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张鑫）2022 年，鄂尔
多斯市坚持把项目建设作为经济增长
的发动机、强引擎和硬支撑。全年计划
实施政府投资 5000 万元以上、企业投
资亿元以上重大项目 443 个，总投资
4713.8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928.7 亿
元，同比增长 57.8%。

今年以来，鄂尔多斯市严格执行重
点项目“周调度、旬通报、月总结”调度
机制，重点项目市直部门统筹联动推进
机制，认真落实自治区项目三级包联制
度，着力为项目前期“打底”，为项目建

设“助推”。上半年，443 个重大项目全
部开复工，开复工率同比增长 11.7%；
完 成 投 资 585.4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84.1%；投资完成率 63%，同比增长
9%。

在紧盯项目建设的同时，全力做好
项目储备和 2023 年重大项目筹备工
作，努力形成项目投资滚动接续的良性
循环。

上半年，储备亿元以上项目共计
2163 项，总投资约 2.5 万亿元。加快推
进重大项目前期手续办理，目前已有

33 个项目主要手续全部办结，力争三
季度再开工华星煤制气、平煤建元己二
酸、玉晶光伏玻璃二期等一批重点项
目，形成更多投资增量。

同时，围绕基础设施、产业优化升
级、生态环保、乡村振兴、公共服务等领
域，争取 9 月底前制定完成 2023 年计
划实施重大项目清单。

目前，鄂尔多斯市正在持续扩投
资、优结构、增储备、强推进，用足用好
扩大有效投资这个“关键招”，为实现高
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8 月 23 日，自治区工商业联合会
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在呼和浩特召开。自
治区党委书记孙绍骋，自治区党委副书
记、自治区主席王莉霞等自治区领导亲
切会见与会全体代表。

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杨伟东出席大会
开幕式并讲话。黄志强、胡达古拉、于立
新、段志强、马学军、安润生出席大会。

杨伟东在讲话中指出，自治区工商

业联合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以来的五
年，是内蒙古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五年，也是全区民营经济砥砺奋进、蓬
勃发展的五年。五年来，自治区工商联
坚持政治建会、团结立会、服务兴会、改
革强会，团结带领全区各级工商联组织
和广大民营经济人士，围绕中心、服务
大局，在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推动经济
高质量发展、助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

等方面，发挥了独特作用，作出了积极
贡献。他要求全区各级工商联组织和广
大民营经济人士要把牢政治方向，坚定
不移贯彻党的意志和主张；要精准高效
服务，推动民营企业和民营经济发展壮
大；要突出团结联合，在民营经济领域
凝聚人心、汇聚力量；要加强自身建设，
更好履行新时代赋予工商联的职责使
命。 （下转 3 版）

孙绍骋王莉霞等自治区领导会见与会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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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鑫
蓝天白云、青山绿水、简单纯净、美

丽辽阔、四季分明。内蒙古是一个你走进
去就会爱上的地方。

出生在巴山蜀水的四川姑娘李玉
芳，却在呼和浩特市成家立业，开始了她
的人生拼搏历程。

李玉芳介绍，因工作需要，1990 年
她自费到中国农民大学进修了畜牧养殖
专业，1994 年毕业后，开始从事畜牧业
技术服务工作，2002 年在内蒙古农牧民
科技服务协会工作，2011 年开始在内蒙
古自治区瓜果蔬菜协会工作，现在，她是
内蒙古自治区果蔬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
书长。可以说她把自己的前半生，全部奉
献给了内蒙古的农牧业和社会公益事

业。
“我见证了内蒙古这些年来的发展，

城市建设、人文环境……”如今，李玉芳
已经在内蒙古安了家，曾经来过内蒙古
的家人也说，这里挺好!

来内蒙古 30 余年，李玉芳在这片热
土扎根创业，在各项工作日渐走上正轨
的同时，她以一颗感恩的心不断回报第
二故乡，在广大市民心中赢得口碑。

在担任内蒙古自治区瓜果蔬菜协会
秘书长期间，李玉芳始终以饱满的热情，
全心全意为种植户、合作社和种植企业
提供真诚支持和帮助，尽心尽力地为会
员和种植户服务。积极宣传蔬果的科普
知识，推广内蒙古优质的地产蔬菜水果，
提升内蒙古优质地产蔬菜品牌，引导市

民选购地产蔬果，获得了广大市民的好
评和赞誉。

同时，李玉芳热心公益，为助力疫情
防控一线更好地开展工作，内蒙自治区
瓜果蔬菜协会秘书处号召内蒙古瓜果蔬
菜协会会员、会员单位以及果蔬界的爱心
企业和爱心人士积极捐赠蔬菜和水果。

每当人们好奇地问起“你一个四川
妹子，怎么就跑到内蒙古来了”的时候，
李玉芳总是笑着回答：“我从小就向往内
蒙古，辽阔的大草原就是我的第二故乡”。

她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她要
扎根第二故乡，积极帮助种植户、合作社
和种植企业把种出来的优质蔬果销到区
外，提高种植户和企业的经济效益，助力
内蒙古优质地产蔬果，走向全国市场。

四川商人李玉芳眼中的内蒙古：
“辽阔的大草原就是我的第二故乡”

本报记者 刘嫱
来到“不远”民宿时，伊柠一身绿色

的蒙古袍，留着简短干练的发型，看上
去像刚毕业的大学生。随着采访的进
行，伊柠果断、坚定的性格一一呈现，这
是个想到什么就会立即动手去做的姑
娘。

“不远”民宿，也是不一样的民宿，
在伊柠的眼中，她的民宿就是草原上的
新业态，这种业态源于这个伟大的时

代。
2018 年，在外闯荡一年的伊柠回到

家乡西乌旗。
这一次回归，伊柠为家乡带回了一

种新的业态———民宿。
伊柠为自己的民宿取名“不远”，灵

感来自于旅行随笔书籍《远方，不远》。
“我想从这个民俗的民宿告诉大

家，其实我们离自己想要的生活很近，
只要自己敢去尝试，就能够触碰得到。”

伊 柠 如 是 解
释 自 己 的 民
宿名称。

尽 管 家
人 对 伊 柠 从
大 城 市 回 乡
做 民 宿 这 件
事 持 反 对 意
见，但伊柠依
然 坚 持 着 自
己的决定，并
把 自 己 家 的
房 子 改 成 民
宿 后 挂 了 出
去。

“第一拨
客 人 是 从 北
京来的，是一
对中年夫妇，
当 时 各 方 面
条件还不完善，准备的也
不够充分。但叔叔阿姨知
道我是刚开始做民宿，不
仅表示理解，还给予我很
大的支持。现在他们夫妇每年都会来住
上三五天，他们家里的小院种蔬菜，知
道我们这里缺蔬菜，每次来时还会给我
们带蔬菜。现在我们已经成了很好的朋
友。”说起自己的老客户，伊柠笑了起
来。

伊柠第一年试营业就获得了不错
的经营效果，并由此打消了父母对她创
业的疑虑。

现在的伊柠，不仅用自己的智慧和
双手改变了全家的生活质量，还和周边
的 13 户牧民合作，带动周边牧民共同
致富。

到了夏天，牧民们要赶着牛羊上山
走场，房子就空了出来，而这时又是草
原最美的时候。伊柠就利用牧民们空置
的房子做了民宿，不仅扩大了民宿的规
模，还解决了牧区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
题，她在旅游旺季雇牧民来帮忙给游客
烤全羊，为牧民们增加了收入。

现在的“不远”民宿已经发展成了
集旅游住宿、餐饮为一体的实体经济组
织。不仅外观整齐时尚，而且内部环境
清洁卫生，水、电、卫、浴及电器设施一
应俱全，住宿便利，安静舒适，游客在游
览过草原风光后，享用传统的奶茶、手

把肉等草原特色美食，在广袤无垠的草

原深处体验世外桃源的安逸和惬意。

旅游旺季来临，住宿、餐饮及其他

娱乐活动如篝火晚会、挤牛奶体验、制

作奶食体验等，拓宽了牧民畜产品销售
渠道，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总计收入 70 余万元。嘎查旅游业发
展迅速，2021 年，伊柠的民宿所在地西
乌旗脑干哈达嘎查被评为自治区首批
乡村旅游重点村。

2021 年，伊柠也成功入选 2021 年
度乡村文化和旅游能人支持项目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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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丰
锡林郭勒大草原，在许多人的心中

就是诗和远方。
其实在这片草原的深处，还有一种

生活态度。西乌旗的民宿“不远”，就是
这样。不远是集游、吃、住为一体的实体
组织，这个组织的主人伊柠想让更多的
客人了解草原文化以及现代牧区的生
活，为客人营造一个心灵休憩的“诗意世
界”。

只有把草原风貌、特色文化与现代
旅游需求有机结合起来，才能使民宿更
有人情味，让游客旅行更有记忆点。“不
远”做到了。

所以说，以科学规划、精心设计、合
理建造展现草原风貌，充分满足游客远
观风景、近享闲适的诉求，是民宿融入

草原整体环境，实现与当地生态、文化
协调发展的必然选择。

特色民宿离不开多种多样的经营
模式、应需而变的服务方式。无论哪种
类型的民宿，其实都可以依托独特的自
然、人文资源优势，丰富游客体验、创新
个性化旅游服务。

民宿经营与当地发展相辅相成。没
有经济整体的振兴，就没有民宿的持续
发展。

民宿的发展，契合了现代人远离喧
嚣、亲近自然、寻味乡愁的美好追求，具
有撬动民宿旅游的支点作用。

期待未来的民宿走向诗和远方的
同时，也为农牧民增收和民宿产业注入
更多新的活力，成为推动当地经济发展
的新引擎。

诗和远方也是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今年以来，受精准防疫、智能通关等利好因素影响，作为中蒙重要货运通道的甘其毛都口岸过货量稳步提升。
统计数据显示：8 月 1 日至 18 日，该口岸日均通关车辆 589 辆、过货 7.29 万吨，较 2021 年同期相比增长 1.28 倍和 2.33

倍。其中，8 月 9 日至 11 日，该口岸连续 3 天通关过货量均突破 8 万吨，创 2020 年 11 月 18 日以来单日最高纪录。 李云平

8 月 25 日，位于呼和浩特市的伊利现代智慧健康谷液态奶
全球智造标杆基地，工人正在生产线上作业。

近年来，内蒙古自治区积极发挥区位优势，制定并落实奶业
发展政策，出台对新建规模化奶牛养殖场、龙头企业生鲜乳加工
增量进行补贴，支持乳业创新平台建设，设立自治区奶业振兴基
金等多项措施，保障奶业发展，推进奶业振兴。 李志鹏 摄

本报记者 李艳红
“我也是高原的孩子啊，心中有一首

歌，歌中有我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
句句肺腑，字字戳心，表达了作为一名

漂泊在外的草原孩子对家乡深深的思乡之
情，在演唱之时，泪水在奥登格日乐的眼眶
里打转。

这是 8 月 1 日，第十九届中国·内蒙古
草原文化节特邀作品展演板块第二场《名
家与经典》中，来自中国交响乐团青年女高
音奥登格日乐离开家乡 11 年后，首次登上
家乡舞台演唱《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

“我用我的真心为台下每一位家乡人
民演唱，我始终没有忘记这方养育我的水
土，没有忘记我的初心，做有信仰有情怀有
担当的新时代文艺工作者，歌颂家乡，歌颂
草原，歌颂祖国。”奥登格日乐说。

“喜欢唱歌是骨子里流出来的。”奥登
格日乐说。

在学习唱歌的启蒙阶段，奥登格日乐
非常幸运地遇到了内蒙古文化馆副馆长侯
敏，在她的引导下，奥登格日乐开始接触美
声唱法，并将她带上了歌唱艺术之路。

奥登格日乐认为，唱歌肯定需要一部
分天赋，但更多的是要后期的努力练习和
对音乐的悟性和审美。

奥登格日乐很庆幸这一路走来遇到了
许多贵人相助。初中时，她遇到了内蒙古大
学艺术学院声乐系主任包锡原教授，带她
开始接触歌剧。经过多年刻苦学习，最终以
优异的成绩考入了中央民族大学，并师从斯琴高娃教授和国家一级演员塔拉
教授。

就像奥登格日乐说的，唱歌需要天赋更需要后天的努力。
大学 4 年，奥登格日乐从未松懈，每天早上 8 点的专业课从未迟到，每次

考试都是第一，连续获得最高等奖学金，并以当年第一名成绩保送本校研究
生，同年她又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中国交响乐团。

离开家乡呼和浩特市 10 多年，这次回来看到家乡不仅是城市建筑发生
了较大的变化，奥登格日乐说，而且家乡的音乐文化也在发扬和传承。

2011 年，她第一次离开家乡踏上去北京的求学之路，再到 2022 年第一
次回到家乡为父老乡亲们献歌，她的内心深处是说不出的激动和感恩，“虽然
有着繁忙的演出任务和国外声乐大赛备赛任务，但当她收到来自家乡的邀
请，就毫不犹豫地决定要回来,这是我的家乡啊”。

在这个与时俱进、文化精进的新时代里，音乐需要多元化的交融、创新和
发展。奥登格日乐一直以来有个梦想，就是能用自身所学把蒙古族音乐带到
更大的舞台上，甚至是国际声乐比赛的舞台上，让全世界的人民听到蒙古族
震撼人心的音乐，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也是作为新时代新声音的我们义不
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能为内蒙古第十九届草原文化节献礼，为我家乡父老献歌是我莫大的
荣幸。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家乡养育了我，我梦想的起点在这
里，实现梦想的动力源泉在这里。音乐之本在于民，音乐是人民创造的，最终
还是应归还于人民并为人民服务。”奥登格日乐动情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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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其毛都口岸过货量稳步提升

自治区工商业联合会
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召开

“重点项目加速度 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系列报道之四：

鄂尔多斯市：全力推动项目建设“加速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