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张鑫）近日，内

蒙古自治区检察院党组召开第二

批检察队伍教育整顿专题民主生

活会，围绕政治忠诚、表率作用、建

章立制，坚持从政治上找偏差、从

领导上找责任、从思想上找根源、

从落实上找差距，深刻对照检查，

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自治区检察

院党组书记、检察长李琪林主持民

主生活会。中央第四督导组内蒙古

小组组长杜爱平，自治区教育整顿

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自治区党

委政法委副书记王旭军，自治区纪

委监委、自治区党委组织部有关同

志到会指导。

会上，李琪林代表院党组班子

作对照检查并带头进行个人对照

检查，党组成员结合各自思想和工

作实际，依次进行对照检查，并互

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重点对照

收集到的各类问题，深刻检视班子

和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剖析问题

症结根源，结合职责提出整改措

施。

会前，自治区检察院党组通

过党组中心组学习等形式，组

织班子成员深入学习习近平法

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七一”

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教育整顿的有关论述要

求，推动深学笃行，学用结合。广

泛征求意见建议，征求人民群众及

社会各界对检察工作的意见建议

答卷 170 份;组建 12 个“调研起

底”工作组分赴盟市基层检察院，

征集“两代表一委员”等社会各界

意见建议 74条，发现检察职能相

关的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34

个，自治区检察院还联合司法厅、

律师协会召开检律协作座谈会，深

入交流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等方面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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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本报讯（记者 张鑫）10 月 19 日，

记者从 2021 年前三季度全区经济运

行情况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根据地区

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2021 年前三

季度全区地区生产总值 14491.5 亿

元，同比增长 7.8%。其中，第一产业增

加值 784.9 亿元，同比增长 4.1%，两

年平均增长 2.1%; 第二产业增加值

6679.7 亿元，同比增长 7.5%，两年平

均增长 3.2%;第三产业增加值 7027.0

亿元，同比增长 8.4%，两年平均增长

2.6%。

内蒙古自治区统计局副局长、新

闻发言人夏荣华介绍，2021 年内蒙古

第一产业增加值 784.9 亿元，同比增

长 4.1%，两年平均增长 2.1%;第二产

业增加值 6679.7 亿元，同比增长

7.5%，两年平均增长 3.2%;第三产业

增加值 7027.0 亿元，同比增长 8.4%，

两年平均增长 2.6%。

前三季度，内蒙古农林牧渔业总

产值 1450.4 亿元，按可比价计算，同

比增长 4.8%，两年平均增长 2.5%。畜

牧业生产形势良好。前三季度，全区猪

牛羊禽肉产量 172.8 万吨，同比增长

3.5%；全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

增长 7.4%，两年平均增长 2.6%。1 至

8 月份，全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

营业收入 14385.8 亿元，同比增长

35.6%，两年平均增长 14.6%;实现利

润总额 1914.4 亿元，增长 1.7 倍，两

年平均增长 38.3%; 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营业收入利润率 13.3%，同比提高

6.5 个百分点；全区服务业呈现恢复性

增长态势，其中，交通运输、仓储和邮

政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2.3%，两年平

均增长 3.2%。1-8 月份，全区规模以

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0.5%;全区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

同比增长 9.8%；全区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 3548.0 亿元，同比增长 9.2%。

另外，前三季度，内蒙古全体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 25132 元，同比增长

9.5%。按常住地分，城镇常住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 33767 元，增长 8.7%;农

村牧区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2031 元，增长 11.4%。城乡居民人均

收入比值2.81，比上年同期缩小0.07。

夏荣华表示，下一步，全区要聚焦

“两个屏障”“两个基地”和“一个桥头

堡”的战略定位，抓好常态化疫情防

控，积极应对各类风险挑战，扎实做好

能源保供各项重点工作，充分挖掘释

放需求潜力，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

间，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

目标任务。

本报讯（记者 张鑫）10 月 20日，

记者从《内蒙古自治区“十四五”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规划》（以下

简称《规划》）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到

“十四五”期末，内蒙古基本养老保险

参保率将达到 90%以上。

据了解，《规划》于今年 9 月 30

日正式印发，提出了“十四五”时期内

蒙古人社事业发展 6个方面的主要目

标和 24 项具体指标，其中，约束性指

标 2项（失业保险参保人数和工伤保

险参保人数），预期性指标 22项，这些

目标和指标均与国家和自治区相关规

划进行了衔接。

内蒙古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

组成员、就业服务中心主任王林介绍，

通过科学测算，内蒙古设立了十项指

标作为“十四五”时期的计划目标：到

2025 年，预期城镇新增就业 100 万

人；重点群体就业方面，高校毕业生就

业 65 万人，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 25

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 25 万人，农

牧民转移就业 1200 万人次，农牧民

转移就业 6 个月以上 1000 万人次；

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 5%以内，城镇

调查失业率控制在 6%左右；开展补贴

性职业技能培训 125万人次，农牧民

工参加职业技能培训 35万人次。

与此同时，覆盖全民、统筹城乡、

公平统一、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

体系更加健全，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实现全国统筹，失业保险实现自治

区级统筹，工伤保险自治区级统筹制

度更加完善，社会保障覆盖面不断扩

大，待遇水平稳步提高，社会保险转移

接续更加顺畅，基金安全持续增强。

王林表示，到“十四五”期末，基本

养老保险参保率达到90%以上、失业保

险参保人数293 万人、工伤保险参保人

数 345万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

委托投资资金总额超过 50亿元，补充

养老保险基金规模超过 580亿元。

本报讯（记者 迪威娜）10 月

23 日下午，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

管局召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专项

工作部署会。要求全区各级市场

监管部门要迅速进入状态，主动

作为，积极开展冷链食品、餐饮、

食品安全检查和市场执法稽查、

价格竞争检查。10月 24 日，内蒙

古自治区市场监管局执法稽查

局、价格竞争局(反垄断局)组成联

合执法检查组，协同呼和浩特市

市场监管局执法检查组深入市场

一线，先后走进呼和浩特市东瓦

窑菜市场、金泉食品冷库、开泰市

场、美通市场、仁和堂药房、万锦

领秀小区附近超市等地，开展冷

链食品检查、食品安全检查、物价

检查及市场秩序维护、疫情防控

督导等工作。

现场，执法人员对市场主体

是否做好“蒙冷链”相关信息的收

集、推送;是否存在野生动物及相

关网络交易;粮、油、肉、菜等生

活必需品及药品、医疗器械(防

护用品)是否存在囤积居奇、哄

抬物价、价格欺诈等扰乱市场秩

序的违法违规行为，以及流通领

域的商品质量和医疗器械、药品、

保健食品等重点商品广告监测进

行检查。

下一步，内蒙古自治区市场

监管局将加大对非法经营冷链食

品的执法检查力度，从严从重查

处违法行为，同时继续加强对各

盟市制售口罩及疫情防护用品、

打击野生动物违规交易、进口高

风险非冷链集装箱货物检测和预

防性消毒抽查等工作的指导督

办，切实维护市场秩序，保持社会

稳定。

本报讯（记者 王丰）10 月

17 日，首届敕勒川草原文化节暨

第二十二届呼和浩特昭君文化

节在内蒙古昭君博物院开幕。开

幕仪式上，“重走昭君和亲路 重

逢美丽敕勒川”文旅快闪活动重

装跨区域举行。

“重走昭君和亲路重逢美丽

敕勒川”文旅快闪活动沿着“昭

君出塞”的路线，从呼和浩特，到

昭君出生地宜昌市兴山县，从昭

君出嫁西安的城墙下，辗转经过

榆林市区、鄂尔多斯、包头，最后

重回呼和浩特。

首站走进“三峡咽喉”宜昌

市，感受“昭召故里”的楚风楚

韵。10 月 18 日上午，参观了湖

北兴发集团，该集团公司就坐落

在宜昌市兴山县境内，是一家以

磷化工系列产品和精细化工产

品的开发、生产和销售为主业的

上市公司。位居中国上市公司

500强第 390位。

在兴发集团产业园的沙盘

上，赫然立着内蒙古项目的字

样。此项目是公司“关改搬转”时

在内蒙古乌海市投资 43 亿元建

设的。建设内容包括 40 万吨 /

年有机硅单体及配套 5 万吨 /

年草甘膦、30万吨 / 年烧碱生产

装置等。将荆楚大地、昭君故里

的现代楚风楚韵和绿色发展理

念输到内蒙古。昭君的“娘家人”

在内蒙古发展落户。

“重走昭君和亲路重逢美丽

敕勒川”文旅快闪活动跨越长江

文明、黄河文明和草原文明，昭

君文化有着厚重的民族底蕴、广

泛的群众基础和国际化的文化

影响力。就在 10 月 18 日，2021

昭君文化游游系列活动也在兴

山县陆续开幕。该活动以“弘扬

昭君文化，促进民族团结，发展

美丽经济”为主题。

近年来，兴山围绕昭君文化

品牌，做足“和美”文章，探索“美

丽经济”，打造昭君文化旅游目

的地和大三峡大神农架生态旅

游集散地，培育出“昭君文化国

际论坛”“中秋月圆忆昭君”等品

牌活动。以昭君文化“美与和平”

为主题的“昭君和亲路”经济走

廊带，覆盖昭君和亲沿线所有经

济区域，通过与多市搭建文旅活

动，形成各具特色的文化旅游产

业。

本报讯（记者 张鑫）为深入贯彻

落实中央、自治区两级民族工作会议

精神，按照呼和浩特市工商联“民族团

结进步月”工作部署，10 月 15 日上

午，呼和浩特市工商联在土默特左旗

塔布赛乡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举办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非公经济党组

织、进民营企业、进商会专题培训班。

培训班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

发展为主题，向非公经济人士、非公经

济党组织开展宣讲活动。本次培训班

旨在积极引导非公经济人士更加深刻

认识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

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

魂，更加深入了解中央、自治区两级民

族工作会议精神，凝心聚力推动首府

新时代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王丰

葱是最接地气的一种调味品，

它与姜和蒜并称除腥味的“三剑

客”。以至于前些年出现“姜你军、

蒜你狠”的市场供需矛盾，唯独葱

还是老老实实地躺在菜市场的某

个角落里给每个家庭讲诉自己的

故事。纵然也曾有“向前葱”的雅

号，但由于冲劲不足，最终还是无

法与姜和蒜的价格所匹敌。

葱的历史就如剥葱皮一样，一

层一层的，剥不到中心很难说清。

从古至今，葱一路走来，不急

不躁，但又是国人必不可少的食

材。

中秋节一过，来到土默川平原

上，无论在农忙的农民口中，还是

在菜市场里，总能听到“沙尔沁（托

克托县）的辣椒、土城子（和林格

尔）的蒜，毕克齐（土默特左旗）的

大葱让你出大汗”。

毕克齐是内蒙古土默川平原

上的一个古老集镇，地处阴山南

麓。气候属温带半干旱大陆性季风

气候，全年四季分明、昼夜温差大，

境内水资源丰富，水质甘甜清凉，

土地肥沃，富含多种有益健康的矿

物质，适宜种植大葱。

据史料记载，明朝弘治年间

(1488-1505 年)，毕克齐就开始栽

培大葱。民国时期的《绥远通志稿》

也有这样的记述，归绥市（呼和浩

特）灯火万家所用之葱，多至山前

的毕克齐。毕克齐的农民家家户户

垄葱，每年销往呼和浩特、包头,北

京等地，深受群众喜爱。

民国期间，毕克齐的大葱享誉

土默川，每家每户要是不存储点毕

克齐大葱就似生活中缺了一种味

道。从归化城名吃烧麦诞生那天，

毕克齐大葱就如影相随，缺了它烧

麦也就没有了烧麦的味道，就像是

肉包子一样。

1989 年，内蒙古农作物品种

审定委员会认定毕克齐大葱是呼

和浩特地区农家品种。2008 年

毕克齐大葱正式入选奥运会专

供产品，毕克齐镇也成为北京奥

运会特定的 7个大葱供应点。毕克

齐的大葱也由此一鸣惊人，名扬天

下。

毕克齐大葱 9 月中下旬开始

收获，收获前 7至 10天就停止浇

水。葱农们就在地里开始收葱，再

将收获的葱捆好后运往城市里销

售。市民门纷纷购置，把葱当作冬

储葱的首选，因其辛辣的味道特别

适合北方人的口感。

近年来，毕克齐镇对传统大葱

品种进行了改良，与山东大葱进行

杂交，经过杂交后的大葱葱白又长

又粗，除保留北方人喜欢的辣味

外，还稍稍有一点甜味，一上市，便

成为内蒙古人的“抢手货”。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到了数

九寒天时，毕克齐的葱农们就开始

拾掇马车，套上骡子，拉上整整一

马车的大葱，一路上走走停停地去

呼和浩特、包头等地卖葱，沿途一

走就是几百里路，晚上就歇脚在车

马大店。

慢慢地，大汽车越来越多，马

车也退出历史舞台，毕克齐的葱农

们也不去外地卖葱了。一到秋天，

专门有葱贩子开着汽车到村里收

葱。再后来，订单农业出现后，毕克

齐的葱足不出户就能销售到全国

各地。

近日，乌兰察布市集宁区新公

交候车亭纷纷“上岗”，旧款站牌陆

续“消失”。

在集宁区新区实验小学公交

站，记者看到工人师傅们正在紧张

有序地安装着候车亭相关零件。有

的师傅在拧紧螺丝、有的师傅在往

上递小梁、有的师傅在指挥吊车在

小梁上放顶棚，整个过程井然有

序。

遮阳挡雨的顶棚，方便又舒适

的爱心座椅……在集宁万达广场

公交站，简洁美观的公交候车亭已

亮相街头。

一个个简洁美观的公交候车

亭相继亮相，不仅方便了市民出

行，给市民带来出行新体验，还成

为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今天来万达广场买东西，突

然发现这里的公交候车亭有了新

的变化。不仅给搭了顶棚，还有爱

心座椅，这对于我们上了岁数的人

来说，可以歇歇脚，挺好的。”市民

邢高对公交候车亭的变化非常满

意。

据了解，之前乌兰察布市公交

候车亭采用每条街道使用一种款

式，且部分站点只设有站牌并未设

立候车亭，遇到雨雪天气，给广大

乘客造成了乘车不便，也为公交公

司维修管理带来了不便。今年，市

公交公司计划更换集宁区全部旧

款站牌、候车亭 500 余处，范围覆

盖集宁区泰昌路、满达街、怀远大

街等共计 40 条街道。现已完成

100余座，预计今年 10月全面完

工。

“新建的公交候车亭，不仅美

化了城市道路建设，更是方便了广

大市民出行。下一步，我们将继续

完善公交基础配套设施，为乘客提

供更加便利的乘车条件，为我市创

建文明城市贡献力量。”公交公司

副经理诺铭说。 石兆峰

（上接 1版）

有机种植延伸乡村产业发展链

10 年来，好联丰在有机种植的基

础上，延长产业链、提升附加值，实现

联农、带农、富农，让更多农民分享产

业增值收益，推动当地产业振兴。

见到负责人高彪时，他正在厂区

里忙碌着。

“由于这里土地肥沃，渠道纵横，

再加上想要让更多人吃到放心粮，于

是在 2012 年成立了合作社。那时只

是种植没有工厂。”高彪回忆建厂初衷

说，“我在那时定下了 10 年的计划，

在 2012 年至 2022 年，是不断完善基

础建设，为打造一二三产高度融合的

有机农产品全产业链创造基本条

件。”

万亩有机种植为百姓增收

“合作社主要以有机种植为基础，

通过跟农户签订订单合作的方式，带

动当地村民致富。自 2020年，联丰奋

斗村通过‘乌拉特中旗好联丰有机农

牧业专业合作社’推行的‘合作社 +

基地 + 农户’的发展模式，统一规划、

统一种植、统一销售，逐步形成农户种

植，合作社统购统销的订单式、合同式

的销售模式。有 250多户农民共计种

植有机小麦 6500 亩，亩产达 800斤，

亩收入达 2560 元。”联丰奋斗村党支

部书记王胜泉介绍，截至目前，有机种

植面积达到 11,000 亩，现如今为农

户每年每户增收 2万元左右。

谈及之后的发展，高彪兴奋地表

示，“我们与当地农民并肩携手,共同

向农业现代化阔步迈进。计划 2022

年至 2032 年，力争 10 年内实现有机

种植 5万亩，惠及 1000 户，实现巴彦

淖尔“有机、绿色高端农产品”输出示

范基地。”

未来，好联丰将扩大发展以有机

加工园区和有机小麦基地为载体，发

展壮大当地主导产业和优势特色产

业，引导农民推广应用有机新品种、新

技术，在现代农业建设中更好的发挥

示范带动作用，实现产业兴旺助力乡

村振兴。

14491.5 亿元，前三季度
内蒙古经济同比增长 7.8%!

迅速行动!

内蒙古市场监管
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十四五”期末

内蒙古基本养老保险
参保率将达 90%以上

呼和浩特市工商联举办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题培训班

重走昭君和亲路！
进荆楚，临兴山

好联丰有机种植延伸产业发展链 助力增收

毕克齐大葱：“向前葱”

公交候车亭换新为创城“添彩”

内蒙古持续用力整治顽瘴痼疾
努力打造过硬检察队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