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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卉平

“以前不想出来， 现在没事就想出

来站一站。 ”冀金枝快人快语。

青山北麓，秋意如春。9 月 12 日，记

者扫码登记走进武川县可镇商业局住

宅小区， 看到小区整洁有序， 车棚、凉

亭、健身器材布局有致。 秋阳热烈，几位

居民躲在阴凉处聊天。 院内的新能源汽

车和电动车充电桩让这个小区看上去

格外有时尚感。

冀金枝就是这个小区的居民。 在这

里住了 20 多年的她对现在的居住环境

一连说了 3 个“挺好的”。

在居民的口中，以前的这个小区因

为出入口较多，没人管理，垃圾被随意

扔，周围的住户不仅随便出入，甚至还

来院里方便，小区居民苦不堪言。今年 6

月，武川县老旧小区改造启动，商业局

小区居民迎来了施工队。

“本来以为可早的了，没想到，一个

多月就焕然一新，全依了咱们的心。 ”居

民王毛毛本来正在做饭，围着围裙就兴

冲冲跑出来参与我们的聊天。

环境好， 心情也好了。 冀金枝说;

“和以前比，现在家里家外亮亮堂堂，改

造已经快 2 个月了，出出进进还是很新

鲜，就像昨天才修整好的。 好日子，就是

感觉过得快。 ”

既实现寸土寸金,又点燃烟火气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作为主管房屋

建筑和城镇市政工程建筑部门，就是要

在顺应群众意愿、强化政府责任，着力

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改善人民群众生产

生活条件方面，体现责任，完成担当。 ”

武川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汪昊介

绍。 她说：“经过几年的规划，类似商业

局这样的小区，全县有 48 个，每个小区

都是因区建设，在利用好原有基础的条

件上，进行升级改造。 像商业局小区因

为院内面积较大，所以不仅安装了电动

车充电桩，还设计安装了新能源汽车充

电桩，为使用新能源汽车的居民提供便

利，也利于小区整体安全。 其他的设施

如凉亭、健身器材、车棚，以及飞线整

治、节能改造等，都是我们对老旧小区

改造最基本的配置和考虑。 此外，通过

每个小区物业到岗守岗，保障了疫情防

控常态化，同时进一步完善了基层社会

治理。 ”

“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是武川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工作的根本宗旨。

多年来，无论是重点工程开发，还是基

础设施建设，武川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始终坚持“利民惠民”这根主线，通过

“党建 + 项目”的形式，持续深化党组织

和项目申报、 项目投资的深度相融，为

“六新” 武川建设目标和城镇发展提供

有力保障，以实干扛起“改造、完善、提

升”重任。

近几年来，武川县城镇路网、生活

基础设施建设日趋完善，总计投资 2.58

亿元，实施市政道路更新改造和管网改

造。 目前县城可镇共有雨污管网 121.58

公里，打通县城东外环与学府街、工业

街、双拥街、昌兴街断头路。 投资 320 万

元新装、更新道路路灯亮化，镇内路灯

4599 盏， 城镇亮灯率 95%以上。 投资

9271 万元补齐基础设施短板。

2018 年，中燃武川县分公司打破用

气壁垒，克服跨越大青山障碍，采用槽

车运输方式，进驻武川县，截至目前，武

川中燃共有燃气管网 67.1 公里，城区管

网 62.61 公里， 金三角产业园区管网

4.49 公里，惠及天燃气用户 6418 户。

完成东河带状公园建设 9 区块 +9

特色，篮球场、足球场、文化地雕、主题

雕塑、休闲广场、林荫道等集纳科普、休

闲、娱乐元素，现代化城市气息扑面而

来。 采取“私建公租”， 建设占地面积

5000㎡，建筑面积 4283㎡、100 个摊位

的便民超市，既实现寸土寸金，又点燃

了烟火气。

先吃透政策，再下沉出去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是群众的

需求，也是武川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

使命和责任。 几年来，武川县城居民的

居住环境日趋改善， 今年更是一步到

位，投资 2994.2 万元，对 45 个小区实施

既有居住建筑实施节能改造，投资 5280

万元， 为 41 个小区实施住宅小区内环

境配套设施建设工程和老旧小区改造

工程，实施棚户区改造 836 户，其中货

币补偿 9000 余万，回迁安置 270 余户。

电梯房在很多城市不新鲜，但在武

川县这个偏远小镇，居民也能住上电梯

房还真算个稀罕事。 现在，舒居雅苑、天

府花园、帝景城、尚书苑等一批规模以

上住宅项目相继竣工入住。 武川县的住

宅小区建设正由“从无到有、 从小到

大”，从“居住型”向“品位型”变迁，“刚

需”到“改善”势头正起。

针对农村老、破、危房房屋隐患整

治问题，采取“先吃透政策，再下沉出

去”的工作模式，不断加大服务力度，落

实动态监测机制， 保障农村住房安全。

武川县可镇大鱼得水沟薛富龙、李如花

老两口是低保户，他们的老房子已经 40

多年，按照危改房实施程序，提出申请，

村委会评议后，经武川县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鉴定为 D 级危房。农户自己联系工

程队进行建设（轻工），五月份下旬拆除

旧房，在原址上开工建设，一个月后完

工，现已入住。 下一步武川县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会同乡镇、 村委会联合验收，

落实危房资金补助。 大鱼得水沟村常住

户 41 户， 历年享受危房改造共 29 户。

2014 年至今， 全县累计发放补助资金

1.88 亿元，10779 户村民喜圆安居梦。

与此同时，武川县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不断注重优化审批环节，压缩审批时

间。 住建局单独施工许可证办理环节压

缩至 5 个， 申请材料由 6 件精减为 5

件，在施工图审查合格证、建设工程规

划许可证、签订施工合同等前置要件取

得后，3 个工作日内办结施工许可证，同

时联办建设工程质量安全注册登记手

续。 严格按照《呼和浩特市房屋建筑与

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联合验收实施方

案》， 全面梳理当前联合验收阶段的要

件清单，严控时间节点，依托审批平台，

减少建设单位多头申报，加快工程竣工

验收速度，推动工程联合验收，把竣工

验收备案时间严格控制在 25 个工作日

之内，促使建设项目早投入使用，创造

效益。

心系民生，初心如始。 武川县住房

和城乡建设局在推进城市快速发展中，

注重“发展与民生”的辩证关系，把住房

保障作为新一轮城市大发展的突破口，

精细化治理，精细化建设。“十四五”期

间拟实施 900 户保障性房屋建设，继续

对小区实施老旧小区改造，进一步改善

困难居民住房条件和居住环境。 按照呼

和浩特市政府《呼和浩特市全面推进冬

季 清 洁 取 暖 项 目 三 年 行 动 方 案

（2022-2024）的通知》，继续实施 8 万

平方米建筑能效提升工程、1800 户“煤

改电”清洁取暖。

“下一步， 围绕城乡群众的安居乐

业，武川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继续高

质量推进，全力打造宜居、宜业、宜学、

宜养、宜游智慧城镇，持续加力‘六新’

武川建设，让‘活力’‘生态’‘魅力’‘宜

居’‘美丽’‘幸福’成为新时代武川厚重

而亮丽的底色，以饱满的工作热情昂扬

奋进，用踏踏实实的工作迎接党的二十

大胜利召开。 ”汪昊说。

风帆起北疆，奋斗正当时。

担当 +效率 以实干直抵“民利民情”

本报讯 (记者 张鑫)“十年来，全

区上下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

念，坚持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全力做

大经济总量、提升发展质量，全区地区

生产总值迈上两万亿元新台阶，由

2012 年的 10470 亿元跃升至 2021

年的 20514 亿元。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连

跨4个万元台阶，由 2012年的 42441元

跃升至2021 年的 85422 元，居全国第

10 位。 ”在自治区政府新闻办日前召

开的“数说这十年” 主题新闻发布会

上，自治区统计局党组书记、局长潘志

峰用统计数据阐释党的十八大以来内

蒙古这十年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

全区经济综合实力实现新

提升、迈上新台阶

经济结构不断优化。 2021 年，全

区第一产业增加值 2225.2 亿元，第二

产业增加值 9374.2 亿元，第三产业增

加值 8914.8 亿元， 分别是 2012 年的

1.5 倍、2.1 倍和 2.0 倍。 产业结构由

2012 年的 13.9∶43.5∶42.6 调整为

2021 年的 10.8∶45.7∶43.5。 三次产

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 9.0%、

39.3%和 51.7%。

培优增效，产业发展成色更

足、势头更好

十年来，全区上下按照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导向和高质量发展要求，不

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全力以赴

调结构、转功能、提质量，推动全区经

济实现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稳步提

升。北疆粮仓岁稔年丰，肉库奶罐名副

其实；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发展基础不

断夯实；服务业贡献率显著提高，现代

服务业加快发展；有效投资精准发力，

惠民生成效显著。

资源能源大区“绿”意更浓、

“绿”能更足

作为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

地，十年来，全区上下坚持一手稳定能

源供给、一手抓新能源发展壮大。

端稳“能源碗”，牢牢守住能源供

应安全底线。十年间，全区煤炭累计产

量 98.9 亿吨、外运 59.3 亿吨；坚持“追

风逐日”，“绿电” 赋能美丽中国建设。

全区上下大力发展现代能源经济，新

能源电力实现跨越式发展。 2021 年，

新能源装机容量和发电量分别是

2012 年的 3.2 倍和 4.1 倍， 新能源装

机容量占全部装机容量的比重由

2012 年的 22.0%提升至 2021 年的

35.2%，新能源发电量占全部发电量的

比重由 2012 年的 9.4%提高至 2021

年的 19.4%。 其中，风力发电装机容量

和发电量均居全国首位。

创新驱动，科技为全区发展

添活力、增动能

十年来，全区上下深入实施“科技

兴蒙”行动，坚决打好科技创新能力提

升攻坚战。

科技投入力度不断加大。 全区研

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由 2012

年的 101.4 亿元增加至 2021 年的

190.1 亿元，年均增长 7.2%；科技支撑

能力明显增强。 2021 年，全区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中，开展 R&D 活动的企业

数量是 2012 年的 2.2 倍， 年均增长

9.1%。 全年专利申请量 11830 件，是

2012 年的 5.8 倍，年均增长 21.6%；新

技术新产业加速发展。 2021 年，全区

规模以上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

增长 10.4%；投资引领动能加快转换。

2021 年，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

68.9%， 高于工业投资增速 47.8 个百

分点，占工业投资的比重较 2012 年实

现翻番。

协同推进，服务和融入新发

展格局全面提速、高效推进

十年来， 全区上下牢牢把握扩大

内需这一战略基点， 统筹推进区域协

调发展， 加快建立扩大消费需求长效

机制， 全力建设我国向北开放重要桥

头堡。

区域发展更趋协调。 2021 年，东、

中、 西部经济总量分别是 2012 年的

1.9 倍、2.0 倍和 2.0 倍。三大区域三次

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东部地区为

21.9∶35.0∶43.1, 中部地区为 4.6∶

50.5∶44.9，西部地区为 13.1∶51.6∶

35.3；城镇化加快推进。 2021 年末，全

区常住人口 2400 万人， 城镇化率

68.2%， 高于全国 3.5 个百分点，比

2012 年提高 9.8 个百分点；消费规模

不断壮大。 全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由 2012 年的 3239.2 亿元增加至

2021 年的 5060.3 亿元， 年均增长

5.1% 。 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由

13130 元增加至 21072 元， 年均增长

5.4%；对外开放持续扩大，“一带一路”

纵深推进。 全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由 2012 年的 707.5 亿元增加至 2021

年的 1236.5 亿元，年均增长 6.4%，高

于同期全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年均

增速 1.0 个百分点。 从内蒙古始发的

中欧班列由 2016 年的 30 多列增加

至 2021 年 300 多列，对“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货物贸易进出口值达到

111.8 亿美元，占全区货物贸易进出口

总值的 58.4%。

用心用情 民生福祉和保障

水平显著提升、大幅增进

十年来， 全区上下深入落实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用心用情用力

保障和改善民生。

居民可支配收入大幅增加。 全区

全体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

2014 年、2019 年接连突破 2 万元和

3 万元大关后 ， 在 2021 年 达 到

34108 元；居民生活质量明显改善。

2021 年，全区全体常住居民人均消费

支出 22658 元， 是 2012 年的 1.7 倍；

就业结构不断优化。 随着城镇化进程

的加快，全区城镇就业规模不断扩大。

2021 年，全区城镇就业人员 790.0 万

人，占全区就业人员的比重为 64.9%，

比 2012 年提高 15.0 个百分点。

党的十八大以来，呼伦贝尔市扎赉

诺尔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重要讲话重要指

示批示精神，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

调，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

融入新发展格局，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

主题，产业转型全面升级，生态环境不

断优化，民生福祉持续改善，人民群众

获得感幸福感显著提升。

近年来，扎赉诺尔区始终把促进产

业转型升级作为重点工作任务，多措并

举鼓励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

产业改造升级步伐不断加快，为高质量

发展蓄积强大动能。

党的十九大以来，扎赉诺尔区累计

开工重点项目 129 个，完成固定资产投

资 25 亿元。 扎赉诺尔煤业有限责任公

司迈入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行列，4 个矿

井晋升国家“一级标准化矿井”，累计生

产原煤 6891 万吨。 深能、华能、祺通等

光伏电站并网运行，电力行业总装机容

量达 77 万千瓦， 累计发电 116 亿千瓦

时。 工业园发展壮大，启动重点基础设

施项目 10 个，新增企业 15 家，累计完

成工业总产值 186 亿元。

生态，关乎政治，关系经济、民生。

近年来， 扎赉诺尔区坚定不移强攻坚、

治污染，为“绿水青山”保驾护航，生态

建设取得新成效。

坚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呼伦

湖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总投资 3.25 亿

元的 10 项呼伦湖流域生态综合治理工

程顺利完成，河湖清理专项整治深入开

展，乌日根河北坡退耕近千亩，南北煤

沟、南北氧化塘成为涵养城市的重要水

源，露天矿地质环境治理工程成为“两

山”理论的生动实践，露天矿生态修复

获评“全国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灵

露煤矿列入自治区绿色矿山名录。

据统计，仅“十三五”时期，扎赉诺

尔区就围绕城市建设短板，新建改造给

排水管网及供热管网 115.4 公里， 拆除

老旧平房 2300 余户， 实施饮水安全工

程 12 个， 新增绿化面积 24 万平方米，

人居环境得到明显改善。 累计修建道路

46 公里，曙光大道立交桥、满达路拓宽

改造项目竣工通车，“七纵五横”的城市

路网体系进一步完善。 该区还聚焦城市

功能提升，完成劳动和社会保障服务中

心、数字化城市管理等公共服务设施建

设；统筹建设工业园道路、供电、供汽等

基础设施，建成区域实现“八通一平”。

并争创自治区文明城市，深入实施城市

精细化管理，“街路长”“五大员”各负其

责、合力攻坚，物业管理水平进一步提

升， 居民参与城市管理意识不断增强，

城市面貌更加靓丽。

民生是人民幸福之基、社会和谐之

本。 民生稳，人心就稳，社会就稳。 近年

来，扎赉诺尔区统筹推进经济发展和民

生保障，在医疗、养老、托幼、教育等领

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用情用心办实

事、惠民生，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

扎赉诺尔区努力克服财政收支矛

盾，严控“三公经费”支出，把更多“真金

白银”投向民生领域。“十三五”时期，累

计支出民生资金 20.2 亿元，发放各类帮

扶资金 1.3 亿元；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从 27468 元攀升至 37217 元，人民

群众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奋进中的扎赉诺尔，没有停下前进

的脚步。 非凡十年，是一次华丽转身，更

是新征程的起点。 使命在肩，任重道远，

扎赉诺尔区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正凝心聚力、真

抓实干、勇开新局、全力以赴，以新突

破、新作为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付春艳 陈俐员

走进通辽市科左中旗花胡硕苏木

南柴达木嘎查，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一

垄垄整齐列队的干草捆。 嘎查书记白那

日苏正在地里查看干草打捆情况，合计

着 2022 年的收成：“我这片地将近 400

亩，大概能打 4000 捆草，按一捆 20 块

钱算，今年增收将近 8 万块钱！ ”白那日

苏告诉记者，村里一共有 1 万多亩地种

了草， 粗略计算一下， 全村预计增收

200 万元。

“这地原来全是杂草，牛羊不吃，就

一直荒着。 现在有专家给我们种上了好

草，环境好了不说，还增收了不少！ ”

“今年 6 月份才种上， 这才两个多

月，就有收入了！ ”

“这草是多年生的，来年不用种，就

等着收草收钱啦！ ”

“我们没掏一分钱，啥也不用管，这

不就是‘天上掉馅饼’么！ ”

……

来白那日苏家帮忙打捆装车的村

民们个个喜笑颜开，争先恐后地说道。

村民所说的“天上掉馅饼”的好事，

是通辽市启动的科尔沁草原山水林田

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中的一

个子项目———重度退化草原治理工程。

该工程总投资 1.2 亿元， 计划在科

左中旗、开鲁县、扎鲁特旗修复重度退

化草原 10 万亩， 由专业团队因地制宜

开展科学规划，通过科学配比，将不同

品种的草混合种植，不但可以快速修复

退化草原的植被，还能为当地农牧民创

收。

“我们在这个村种了冰草、 紫花苜

蓿、披碱草、沙打旺、草木犀这 5 个品

种，不同地块配种的品种和比例各不相

同，但是效果都差不多，都是产量高、长

得好。 ”项目施工单位天津和峰建设有

限公司负责人霍永旗见证了南柴达木

嘎查重度退化草原的变化，“我们种之

前首先要进行深翻等程序，然后才能播

种。 种完了还要进行浇水、除草等日常

管护， 确保达到草原植被修复的标准，

现在看效果很好。 ”

“现在， 不少村民看到地上长好草

带来的好处，也都有了保护生态环境的

意识，我们都不用做宣传、做思想工作

了，大伙儿积极性都挺高。 ”白那日苏

说，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结合，产生

了很好的社会效益。

临近中午，村民们将成捆的干草码

放到仓库，坐在草地上边吃边聊，和煦

的暖阳照在他们身上， 照在草地上，映

出红火的小日子，映出美好生态带来的

无限财富……

贾雪

东河带状公园，居民在晨练

小区一角

“数说这十年” 内蒙古地区生产总值迈上两万亿元新台阶

破茧成蝶谋嬗变

扎赉诺尔区

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草好 景好 日子好

本报记者 王丰

9 月 23 日是二十四节气秋分时节。

古人认为立秋是秋季的开始，霜降

是秋季的结束，而秋分正好处于立秋和

霜降的中间，因此秋分就有了平分秋季

的意思。

对于北方大部地区来说，秋分时节

秋意正浓，早晚凉爽，风和日丽，气候舒

适。 南下的冷空气与逐渐衰减的暖湿空

气相遇，产生一次次的降水，气温也一

次次地下降。 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到

了“一场秋雨一场寒”的时候。

这个时节，北方地区林果陆续进入

成熟期，农民加紧采摘，抢抓农时。

在内蒙古阴山南北的广大地区，栽

种着这样一种水果，即沙果，这种水果

既可鲜食， 又可加工。 成熟时香气浓

郁 ，风味独特 ，营养丰富 ，药用价值

高，深受消费者喜爱，为当下的畅销

果品。

沙果其实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秋

果子，当地人也称“123”，属蔷薇科苹果

亚科，学名是金红苹果、沙果。

当秋风轻拂过内蒙古高原时，阴山

南北的沟壑里、田野上、果园中弥漫出

沙果的香气。

红彤彤的沙果缀满枝头，让人赏心

悦目、垂涎欲滴。 在兴安盟科右前旗俄

体镇齐心村沙果采摘园，陆续有市民慕

名而来，采摘园也成为周边市民休闲打

卡的好去处。

齐心村的驻村第一书记薛保国告

诉记者，近年来，科右前旗俄体镇始终

把产业发展作为农民增收的重要抓手，

坚持“乡村要振兴、产业要发展、村村出

精品” 的发展思路， 大力发展沙果、秋

果、草莓等产业。 同时，结合农事体验、

休闲采摘、举办一年一度的沙果采摘节

等活动， 擦亮乡村近郊旅游品牌名片，

促进农业提质增效， 带动农民致富增

收。

齐心村仅是北方地区沙果业发展

的一个缩影，在巴彦淖尔、乌兰察布、呼

伦贝尔等地，这几天的沙果也都红了。

小时候，秋天一到，总是猫着腰在

沙果树下盯着树上的沙果，瞅瞅哪个果

子要红了，以至于成了天天起床后的第

一要事。 就这样，盼望着，终于有一天发

现有几个开始泛红， 等不及其完全红

透，趁着大人不在家，赶紧上树摘下，品

味那种甜带涩的味道。

秋分时节：望眼欲穿 沙果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