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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林河畔 牛羊选美

绿色经济

“内蒙古一号”遥感卫星
给大草原带来的“红利”有多少

蒙商周刊

13家爱心企业
捐赠价值 29000 元的各类用品

“晋级绿色工厂对塞飞亚农业科技

而言，仅仅是开始，也是一个新的发展

起点。”7月 27 日，自治区级绿色工厂新

添成员———内蒙古塞飞亚农业科技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李槟全感慨道。

绿色化转型是生态发展的需要，更

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

智能化及工厂化立体环保型肉鸭

养殖示范项目、污水处理设施技术改造

项目、锅炉除尘脱硫环保设施升级项

目、鸭舍改造及厂区蒸汽管道保温改造

项目……近年来，塞飞亚一口气投资多

个节能降耗的技术改造项目，实现了资

源绿色循环发展。

在鄂尔多斯市准格尔经济开发区

的御华瓷业有限公司车间，刚从矿山电

厂运来的炉灰渣，经循环利用，变身为

微晶球产品，资源变废成宝。据公司车

间主任沙峰介绍，产品投入试生产便收

到各地订单，综合项目年创利税超千万

元。

自觉形成绿色低碳生产方式，提升

自主创新能力，节约和循环利用资

源———我区众多企业已经探索并走出

绿色发展新路子。

日前，内蒙古塞飞亚农业科技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齐鲁制药(内蒙古)有限

公司、弘元新材料(包头)有限公司等 36

家企业被确定为绿色工厂，巴彦淖尔五

原工业园区、包头金山工业园区、包头

九原工业园区和包头稀土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 4 个园区被确定为绿色园

区。

让绿色成为经济发展的最美底色，

全区上下戮力同心保生态、促发展。

近年来，自治区以绿色矿山建设为

“点”，以绿色示范园区为“面”，以点带

面整体推动全域绿色矿山、绿色园区建

设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记者从自治区自然资源厅获悉，目

前，全区已建成 458 座绿色矿山。其中，

国家级绿色矿山 67 座，自治区级绿色

矿山 391 座。仅 2020 年，自治区就有

15 座矿山入选全国绿色矿山名单，内蒙

古赤北绿色矿业发展示范区被自然资

源部确定为绿色矿业发展示范区。

从满目疮痍到满山花海，通过矿山

复绿、牧草播种等实现生态修复，重塑

矿山形象，推动绿色发展，内蒙古不遗

余力。

锡林郭勒盟近年来高度重视矿山

地质环境治理及绿色矿山建设，逐步建

立起矿山地质环境治理责任机制、考核

问责机制及资金管理机制。2014 年以

来，全盟累计投入矿山地质环境治理

资金 24.23 亿元，完成治理面积

145.23 平方公里；建成自治区级以

上绿色矿山 56 座 (其中国家级绿色

矿山 8座)；累计投入历史遗留废弃采坑

治理资金 5.85 亿元，完成治理面积

59.46 平方公里。

通辽市突出抓好霍林郭勒市和扎

鲁特旗一体化绿色矿山示范区建设，建

立绿色矿山建设部门协调联动机制，拓

展矿山环境治理多元化投资渠道，健全

完善绿色矿山建设优惠政策措施，加强

绿色矿山建设与环境治理宣传教育，

“五指发力”推动矿山环境治理和绿色

矿山建设。

乌海市矿山企业开展绿色矿山建

设专题培训，邀请专家围绕绿色矿山建

设相关政策，结合当地绿色矿山建设现

状和绿色矿山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难点

与堵点，就如何开展矿山地质环境治

理、如何正确使用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基

金等出谋划策。

不论是绿色矿山、绿色工厂建设，

还是绿色园区建设，都是内蒙古推动经

济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的缩影。

在绿色发展理念指导下，我区超额

完成“十三五”去产能任务。近五年的新

增电力装机中，风电、光伏等绿色新能

源装机容量已占到三分之一以上。

在绿色发展理念指导下，“十三五”

以来，我区集中建成一批绿色矿山、绿

色园区、绿色工厂，生态环境与经济发

展双赢的格局逐步形成。仅 2019年，全

区生态产品价值 (GEP)4.48 万亿元，是

同期 GDP 的 2.6 倍，比 2015 年增长

13.8%。

在绿色发展理念指导下，锡林郭勒

700万千瓦风电项目建成并网，全国最

大的“源 -网 - 荷 - 储”示范项目落地

乌兰察布，通辽“火 -风 - 光 - 储 - 制

-研”一体化绿色示范项目开工建设。

在绿色发展理念指导下，“十三五”

以来，全区林业建设、草原建设和沙化

土地治理面积居全国第一，森林覆盖率

和草原植被盖度实现“双提高”，荒漠化

和沙化土地面积实现“双减少”。

接下来，如何走好以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自

治区“十四五”规划纲要中明确：以绿色

技术创新为驱动，推进清洁生产，加快

重点行业和重要领域绿色化改造，构建

绿色循环低碳发展的绿色经济体系；推

进低碳园区、近零碳园区试点建设；提

高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强化矿产资

源节约集约利用，将绿色发展理念贯穿

矿产资源开发全过程；开展绿色矿山建

设行动，推进准格尔 - 东胜、赤峰市北

部、扎赉诺尔 -伊敏等自治区绿色矿山

示范区建设。

“‘十四五’乃至今后更长远的发展

中，企业将以改革创新为主线，在自主

创新、资源利用和新能源化、网联化、智

能化等方面实现绿色发展和转型升

级。”实现更高质量发展，李槟全亮出企

业转型升级“绿色牌”。

据内蒙古日报社融媒体

盛夏时节，来到鄂尔多斯市伊金霍

洛旗苏布尔嘎镇光胜村 2 号养殖园区，

“咩咩咩”的羊叫声此起彼伏。整齐划一

的圈舍内，一只只毛色洁白的敏盖绒山

羊正悠闲地吃着草料，它们或站或卧，

憨态可掬。

“可别小瞧了这些羊，它们可是全

镇的‘宝贝’，是老百姓增收致富的希

望。”养殖户闫新刚抚摸着怀里的一只

刚出生的小羊羔，语气温和地说。

从上世纪 50 年代开始，敏盖乡(后

撤乡合并为苏布尔嘎镇) 就开始选育蒙

古山羊。经过多年杂交培育，1989 年，生

产性能明显高于本地山羊的绒山羊在

该乡培育成功，“敏盖”绒山羊也因此而

得名。

成立“敏盖”内蒙古白绒山羊生产

者协会；出台《“敏盖”内蒙古白绒山羊

种子工程实施方案》；注册“敏盖”商标；

建设绒山羊交易市场……当地发扬“工

匠精神”，下足“绣花功夫”，一系列强有

力的举措，让苏布尔嘎镇逐步走上了一

条农牧业增效、农村牧区增绿、农牧民

增收的良性发展道路。

一只“羊”造就一个产业。苏布尔嘎

镇先后建成 6大高效现代养殖园区，累

计培育高标准养殖户 125 户，养殖总量

达到 8.5 万只，农牧民分群管理、秸秆综

合利用普及率分别达到 90%和 95%以

上。

闫新刚感慨地说：“禁牧舍饲这条

路是走对了，我家的羊从过去的 200 只

发展到了现在的 800 多只，绒也是产得

比以前多，每只羊的年产绒量比过去放

养时多了一倍，收益也提高了。”

兴一项产业，活一地经济，富一方

百姓。目前，全镇养殖户通过种羊、羊绒

羊皮销售及肉食品加工，年利润可达

1.74 亿元，户均年收入 13.57 万元。

随着“敏盖”商标被认定为“国家驰

名商标”，敏盖绒山羊已成为当地一张

行走的“名片”。品牌知名度的提高，带

来的是价值的提升。现在，敏盖绒山羊

已成为鄂尔多斯羊绒衫的首选原料，该

镇也被认定为“1436”工程种源培育基

地。

在原种繁育中心的墙上，“科技育

种打好种业翻身仗”11 个大字引人注

目。

中心试验室内，工作人员宝勒尔正

透过显微镜，认真观察敏盖绒山羊种公

羊的精子密度和活力。显微镜旁，一摞

“敏盖”白绒山羊系谱档案吸引了记者

的目光。

翻开档案，可以看到每只敏盖绒山

羊的年龄、体重等基本情况，以及父母、

祖父母、外祖父母的基本信息，另外还

详细记录了近 3 年的生长发育及性能

鉴定情况。

“在繁育中心，每一只通过鉴定达

标的敏盖绒山羊都有属于自己的档案，

通过规范系谱档案，开展系谱分析，我

们建立了可溯源、可查询的数据体系。”

宝勒尔介绍说，“原种繁育中心建成后，

以低于市场价每只 500 元的标准，每年

出售种羊 800 只，为养殖户累计节约资

金达 40万元，带动全镇养殖户逐步提

高了敏盖绒山羊种群品质。”

这几天，敏盖羊绒加工厂车间内一

派忙碌的景象，10 台平梳机、35 台盖板

分梳机正开足马力全力生产。

“这个机器是用离心力的原理，将

粗的羊毛甩出去，细的羊绒就留下了。”

透过机器的轰鸣声，内蒙古繁荣商贸有

限公司总经理王继明向记者详细介绍

了洗绒和梳绒的流程。“现在，我们加工

厂每年可以洗绒 900 吨，梳绒 200吨，

可实现年利润 520多万元。”

今年，采取“国有公司 +村集体”模

式投资建设的敏盖羊绒加工厂正式投

入使用，结束了苏布尔嘎镇周边没有成

规模的、大型的羊绒梳洗加工厂的历

史。

敏盖羊绒加工厂的建立，在薛振宇

看来意义重大。“加工厂的建立补足了

单纯养殖短板，标志着在苏布尔嘎镇，

种、养、加、产、供、销一体的全产业链条

正逐步形成，产业链的延长会大幅提高

原材料的附加值，进一步提高养殖户的

收入。”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在品牌打造

和新品种培育这两方面下功夫，与当地

农牧民形成更加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

带领他们一起走‘羊’光大道，乐享小康

生活。”苏布尔嘎镇综合保障和技术推

广中心主任王生云说。

为解决散户因自由养殖、组织管理

不规范等导致优质种羊大量外流的问

题，2020年，苏布尔嘎镇同云东集团深

入合作，建立了敏盖绒山羊原种繁育中

心，通过实施种羊鉴定、胚胎移植、人工

授精等项目，大力培育核心种群、制定

统一科学的饲养标准和管理流程。

戴宏 李晗 宋爽

为扎实推进“春雨润苗”专项行动，倾力打造“惠苗、护

苗、助苗”税费服务品牌，助力小微企业焕发生机活力，包头

市昆都仑区工商联与区税务局联合开展“我为纳税人缴费

人办实事暨便民办税春风行动”，举办包括 3大类 12项服

务措施的 2021 年“春雨润苗”专项行动，为小微企业“送政

策、优体验、助成长”。

近日，昆都仑区工商联与区税务局召开小微企业税企

座谈会，邀请 18 家小微企业代表和建设银行包钢支行齐聚

一堂，着重介绍了“春雨润苗”专项行动的主要内容，就落实

减税降费政策、税费征管协同团队运行、优化营商环境等政

策进行解读。会后，小微企业代表参加了纳税服务“体验师”

活动，亲身体验税务部门推出的“最多跑一次清单”“有人管

帮您办”管理模块等服务便民办税举措。小微企业代表们对

本次专项行动纷纷点赞，对昆都仑区经济发展表示充满信

心。 据《中华工商时报》

我区进入汛期后，区域性强降水较往年偏多，个别地区

遭遇极端天气。近日自治区商务厅下发《关于做好汛期及极

端天气下保障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工作的通知》，全力保障

我区汛期生活必需品市场平稳运行。

通知要求，各级商务部门要加强生活必需品市场监测，

密切关注粮、油、肉、禽、蛋、菜、奶的市场供求情况和价格变

化，必要时启动生活必需品市场监测日报制度。要加强市场

运行分析和预测预警，通过各种渠道向社会发布生活必需

品市场供应情况，引导居民消费，稳定市场预期。要加强货

源组织，指导商贸流通企业科学安排，保持合理库存，特别

要保障粮、油、肉、禽、蛋、菜、奶的市场供求。要加强储备管

理，适时投放储备商品，保障人民群众基本生活。要进一步

完善本地区保障生活必需品供应应急预案，同时加强与发

改、交通、气象等部门的横向协作，建立部门联席会商机制。

要利用商务部应急商品数据库，及时掌握企业销售和库存

情况，做好应急准备，同时加强应急投放网络建设，确保投

放渠道畅通。 高慧

日前，内蒙古农牧业科学院依托国家重点研发计

划———中蒙政府间国际科技创新合作重点专项———中蒙抗

逆、优质、丰产大麦新品种选育及产业化应用项目，在乌兰

察布市察右中旗召开“大麦新品种蒙啤麦 5号大面积示范

现场会”，蒙啤麦 5号以优异的表现成为内蒙古农牧业科学

院第一个走出国门并在蒙古国大面积种植推广的农作物新

品种。

项目通过开展大麦中蒙国际科技创新合作，对蒙古国

大麦种质资源进行引入、鉴定和利用，拓宽国内现有大麦遗

传基础，利用穿梭育种、分子标记育种、小孢子育种等先进

手段育成一批潜在新品系，搭建中蒙跨国育种平台，实现两

国高效育种。针对蒙古国大麦生产相对落后的现状，引种试

种我国内蒙古的大麦新品种，集成配套栽培技术并在蒙古

国大面积示范推广，从而解决两国大麦产业发展中的关键

瓶颈问题，实现两国高效育种和品种技术应用的国际化。

蒙啤麦 5号是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科学院选育并经国

家品种登记的啤饲兼用型大麦新品种。该品种适应性广、抗

旱抗倒性突出，株高较高、单株分蘖成穗多、籽粒饱满、皮

薄，生物产量和经济产量高；制啤品质达到国标一级；成熟

期活杆成熟、产草量大，可啤饲兼用。单种或与燕麦复种，在

灌浆中后期全株青贮或干贮都是发展养殖业非常好的饲草

料，同时能有效利用光热资源，增加效益，适宜在蒙古国和

中国内蒙古全区及甘肃、新疆、河北、山西、北京等北方春麦

区种植。
据《内蒙古日报》

内蒙古经济转型的牌子越擦越亮

走上“羊”光大道

包头昆都仑区
两部门联手护航小微企业

我区全力保障汛期
生活必需品市场平稳运行

大麦新品种
“蒙啤麦 5号”走出国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