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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非凡十年

本报记者 王子旺

健康是一种身体上、精神上以及良
好的适应力，而不仅仅是没有疾病和衰
弱的状态。

健康的四大基石为，良好的心态、
合理的运动、充足的睡眠和均衡的营
养。

中国抗衰老促进会咨询师、内蒙古
巽康健康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侯
素青从营养均衡的角度，在十年中为社
会各界进行科普讲座 2600 场，在其健
康管理的人群中，1100 人通过自我保
健，改变不良行为习惯，建立起科学、文
明、健康的生活方式。

转变对健康的认知
记者：您认为健康是怎样的一种状

态？
侯素青：以前的健康只是认为一个

人没有疾病就是健康，事实上按照现代
健康观的四大基石进行观测，一个人的
健康包括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适
应良好和道德健康，这四大基石就犹如
一张桌子上的四条腿，缺一不可。如果
其中一条腿出了问题，这个桌面就会不
平，甚至坍塌。

记者：如何让更多人真正的健康？
侯素青：主要通过科普健康知识，

提升健康素养，倡导并逐步筑牢居民是
自身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意识，让健
康知识、行为和技能成为居民普遍具备
的素质和能力，养成符合自身和家庭特
点的健康生活方式，自主自律，努力实
现全生命周期健康生活。

高质量的健康干预
记者：哪些人需要健康干预？健康

干预需要哪些手段？
侯素青：以解决居民营养不足和过

剩问题为重点，以老年人、孕妇、儿童、
贫困人口、肥胖超重、营养不良等特殊
人群为重点，全面实施干预措施。强化
政府部门职能和跨部门协作，坚持预防
为主，完善防治策略。对主要影响健康
的膳食因素，从监测、评估、干预等环
节，从政策制定、执行调整、组织保障等
方面全方位、高效率、高质量干预。

记者：怎样让更多人理解您提倡的
健康生活？

侯素青：共建共享是个很好的方
式，鼓励和引导单位、社区、家庭、居民、
个人、食品生产企业行动起来，积极融

入合理膳食行动，形成全社会广泛参
与、共建共享的良好局面。针对健康问
题和影响因素，全社会要优化健康资源
配置，提升健康服务的公平性、可及性、
有效性。

将科普进行到底
记者：您在健康科普方面做了哪些

工作？
侯素青：针对家庭、一般人群以及

营养不良人群的需求，以“全民营养周”
“5·20 学生营养日”“食品安全宣传周”
“三减三健”等主题开展宣传活动，我个
人参与的科普讲座就达 2600 场，通过
合理膳食改善营养结构，1000 多人摆
脱了打针吃药的问题。

记者：未来您将如何推动健康膳食
工作？

侯素青：科普讲座仍然是主要措
施，鼓励个人、家庭以及全社会共同参
与学习和科普，推动营养健康科普宣教
活动常态化。今后，每周我将参与一场
健康科普知识讲座，提高普及率，希望
专业行业组织、商协会、社区、学校等单
位积极参与健康知识普及行动，全力推
进全民健康事业发展。

本报讯（记者 张鑫）2022 年，锡林
郭勒盟坚持把项目建设作为拉动经济
增长的“火车头”、推动产业转型的“发
动机”、增强发展后劲的“强引擎”。

在抓好项目建设的同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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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锡林郭勒盟盟级战略
性新兴产业项目 58 个，当年计划完成
投资 196.3 亿元。截至 8 月底已开复工

57 个，开复工率 98%，完成投资 125.9
亿元，完成投资率 64%。

据了解，20 个风电项目全部开复
工，完成投资 108.27 亿元；4 个光伏项
目全部开复工，完成投资 5.62 亿元；1
个新材料项目全部开复工，完成投资
0.2 亿元；4 个装备制造项目全部开复
工，完成投资 1.19 亿元；7 个加工制造
项目全部开复工，完成投资 2.6 亿元；2
个采选冶炼项目全部开复工，完成投资

0.57 亿元；1 个建材项目全部开复工，完
成投资 0.15 亿元；3 个信息化项目全部
开复工，完成投资 1.96 亿元；6 个资源
综合利用项目开复工 5 个，完成投资
1.19 亿元；10 个现代畜牧业项目全部开
复工，完成投资 4.13 亿元。锡林郭勒盟
将继续全力抓投资，把握施工黄金期，
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形成更多实物工作
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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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任会斌 朱文哲
内蒙古自治区伊金霍洛旗是闻名

遐迩的能源大县。党的十八大以来，伊
金霍洛旗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高标准
开发煤炭资源，探索煤炭清洁利用之
路，以“风光氢储车”为特色构建新能源
产业链，谋划多元发展建设秀美田园。

担当能源保供压舱石
在国家能源神东煤炭集团布尔台

煤矿的 22207 综采工作面，大型采煤机
从巷道深处驶来，它的“触手”紧贴煤
层，所到之处，煤块掉落，随即被下方的
传送带运出井外。

布尔台煤矿是一座年产能 2000 万
吨的特大型井工煤矿。“一个班 8 小时，
可产原煤约 1.2 万吨。”布尔台煤矿综采
二队队长赵春光说，去年 10 月以来，他
和工友们千方百计提高生产效率，全力
增产保供。

2021 年，伊金霍洛旗生产原煤 2.1
亿吨，约占内蒙古原煤产量的五分之
一。伊金霍洛旗委书记华瑞锋说，北方
供暖在即，全旗将“一矿一专班”，履行
好作为国家能源基地的保供责任。

近年来，伊金霍洛旗加快建设绿
色、智能矿山，着眼“双碳”战略要求，承
担了多项国家示范工程，探索煤炭清洁
高效利用之路。

在国家能源集团鄂尔多斯煤制油
分公司，奇幻的变化令人惊叹：比面粉
还细的煤粉进入生产线，经过 20 多个
小时的反应加工，就能产出清澈的柴
油、汽油等油料。

“近年来，公司攻克众多技术难题，
成功建成和运营了一条百万吨级煤直
接液化工业化示范生产线，对煤炭清洁
高效利用、拓宽液体燃料供应渠道发挥
引领作用。”公司党委书记陈茂山说。

煤直接液化、煤制气、煤制甲醇
……如今，伊金霍洛旗已经成为煤炭清
洁高效利用的技术创新高地。

聚焦“零碳”向“新”而动
112 万块光伏板立在起伏的土坡

上，放眼望去，宛如蓝色海洋———2021
年，伊金霍洛旗天骄绿能 50 万千瓦“生
态修复 + 光伏”示范项目并网发电，而
这座电站就建在一片采煤沉陷区上。

伊金霍洛旗境内分布的采煤沉陷
区，不适合建设工厂等设施。但是，这里
年均日照近 3000 小时，地形起伏，兴建
光伏电站的条件优越。目前，新一批沉
陷区、复垦区生态治理光伏发电项目正
在加紧建设。

在蒙苏经济开发区的“零碳产业
园”，6 台高耸的大型风力发电机格外引
人注目，这是远景动力电池工厂的绿色
电源。作为远景动力鄂尔多斯基地一期
项目，远景动力电池工厂在今年 4 月投

产，磷酸铁锂电池年产能为 10.5 吉瓦

时。

“这是储能和换电重卡所用的主流

电池类型，目前我们正在爬坡提产。”远

景动力鄂尔多斯基地总经理田东成说，

作为率先落户“零碳产业园”的“链主”，

将发挥好产业集聚作用，带动上下游项

目集群发展、深度融合。
华景正极材料、上汽红岩新能源重

卡、隆基光伏材料、氢能装备制造……
随着一个个项目相继落户，“零碳产业
园”正呈集群发展态势。

“2021 年，全旗非煤产业投资增长

64.7%，绿色转型正步入快车道。”伊金

霍洛旗人民政府旗长吴云表示，伊金霍
洛旗将把握战略机遇，通过头部企业引
领，加快培育产业集群，全力构筑多能
互补、多业并进、多点支撑、多元发展的
产业新格局。

奏响田园协奏曲
“政府发展这个产业，让我们家过

上了好生活。”从用 1 万多元政府贴息
贷款买进 20 只绒山羊，到如今养羊年
均收入 10 万元，65 岁的苏布尔嘎镇敏
盖村村民李建成颇为感慨。

10 年前，李建成家是村里的困难
户。他回忆说，当时家里连化肥都买不
起，庄稼总比别人家的矮一截。养绒山

羊后，第一年还清
贷款后，还净挣 2
万元。

如今，“ 敏 盖
绒山羊”已经成为
伊金霍洛旗牧业
的一张名片，仅在
苏布尔嘎镇，就有
1200 多 个 养 殖
户，每年户均养殖
收益近 13 万元。

地 下 资 源 富
饶、地上林草葱茏
的伊金霍洛旗，近
年来加快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一边
发展有机瓜菜和
绒山羊、肉牛、乌
驴、生猪等特色种
植养殖产业，一边
推动农牧业与二
产、三产融合，唱
响田园协奏曲。

过去两年，查
干柴达木村依托
田园风光，逐步建
成了房车露营地、
乡村烧烤区等旅
游项目，还自办多
届文旅节。“旅游
旺季，旁边的邻居
都会来我家的‘农家乐’帮忙，大家一起
增收。”村民张静说，村民们即便不外去
打工，收入照样有保障。

益丰寨田园综合体、威士忌小镇、
蒙泰田园综合体、沙棘文博小镇……眼
下，一个个别具风格的乡村旅游项目，

正让伊金霍洛旗成为众多游客的打卡

地，2021 年，这个旗被评为自治区全域

旅游示范区。
华瑞锋表示，未来伊金霍洛旗将立

足“产业兴”“乡村美”和“农民富”，以培
育龙头企业的方式强化特色产业发展，
以组织化带动、品牌化增收的方式，努
力让农牧民美好生活“成色”更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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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健康产业
一直在努力

本报记者 屈春莲
清晨，几辆载满牛粪的卡车正缓

缓而来，它们的目的地是位于呼和浩
特市赛罕区金河镇章盖营村的内蒙
古正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蚯蚓养
殖基地。在这里，它们将完成华美的
蜕变———从普通的畜禽粪便一跃成
为高档有机蚯蚓粪。

内蒙古正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韩建春，从苗床上捧出一捧细
小均匀的颗粒介绍说：这就是蚯蚓
粪———蚯蚓吃完牛粪后排出来的粪
便，含有丰富的氨基酸和微量元素，
有益菌群也十分丰富，而且又没有任
何味道，是最容易被作物吸收的高档
有机肥料!他又从苗床中挖出几条蚯
蚓介绍说：别看它小，它可是了不起
的“生态工程师”，牛粪等畜禽粪便通
过它进行生物性处理后，草籽、有害
菌、重金属、抗生素等均会在蚯蚓的
肠道微生物作用下较大程度的减少
甚至消失，把它引入到“从一棵草到
一杯奶”的产业链中，能够促进生态
可循环发展!

随着“奶业振兴”和“双碳战略”
的逐步推进，如何处理畜禽粪污，同
时又能实现碳减排成为一个亟待解
决的科学命题。早在 2014 年，在看到
种植苜蓿的土壤一年比一年贫瘠、规
模化牛场粪污无处处理后，韩建春就
毅然放弃优渥的工作，一头扎进农业
创业的浪潮中。根据多年伊利、蒙牛
从业经历，加上两年多的考察和调
研，蚯蚓成为他答案链中的关键一
环。在不断试验中，韩建春逐渐探索
并搭建了以蚯蚓养殖为载体，旨在解
决畜禽粪污污染、牧草有机种植、土
壤改良的“草—牧—肥”生态循环产
业链。在这个产业链下，他充分发掘
并利用蚯蚓的特殊功能，力求改善、
治理与农民切身利益相关的土壤贫
瘠问题，妥善处理规模化养殖场畜禽
粪污污染的困扰。

2016 年，内蒙古正时生物蚯蚓
养殖基地开工建设并投入使用。在这
片 105 亩的养殖基地，这群小蚯蚓将
一点一滴地织就韩建春的“奶业振兴
+ 双碳减排”的“草—牧—肥”生态循
环之梦。基地建设之初，他通过多方
对接，利用养殖场牛羊粪、废菌棒、秸
秆等农牧业有机废弃物作为蚯蚓生
长所需的养料，借助蚯蚓强大的消化
解毒功能处理掉这些废弃物，再利用
其产生的蚯蚓粪进行土壤改良，改良
后的土壤再用来进行有机种植。这

样，有小蚯蚓的护航，从一颗草，到一
杯奶，就能实现完美的有机升华，并
且达到生态循环和双碳减排的良好
效果。

“现实是此岸，理想是彼岸，中间
隔着湍急的河流，行动则是架在川上
的桥梁。”“草—牧—肥”生态循环之
梦起于理论，却不终于理论，成功到
达彼岸，韩建春认为靠的是脚踏实地
的行动。他一刻也未曾停歇，白天或
奔波于原料采购的路上，或潜心于示
范基地的试验操作。五个月的披星戴
月，韩建春悉心培育的小蚯蚓终于成
为合格的“生态系统工程师”，这种以
蚯蚓为核心的生物处理技术实现了
对畜禽粪污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
处理；经过蚯蚓粪改良后的土壤有机
质含量提高 24.36%，有效磷、速效

钾 、 碱 解 氮 分 别 提 高 23.29% 、
23.57%、24.83%；改良后的土壤种出
来的牧草病害少、产量高，牛儿吃了
这样的牧草变得更健康，产出的奶也
更优质。

2016 年至今，在韩建春的带领
下，内蒙古正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蚯
蚓养殖基地被认定为国家级高新技
术企业，获得了自治区级“蚯蚓研究
开发中心”，取得了有机认证证书，公
司的多项发明专利和科技成果已成
功得到转化。在他的倾心示范之下，
利用“生态系统工程师”进行“草—
牧—肥”生态循环技术逐渐走向产业
化，并且带动越来越多的农户利用这
一技术参与到了“奶业振兴 + 双碳减
排”的建设中来，为我区提供了良好
的生态治理蓝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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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项目加速度 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系列报道之七：

锡林郭勒盟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已开复工 57 个
完成投资 125.9 亿元

本报记者 王丰
《说文》讲：“人言为信”。“信”是立

身之道、兴业之道、治世之道。诚信求
和。

“内蒙古用事实和行动证明内蒙古
人民信得过、靠得住，可以长期相处、共
谋发展，吸引各方面资源向内蒙古流
动，为打造聚才高地、投资洼地、创业福
地提供有力支撑。”这是苏开电气有限
公司总经理张小青对内蒙古的最深刻
的印象。

张小青是安徽省宿州市人，先是在
浙江省温州市的商界打拼，2008 年来

到内蒙古，2011 年，创办苏开电气有限
公司，从事高低压开关设备的生产制
造。

胡适曾把徽商比喻成“ 徽骆驼”，正
是这种不畏艰难、百折不挠的骆驼精神
成就了一批不辞劳苦的年轻人。张小青
就是这批人中的一员。

张小青在办厂时，当时投入很大，
自己的钱已经捉襟见肘。故与内蒙古人
借了 20 万元，因为这笔钱用的很急，
内蒙古人也是雪中送炭。那位借给
张小青钱的仁兄告诉他，明天早晨
给他送去。对此张小青很是感动，“内蒙

古的朋友连夜给我准备 20 万元钱，第
二天早晨我就见证了内蒙古人的一诺
千金。”

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有无诚信，
不仅关系到自己的形象和自身的生死
存亡，也关系到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和促
进经济健康发展的大局。

内蒙古就是这样，不断健全社会诚
信体系建设，以此来净化市场环境，提
高企业发展质量，实现质量增长、效益
增长和动能转换。让讲诚信在广阔市场
中绽放光彩、让守信用成为内蒙古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基石。

安徽商人张小青眼中的内蒙古：

诚信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石

韩建春在养殖基地

村民养殖的山羊

风力发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