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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右旗

□本报记者 郭奇男
集宁区融媒体中心记者 张家欣

放眼当下，招商引资已从过去的拼资源、
拼区位、拼政策，逐步转向拼服务、拼环境。

“暖企服务”是否到位、营商环境够不够好，决
定着投资商的去和留。

“服务好现有企业就是最好的招商引
资”。带着这一理念，乌兰察布市集宁区全
力优化营商环境，主动靠前、精准服务，问
企所需、解企所困，打造对外招商引资的

“新招牌”，让各类企业进得来、干得好、留
得住，让更多企业家为集宁招商引资“代
言”。

近日，集宁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助企小分
队走进南大光电（乌兰察布）有限公司，就年

产 8400吨高纯电子级三氟化氮项目建设规
划和进度，以及目前所遇到的问题，与企业负
责人进行了深入交流讨论。

“公司年产8400吨高纯电子级三氟化氮
项目已完成备案及相关购地手续的办理。非
常感谢区委、区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在项目
推进过程中给予的关心和帮助。良好的营商
环境坚定了南大光电持续投资集宁、壮大企
业的信心。”南大光电（乌兰察布）有限公司副
董事长陆志刚说。

南大光电（乌兰察布）有限公司成立于
2021年 2月，隶属于江苏南大光电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公司年产7200吨三氟化氮一期建
设项目从开工到建成投产，仅用 8 个月时
间。项目建设过程中，相关部门定期深入企
业，对接自治区、乌兰察布市等相关部门，全
程帮办代办各项手续，申请土地、能耗指标

等，实现了当年规划、当年建设、当年投产。
截至2023年底，企业实现了三氟化氮产品销
售 4400 余吨，营业收入 5.3 亿元，利税 9000
余万元。

走进内蒙古乌兰察布东阳光化成箔有限
公司生产车间，现场机器轰鸣，工人正铆足干
劲、熟练地操作设备，整个车间呈现出一派繁
忙景象。

内蒙古乌兰察布东阳光化成箔有限公司
是一家制造新型电子设备专用材料的企业，
公司生产的化成箔属国家重点发展和扶持项
目，是自治区战略性新兴特色优势产业。

该项目从投资建厂到生产运行，一直是
集宁区委、区政府和相关部门关注的重点，在
企业面临节能减排、加快企业转型升级等方
面问题时，集宁区生态环境分局组织工作人
员多次上门，以问题为导向，反复研究、现场

论证，指导企业依法依规推进危险废物减量
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理，并在法律法规、技术
标准、程序管理等方面，提供了有针对性的技
术支持和管理建议。

内蒙古乌兰察布东阳光化成箔有限公司
工作人员张宇告诉记者：“作为一家外地企
业，公司在办理企业标准备案时存在不知道

‘去哪里办’‘找谁办’的问题，但在集宁区行
政审批和政务服务局企业代办中心的积极协
调下，企业标准备案工作很快得到了有序推
进，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全部工作。”

行棋观大势，落子谋全局。面对新的时
代浪潮和机遇挑战，招商引资更需要服务好
现有企业，用优质、贴心的服务，帮助现有企
业搞好发展、实现腾飞，形成“近者悦、远者
来”的良好发展局面，为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
供充沛的动能。

问计问需优服务 惠企暖企助发展

□本报记者 王玉琢

沐浴着春风，记者来到鄂尔多斯市准格
尔旗准格尔召镇，站在准格尔召镇铧尖村“零
碳科创板”平台上，放眼望去，蓝天白云下，眼
前成排成行、集中连片的云杉云松，镶嵌在高
低起伏的山峦中，坡梯上各种各样的草木，在
暖阳的照耀下，已然微微泛绿，展现出勃勃生
机。曾经的采煤沉陷区焕发出新的容颜。

准格尔召镇总面积 471.8 平方公里，矿
区面积占比 75%，辖 8个行政村、1个社区，
有煤矿 25座，核定年产能 4340万吨。随着
煤炭开采的终结，如何将采后的地貌复垦，
并且带来经济效益，让复垦区“绿起来”“美
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实现“绿美富强”
同频共振，这是准格尔召镇谋划的大事。

“镇里以高标准推进绿色矿山建设为中
心，一体推进乡村振兴同绿色矿山建设融合
发展，着力打造风光农牧样板、绿色矿山样
板、努力建设成为‘两山’理论创新实践基

地。”准格尔召镇镇长郝培华说。
今年准格尔旗以1号文件的形式明确了

“绿色矿山建设生态修复(提升)治理二十条
措施”，高质量、高标准推进绿色矿山建设。

作为典型的矿区镇，该镇按照旗委政府
“二十条措施”，提出了“围绕一个目标、实现
双翼齐飞、打造三个样板”的工作思路，认真
执行“边坡种树、平盘种草、平盘边缘种防风
林带”要求，以更高的标准、更严的举措，在5
万余亩复垦区推动矿山绿化工作提档升级，
并督促煤炭企业应用滴灌、喷灌等措施，确
保栽种苗木成活率 85%以上。打造生态文
明科普宣传基地，做两山理论的传播者和实
践者。对井工矿塌陷区实施整山整沟治理，
以单立项目为载体推进，开展山水林田湖草
沙一体化综合治理，在保护原有水土基础上
进行“坡改梯”“沟筑坝”等治理措施。对露
天矿复垦区实施集中连片治理，落实统一标
高，连矿连排、互用填坑、互通驱动等治理措
施，实施“夹缝资源”开采和利用。今年累计
投入约5亿元，复垦绿化628公顷，继续栽种

云松、云杉等各类常绿树种 202万株，在已
建成16座绿色矿山的基础上，计划再建成3
座自治区级绿色矿山。全力增强生态底色、
绿色颜值，打造绿色矿山样板。

在推进绿色矿山建设的过程中，水资源匮
乏成为制约发展的瓶颈之一。为了解决这一
问题，准格尔召镇一方面将镇区污水处理厂的
中水和部分煤矿的疏矸水输送到蓄水池中，累
计可积蓄8万方水；同时引用伊金霍洛旗圣圆
水务公司水源，用于苗木浇灌、种养殖业发展。

绿色矿山建设不等同于绿化矿山，只有
将产业发展、社会治理等乡村振兴要素融入
其中，才能实现以煤为“媒”、实现“黑色经
济”向“绿色效益”转变，实现生态、经济和社
会效益多赢。

今年准格尔召镇准备投入1亿元在1.3万
余亩复垦区上，实施建设风光农牧林，同时铺
设光伏板3+6兆瓦光伏发电项目，其中3兆瓦
光伏发电项目将并网消纳，6兆瓦光伏发电项
目自产自销，用于充换电站项目使用。4兆瓦
光伏发电项目，通过与闫家沟煤矿合作，光伏

发电产生的绿电为煤矿使用，煤矿按照节约比
例以租赁的形式给村集体经济公司支付租赁
费，预计每年可以为企业节约成本约2000万
元。与此同时，发展板下经济，开展“日光养
鸡”和“日光养羊”项目，养殖高原土鸡5万只，
建设2万只奶绵羊育种基地；4兆瓦光伏板下
养殖安格斯、海福特和西门塔尔等高端牛种
2500头，形成“板上发电、板下种植、板间养
殖”能源发展新模式。通过引进企业饲养和租
赁场地等方式，就业岗位得以增加，地质条件
逐渐改善，预计将使集体经济收入突破1.5亿
元，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超过2600元，形
成企地企民“共赢共富”的新局面。

据了解，准格尔召镇计划用3年的时间，
在辖区5万余亩复垦区投资50亿元，建设以
100 万千瓦光伏发电项目为核心的“新能
源+畜牧业”产业集群，涵盖现代畜牧、特色
养殖、智慧农业、新能源4个板块。项目建成
后，预计年发“绿电”20亿千瓦时，节约标准
煤50余万吨，减少各类污染物排放量200余
万吨，带动就业超2000人。

板上发电 板下种植 板间养殖

绿色矿山改造开启能源发展新模式

准格尔旗

集宁区

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

五原县

□本报记者 肖璐

“老大姐，身体怎么样了？需要
我们帮助吗？”赤峰市林西县城南街
道学府社区“微网格员”陆英俊敲开
邻居的门嘘寒问暖，这已成为他的日
常工作，住在这里的居民时常能感受
到睦邻网格员传递的温暖。

居民见面不相识、邻里关系淡漠
已成为城市社区普遍存在的问题，林
西县在社区积极推动“微邻网事”睦
邻党建，推动“陌邻”变“睦邻”，着力
构建党群连心、邻里和睦、互帮互助
的城市基层治理新格局。

“大家聚在一起看露天电影真开
心！像是回到了小时候，这种久违的
感觉真美好。”前来观看电影的居民
姚舜感慨地说。学府社区设置了露
天电影院，每到周末晚上就为居民免
费播放《建党伟业》《我和我的祖国》
《红海行动》等经典影片。

“1+N”“微邻网事”互助队是林
西县各个社区促进邻里和睦建立的
组织，逐渐形成“社区党组织—邻里
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中心户”
组织网络，保安、物管、保洁、居民群
众纷纷参与，组建“红管家”“帮帮团”

“小巷管家”等志愿服务队 30余支，

切实提升邻里服务多样性、针对性，
消除服务盲点。

有队伍更要有场所，林西县打造
了“一站式”邻里服务大厅，集合便民
服务、社区医疗、文体活动、居家养
老、信息交互等多种功能为一体，“见
缝建亭”推动社区“口袋凉亭”遍地开
花，让社区居民唠嗑说事、学习娱乐
有场所。

在兴安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活动室，一排排小摊位很吸睛，抬眼
望去，图书图册、小玩具等应有尽有，
家长带着孩子向来往邻居介绍精心
准备的义卖商品。“每隔一段时间社
区都会举办‘社区邻里节’，邻居能聚
在一起互相交流，大家下班回家多了
一处休闲娱乐、分享爱心的好去处。”
兴安花园小区的居民董飞介绍。

“‘社区邻里节’活动以小集市
凝聚大能量，我们还组织儿童绘画
展、广场舞、诗歌朗诵会、趣味运动
会、歌舞汇演等活动，推动社区邻
里之间从陌生到相识相知、再到互
帮互助，让陌生的邻居熟悉起来、
让疏远的邻居亲近起来、让寂寞的
楼道热闹起来、让幸福的笑声萦绕
起来，助推社区治理服务水平不断
提升。”兴安社区党委书记刘柯含
说道。

“睦邻家园”让近邻更亲

□实习记者 朱媛丽

“没想到社区召集咱们老百姓来
商量事还有奶茶喝，这也太好了！”锡
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希日塔拉街道办
事处乌兰社区居民崔大姐喜出望外。

4月 15日，在锡林浩特市希日塔
拉街道办事处乌兰社区“奶茶议事
厅”，辖区业主委员会成员代表、物业
公司代表，正伴随着奶茶的氤氲、奶
食品的醇香，与社区负责人及工作人
员就某小区和临近两栋零散楼栋物
业统一管理事宜进行商议。

在议事现场，大家你一言我一
语，各抒己见，毫不拘谨，仿佛来社区

“串门唠嗑”一般。
“现在社区行政事务较多，走进

老百姓家中，与居民近距离接触的
机会并不多。为了拉近与辖区居民
之间的关系，结合咱们地方特色，我
们想到建立这个‘奶茶议事厅’。以
往 开 会 通 常 气 氛 严 肃 ，大 家 也 拘

谨。但有了这碗奶茶，整体议事氛
围就不一样了，它成了独具特色的

‘媒介’和连接大家的‘纽带’，议事
人员喝着奶茶，在唠家常当中，让那
些平时看似解不开的‘大石头’变得
松动！”希日塔拉街道办事处乌兰社
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鄂博丽感
慨道。

自开展“奶茶议事”会以来，该社
区始终坚持以居民需求为导向、以居
民满意为标准。针对群众关心、关注
的热点问题和当前社区重点工作征
求意见建议，形成“收集—协商—落
实—反馈”的治理模式，切实做到问
题早发现、早化解。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推进基层
民主实践，通过打造‘奶茶议事厅’这
一品牌，创新居民议事工作方法，形
成‘大事共商、实事共做、协作共赢’
的良好互动社区管理服务机制，通过
这种形式全力破解基层治理过程中
群众‘参与难、议事难、解决问题难’
的长久难题。”鄂博丽信心满满地说。

“奶茶议事”促进社区和谐

本报呼伦贝尔4月16日电 呼伦贝尔农垦大
兴安岭甘河农牧场分公司党委以“发挥党组织的政
治核心作用，推进企业高质量发展促进职工增收”
为目标，深入基层一线开展调研，通过创新党建品
牌等措施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

抓学习，让党员有了用武之地。基层生产队人口
流失较大，党员之间聚集在一起并不容易。针对党员
集中难、活动难、组织难等问题，公司党委借助“微党
建”平台，将分散的、外地的党员“组织”在一起，有效地
提升了服务职工群众的本领。抓纪律，促进企业高质
量发展。甘河农牧场分公司进一步严格请销假制度，
明确了请销假申请、审批、备案程序。2023年冬季，该
公司通过强化管理实行冬季生产队集中办公，为企业
节约取暖费100多万元。抓落实，推动工作取得实
效。甘河农牧场分公司党委打造“五带头”“四个到位”

“三个在前”“两个提高”和“一个重点”的“54321”党建
品牌，提高党员素质，发挥党支部“堡垒”作用。

通过打造基层最强党组织，甘河农牧场分公司在
农业规模化种植、牧业养殖、经商等方面发力，组织引
导职工采取农牧结合、农商结合和农运结合等“多元”
发展模式，拓宽致富渠道，促进企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职工收入稳步增长，可持续发展势头强劲。（周旭友）

创新党建品牌引领经济发展

本报巴彦淖尔4月16日电 （记者 薄金凤）
连日来，五原县天吉泰镇二合永一组零星沙丘治理
项目区内，推土机正加足马力平整土地，为项目区
植树造林工作做足准备。

该治理项目是五原县社会资本参与防沙治沙和
产业融合发展的典范，企业以先建后补的方式承包
沙丘治理项目，改善零星沙丘及周边的生态环境。
工程占地面积约7000多亩，目前，已完成沙地治理
4500多亩，今年计划完成沙地治理1000多亩。

“天吉泰镇二合永一组零星沙丘是五原县境内
黄河沿线的最大沙地，也是‘三北’六期工程重要建
设内容。该工程预计5月中旬完成沙地平整工作，
之后这里将栽植梨树、酸枣树等经济作物，部分林下
还可种植中药材，让沙地‘生绿’又‘生金’。”巴彦淖
尔市华美德养殖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胡日查介绍。

在推进林业重点工程建设的同时，五原县探索立
足地区特点发展林沙产业，建立200亩黄河流域耐盐
碱生产生态型优良草品种高效繁育与加工利用基地、
五原县复兴镇庆生一组500亩卉丰鸡心果示范园区，
让生态“常青树”变成村民的“摇钱树”。去年，复兴镇
500亩鸡心果树进入盛果期，年产果量30多万斤，产
值达到150万元，实现了治沙和致富两不误。

让零星沙丘变绿生金

本报乌海 4月 16 日电 （记者 郝飚）连日
来，海南区持续抓好春耕生产工作，及时关注村民
在春耕生产中的所盼所需，让春耕备耕“有底气”，
农业收成“有盼头”。

今年，海南区及时落实国家的各项惠农惠牧补
贴政策，同时整合相关的项目和惠农补贴资金，通
过增加小麦补贴来引导农户提高种粮积极性。并
多形式、全方位地宣传农业各项补贴适用范围与对
象、补贴资金分配、补贴依据与标准等要求，使广大
农户及时了解农业补贴政策的意义和内容。在宣
传、落实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
补贴等扶粮惠农政策的基础上，市区两级积极制定
出台2024年粮食生产扶持政策。在落实高标准农
田建设等扶持政策的同时，实施粮食大面积单产提
升行动，资金支持比去年只增不减，进一步调动农
户种粮积极性，稳定粮食生产，提高种粮效益。

为确保农业生产开好头、起好步，该区对农资储
备情况、农业机械检修和使用安全情况进行了一次

“大体检”。同时深入村内农机专业合作社和农机
户，对农机保养、调试进行现场指导，坚决杜绝农机

“带病作业”，为春耕备耕质量和安全生产保驾护航。

落 实 惠 农 政 策
助 力 春 耕 生 产

本报包头4月16日电 （记者 格日勒图）近
日，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公布 2024年第一批全
国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续报名单，土右旗
绿色食品原料（玉米、大豆）标准化生产基地荣获全
国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证书。

土右旗绿色食品原料（玉米、大豆）标准化生产
基地创建规模30万亩，覆盖全旗8个乡镇、72个村、
涉及12612户农户，核定年产量24万吨，是西部地
区面积大、品质优的绿色食品玉米原料供应基地。

该基地依托北辰饲料公司现基本形成产、加、
销一条龙和“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的运作模
式。基地种植的玉米主要被绿色食品和绿色生资
企业订购作为原料，价格明显高于普通玉米价格。
包头市北辰公司每年以每公斤高于市场0.02-0.06
元的价格收购基地农户玉米，消化基地50%以上的
绿色食品原料玉米。

土右旗绿色食品原料（玉米、大豆）标准化生产
基地实现了玉米的订单销售，极大地推动了包头市
特色优势农业产业的标准化、规模化发展，延长了
玉米上下游产业链，促进农民增收。此次认证成
功，为土右旗及包头市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
打造绿色精品品牌、增强农产品市场竞争力、实现
农牧业高质量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获 批 全 国 绿 色 食 品
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

□本报记者 鲍庆胜
奈曼旗融媒体中心记者 王阳 摄影报道

这几天，在通辽市奈曼旗大沁他拉镇
昂乃村的昂乃养殖小区奶制品全自动化操
控车间，一头头奶牛依次走进挤奶区，通过
自动化挤奶工序，鲜奶源源不断流入储奶
罐……这些巴氏鲜牛奶连同自然发酵好的
酸奶，将快马加鞭送往600多公里外的北京
市通州区。

昂乃养殖小区奶制品加工车间是2021
年京蒙共建产业园区新建项目。几年间，园
区以京蒙协作项目资金为助力，先后投入
2876万元建设了泌乳牛舍、草料库、养殖棚
舍，逐渐补齐了昂乃养殖小区的全产业链功
能。目前，园区基础母牛饲养、育肥牛、病畜
隔离、饲草料存储加工、粪污无害化处理、玉
米压片加工、酿酒、奶制品加工 8个区域全
部投入使用并生产。

“我们运用260万元帮扶资金升级了园
区追溯系统，每头黄牛都做到实时记录，目
的就是打造高端健康的黄牛奶制品。”内蒙
古昂乃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李相杰介绍，目
前奶源实现了可追溯，奶制品也达到了品质
要求，深受群众的喜爱，按照北京市通州区

的大订单预定，现在每星期都装满两车奶制
品送往北京通州。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基础。近年来，
京蒙帮扶精准对接资源，持续加快乡村产业
振兴的步伐。如今，昂乃村通过固定资产收
益分红、订单青贮、劳务输出、农机服务等多
种合作形式实现资产收益型发展模式，全村
年均增收300万元以上，人均增收2000元，
村集体经济由 2014年的负债 28万元提高
到2023年实现收入120万元。

“这都是京蒙帮扶给我们这个村带来
的最大的成果，自 2018 年到现在，我们全
镇京蒙帮扶资金投入了 4700多万元，共实
施项目35个，包括昂乃村及周边的11个嘎
查村，通过京蒙帮扶资金投入，我们可以产
生更多的固定收益。”大沁他拉镇镇长蒋翠
艳说。

海南区
林西县

锡林浩特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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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挤奶车间自动化挤奶车间。。

工人在操作巴氏奶灌装机显示屏工人在操作巴氏奶灌装机显示屏。。

生产的鲜牛奶生产的鲜牛奶。。

加工好的奶制品装车发往北京市通州区加工好的奶制品装车发往北京市通州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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