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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 GUANZHU

z只争朝夕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战

HIZHENGZHAOXI JUEZHANJUESHENGTUOPINGONGJIANZHAN

本报讯（记者 张鑫）近日，北京东

方超算科技有限公司与内蒙古和林格

尔新区管理委员会签署了投资协议，

将在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投资建设东

方超算云内蒙古超级大脑项目。

至此，已有内蒙古高性能计算公

共服务平台、旷视人工智能超算平台

等四家超算应用平台落户内蒙古和

林格尔新区，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

高性能运算总能力和规模位居全国前

列。

北京东方超算科技有限公司，品

牌 ChinaHPC，是全球先进的超级计

算机研发、制造和运营商，面向政府、

行业和学术领域提供先进的超级计算

机和一流的服务支持。东方超算云内

蒙古超级大脑项目，将建设一套具备

高性能计算、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

三大业务融合服务能力、支持不同应

用方向的超级计算机系统，满足国内

外人工智能和企业、大型企事业单位

和科研院大型深度计算服务的需求，

同时可与传统产业、重大行业项目结

合，助力传统产业改变运转形态、提升

生产经营效率。让用户以最低的经费

和时间成本，获取专业、优质的超级计

算资源。目前该项目已注册成立内蒙

古中科超算科技有限公司，正在系统

部署调试，计划年内系统上线提供服

务。

近年来，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依

托低廉的用电价格、高保障的供电能

力、优质的带宽条件等产业基础优势，

推实施“计算存储能力倍增计划”，支

持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吸

引各类大数据、云计算基础设施项目

落地，在持续做大做强大数据产业存

储应用基础上，紧盯高性能计算能力

建设和人工智能先进技术应用，推动

大数据、云存储服务向数据高密度运

算和人工智能运算能力方向转化，探

索构建集数据存储、容灾备份、应用承

载等存储和算力服务于一体的超算生

态集群，着力打造支撑大数据、人工智

能发展的国内外知名算力中心。

目前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

信三大运营商在呼和浩特市和内蒙古

和林格尔新区建立了国内最大规模的

云计算数据中心基地，先后引进百度、

阿里、腾讯、浪潮、滴滴、中石化等一大

批知名企业和教育部、国家信息安全

中心等国家部委数据存储等业务入

驻，共注册云计算、大数据科技企业

390 余家，初步形成了包括数据存储、

清洗加工等核心业态，电子信息制造、

软件和信息服务、服务外包、电子商

务、大数据金融、人工智能创新孵

化等关联业态为一体的大数据产

业链条等等，初步形成了超算产业的

集聚效应。

“这是宽粉，这是细粉，炖上猪

肉，劲道又透亮儿……俺们互利村

粉条，马上就上新了，有要的提前

订货，晚了可就没货啦……”

进入 11 月，内蒙古自治区奈

曼旗青龙山镇互利村的村民安玲

玲每天都会来村委会直播间忙活。

“原来每年秋忙在地里，今年改在

手机前啦！”她笑着说。

安玲玲所说的粉条，是当地有

名的甘薯粉条。“今年甘薯大获丰

收，加上鲜薯、粉条价格坚挺，预计

今年村民人均收入能突破 2 万

元。”村党支部书记付永久信心满

满地说。

互利村地处奈曼旗南部山区，

全村耕地 5200 多亩。当地甘薯种

植历史悠久，甘薯和甘薯粉条的品

质远近闻名，但过去村民各自耕

种、制作、销售，没有形成规模效

益。

“得让好东西卖出好价钱，大

家拧成一股绳互助，才能真正互

利。”付永久说，2018 年，互利村在

此前合作社的基础上，成立了通辽

市光照农产品有限公司，整合入股

土地统一种植甘薯，建厂房买设备

统一加工粉条，最后统一品牌进行

销售。

入股公司的土地最多时达

5100 多亩，规模效益逐步显现。

“统一购买农资，把成本压得更低；

统一科学种植管理，让亩产上了一

个台阶。”付永久说，目前当地甘薯

最高亩产已从此前的两三千斤，上

升到今年的 4000 多斤。

今年互利村鲜食甘薯、淀粉甘

薯共计收获近 800 万斤，近期大家

正热火朝天地制作甘薯淀粉。站在

甘薯淀粉沉淀池旁，付永久说：“现

在就等着下雪了，因为制作粉条有

一个冷冻的工序，户外冷冻过的粉

条，口感更劲道。”

品质上乘，产量可观，近年来

越来越多的客商主动来互利村收

货，再加上线上销售开启，村民们

再也不用每年冬天赶着牛马车去

镇上集市卖粉条了。

产品销量好，公司效益好，村

民也跟着得实惠。49岁的王洪岩曾

是一名建档立卡贫困户。2017 年，

他把 10 亩土地、1.5 万元扶贫资金

入股公司，每年仅分红就能拿到

7000 元。“加上公司打工收入、手

机卖货提成，今年收入个两三万

元。”王洪岩握着一部崭新的手机

笑着说。

得益于入股公司、享受发展红

利，2018 年 11 月 12 日，王洪岩等

23名建档立卡贫困户，集体申请退

出贫困户行列，互利村实现整村脱

贫。

从那以后，互利村的喜事一件

接着一件。“我们村的甘薯产业是

越做越好、越做越大了。”付永久

说，去年公司效益 283 万元，今年

预计能突破 300 万元，“互利村的

粉条已经卖到了北京、天津，很受

消费者认可。”

不久前，又一个好消息传到互

利村。在第八届内蒙古绿色农畜产

品博览会暨优良品种推广会上，奈

曼甘薯入选“内蒙古农牧业品牌目

录区域公用品牌”。

“作为当地甘薯核心产区，现

在我们又搭上了‘奈曼甘薯’这个

区域公用品牌的东风。”付永久兴

奋地说，互助互利让一个传统产业

焕发新生机，未来的甘薯产业肯定

越做越大，村民的日子也一定越过

越甜蜜。

刘懿德

2020 年 7 月2日，霍林郭勒市

土

地利用总体规划（2019-2020）局部

调整项目顺利完成远程异地评标，

为通辽市区域内远程异地评标工

作常态化的开展积累了宝贵的实

践经验，有效减少了人为因素的干

扰，确保了评标工作的公平、公正，

切实满足了节约时间，节省交通成

本，提高评标效率的要求。

在推进及探索远程异地评标

工作过程中，通辽市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运用“互联网 + 交易服务”的

理念，依托公共资源交易系统，已

协助 4 个旗县市完成了电子化辅

助评标和远程异地评标工作。公共

资源交易远程异地评标是通辽市

“不见面”就能办成事儿的有益探

索，是通辽市深化改革的重要一

笔。

近年来，通辽市全面梳理权责

清单和负面清单并实行动态管理，

依法取消行政权力事项 71 项。推

行“双随机、一公开”执法监管，实

现服务和监管 100%全覆盖。开展

“营商环境优化年”活动，企业开办

时间市本级实现 3小时办结，水电

气暖办理时限大幅压减并实现“一

窗通办”，70%以上的涉税事项一

次办结，一体化平台政务服务事项

网上可办率达到 92.4%。“通快办”

实现“网上办、一次办、掌上办、指

尖办”，群众办理的高频事项实现

“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不动

产交易登记实现“一窗受理、并行

办理”，通辽市营商环境在自治区

综合排名显著提升。出台促进民营

经济高质量发展意见，市旗两级财

政为企业减负让利 8.52 亿元，民

间投资增长 31%，各类市场主体

达到 22.4 万户。

通辽市加大国企国资改革力

度，制定国有投融资企业转型发展

等 11项政策文件，近千亿市直属

国有经营性资产实现集中统一监

管。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率达到

98%，5 个自治区试点旗县基本完

成农村牧区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任

务。国有林场改革基本完成。累计

开行中欧（通满欧）班列 83 列，成

功举办第三届中蒙博览会国际中

蒙医药产业发展论坛。

围绕市场主体搞服务，通辽市

持续推进“放管服”改革，深入开展

营商环境专项巡察，建设好企业综

合服务平台，从企业最渴望解决的

问题入手、最不满意的地方改起、

最难办的事情上突破，倒逼各级各

部门减权、放权、治权，打好营商环

境翻身仗，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围绕增强内生动力推进改革

创新，通辽市从问题中入手，聚焦

发展中的痛点、难点、堵点，持续深

化电力、金融、国资国企、农村牧区

等重点领域改革，推出一批可推广

的改革试点，破解体制障碍，破除

瓶颈掣肘，进一步优化高质量发展

奈曼旗青龙山镇互利村村民安玲玲在直播售卖粉条。

新华社记者 李志鹏 摄

呼伦贝尔冰雪日启动仪式在牙克石凤凰山庄举行。摄影：国立友

通辽市：聚焦“放管服”改革
不断改善营商环境

天气渐冷，呼伦贝尔农垦蜜源

蜂业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依

然热闹。一罐罐蜂蜜经过多道工序

酿制下线，进行包装、运输。这一罐

罐蜂蜜，不仅甜蜜了人们的生活，

还隐藏着当地群众的增收“蜜码”。

呼伦贝尔农垦集团扎兰河农

场生态环境优良、物产资源丰富，

是全国百家无公害农产品示范基

地农场之一。当地已有 20多年养

蜂历史，每到盛夏时节，山中盛开

近百种花，是天然的蜜源产地。

随着养蜂经验的积累，农场养

蜂大户鲁树泉自创了“无巢础、无

铁线”天然成熟蜜，还带领当地群

众注册成立了林泉蜜蜂养殖合作

社，形成“养蜂户 + 养殖合作社 +

成熟蜜加工厂”的产业模式。

“自从加入了合作社，再也没

为卖蜜发过愁。入社后每斤蜂蜜价

格提高了近 3元，我养了 100 箱

蜂，能产 4000斤蜜。”合作社养蜂

户孙万江说，合作社为养蜂户提供

技术培训、指导和所需器具，实行

原料统一购进、产品统一收售，提

高了组织化程度，扎兰河农场所产

的蜂蜜实现质优价优。

截至 2019 年底，扎兰河农场

已有养蜂户 45户，养殖蜜蜂 2000

箱，年产蜂蜜 60 多吨。经中国农

科院蜂蜜研究所检验，扎兰河农场

产出的百花蜜符合成熟蜜标准，是

北方地区高等级蜂蜜。

蜜蜂养得好，但产业链却不够

长。为把蜜蜂产业做大做强，农垦

集团积极申请项目建设，2018 年

末，全国首家蜂蜜扶贫产业项

目———呼伦贝尔农垦蜜源蜂业有

限责任公司落户扎兰河农场，项目

总投资 1198 万元，引进国内最先

进的压榨式生产线，采用纯物理方

法压榨成熟蜜。

“那会儿蜂蜜加工厂还没建设

完呢，我就拿到了采集成熟蜜的定

金 6.4 万元。养蜂近 20年，还是头

一次挣这么多钱，蜂蜜带来甜日子

啦。我一定按照协议，保质保量把

成熟蜜交到厂子。”提起与公司签

订的蜂蜜订单，养蜂大户鲁晓明脸

上露出满足的笑容。

今年 10 月，呼伦贝尔农垦蜜

源蜂业有限责任公司正式开工试

运行。目前，已经生产了 12吨苕条

蜜和椴树蜜，还有 2吨左右的百花

蜜正在加工生产中。下一步，公司

将与中国农科院蜂蜜研究所合作，

生产开发创意巢蜜、速溶花粉饮

料、蜂蜜果醋、蜂蜜口红、蜂蜜手工

皂等产品，提高产品附加值。

目前，扎兰河农场正在探索公

管公养、私管私养等养殖模式，计

划成立农场专职养蜂部门，对农场

在职人员进行养蜂知识培训，带动

职工加入养蜂队伍，不断扩大蜜源

基地建设。

韩雪茹 于颖

近日，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

农牧林水综合行政执法局申报的

乌梁素海鲫鱼、瓦窑滩西瓜、明安

谷米、黑柳子白梨脆、乌拉特前旗

小麦五个农产品纳入“全国名特优

新农产品”名录，“乌梁素海鲫鱼”

位列其中。

乌梁素海位于乌拉特前旗境

内，地处河套平原东端，明安川和

阿拉奔草原西缘，北靠狼山山前洪

积扇，南邻乌拉山山后洪积阶地，

北纬 41°，东经 108°54′，是黄

河改道形成的河迹湖，中国八大淡

水湖之一，总面积 293 平方千米，

素有“塞外明珠”“塞外都江堰”之

美誉。乌梁素海是全球荒漠半荒漠

地区极为少见的大型草原湖泊，也

是地球同一纬度最大的湿地。海域

苇蒲茂密，鱼类丰富，盛产鲤、草、

鲫、鲢、乌鳢、螃蟹等 20 多个鱼

种，尤以鲫鱼、鲤鱼最为有名。

近年来，乌梁素海被国家林业

部门列为湿地水禽自然保护示范

工程项目和内蒙古自治区湿地水

禽自然保护区，2016 年乌梁素海

鲫鱼养殖列入前旗政府“十三五发

展规划”。为了更好地使鲫鱼养殖

业健康有序地发展，在乌拉特前旗

农牧林水业综合执法局和水产部

门的积极倡导下，先后成立了两个

渔业协会组织。2017 年乌梁素海

鲫鱼通过了无公害农产品产品认

证及产地认证，同时乌拉特前旗农

牧林水综合行政执法局与协会成

员签订了责任状，严把苗种调用、

检疫关、用药关、技术关，引进“鱼

菜共生”“鱼稻共生”等新技术，积

极推广应用农业农村部定向培养

藻类的健康养殖模式，有效解决了

养殖尾水处理的问题，改善了鱼类

的生存条件，提高了鲫鱼的生产品

质。到目前为止，鲫鱼养殖规模达

6070 公顷，年商品量为 5.00775

万吨，产品远销南京、青海、兰州、

西藏等地，受到各地客商的一致好

评。乌梁素海鲫鱼“国字号”的认

证，对全旗水产养殖户标准化提

升、规模化扩大、产业化推进具有

积极的带动作用。

高燕霞 王薇

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第四家超算应用平台落户

扎兰河农场的增收“蜜码”

乌梁素海鲫鱼
有了“国字号”招牌

近年来，呼伦贝尔牙克石市扬

冰天雪地之长，大力发展冰雪产

业，冰雪 +旅游，冰雪 +体育，冰雪

+ 文化，已成为推动牙克石市冰雪

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用冰雪装扮

城市景观，激发城市活力，形成“以

节造势、以势引客、以冰雪促发展”

的创新发展格局，“冷冰雪”带火

“热经济”，形成强劲发展势头，冰

雪产业开足马力，全力助推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打赢精准脱贫攻战。

牙克石市借助得天独厚的地

域优势、气候条件，造就了浓厚的

冰雪文化底蕴，充分发挥地势交通

等优势打好“冰雪牌”，以冰雪产业

为契机，挖掘冰雪资源，带动了扶

贫、旅游、全民健身等各项工作的

综合发展。

冷是资源，也是财富，牙克石

市丰富的冰雪资源，吸引了德国博

世集团、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

瑞典埃特姆公司等多家国内外知

名企业入驻，每年冬季，凤凰山景

区冰封的湖面都将迎来顶级的汽

车测试，国内外专家一致认定，凤

凰山测试场是目前全球规模最大、

冰面平整度最好和最稳定的测试

场地；全国大型生物制药企业同联

集团看中了这里的极寒天天气，将

牙克石作为生物制药的首选地，冷

资源产生了热效应。

在全国最大的旅游综合封闭

景区凤凰山景区内，喜桂图小镇、

兴安雪谷成为呼伦贝尔冰雪旅游

重要目的地，这里是全国唯一可以

同时进行滑雪和滑轮比赛和训练

的场地。冰峰汽车营地、德拉玛马

术俱乐部、卡伦堡马术俱乐部成为

旅游的网红打卡地，带动了旅游也

拉动了经济。

牙克石市依托丰富的冰雪旅

游资源，做活冰雪旅游产业链，以

“旅游 +”冰雪融合发展方式，全域

布局打造冰雪运动康养产品、冰雪

观光体验产品、冰雪休闲度假产品

等特色产品，以国家森林康养基地

建设为依托，打造高标准森林康养

小镇 2个、康养人家 10 户、精品线

路 1条。让冷资源变成热产业，全

力构建“旺季做热、淡季做特”的一

体化全域旅游发展新格局，勾画出

魅力林都建设的新样本。 安金鑫

牙克石市：“冷冰雪”带火“热经济”

近日，乌兰察布市发改委、乌兰察

布市生态环境局联合印发《乌兰察布

市关于加强塑料污染治理工作实施方

案》，邮件快件绿色包装治理被纳入其

中。

《方案》明确，到 2025 年底，实现

全市范围内邮政快递网点禁止使用不

可降解的塑料包装袋、塑料胶带、一次

性塑料编织袋的治理目标。《方案》指

出，一是以电商快递为重点，鼓励快递

物流企业在收寄、配送、分拣、运输等

环节使用可循环、可折叠包装产品和

物流配送工具；二是进一步加强可循

环、易回收、可降解替代材料和产品研

发，降低应用成本，有效增加绿色产品

供给；三是严格执法监督，加强日常管

理和监督检查，发现有关塑料环境污

染和生态破坏行为的，及时将相关线

索移交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队伍，

依法查处。 高慧

乌兰察布给快件包装定下绿色时间表

互助互利，小甘薯带来甜蜜日子
———内蒙古奈曼旗互利村闯出产业致富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