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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商报》

林西县：“指尖技艺”
让小康生活“锦上添花”

本报讯（记者 赵永光）秋天的北

京，天高云淡，层林尽染。9月 25日，内

蒙古生态产品总值核算结果在京发布，

这是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以来，首次对全

区生态价值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研究，

将对内蒙古探索建立生态环境保护制

度，在科学编制发展规划、制定重大决

策、实施重点项目和各级各部门评价考

核等方面，更好地走以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发挥重要

作用。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

主席布小林，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欧阳

晓晖、中国科学院党组成员周琪、中国科

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主任欧阳志云、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

究所所长高世楫、科技部社会发展科技

司副司长徐俊出席发布会，并共同启动

内蒙古自治区生态产品总值（GEP）数

据发布。

核算结果显示，2019 年内蒙古生态

产品总值（GEP）为 44760.75 亿元，生态

系统提供的物质产品总价值为 3125.30

亿元，占全区 GEP 的 6.98%。生态系统

提 供 的 调 节 服 务 产 品 总 价 值 为

33727.90 亿 元 ， 占 全 区 GEP 的

75.35%。生态系统提供的文化服务产品

总价值为 7907.55 亿元，占全区 GEP 的

17.67%。

欧阳志云表示，此次发布的内蒙古

生态产品总值核算成果，是在核算理论

不断完善的前提下，对内蒙古生态产品

价值的一次全面盘点。从核算结果总量

上看，2019 年内蒙古 GEP 是 GDP 的

2.6 倍，充分说明内蒙古的生态功能远

远大于生产功能，党中央对内蒙古的发

展定位是极其正确的；从结构上看，GEP

总值的产品提供、调节服务和文化服务

三者之间，调节服务占 GEP 总值的

75.35%，产品服务价值占 6.98%，文化服

务占 17.67%，调节服务也就是生态服务

的价值在全国居首位；从趋势变化上看，

2015 年到 2019 年，全区 GEP 由 3.94

万亿元增长到 4.48 万亿元，增长了

13.75%，生态保护取得显著成效，实现

了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欧阳晓晖介绍，内蒙古地处祖国北

疆，是我国北方面积最大、种类最全的生

态功能区，保留着大面积的原始生态区

域，拥有森林、草原、湿地、沙漠、农田等

多种生态系统，草原和森林面积分别占

全国的 22%和 7%，水面、湿地面积位居

全国前列，自然资源资产十分丰富，是我

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党的十八大

以来，内蒙古自治区进一步完善生态保

护制度，持续推进生态保护工程建设，加

强生态执法和监管，生态环境实现了“整

体遏制、局部好转”的历史转变。2019 年

森林覆盖率提高到 22.1%，较 2013 年提

高 1.07 个百分点，2019 年草原综合植

被盖度达到 44%，比 2012 年提高了 4

个百分点，全区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

连续多年保持“双减少”，森林覆盖率、草

原植被盖度保持“双提高”。内蒙古雄厚

的生态资产为全国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

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从 2018 年开始，内蒙古自治区政

府全面启动内蒙古生态产品总值（GEP）

核算工作，责成自治区研究室牵头，自治

区生态环境厅、自然资源厅、科技厅、林

草局、统计局等相关部门配合，由中国科

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内蒙古自治区

农牧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

资源研究所等单位组成研究团队，在科

技部的支持下，开展了内蒙古生态产品

价值评估研究。

本报讯（记者 张鑫）9 月 25 日，

第八届内蒙古“草原英才”高层次人才

合作交流会暨呼包鄂乌人才创新创业

周呼和浩特主会场活动开幕，来自全

国各地的高层次人才代表智汇青城。

包头市、鄂尔多斯市、乌兰察布市三个

分会场活动也同时启幕。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呼和浩

特市委书记王莉霞在致欢迎辞时说，

当前人才对呼和浩特的发展比以往任

何时候都更为重要，呼和浩特对人才

的渴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

呼和浩特将以本次创新创业周为契

机，围绕落实自治区“一心多点”人才

格局，持续推进产才融合、持续加大政

策供给、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以最佳的

服务、最优的环境、最大的诚意，为各

类人才来呼和浩特创新创业提供广阔

空间、搭建圆梦舞台。希望各类人才能

够在首府找到梦想和现实的结合点，

找到实现人生抱负的突破口，与美丽

青城共谋发展、共创辉煌、共赢未来。

现场为 2020 年度“草原英才”工

程入选个人代表和团队代表颁发了奖

牌。据悉，2020 年度内蒙古“草原英

才”工程共评选出产业创新创业人才

团队 41 个，人才引领支持计划项目

14个，“草原英才”个人 201 名。开幕

式上发布了内蒙古人才工作“云展

厅”，并举办了人才项目签约仪式。开

幕式结束后，嘉宾围绕推进内蒙古扩

大开放、促进产业和城市高质量发展

等内容作了主旨演讲，为与会人员带

来了一场高品质的思想盛宴。

记者了解到，2020 年的呼和浩特

主会场活动，以“一心多点聚才智、科

教兴区助发展”为主题，旨在加快构建

自治区“一心多点”人才工作新格局，

大力推动首府“中心”建设，围绕发展

需求，聚焦创新创业，突出开放合作，

吸引海内外人才、项目、资本汇聚首

府，辐射全区，助推全区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分会场活动内容丰富，除智汇

青城﹒筑梦草原—中关村智酷人才与

产业合作交流会外，还将举办内蒙古

自治区秋季人才招聘会，2020 呼和浩

特数字经济、新基建领域科技创新合

作与项目推介会，敕勒川医学学术合

作交流会等 8项活动。

呼和浩特将以本次创新创业周为

契机，围绕落实自治区“一心多点”人

才格局，持续推进产才融合、持续加大

政策供给、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以最佳

的服务、最优的环境、最大的诚意，为

各类人才来呼和浩特创新创业提供广

阔空间、搭建圆梦舞台。希望各类人才

能够在首府找到梦想和现实的结合

点，找到实现人生抱负的突破口，与美

丽青城共谋发展、共创辉煌、共赢未

来。

2019 年，对于通辽市库伦旗建档

立卡贫困户郭小辉来说是收获的一年，

不仅自己和妻子、父亲在种鸭场有了稳

定的工作，家里的 30多亩地也没耽误，

母亲的药费和孩子上学的钱都有了保

障，家里的日常花销也宽裕了不少。

脱贫攻坚工作开展以来，通辽市库

伦旗探索多元融合发展的产业带富新路

子。通过借助京蒙扶贫资金和财政扶贫

资金，投资建设种鸭养殖基地，由旗政府

主导、旗农牧业局监督鸭舍建设，相关苏

木乡镇协助配合，引进龙头企业，给贫困

户提供就业岗位，同时带动周边群众及

贫困户参与种鸭养殖脱贫致富。

项目发展与壮大村集体经济相结

合。按照项目投入扶贫资金的 8%每年

提取租金，旗级层面统筹用于壮大全

旗嘎查村集体经济，并通过嘎查村

二次分配，50%用于滚动发展，50%

用于设置公益性岗位、奖励扶助和小型

公益性基础设施维修维护，壮大嘎查村

集体经济。

种鸭养殖基地项目区内土地流转共

覆盖 450户，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 110

户，项目每年收取土地流转费近 100 万

元，户均增收 600 元，既实现了土地增

收，也使劳动力能够就近就地务工就业。

同时，种鸭养殖、销售等各环节，可为

辅料稻壳及饲料企业的生产与加

工、运输业、餐饮业、服务业、流通业

等行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养殖副产

品如鸭粪可深加工成复合肥等，实现效

益叠加。

下一步，引进的企业将在全旗建成

7 个种鸭养殖基地，建造高标准鸭舍 90

栋，总规模为 45万套，同时建设年产 18

万吨的饲料厂一处、年屠宰 3000 万只

肉鸭的屠宰厂一处、年孵化 4000 万只

鸭苗的孵化场一处，商品肉鸭养殖鸭舍

500 栋，以及年产 8万吨产品的冷藏加

工厂一处，形成较为完整的肉鸭生产加

工产业链，可实现年产值 15 亿元，带动

当地近万户农牧民增收致富。

据学习强国

本报讯（记者 张鑫）金秋九月，五谷飘香，共览秋收盛

景，体验丰收快乐。9月 22 日，武川县第三届中国农民丰收

节在燕谷坊产业园“草原之门”举行,并在北京市门头沟区和

马铃薯基地设置了分会场。一主二分 3个活动现场，庆丰收、

晒丰收、忆传统、享美食、显特色，充分展示武川县农民丰收

带来的喜悦之情，展现广大干部群众投身脱贫攻坚、乡村振

兴战略的豪情壮志，一起去现场看看。

活动主会场，武川县委副书记、自治区驻武川脱贫攻坚

工作总队长公维春介绍，武川县是马铃薯和燕麦主产地，有

“中国马铃薯之乡”“中国燕麦之乡”之称，马铃薯和燕麦均认

证为国家地理标志。近年来，武川县扎实推进农业供给侧结

构性调整，依托燕谷坊等一批龙头企业，培育壮大“四条产业

链”，初步形成了“山地中药材、平川食用菌、沟壑经济林、坡

地小杂粮、点上乌骨羊、面上优质薯”的农牧业产业格局。举

办丰收节庆祝活动，旨在庆祝丰收、享受丰收同时，增强农民

的自信心、自豪感，提升农民的成就感、幸福感。

公维春表示，这一系列活动，充分展示武川县独特的农

耕文化、民俗特色，充分展示农牧业高质量发展成果，持续打

造“源味武川”区域公用品牌，宣传推介武川县优质农产品。

通过进一步深化京蒙协作，深入开展消费扶贫，构建新型农

村流通体系，增强武川绿色特色农产品市场开拓能力、拓宽

销售渠道，凝聚起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深入推进乡村振兴的

不竭内生动力。

主会场活动现场，燕谷坊还发布了新品———粥星星和燕

麦酿两款产品。

在千万农人喜庆丰收的节日里，燕谷坊又迎来的新的产

品，燕谷坊集团本着“一手农民，一手市民”的理念，着力推进

燕麦的价值再造和农产品的上行，在全县产业经济建设中，

燕谷坊显示出越来越重要的引领带动功能，以产业扶贫和精

准扶贫表现出龙头企业的担当。

燕谷坊集团积极承担企业的社会责任，始终把企业发展

与广大农民利益紧紧联系在一起。

与此同时，北京市门头沟区分会场的特色农产品展销活

动如火如荼，活动现场设置了 15 个展位，现场展示、销售武

川县“源味武川”和门头沟区“灵山绿产”特色农产品，展销活

动吸引了广大市民现场观展品尝购买。现场还通过官方网络

直播宣介、网红主播直播带货，线上线下共同分享农民丰收

的喜悦。

内蒙古生态产品总值（GEP）首次发布

库伦旗：一鸭“链”富万家

契合、对接、共赢
第八届内蒙古“草原英才”高层次人才合作交流会启幕

QUANMIANJIANCHENGXIAOKANGSHEHUI BAICHENGQIANXIANWANCUNDIAOYANXING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百城千县万村调研行’”

“源味武川”“灵山绿产”
赋能乡村振兴

京蒙两地共庆农民丰收节！

库布其沙漠上，一排排蓝色的光伏板错落排列，场面壮

观……随着达拉特光伏发电基地二期项目近日建成，与基地

一期光伏电站连成一体，成为全国最大的沙漠集中式光伏发

电基地。

库布其沙漠拥有全国一类的太阳能资源，太阳辐射强度

高，日照时间长，年均日照时数超过 3180 小时，光照资源优

势明显，发展光伏发电条件得天独厚。

达拉特光伏发电基地位于库布其沙漠中段，规划总规模

200 万千瓦，被确定为国家第三批领跑者光伏发电应用基

地，同时也是我国最大的沙漠集中连片式光伏治沙项目。基

地一期规划 50 万千瓦项目于 2018 年 5 月 29 日全面开工，

2018 年 12 月 10 日实现一次性全容量并网，成为全国第三

批 10个光伏基地中首个一次性实现全容量并网的基地。基

地二期规划 50 万千瓦项目于 2019 年 10 月 12 日开工建

设，目前项目已具备并网发电条件，正在加紧推进电力送出

工程。

据达拉特光伏发电基地二期 1 号项目经理、中建中

环工程有限公司新能源事业部副总经理于皓伟介绍，

项目从施工技术、发电技术上持续优化改进，保持行业

领先水平，发电组件选用双面双玻组件光伏板，能够提高

15%的发电效率。

达拉特光伏发电基地在规划建设时，注重依托沙漠、光

热等资源组合优势，在加强生态保护建设的同时，大力发展

沙漠经济产业，实现了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多

方共赢。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发改委主任李锐表示，项

目全部建成后，年发电量达 40 亿度，实现产值超 15 亿

元。同时，可有效治沙 12 万亩，年减排二氧化碳 320万

吨、粉尘 70万吨；带动周边 1100 余户农牧民通过养牛、就业

增收，并能有效壮大村集体经济。昔日的“黄沙赤日”正在变

成“蓝海绿洲”。

据《内蒙古日报》

全国最大沙漠
集中式光伏发电基地
在库布其沙漠建成

趣味运动会
尽显农民新风貌

敖汉旗长胜镇长青村：
辣椒喜丰收，农民乐悠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