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迪啊，晚上几点回家？我

提前给你把炕烧热乎了。”每天黄

昏时分，年轻的扶贫干部邹迪都

会接到这样一个电话。“大姨，我

一会儿就回家，不着急烧炕。”邹

迪笑着回道。

身为“90后”的邹迪是内蒙古

奈曼旗黄花塔拉苏木太平庄嘎查

的第一书记，工作已满三年，“大

姨”并不是他的亲戚，而是太平庄

嘎查的贫困户白介子。

邹迪在城市长大，毕业后原

本可以在通辽市里找一份工作，

但为了到基层一线锻炼，2017 年

3月他主动请缨，到太平庄嘎查任

第一书记。

“刚来到这儿时，我心里特别

紧张，担心乡亲们不信任我。”邹

迪说，“他们都说我是奈曼旗最年

轻的第一书记。”带着对扶贫工作

的激情，还有些许的忐忑，邹迪开

始了扶贫工作。

2017 年底，一次偶然机会，

邹迪关注到了刚刚被精准识别为

贫困户的白介子。

白介子的爱人四年前因病去

世，留下她和刚上大学的儿子相

依为命。“家里的顶梁柱走了，儿

子又在外地念书，我每天自己在

这屋子里住，很孤独。”白介子指

着屋里的地砖说，“老伴走得突

然，这房子还是他走前装修的，地

砖都是当年他亲手铺的。”

邻居们怕她孤单，经常叫她

唠唠家常、招呼她一块儿吃饭，白

介子常常这家走走、那家住住，但

精神头和以前相比差了一大截。

为了让白介子重拾生活信

心，也为了帮她早日脱贫，邹迪决

定借住在白介子家，和她一块儿

生活。“大姨本身是个女强人，但

是生活对她的打击太大了，我要

帮她找回以前的状态。”

建档立卡之后，邹迪帮白介

子用扶贫资金买了 10 只基础母

羊，两个人在院里盖起羊圈。种

地、养羊，两个人在田间地头忙活

得热火朝天。渐渐地，白介子的精

神状态好了。

冬日里屋外天寒地冻，但白

介子家里却暖如初春。每天快到

邹迪下班的时间，白介子都会

把家里的炕烧得热乎乎的，做

好饭等他回家。“孩子忙了一天的

工作，晚上回家得有热乎饭吃。”

儿子不在身边，白介子把所有的

母爱都给了邹迪。

“有一天小迪说他晚上要加

班，我等到八点多还不见他回家，

就去村部找他。”白介子说，“等我

到了村部一看，这孩子自己一个

人，刚泡了一桶方便面，在办公桌

上写材料呢。”

冬天风大，窗户有些透风，白

介子担心邹迪着凉，花了 150 元

在窗外封了一层挡风的塑料布。

邹迪知道后，偷偷在大姨的钱包

里塞了 200元钱。

如今，白介子家的羊已经从

10 只发展到 38只，她也在 2018

年底脱了贫。“小迪建议我把羊的

数量保持在 30 只左右，走可持续

发展的路。”白介子说。

从“一张白纸”到“第一书

记”，邹迪成长了；从贫困户到养

羊户，白介子脱贫了。脱贫攻坚的

路上，邹迪和白介子变成了亲人。

“我们娘俩还要继续努力，让未来

的日子过得更好！”邹迪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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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

临河区，穿越沃野千里的河套平

原、绵延起伏的阴山和一望无际的

草原，行驶近 200 公里后，便抵达

中蒙边境的甘其毛都口岸。呼啸的

西北风，屹立的新建筑，繁忙的大

货车……这是甘其毛都给人的第

一印象。

口岸贸易插上腾飞翅膀
甘其毛都，蒙古语意为“一棵

树”，毗邻蒙古国南部资源富集区。

巴彦淖尔市商务局副局长李磊说，

口岸距蒙古国储量最大的塔温陶

勒盖煤矿（TT 矿）265 公里，距蒙

古国最大铜矿———奥尤陶勒盖铜

矿（OT 矿）90 公里，是蒙古国出口

煤炭、铜精粉等矿能资源运距最

短、水电兼备的最佳通道，也是闪

耀在中蒙边境线上的一座现代化

边贸城。

记者在甘其毛都口岸海关监

管区外看到，一辆辆悬挂蒙古国号

牌的重型货车满载煤炭，排成长

龙，缓缓行驶。在出境通道，卸了煤

的空载货车排队等待，准备出境拉

煤。

30年前，甘其毛都被批准为中

蒙边境贸易临时过货点，当时的交

易场所只有两顶蒙古包。中蒙两国

民众在这里交易的，也只有皮张、

绒毛和工艺品等。

1992 年，甘其毛都被批准为季

节性开放口岸，中国与蒙古国开始

在这里进行钢材、水泥等大宗交

易。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深入，甘其

毛都口岸的贸易量不断增加，2009

年被批准为常年开放的公路口岸，

起初全年也只有数百人通关、数万

吨煤炭过货。

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建设的

推进，甘其毛都加快通关基础设施

建设，如建成原煤专用通道、五进

五出货运通道等。进出境货运车辆

由 2009 年的日均 400 辆，增至目

前的 3500 多辆，单日进出口贸易

量也由 4万吨增至 11万多吨。

统计数据显示，1992 年至今，

甘其毛都口岸累计完成货物吞吐

量超过 1亿吨，实现贸易总额近千

亿元。2018年，甘其毛都口岸累计

完成进出口货运量 1908 万吨，同

比增长 4.8%；实现进出口贸易总额

233.6 亿元，同比增长 26.4%；实现

海关税收 34.63 亿元，同比增长

9.7%。

巴彦淖尔市常务副市长郭刚

表示，甘其毛都口岸在中蒙矿能合

作领域的影响力与日俱增，成为两

国矿产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

金融合作“三位一体”经贸合作思

路的实践地，也是推进“一带一路”

建设和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支

撑点。

货物通关进入读秒时代
通关环境对中蒙矿能企业生

产、贸易、流通和深加工的融合有

着重要影响。说起通关效率的变

化，呼和浩特海关下辖的乌拉特海

关关员王越感同身受，连用三个

“快”字来概括。

王越说，“一快”是企业申报

快。以前，企业申报需要登录各口

岸部门不同的系统重复录入数据

信息，切换系统麻烦，录入项目叠

加，容易出错。随着国际贸易“单一

窗口”标准版整合申报模块的推广

应用，实现了“一口对外，统一受

理”，企业只需一次录入报关单、舱

单、运输工具备案等信息即可，程

序简化，操作简单，一键敲定，方便

快捷。（记者陈磊于嘉李云平）

“二快”是车辆通关快。传统的

通关验放模式，要求车辆通卡后抵

达货场卸货，等到企业办结报关、

交税和放行手续后再提离货物，完

成整个通关流程至少需要五六天。

现在口岸启用了智能卡口，企业提

前申报清单，车辆到达卡口后，系

统自动读取车牌号码、货物重量等

信息，海关核实数据无误后，车辆

直接通过智能卡口即完成放行，通

关仅仅需要几十秒。

“三快”是税款支付快。企业以

前支付税款，首先要到海关打印纸

质税单，再到银行交税，然后拿着

单据返回海关，海关核对无误后才

能放行，来回辗转，费时费力。现

在，新一代电子支付系统的上线，

实现了海关、银行和国库联网，企

业足不出户就可以通过“单一窗

口”网上支付税款，节约了大量的

时间和人力成本，让企业提速增

效，“松绑”减负。

企业对通关效率的提升也深

有感触。“以前我们运煤车的通关

时间需要一周以上，现在只要 20

分钟左右。”从事中蒙煤炭贸易的

三禾能源开发公司副总经理张贵

生说。

据统计，2018 年，甘其毛都口

岸进口整体通关时间为 2.04小时，

较 2017 年缩短 164.81 小时，压缩

比为 98.78%，超额完成整体通关时

间压缩 1/3 的目标。

现代边城更具“国际范儿”
甘其毛都口岸先后引进 40 多

家企业，形成跨境运输、矿产品加

工、仓储物流、电子商务、电力外送

等优势产业，2 万多人聚集在这里

工作、生活。

走进口岸所在的甘其毛都镇，

既有整齐划一、景观别致的住宅小

区，也有蒙古国商品超市、蒙古族

风味餐厅、中国家电卖场等商铺。

宽阔整洁的街道上，小轿车、

越野车川流不息。学校、医院等公

共服务设施一应俱全。休闲广场上

别具一格的回廊成了人们下棋、聊

天的好去处。

娜顺吉日嘎拉来自蒙古国乌

兰巴托市。5年前，她随丈夫萨如拉

宝音来到甘其毛都口岸生活。“丈

夫是运煤车司机，往来于 TT矿和

口岸，每月最少跑 6趟。”娜顺吉日

嘎拉说，一些常年在这段路跑运输

的蒙古国驾驶员大多住在甘其毛

都，房租低廉、吃饭便宜，超市、医

院等配套设施齐全，生活很方便。

更让他们一家欣慰的是现在的收

入明显增多。“来中国前，我在乌兰

巴托做社会工作，丈夫没有固定职

业，全家月收入只有 37 万蒙古图

格里克（约合人民币 962 元）。”娜

顺吉日嘎拉说，“现在丈夫每月挣

人民币 6000 多元，我销售一些蒙

古国小商品，全家人生活质量提高

不少。”

甘其毛都学校不仅招收了二

三百名当地居民和外来务工人员

的孩子，还有四五十名蒙古国孩子

前来就读，为在此工作生活的蒙古

国人解决了后顾之忧。

在甘其毛都经营进口商品的

贺西格，亲身经历了当地的发展变

化。“起初卖单一工艺品，最近几年

进货渠道多了，进口产品也多了，

有五六个国家的六七十种产品，销

量也挺好。”贺西格说。

据《经济参考报》

编者按

统计数据显示，

1992 年至今，甘其毛都

口岸累计完成货物吞

吐量超过 1 亿吨，实现

贸易总额近千亿元。

2018 年，甘其毛都口岸

累计完成进出口货运

量 1908 万吨，同比增

长 4.8%；实现进出口贸

易总额 233.6 亿元，同

比增长 26.4%；实现海

关税收 34.63 亿元，同

比增长 9.7%。

春节刚过，内蒙古大兴安岭

根河林业局森林经营处 015 工队

17名职工匆匆告别家人，来到离

家 54 公里的生态功能区内进行

疏伐作业。冬季降雪少，春季森林

防火形势严峻，为了把更多的精

力留给春防，他们将抢在春防封

山前完成 5800 亩的作业任务，时

间紧、任务重。

密林深处，油锯声声。2月 21

日，是 015 工队节后开展疏伐作

业的第 11 天，在距离工队帐篷

300 米的山林间，工友们头戴安

全帽，以 2 人或 3 人一组，严格按

照森林抚育调查设计和操作规

程，对林间树木进行疏伐、锯断、

归堆。工队长李国栋解释说，疏伐

是森林经营的一种作业方式，主

要是对林间枯死木、被压木、“歪

脖”木等生长不佳，且影响优质树

种生长的树木进行清理，目的是

为调整立木密度，改善林分结构，

提高森林质量。

2015 年全面停伐后，根河林

业局作为管理局改革先行先试的

单位，于 2016 年融合了 9 大林

场、运修处、贮木场一线职工，重

新编制了森林经营工队，并成立

了森林经营处。从此，放下斧锯的

617 名原从事采集装运的林业工

人走向新岗位。2017 年初，根河

林业局开始实施森林经营和管护

内部购买服务改革，进一步激发

了职工工作热情。王晓林就是 617

名转岗职工中的一员。

“我原先从事运材工作，现在

是搞综合抚育，虽然都是干工作，

但意义不同。”王晓林告诉记者，

他是土生土长的林区人，在根河

工作生活了 50 多年，曾经国家经

济建设需要木材，林业职工爬冰

卧雪倾力付出，如今看山、护林、

种树需要他们，更要尽心尽力。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随着

生态保护建设主责主业的进一步

明确，职工的生产工具悄然发生

变化，曾用于采伐的 G85型号油

锯重达 24 斤，如今用于森林经营

工作油锯改为 YJ4 型号油锯，仅

重 11斤，工作效率明显提升。

“绿色”是林区的底色，在实

现山更青、水更绿、天更蓝的生态

文明建设之路上，根河林业局不

断探索。森林经营处副主任高德

明介绍，根河林业局把今年确立

为森林质量年，在集中开展作业

前，组织职工开展专业技能和知

识培训；在作业中，林业局生产科

跟班作业，森林经营处质量股不

定期到现场抽查，确保各项作业

严格落实。

记者看到，如今，工友们仍住

在山上木杆搭建的帐篷中，用于

取暖的两条“地火龙”之上是木板

搭建的大通铺，做饭的师傅每隔 2

个小时就要烧一次火，半夜亦如

此。受作业环境和位置影响，015

工队此次作业驻扎的帐篷附近没

有通讯信号，如有急事需要驱车

到 4公里以外的岔路上联系。生

活用水仍沿用木材生产时期的刨

冰化水，远距离疏伐作业时，工友

们在山上风餐露宿依旧是常态。

辛苦付出，工友们无怨无悔。

56岁的上官艳林将于今年 6月正

式退休，他道出了务林人的心声：

“18岁上班，在山上干了一辈子，

离开林子心里特别不舍，不后悔

把自己的 38 年全部献给这片大

森林，最大的心愿是林区越来越

好。”语毕，上官艳林的眼中满含

泪花。

新时代，新使命，新征程。如

今，森林经营处 15 个工队的职工

同 015 工队一样仍长期工作于万

顷林海，他们春天植树造林、冬天

开展森林综合抚育，立足生态保

护建设，逐梦前行，为构筑祖国北

疆万里绿色长城，甘当绿色追梦

人。 据《内蒙古日报》

本报讯（记者 张丽清 李茂林）

正月里的天气乍暖还寒，包头市汉诺

威工业装备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却惠风

和畅。凭借多年来在“多能互补清洁能

源综合利用”方面的技术研究成果和

工程实践经验，汉诺威成为“2019 第

四届严寒寒冷地区太阳能空气能高效

应用暨清洁供暖技术交流会”的总冠

名单位。这是对汉诺威的认可，也是对

内蒙古清洁能源的认可。

这个时节内蒙古“脸”一沉，大家

要防风沙。这曾是内蒙古在环境保护

方面饱受诟病的原因之一。于是种草

植树、节能减排，内蒙古在节能环保上

的努力一直未曾停止。而汉诺威则是

从源头逆行，向上寻求一条清洁能源

的突进之路。

为进一步提高严寒寒冷地区冬季

清洁供暖水平，减少大气污染，促进节

能减排，由包头市汉诺威工业装备科

技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太阳能行业

协会、内蒙古自治区可再生能源重点

实验室、内蒙古自治区多能互补清洁

能源综合利用工程研究中心联合主办

的“2019 第四届严寒寒冷地区太阳能

空气能高效应用暨清洁供暖技术交流

会”将于己亥年正月二十五至二十七

（2019年 3 月 1～3 日），在天堂草原

呼和浩特举行。

正月的天气还很冷，这一场关于

清洁的能源大会会给中国正北方带来

别样的温暖。

作为内蒙古利用太阳能提供清洁

能源的排头兵，包头市汉诺威工业装

备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多年来一直深耕

太阳能供暖行业。其“太阳能 +”的多

能互补联供系统技术已经在北京、河

北、山西等地做了示范应用。该公司

总裁栗世芳表示，汉诺威此套系统

运行效果良好，可以协同光伏、空

气能、储能、绝热等形成“清洁能源

多能互补联供系统”，实现对建筑

提供冬季采暖、夏季制冷、非采暖

季热水供应、光伏发电(自发自用，余

电上网)，节能率可达 75%—90%，利

用大数据技术及物联网传感技术，实

现远程监控、全自动运营管理、实时报

警、数据分析、能源监测和环境监测，

广泛应用于学校、医院、小区、宾馆酒

店等。

栗世芳给记者算了这样一笔账：

北方地区“太阳能 +”多能互补清洁能

源采暖市场规模达万亿级。我区目前

分散采暖面积约为 3.13 亿平米，推广

利用“太阳能 +”多能互补采暖技术可

以大面积解决清洁取暖问题，将弥补

我区单一能源缺陷。实施清洁能源采

暖项目改造，投资成本将控制在 300

元 /㎡以内，全区清洁能源采暖市场

规模可达千亿级，完成利税近百亿元

左右，可以带动就业 3000人以上。作

为北京市农村 2018 年山区采暖试点

唯一一家入围的太阳能企业，汉诺威

采用“太阳能光热 +储热 + 物联网人

工智能技术”的模式，在室内温度达到

18℃的条件下，单位面积每月采暖运

行成本 3.00 元，整个采暖季运行费用

仅 1080元。

据该会议主办方透露，此次大会

将邀请政府有关部门、行业研究机构

以及太阳能、空气能企业进行深入的

交流和研讨，以提高太阳能、空气能等

可再生能源在严寒寒冷地区的应用技

术水平，大漠瀚海，清冷戈壁，漫漫草

原，广袤的内蒙古大地上，以汉诺威代

表的一群新能源人将为推动北方地区

清洁供暖，打赢蓝天保卫战作出新的

更大的贡献。

这个冷日子
首府要开一场清洁的温暖大会

甘其毛都口岸：
从两顶蒙古包变身开放桥头堡

新时代“绿色追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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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诺威的技术人员，在对工程项目进行远程监控管理，勘测数据。

“2018 第三届严寒寒冷地区太阳能空气能高效应用暨清洁供暖技术交流会”会议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