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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北疆文化
赓续中华文脉

初夏，呼和浩
特市清水河县。沿
着崎岖的山路，登上
明长城小元峁段。
极目远眺，墩台、城
墙在绿意盎然的山
川之间曲折蜿蜒，沧桑古朴中透着静谧厚重。

清水河县明长城位处万里明长城的中段，全长155公
里，占内蒙古明长城的17%，资源丰富、类型多样，是内蒙
古现存明长城保存最好的一段。

明长城历经600多年风雨洗礼，在清水河大地上留下
了深刻文化印记。生活在明长城脚下的人们，用他们的视
角讲述着长城故事，守护着这支中华文化根脉。

关城起伏 文韵绵长

巍巍长城，犹如一条巨龙，跃身于崇山峻岭之间。
“清水河县境内明长城沿线分布有烽火墩台108座，敌

台243座，马面253座。目前保存较为完整的城堡墩台有5
座。1989年长城专家罗哲文先生来到清水河县，被明长城
的独特景观和保存现状所震撼，由衷赞誉清水河长城‘可与
八达岭长城媲美’。”清水河县原文物保护所所长刘建国介
绍说。

清水河县位于呼和浩特市南端，东南以明长城为界，
与山西省平鲁区、偏关县接壤。清水河县域内分布着三道
长城，分别称为大边（外长城）、二边（次边长城）、三边（内
长城）。目前与山西交界的二边长城保存相对较好。
1987年 12月，清水河明长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
产委员会公布为世界文化遗产；2001年 6月，被国务院公
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20年 11月，板申
沟段、小元峁段和老牛湾段明长城被国家文物局公布为第
一批国家级长城重要点段。

如今，清水河县明长城已成为清水河县的特色文化“基
因”符号。随山势起伏、墩台林立的明长城，在新时代默默
讲述着历史变迁与世事沧桑故事。

大边长城从和林格尔县盘山进入清水河县后，以韭菜
庄乡后窑子村为起点，经孔读林、两犋牛窑、魏四窑、高家
山、石胡梁、边墙壕墩（明代称崖头墩）跨过清水河至五道
岇村（明代称窑子头），墙体较连贯，遗迹清楚。

大边长城是明朝修筑最早的一道边墙，在明初称为大边、主边或极边。由于文
献史书记载稀少，具体修筑年代难以确定。

二边长城基本上分布于县境东南部，大部分地段接壤于山西省的平鲁区与偏关
县，现在演变为省界线。

三边长城在县境仅存5公里，分布于北堡乡老洼沟村南山脊上，过柏杨岭山进
入山西省。

游龙舞动，江山壮丽。奔涌的黄河、古老的长城在清水河老牛湾“拥抱”，风光
独特、雄浑壮美。长城沿线，分布着长城附属建筑清泉寺戏台、清代四公主德政碑
等遗址……

刘建国介绍，清水河县明长城的地位与特点主要表现为资源的丰富和类型的多
样。长城体系较为完整，既有大边二边
和内边，还有许多关隘遗址。在二边墙
体上有保存完整的敌楼、墙台、马面、烽
火台、营堡等设施。 ■下转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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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5月 12日讯 （记者 杨帆）
优化营商环境，对 2年零销售业绩者说

“不”，是内蒙古深化政府采购改革的一
项重磅措施。自治区财政厅最新消息：
今年以来，内蒙古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以下简称中心）向政府采购电子卖场
“僵尸”供应商（近2年销售业绩为零的
供应商）“开刀”，共清退供应商280家。

为何要清退这些供应商？2021年
11月出台的《内蒙古自治区政府采购电
子卖场管理办法》第 37条明确：“供应
商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各级电子卖场
运营管理机构将终止入驻协议执行并
予以公示，情节严重的报请政府采购监
督管理部门进一步处理。”其中，第 10
种情形为：“在电子卖场中连续2年销售

业绩为零”。为此，中心对电子卖场中
自 2022 年 1月 1日至 2023 年 12月 31
日连续2年销售业绩为零的供应商名单
予以公示，同时终止其入驻自治区本级
政府采购电子卖场并清退。如对公示
结果有异议，可在收到通知之日起 3个
工作日内提起申诉并附相关材料说明，
经核查后确实不存在连续2年销售业绩
为零的，可继续在电子卖场中进行交
易。自治区财政厅政府采购处负责人
付晓枫介绍，被清退的供应商，按照《内
蒙古自治区政府采购电子卖场管理办
法》第38条要求，暂停1年交易，1年期
满后，在后续征集供应商时，被清退供
应商可重新提交材料入驻电子卖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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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2年零销售业绩者说“不”

内蒙古向280家“僵尸”供应商“开刀”

本报5月 12 日讯 （记者 康丽
娜）记者从自治区能源局获悉，今年一
季度，内蒙古光伏新增装机 385 万千
瓦、占全国新增装机总量的 7.6%，居全
国第四位；光伏发电量88亿千瓦时，占
全国光伏发电量的 5.4%，居全国第四
位。全区光伏总装机 2692 万千瓦，占
全国光伏装机总量的 4.1%，由 2023年
底的全国第十三位进入全国前十。

内蒙古太阳能资源丰富，太阳能资
源技术可开发量 94亿千瓦，约占全国
的21%，发展光伏产业具备得天独厚的
资源优势。近年来，内蒙古抢抓“双碳”
机遇，把绿色低碳作为调整能源结构、
推动能源转型的主攻方向，充分挖掘太
阳能资源优势，重点依托“光伏+生态治
理”和“光伏+生态修复”发电基地建设，
促进光伏全产业链发展。按照光伏产

业发展目标，到2025年，全区晶硅材料
生产规模占全国的40%以上，太阳能电
池组件产能达到300万千瓦，可以满足
80%以上本地建设需求，光伏制造整体
产业规模达到1000亿元。

当前，锚定光伏制造产业千亿目
标，内蒙古育集群、强链条，聚链逐

“光”，遍地“向阳花开”。
晶硅光伏产业作为包头市两大旗帜

型产业集群之一，是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
道的重要抓手，也是近年来包头市增长速
度最快的主导产业。眼下，包头市正继续
扩大晶硅光伏产业规模，全力打造全国乃
至全球产业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配
套率最高的万亿级晶硅光伏产业集群。

打造光伏产业创新链是呼和浩
特市打造产业技术创新高地重要内
容之一。 ■下转第6版

我 区光伏总装机跃居全国前十

□本报记者 巴依斯古楞

5 月 8 日，锡林郭勒草原风和日
丽，又是一个治沙施工的好天气。早
晨，多伦县彰泰苗木种植专业合作社
负责人宋占军领着成员们赶早上山，
到浑善达克沙地治理项目区栽树植
绿。挖坑的挖坑、浇水的浇水，不大一
会儿，一个光秃秃的沙包上栽满了樟
子松小树苗。

“我们合作社通过主动申请及签
订合同承包治沙项目，既让农民就近
务工增收，又能修复生态增绿，实现了
防沙治沙和产业项目扶持协同发展。”
宋占军笑着说，他们每人1天挣个300

元不成问题。你看，过去这儿的农民
是被动的“要我治沙”，现在变成了主
动的“我要治沙”。

就在5月 8日，同样的场景也在阿
巴嘎旗查干淖尔镇乌兰图嘎嘎查治沙
现场上演。嘎查牧民钱耀峰和草原丰
远牧业合作社的成员们一道结队夯实

“小角”、拉网围栏，一个上午的分工协
作，一片片沙地变成了一块块“网格”。

“过几天在这些个‘小网格’里撒
上草籽儿，等长起来，就能锁住这片流
动沙丘了。”钱耀峰说，这段时间他一
直在自家及附近牧民家的草场上参与
治沙，修复生态的同时还能挣钱，这可
真是一举两得、一箭双雕的好事儿。

今年，锡林郭勒盟正式启动浑善

达克沙地歼灭战春季攻势后，草原丰
远牧业合作社向阿巴嘎旗林业和草原
局申请并签订治沙合同，以先建后补
方式开展综合治理，15户成员成为当
地 5000 亩治沙项目的实施主体。宋
占军的多伦县彰泰苗木种植专业合
作社则和县林业和草原局签了 8000
亩地的沙地治理合同，雇佣周边农民
100多人，从事幼苗装杯、项目区栽树
等工作。

让农牧民尽可能参与到浑善达克
沙地歼灭战，真正在沙地治理中发挥
好群众力量、增加群众收入，让农牧民
从过去的治沙“游击队”变成攻城拔寨
的“主力军”，锡林郭勒盟积极探索多
元治理机制，按照“谁的草场谁申请、

谁治理、谁管护、谁受益”原则，通过以
工代赈、以奖代补、先建后补等模式，
调动当地农牧民主动参与防沙治沙的
积极性，引导他们及其合作组织发挥
建设和管护的主体作用。

截至目前，锡林郭勒盟各地采取农
牧民及其合作组织自建方式实施治沙
项目已签订合同55份，共47.58万亩。

锡林郭勒盟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
薛万武说：“目前，全盟已有9个旗县的
农牧民及其合作组织以合同制方式从
事 防 沙 治 沙 项 目 ，占 总 工 程 量 的
66%。下一步，我们将对各项目做好
事前指导、事中监督、事后检查，创新
完善农牧民直接参与生态建设的机
制，兼顾好防沙治沙的质量与效益。”

“游击队”变“主力军”挺进浑善达克治理前线

锡林郭勒盟农牧民“沙场领命”歼灭47.58万亩沙地
占2024年总工程量的66%

□本报记者 康丽娜

过去，一提到铁合金产业，人们印
象中首先想到的可能就是高载能、高
污染的传统产业，如今，在合金材料产
能居全国第一的乌兰察布，铁合金产
业已经摘掉了“傻大粗黑”的帽子，披
上了“高智绿”的外衣。

走进内蒙古新太元新材料有限公
司生产厂区，发现与热火朝天的生产
场景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偌大的厂区
只能看到零星的几个工人。而在另一
边的中控室里，工人正远程控制“出炉
机器人”进行炉前作业。企业生产实
现了机械化换人、自动化减人，不仅降
低了劳动强度，节省了劳动力，而且出
炉作业的安全保障大大提升。

这样的场景，在乌兰察布铁合金
企业中屡见不鲜。为了让传统产业重
焕生机，乌兰察布以壮士断腕的决心
猛药去疴，全面实施了“三个一批”和

“五化改造”行动（即淘汰退出一批、技
改升级一批、延链强链一批和除尘密
闭化、能耗值标杆化、资源循环利用
化、智能化、绿能化），减落后产能、增
质量效益、降污染耗能、提后劲活力，

铁合金产业“脱胎换骨”，实现了由
“黑”到“绿”的华丽变身。

如今，走进乌兰察布各个铁合金
工业园，看不到腾空而起的黑色烟
柱，闻不到刺鼻的异味，目之所及，皆
是干净整洁的厂区、科技感十足的生
产线……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正成
为乌兰察布市铁合金产业新的代名
词。2023年，乌兰察布市铁合金行业
完成产量953万吨，同比增长21%，占
全国产量的27%，能效标杆值以上产能
比例超过30%，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乌兰察布市推动铁合金产业转型
升级的积极探索，正是内蒙古推动传
统产业焕新、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转型升级的生动实践。

传统产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
底。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是主动
适应和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
革的战略选择，也是加快发展新质生
产力的重要内容。

如何在传统产业中，加快培育以
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的新质
生产力？

包钢集团给出答案——聚力创新。
“包钢集团持续推动‘高端化、智能

化、绿色化’转型升级，推动钢铁产业与

稀土产业深度衔接融合，加快推进以稀
土为重心的战略转型，努力开创高质量
发展新局面，奋力打造全球最优稀土钢
生产基地和国内最强、世界一流稀土领
军企业。”包钢集团董事长孟繁英说。

近 3年间，包钢集团发力稀土资
源开发、冶炼分离和稀土新材料、功能
器件、终端应用产品等技术创新，开展
低温焙烧、氯化物电解等技改工艺实
验，升级冶炼技术，巩固发展根基，研发
出新一代稀土高铁钢轨、稀土钢用稀土
铁合金、烧结钕铁硼辐射多极磁环、稀
土镁锆晶粒细化剂、高纯稀土金属靶
材、稀土玻璃涂层、稀土催化剂等一批
填补国内外空白的高端稀土产品。

蒙泰煤炭有限责任公司窝兔沟煤
矿给出答案——乘“数”前行。

矿区产煤不见煤、井上远程操作
采煤作业……通过智能化改造，以蒙
泰煤炭有限责任公司窝兔沟煤矿为代
表的鄂尔多斯当地煤矿不断推动生产
方式变革，为生产运营降本增效，助力
采煤智能化发展。

据窝兔沟煤矿负责人介绍，依托
5G智慧矿山平台，矿区落地了 5G煤
流集控、固定岗位无人盯防、5G AI巡
检等智能化应用，这些智能化应用每

年可帮助企业减少井下作业人员 30
余人，助力企业降本超 600 万元/年，
单位能耗和用电量也下降了20%。

不仅如此，鄂尔多斯还以高端化、
多元化、低碳化为方向，全面推动煤炭
由燃料向原料、材料、终端产品转变。

煤制油、煤制气、煤制甲醇和烯
烃、煤基新材料……如今，在鄂尔多
斯，煤炭被“吃干榨尽”，从“黑”到

“白”、由“粗”变“细”，不断上演“一克
煤一束丝，一吨煤一匹布”的产业蜕变
奇迹，产业链不断向下游延伸，产品附
加值不断向高处攀升。

搭乘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快车，传统
产业正在焕发新生。行走在北疆大地
上，传统产业之“变”，令人耳目一新。

“能源、冶金、建材、化工等传统产
业，是我区的家底，辛辛苦苦做起来的
产业，决不能做小做丢，更不能当成

‘低端产业’简单退出。”这是 2024年
内蒙古自治区两会上发出的发展强
音，也是当前内蒙古上下推动传统产
业转型升级的行动指南。

如今，内蒙古正瞄准高端化、智
能化、绿色化方向，推动传统产业“老
树发新芽”。

■下转第6版

产 业 转 型 ，向 绿 向 智 向 高 端
——从传统产业焕新看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内蒙古探索

本报 5 月 12 日讯
（记者 阿妮尔）5 月 11
日，记者从满洲里海关获
悉，日前，通辽保税物流
中心（B型）获海关总署、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外汇管理局四部委
批准同意设立，通辽市再
添对外开放新平台。这
是继赤峰保税物流中心、
巴彦淖尔保税物流中心、
包头保税物流中心、七苏
木保税物流中心之后的
内蒙古第 5 家保税物流
中心（B型）。

通辽保税物流中心
（B 型）位于通辽经济技
术开发区，总投资 1.5亿
元 人 民 币 ，规 划 面 积
80000.4 平方米，设置海
关保税仓库、海关查验仓
库、冷库、海关查验场地、
露天堆场和信息化卡口
等配套设施。据满洲里
海关所属通辽海关关长
白红星介绍，通辽保税物
流中心（B 型）的获批设
立，对通辽市对外贸易发

展具有里程碑意义，将进一步促进
通辽市外向型经济发展，提升跨境
贸易便利度，拉动相关产业链条发
展，加快项目集聚，推动传统企业和
跨境电商融合发展，提高国际影响
力和竞争力。

据了解，保税物流中心（B型）享
受国家赋予的进口货物入区保税、出
口货物入区退税等优惠政策，是连接
国内、国外两个市场的重要物流节
点，是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基础性平
台。企业可在中心内开展保税仓储、
保税物流、全球采购和国际分拨配
送、转口贸易和国际中转等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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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长河中的又一次“中法相遇”
——习近平主席对法国第三次国事访问纪实

本报 5 月 12 日讯 （记者 帅
政）5月 12日，记者从自治区应急管理
厅获悉，今年以来，我区各地各部门盯紧
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压紧压实监管责
任和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截至目前，
已完成安全生产问题隐患整改12.85万
项，安全生产隐患整改率90.3%。

今年 3月，自治区启动安全生产
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各地聚焦矿山、消
防、燃气、化工、交通、住建等重点领域
和医院、校园、商场、福利机构等重点
场所,全力解决从业人员安全素质不
强、重大隐患排查不严、重大隐患整治
不力、重点领域隐患频发、安全基础不

牢等 5类突出问题，并重点开展重大
事故隐患动态清零行动、安全科技支
撑和工程治理行动等安全生产治本攻
坚“八大行动”，加强重大安全风险源
头管控。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全区各
地共检查生产经营企业单位 12.15万
家，发现隐患问题14.23万项。

自 治 区 安 全 生 产 隐 患 整 改 率 达 90.3%

5月 11日，观众在上海世博展览馆参观 2024年中国品牌日活动内蒙古馆。本届中国品牌日活动内蒙古馆以“追风逐
日”为主题，立足重点新能源企业，以“内蒙古的产业共生与绿色发展”为展示思路，分别从农业、工业、服务业等角度，展示
内蒙古“新能源+”的不同应用场景。内蒙古22家企业参展，活动将持续到5月14日。 本报记者 王鹏 摄

走进内蒙古馆感受“新能源+”

相 向 而 行 的 力 量
——习近平主席对塞尔维亚、匈牙利进行国事访问纪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