稀传来嘹亮悠远的曲调：“你知道
天下黄河几十几道弯，几十几道弯弯里有几十
几条船……”这曲传唱在黄河岸边的漫瀚调
《天下黄河》，古稀之年的奇附林唱了一辈子。
奇附林是准格尔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漫
瀚调的代表性传承人，从小生活在黄河岸边，
踏遍了黄河与其支流的沟沟壑壑。

从古至今，黄河滋养着、改变着鄂尔多斯
高原的人和物。而在高原之上、沟壑之间，无
定河、皇甫川、乌兰木伦河、“十大孔兑”等支流
又反哺着、诠释着黄河、黄河文化。

风起草原 穿越万年

2023年，无定河（鄂尔多斯段）成功入选
国家第二批美丽河湖优秀案例名单。

无定河美在哪儿？
乌审旗无定河流域综合治理与发展中心

副主任布日古德说：“与2017年相比，2023年
出境断面大草湾水质由Ⅲ类改善为Ⅱ类，氨
氮、高锰酸盐指数浓度分别下降 56.5%、
25.6%。自然岸线基本保持河流原貌；河口水
文站断面生态基流能够满足目标要求；瓦氏
雅罗鱼、棒花鱼等土著鱼类物种数和覆盖度
得到有效恢复。特别是入春以后，越冬的候
鸟种类和数量持续增加，国家一级保护鸟类
遗鸥、国家二级保护鸟类雕鸮和红脚隼重现
无定河。”

“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唐
代诗人陈陶《陇西行》中无定河的人类活动历
史可以追溯到距今约10至5万年前。

无定河是黄河13条一级支流之一，鄂尔
多斯市段称为萨拉乌苏河，全长100公里、流
域面积1.01万平方公里。

即使是寒冷的冬季，古老神奇的萨拉乌
苏河依然欢快地流淌着。

萨拉乌苏河畔的史前先民“河套人”，就是从这里蹒跚起步，创造了闻名遐迩的
萨拉乌苏文化（“河套文化”）。中国境内发现的第一批有可靠地层学、年代学依据
的旧石器时代古人类遗存，就是萨拉乌苏遗址。它的发现，掀开了中国乃至亚洲地
区古人类研究史的帷幕，也揭示了内蒙古地区迄今所知最早的古人类活动行踪。

2021年，为配合萨拉乌苏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萨拉乌苏文化遗址的考古
工作重新启动，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
研究所等单位联合开展了此项工作。当年9月至 11月，中国考古学会旧石器专
业委员会副秘书长陈福友带队进入萨拉乌苏地区开展考察发掘，发掘到一批旧石
器、骨器和古脊椎动物化石 。陈福友说，本次考古是萨拉乌苏文化遗址新的考古
工作的开始，并取得了新进展：重新确认了1923年法国学者发掘出旧石器的原始
位置，解决了长期困扰旧石器考古界的一个学术问题。

■下转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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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4月11日讯 （记者 帅政）
近日，自治区第一、第二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组分别进驻呼和浩特市和包头
市，并召开督察进驻动员会，标志着第
二轮第三批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正式启动。动员会上，督察组组长就
做好督察工作提出要求，两市主要负
责同志分别进行了进驻动员。

此轮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将
重点督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
总书记对内蒙古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情
况；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黄河流域生
态环境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情况；生态环
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落实情
况；党中央、国务院和自治区党委、政府

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决策部
署落实情况；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
改、中央督察组转办群众信访案件办理
情况，以及上一轮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整改和群众信访案件办理情况；国
家和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政
策制度、标准规范、规划计划的贯彻落
实情况；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及其处理情
况和人民群众反映的生态环境问题立
行立改情况等。

根据工作安排，自治区第一、第
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时间均
为25天，进驻期间设立专门信访举报
电话和专门邮政信箱受理群众生态
环境问题方面的投诉举报。

第 二 轮 第 三 批 自 治 区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启动

本报4月11日讯 （记者 章奎）
4月 11日，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
主席王莉霞主持召开政府常务会议。

会议研究了进一步深化落实中央
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具体举措，强调要
统筹国务院支持意见和“六个工程”，
明确责任，把一揽子分工方案各项任
务落地落实。各副主席要深入研究一
季度工作中暴露出的突出问题，有针
对性地逐一化解，不断提高工作质效。

会议听取了粮食生产工作汇报，强
调要坚决扛起保障粮食安全重大政治
责任，不折不扣完成国家下达的播种任
务。要做好产业化文章，把乳业、肉羊等
重点产业链做大做强，支撑我区农牧业
晋位升级。要向科技要效益，努力提高
单产，用现代科技引领现代农牧业发展。

会议听取了统计督察反馈意见整
改情况汇报，强调既要巩固已经取得的

成绩，更要认真做好“后半篇文章”，举
一反三、全面整改，实实在在解决问题，
确保统计数据的真实性、完整性、逻辑
性，坚决杜绝虚假整改、统计造假。

会议研究了防沙治沙基金工作方
案，强调要发挥基金撬动作用，持续引
导社会资本投入，因地制宜探索符合实
际的防沙治沙模式，抓实本土苗木繁育
工作，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久久为
功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

会议研究了高等研究院建设方
案，强调认准了就抓紧干，能快则快、
能早则早，现在就着手征集科研和人
才培养项目，早日取得实质成果。

会议审议通过了通用航空产业发
展实施方案，要求围绕城市空运、物流
配送、低空旅游等重点领域打造产业，
抓好通用机场建设，推动通用航空制
造业破题，努力培育新的产业集群。

自治区政府召开常务会议
王莉霞主持

本报4月11日讯 （记者 李晗）
4 月 11日，自治区政府与宝丰集团签
署战略合作协议。当日，自治区党委
书记孙绍骋，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
区主席王莉霞在呼和浩特会见宝丰集
团董事长党彦宝。

宝丰集团是一家以能源化工、新
能源、新型储能为主业的现代企业集
团，公司总资产近 2000 亿元，是中国
民营企业 500 强。近年来，宝丰集团
积极在我区布局建设高端煤基新材料
循环产业集群，单厂规模全球最大的

一期 300万吨烯烃项目预计今年建成
投产。根据协议，宝丰集团将在我区
全力打造新型储能、现代煤化工、风光
新能源、氢能多种绿色能源融合协同
发展的现代能源体系。

会见中，孙绍骋对党彦宝一行表
示欢迎。他说，内蒙古的发展优势很
多，现在的发展势头很好，许多大型民
营企业都非常看好内蒙古的发展前
景，有的还把总部落到这里。我们正
在实施诚信建设工程，并专门成立了
民营经济发展服务局和重点民营企业

党委，承诺企业的事项一定说到做到，
竭力帮助企业解决发展难题，支持企
业做好党建工作。自治区与宝丰集团
在煤化工等领域已经有了很好的合作
基础，双方深化合作的空间还很广
阔。储能是制约我区新能源建设的

“卡脖子”问题，希望宝丰集团发挥自
身优势，积极参与我区储能市场建
设。有关方面要强化要素保障，提高
办事效率，推动合作项目加快建设、结
出硕果。

党彦宝简要介绍了宝丰集团的主

营业务和在内蒙古的产业布局。他说，
我们来内蒙古投资办企，切身感受到了
这里良好的营商环境，感受到了这里大
抓发展、大抓招商的浓厚氛围，感受到
地方党委和政府对民营企业的关心厚
爱。宝丰集团将继续把内蒙古作为产
业发展的重点地区，进一步加大在现代
煤化工、储能、绿氢等领域的投入力度，
积极参与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更好助力
自治区现代能源经济发展。

于立新参加会见，白清元代表自
治区政府与企业签约。

自治区政府与宝丰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孙绍骋王莉霞会见党彦宝

本报4月11日讯 （记者 皇甫
秀玲）4月 9日，记者从内蒙古农牧业
科学院获悉，该院食用菌创新人才团
队持续多年进行草原白蘑种质资源
研发创新，成功繁育出 5个草原白蘑
系列新菌株，并实现人工栽培高密度
出菇。目前，草原白蘑1号、2号已获
批国家发明专利。这是继草原黑蘑

繁育成功之后取得的又一内蒙古自
主知识产权的研发成果。

据悉，草原白蘑（学名蒙古口蘑）
特指内蒙古草原上生长的名贵野生食
药用菌，其富含菌多糖、多肽、核苷酸
等生物活性物质。草原白蘑以其高蛋
白质、低脂肪、营养丰富且具有多种药
食同源的属性，被称为“蘑菇王”。

我 区 培 育 出 草 原 白 蘑 新 菌 株

4月10日，包头市青山区小油河“夹心房”安置房建设现场施工人员正在抓
紧施工。为改善居民居住环境，包头市实施了“夹心房”改造工程，共涉及项目
33个、553户，改造面积约3.55万平方米，该工程于3月15日启动建设，预计10月
15日完成回迁工作，实现“交房即交证”。 本报记者 孟和朝鲁 摄

“夹心房”改造
本报4月 11日讯 （记者 马芳）

近日，由中国唱片集团出品的 2023 中
宣部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强国复兴新
征程——党的二十大主题优秀原创音
乐精品集》开启线上展播，我区3首原创
音乐入选。

据了解，精品集以中国共产党新时
代新征程“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中心
任务为出发点，精选100余部优秀原创
音乐作品，分为“时代之变”“人民之呼”

“强国之志”“复兴之梦”“同心之力”“青
春之声”6个歌曲篇章和“山河之美”“华
夏之韵”“文明之汇”3个器乐篇章，以音
乐为切入点，向人民群众传递踔厉奋
发、勇毅前行的精气神，唱响强信心的
时代主旋律。收录的音乐作品涉及中

国式现代化、新发展理念、人民民主、共
同富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航空航天、

“一带一路”等丰富内容，多维度呈现新
时代新征程上朝气蓬勃的新风貌，展示
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和中华美学的
独特风范。

我区入选的 3首歌曲《一江清水》
《芳华》《永远的乌兰牧骑》，由词作家苏
日塔拉图创作。其中《一江清水》由方
珲作曲，扎西顿珠演唱，艺术唯美地描
绘长江的历史文化积淀和波澜壮阔的
时代画卷；《芳华》由方珲作曲，阿云嘎
演唱，深情讴歌为了理想甘于奉献青春
和生命的英烈志士；《永远的乌兰牧骑》
由新吉乐图作曲，乌英嘎演唱，深情歌
颂草原上的“红色文艺轻骑兵”。

党的二十大主题优秀原创音乐精品集开启线上展播

内 蒙 古 3 首 原 创 音 乐 入 选

□新华社记者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10日在京会
见马英九一行并发表重要讲话，受到海内外
高度关注，在两岸引发热烈反响。两岸各界
人士、专家学者纷纷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着眼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
彰显了深厚的民族家国情怀，饱含着对台湾

同胞的深情厚意，为当前复杂严峻的台海形
势注入了稳定性和正能量，为发展两岸关系
指明了前进方向，是做好新时代对台工作的
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必将激励两岸同胞同
心共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光明前景。

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

“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中华民

族是世界上伟大的民族，创造了源远流
长、辉煌灿烂、举世无双的中华文明，每
一个中华儿女都为之感到骄傲和荣光。”
会见中，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的
历史高度，面向广大台湾同胞，一席重要
讲话娓娓道来，富有哲理，充满温情，引
发两岸同胞内心强烈共鸣。

“见证这一历史性会面，我深感荣幸。”作为
马英九此行所率青年的一员，■下转第4版

为两岸关系指明正确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激励两岸同胞

同心共创光明前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