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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商周刊

库布其沙漠的绿色嬗变营商环境好 企业加速跑

本报讯（记者 张鑫）8 月 24 日,《内

蒙古自治区农村牧区公路条例》新闻发

布会在呼和浩特召开，内蒙古自治区交

通运输厅副厅长雲雯婧就相关情况做

主题发布。

雲雯婧介绍，近年来，内蒙古农村

牧区的公路交通运输实现了跨越式的

发展，截至 2020 年底，全区农村牧区公

路总里程达到 16.9 万公里，其中县道 4

万公里、乡道 4万公里、村道 8.9 万公

里，所有苏木乡镇和具备条件的嘎查村

全部实现通硬化路，农村牧区的道路运

输通行环境发生了历史性变化。自治区

交通运输厅立足实际，从促进全区农村

牧区公路发展，打破制约农村牧区经济

发展交通瓶颈的角度出发，进一步优化

顶层设计，加快推进农村牧区公路立

法，提高农村牧区公路工作的法治化水

平，通过三年多的努力，于 2020 年 11

月 26 日经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三届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通过，《内蒙古自治区农村牧区公路条

例》于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

《条例》共包括总则、规划、建设、管理、

养护、运营、资金、法律责任、附则等 9

章，60条。

《条例》的出台，有助于落实各级人

民政府和相关部门在农村牧区公路规

划、建设、养护、管理和运营方面的职

责，推进“四好农村路”建设工作顺利开

展，为我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坚

实的交通基础;有助于进一步理顺农

村牧区公路管理体制机制、加大欠

发达地区的建设和养护资金投入力

度，改善农村牧区基本出行条件，提

高城乡一体化可持续发展能力，为加快

推进我区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更好的

法规保障。

《条例》立足自治区实际，将我区在

推进“四好农村路”建设中行之有效的

做法上升为法律规定，并充分吸收外地

经验，大胆创新，内容全面，重点突出，

是一部具有鲜明特色，针对性和操作性

较强的地方性法规。除了村道纳入了法

律范畴、将建设项目分为重要和一般项

目，进行分类管理以外，还明确了农村

牧区公路组织保障体系;提出了农村牧

区公路建设规划要求;加强了农村牧区

公路路产路权管理;建立了农村牧区公

路养护运行机制;促进了农村牧区公路

客货运输发展;大了农村牧区公路资金

保障力度。

值得一提的是，在《内蒙古自治区

农村牧区公路条例》出台前，国家和自

治区层面关于农村公路没有专门的法

律法规，现行的与公路相关法律法规中

对农村公路的管理未能全面涵盖，缺乏

对农村牧区公路的定义，占公路总量最

多的村道缺失必要的法律依据。《内蒙

古自治区农村公路条例》，根据交通运

输部制定的《农村公路养护管理办法》

《农村公路建设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并

结合了内蒙古自治区的实际，对农村牧

区公路进行了详细定义，特别是对村道

进行了明确法律界定，使我区的 8.9 万

公里村道实现了“有法可依”。

未来，内蒙古交通厅将继续推进

《条例》的落实，提高认识，加强组织领

导。将《条例》的宣传贯彻工作列入政府

重要工作日程，由盟市、旗县政府尤其

是旗县级人民政府组织抓好《条例》的

宣传贯彻落实工作，确保《条例》的宣传

贯彻及时到位。

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及其公路管

理机构，要充分认识《条例》对加快农村

牧区公路建设步伐，加强农村牧区公路

养护管理工作的重大作用，统一思想，

提高认识，将学习、宣传、贯彻《条例》

列入当前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切

实加强组织领导，有计划、有重点、

分步骤组织开展宣传贯彻工作，把

《条例》的各项规定真正落实到具体

工作中，形成农村牧区公路事业发展的

良好氛围。

内蒙古农村牧区公路建设打通乡村振兴路
8.9 万公里村道实现“有法可依”

本报讯（记者 张伟）为进一步立足为人民

办实事、做好事、解难题，用实际行动将“我为群

众办实事”落到实处，8月 20 日，内蒙古新华报

业中心党总支携手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内蒙

古分公司党支部走进包头，并邀请包头昆区交

管大队党委、包头市昆区鞍山街道办事处及所

辖社区各党支部代表、包头电视台党支部、包头

晚报社党支部，共同在昆区鞍山街道红色影院

基地开展党建学习互动交流活动。

活动中，各党支部分别参观了红色影院基

地的公益城市书屋以及红色影视文化。在书屋

四周的书架上，摆放着党史读物、文献资料、社

会学科等内容的图书，影视展览文化馆内，陈列

着我国科研发展领域作出杰出贡献的人物事

迹; 红色影院根据年代划分，分别展示了

1950—2010 年间有教育意义的经典红色影片。

其中，《小螺号》《黄土地》《步入辉煌》等经典老

电影，勾起了众多参观者的记忆。走进这里，每

位参观者都找到了共鸣，纷纷拿出手机，将这些

回忆拍下来留作纪念。参观后，各党支部共同观

看了红色电影《半条被子》，重温长征岁月里的

红色故事。

活动中，无限极内蒙古志愿者协会的志愿

者们为包头市昆区交管大队赠送了 100 套清

凉包，包括小风扇、清凉油、免洗抑菌洁手液等。

志愿者们表示，“一线交警非常辛苦，无论是狂

风暴雨还是艳阳高照，他们都坚守在工作岗位，

为维护城市的交通秩序和群众的安全出行，奉

献着自己的青春和热血。作为志愿者，就是要通

过这样的活动，为平安包头的守护者们送去一

份清凉。同时，呼吁更多的市民一起参与到公益

活动中来，为文明包头加油助力。”

内蒙古新华报业中心党总支携手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内蒙古分公司党支部走进包头

党建联动为包头交警送清凉

走进乡村看小康

ZOUJINXIANGCUNKANXIAOKANG

近日，交通运输部、公安部、商务部印发通报，决定命名

鄂尔多斯市、苏州市、厦门市等 16个城市为首批“绿色货运

配送示范城市”。

早在 2018 年，交通运输部联合公安部、商务部在全国

组织开展城市绿色货运配送示范工程建设，并于当年 6月

公布了第一批创建城市名单，当时鄂尔多斯市便位列其中。

自创建工作开展以来，鄂尔多斯市在新能源配送车辆

运营、配送中心建设、末端配送站建设、绿色配送平台建设、

先进组织模式推广应用等方面投入资金近 6000 万元。

新能源物流车的应用是绿色货运示范城市的重要指标

之一。鄂尔多斯市对城市绿色配送新能源货车、电动三轮车

给予通行便利，并在示范区商超、社区、大型公共停车场等

设置绿色货运配送车辆专用停车位及充电桩。目前鄂尔多

斯市示范区（东胜区、康巴什区）新增城市配送新能源货车

71 辆、快递电动三轮车 50 辆，整合冷藏保温运输城市配送

车 2辆，在中心城区停车场内施划绿色货运配送车辆专用

停车位 520 个，建设新能源车辆充电桩 280 个，城市配送新

能源纯电动货车保有量与充电桩总量的比值达 1∶4。

物流配送中心是绿色货运的重要节点。创建期间，鄂尔

多斯市加快推进城市配送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建成集仓储、

堆场、停车场、充电桩等设施一体的综合型物流园区———博

众物流配送中心，建成公共配送中心———宏业快递物流电

商产业园，逐步形成布局合理、功能完善的配送节点网络，

强化城市之间区域联动和城市对外辐射功能。

“通过集中配送和共同配送等方式，将我们生产经营的

各地特色农副产品送到各大超市和经销点，现在我们已经

形成了‘四共一同’的格局，即共用仓储配送中心、共用配送

车辆、共享网络信息、共享网络资源、同城配单，既节约了配

送成本，又降低能耗。”博众农贸负责人陶治说。

末端配送站建设用来解决绿色货运配送“最后一公里”

的问题。鄂尔多斯市已在社区、高校、商务区等建设 209 个

末端共同配送站，布设 254 组智能快递柜，分布于 3个学

校、237个小区，为这座城市居民生活创造着看得见、摸得着

的便利。

城市绿色货运配送离不开绿色配送平台，为满足日常

运行监测、车辆监管、设施查询、数据分析等需要，鄂尔多斯

市运用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等先进技术和

理念，积极对接部级平台，建成了城市绿色货运配送运行监

测平台和充电桩信息平台。 高慧 梁琛

鄂尔多斯成了首批
“绿色货运配送示范城市”

我为群众办实事 宰韵宰耘陨匝哉晕在匀韵晕郧月粤晕杂匀陨杂匀陨

微风拂过，一股浓浓的稻香扑面而来；晨光中，一群群

鸥鸟掠过一池池水塘，与鱼虾蟹们争抢着村民正在投食的

“早餐”。托克托县河口管理委员会树尔营村 62岁的村民李

广河忙完手上的活儿，满意地看着爬到岸边的稻田蟹说：

“嗯，不错，这小螃蟹又肥了一点儿！”

李广河口中的小螃蟹，是当地美源农牧渔业专业合作

社的稻田养蟹项目。2012 年，合作社成立后，对树尔营村的

3600亩耕地和 4080 亩水面全部流转，集中建成了一个现

代农业产业园，开展鱼、禽、稻、蟹等立体化种养殖，让村民

们的生活发生了大变样。

“以前我种地一年下来，收入也就 2 万块钱左右，除去

花销也剩不了几个钱。现在呢，我和老伴儿不但给儿女们在

城里买了房买了车，还有了存款，你说我们这心里能不高兴

吗？”李广河难掩心中的喜悦。

树尔营村位于托克托县城西北方，地处黄河、黑河(黄河

支流)交汇处，拥有成片的湿地。村里开发湿地资源，进行鱼

禽养殖、农业种植和旅游观光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树尔营村共有 227名村民。过去，虽说每家每户都有耕

地，但随着土地盐碱化越来越厉害，能耕种的土地也越来越

少。美源农牧渔业专业合作社把村里的土地集中起来，每户

村民每人一年除了能领到 4000 元土地流转费以外，有劳动

能力和意愿的大龄村民还可以在家门口打工，每人每年平

均工资 5万元，打零工的村民一天也能挣到 150元。这样一

年下来，流转费加上打工费，每户村民的年收入都翻了三到

四番。

“以前村民们主要种植玉米、高粱和葵花，现如今，我们

有稻蟹一体化种养、生态养殖区、休闲垂钓观光区、稻米加

工以及有机肥生产区……收益比村民们以前种植的农作物

提高好几倍。”合作社负责人张程对记者说。

釆访中记者了解到，从土地上解放出来的其他年轻村

民，纷纷进城打工，或各显神通谋划起了更来钱的生计，给

家庭带来更多的收入。而留守村子的人们，一边享受土地流

转的固定资金，还能在家门口的合作社务工挣钱，这让大龄

村民们有了用武之地。

蔡冬梅 郑学良

稻花飘香鱼蟹肥

联合共建助力企业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