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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本报记者 张鑫
扑鼻而来清甜的果香沁人心脾，圆

溜溜的网纹哈密瓜挤挨在蔓间，挎着竹
篮的工人们在一排排瓜藤间穿梭，不一
会儿就摘了满满一篮。走进赤峰市林西
县大营子乡老君沟设施农业园区，映入
眼帘的正是这番“色香味”俱全的热闹
场景。

“来尝一尝咱们村的哈密瓜，又脆
嫩又甜软，现摘现吃，这享受别的地方
可没有!”种植大户贾瑞林欣喜地向前
来采摘的游客介绍自己辛苦培育的哈
密瓜。

老君沟村的哈密瓜清脆甘甜、汁多
味美，之所以种植出这样高品质的哈密
瓜，正是因为该村有着得天独厚的优
势。老君沟的土地是沙壤土质，底层的
黏土密实，保水保肥，上层的土壤相对

松软，十分适合种植各种蔬果。值得一
提的是，老君沟产业园智慧冷棚安装了
自动控温放风、水肥一体化、可视监控、
自动农药喷雾、可视手机交互五大系统
功能，实现种植精准化，哈密瓜的产量
和口感都大大提升了。

“我们村的哈密瓜甜，给我们带来
的好生活更甜。”大棚里，正在采摘哈密
瓜的村民张起抹了一下脸颊上流下的
汗水，笑呵呵地说。因为棚里温度高，他
的衣服后背早已被汗水浸湿。2022 年，
张起把家里的 7 亩多土地流转给产业
园，每年可获得 3750 元流转费，他有
空就到园区打工，给瓜棚除草、采摘干
得起劲，每天能挣 100 多块钱。

香甜的哈密瓜是汗水浇灌的，幸福
的好日子是奋斗出来的。大营子乡大力
发展设施农业基础建设，通过以“产”招

商、以“商”招商，引入有技术、有资金的
客商发展特色种植业。“我在大营子乡
经营设施农业多年，和乡政府保持非
常融洽的合作关系，老君沟新建产
业园，我第一时间租下 92 栋智慧
冷棚，种植网纹哈密瓜，如今正值收
获期，以现在市场价每斤 3 元计算，每
个标准棚可产 5000 斤，单个棚纯收入
能达到 5000 元以上。”种植户贾瑞林
介绍。

多年来，大营子乡精心打造现代农
业特色板块，已逐步形成“以农招商、以
商兴农”的产业格局。水肥一体化设施
农业园区、羊肚菌培育基地、油桃采摘
园等等，都是大营子乡农业高质量发展
的生动实践，一年四季不停歇，各有特
色，四季吐芳，花果飘香，为乡村振兴提
供不竭动力。

本报讯（记者 王丰 张鑫）10 月 8
日，华为云和林格尔数据中心项目在内
蒙古和林格尔新区开工，这标志着和林
格尔新区云谷又添“新丁”。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呼和浩特
市委书记包钢，华为公司常务董事、华
为云 CEO 张平安，呼和浩特市委副书
记、市长、和林格尔新区党工委书记贺
海东等参加活动。

和林格尔新区素有“中国云谷”之
称。华为云和林格尔数据中心位于新区
云谷片区。按照“同城三中心”方式规划
布局，分为云谷西区、南区、北区三个片
区建设。该项目建成后，服务器装机能
力将超过 100 万台，成为华为北方区
域最大的云数据中心，助力内蒙古打造
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集群枢纽标杆。

华为内蒙古总经理袁明说，下一
步，华为和林格尔数据中心将依托内蒙
古优越的自然环境及丰富的清洁能源

资源优势，坚持创新，打造更多技术领
先、绿色低碳的数据中心，推动和林格
尔新区建设成为国家“东数西算”工程
最强绿色算力供给者。

全面落实国家“东数西算”工程和
林格尔数据中心集群建设任务，以链式
思维，狠抓全产业链构建。目前，和林格
尔新区数据中心标准机 架达到 22 万
架，通用算力服务器装机能力达到
120 万 台 ， 超 级 算 力 规 模 达 到
140P，智 能算 力 规模 达到 12000P。
先后引进落地了中国移动、华为、国家
气象局西部算力中心等项目。已运行数
据中心绿电使用比例约为 65%，处于

“东数西算”国家八大枢纽十大集群前
列，正在通过实施园区绿电直供、源网
荷储一体化等方式提高供绿电使用比
例，探索数据中心 100%使用绿电的路
径，力争在 2032 年前所有数据中心使
用绿电达到 100%。

贺海东表示，呼和浩特将把华为云
数据中心项目作为数字产业“一号工
程”，全力以赴提供最优质的服务、最全
面的保障。今后，双方将以项目开工为
起点，进一步开展更深入、更广泛的务
实合作。

近年来，呼和浩特市着力发展以大
数据、云计算为特色的电子信息技术产
业集群，相继拿到了国际互联网数据专
用通道、国家互联网骨干直联点、国家

“东数西算”重要节点、全国一体化算力
网络国家枢纽节点和林格尔数据中心
集群等牌子，成功入选了中国“数字化
转型百强榜”“数字化治理百强榜”和

“中国算力二十强市”，初步形成了以数
据中心为基础、云计算为支撑、绿色算
力为方向的电子信息技术产业发展新
格局。华为云和林格尔数据中心项目作
为内蒙古的重大项目，对推进呼和浩特
市算力产业发展意义重大。

推动五大任务见行见效

绎绎绎

近日，2023 年内蒙古武川县首
届藜麦开镰节在武川县举行，该活动
包含藜麦农产品展销、割藜麦比赛

等多项内容。
近年来，武川县积极发展藜麦

产业，通过与科研团队、企业合作，

促进科技与产业融合，推动农户增
收，目前全县种植藜麦面积超 10 万
亩。

本报记者 迪威娜
绿色是生命的象征、大自然的底

色，更是美好生活的基础、人民群众的
期盼。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后旗抢抓政策
机遇，科学谋划压沙造林工作，扎实做
好“增绿”文章。

乌兰布和沙漠是我国八大沙漠之
一，在乌拉特后旗境内占地 15 万亩，大
部分在西补隆林业管护中心境内。自 8
月 15 日起，西补隆林业管护中心全面
开展压沙造林工作，现已全部完成。共
计栽植沙生植物 9000 株，压沙造林面
积达 500 亩，压沙模式有 10 种：麦秆
方格沙障、稻草方格沙障、芦草方格沙
障、浦帘子方格沙障、石头方格沙障、聚

乙烯阻纱网方格沙障、合成纤维阻沙袋
方格沙障、HDPE 聚乙烯阻沙障、沙柳
方格沙障和黏土方格沙障。

压沙是在裸露的沙漠上，用铁锹挖
出沙槽，在沙槽上铺上麦草、稻草、芦苇
草再压上沙，用脚将草上的沙踩实，让
两边的草翘起，形成正方形的草格，一
个一个的草格就像是给沙围了草院子，
方格里的沙就固定在草院子里，停止了
流动。然后在草格里种上沙生植物，等
沙生植物成活后，就具有了防止沙漠流
动的作用。

谋绿色发展，做绿色文章。在本次
压沙造林工作中，种植的沙生植物为霸
王、白茨、冬青、沙捌枣和酸枣，在 2×2

米规格的麦草方格内，挖植树穴进行栽
植。既要保证根系之间的水分供应不会
受到相互干扰，又要保证根系与土壤之
间的密切接触，从而使根系正常生长。
在这里，每多种植一株沙生植物，便也
多了一份绿色的希望。

沙漠防治持续发力，生态修复久久
为功。西补隆林业管护中心深入贯彻
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扎实推
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
复，科学开展防沙治沙工作，坚持

“南护水源、中建绿洲、北治风沙”方针
不动摇，向“沙漠要土地”，稳扎稳打做
好防沙治沙项目，全力推进乌拉特后旗
生态文明建设。

本报记者 王丰
在“三北”工程里，一代代不服输、

不屈服的三北治沙人，年复一年、日复
一日在荒漠上植树造林种草，用超乎想
象的韧劲、狠劲和拼劲，在万里风沙线
上构筑起一道道护卫家园的绿色屏障。

内蒙古作为防沙治沙和“三北”工
程建设重点省区之一，沙区生态环境状
况呈现“整体好转、改善加速”的态势。
这得益于在防沙治沙和“三北”工程建
设中，内蒙古做到了“五个坚持”。

坚持高位推动，建立健全工作机
制。自治区党委政府始终把三北工程建
设作为改善人民生产、生活、生存条件
和促进农牧民增收的措施来抓，一茬接

着一茬干，一张蓝图绘到底，不断完善
政策机制，强力推进三北工程建设。

坚持工程带动，统筹推进沙化土地
综合治理。先后组织实施了“三北”防
护林、京津风沙源治理、天然林保
护、退耕还林还草、退牧还草、水土
保持治理等国家重点工程，持续推
进沙化土地综合治理，走出了一条大工
程带动大治理，具有内蒙古特色的防沙
治沙新路子。

坚持保护优先，持续巩固治理成
果。对暂时不具备治理条件的沙化土
地，实施封禁保护。对沙化退化草原实
施禁牧休牧和草畜平衡，防止超载过牧
造成草地退化沙化。加大执法力度，保

护好森林和草原。
坚持科技引领，着力提高治理成

效。制订修订了相关技术标准，培育选
育了适宜不同类型沙区生长的抗旱、抗
寒、耐盐碱林草良种，大力推广系列抗
旱适用技术，总结形成了以路治沙、工
程固沙、光伏治沙等模式和技术，不断
提高防沙治沙成效。

坚持治沙惠民，逆向拉动沙化土地
治理。统筹生态建设与经济发展，大力
发展特色林果、木本粮油、中药材、森林
食品、生态旅游等产业；加大龙头企业
引领力度，建立“企业 + 合作社 + 基地
+ 农户”利益联结机制，实现生产、生
活、生态“三生共赢”。

老君沟村:哈密瓜甜了舌尖 富了瓜农

“中国云谷”又添“新丁”
华为云数据中心在和林格尔新区开工

武川县：收割藜麦迎丰收

近日农民参加内蒙古武川县首届藜麦开镰节割藜麦比赛。（贝赫 摄）

山水林田湖草沙一起向“绿”系列报道之十五

压沙造林 绿满山川

“三北精神”里的内蒙古力量系列述评之十

“五个坚持”赋能“绿进沙退

北疆文化之历史长廊

本报记者 王子旺
几千年来，在阴山与黄河之间，农耕

与游牧、黄河与草原撞击凝聚。
黄河从青藏高原款款流至内蒙古，

开启了“几”字旅程，流经乌海、阿拉善、
巴彦淖尔、鄂尔多斯、包头、呼和浩特 6
个盟市，全长 830 公里，孕育出丰饶的
土默川平原，传承着古老的农耕文明，
留下别样的灿烂。

乌海是黄河进入内蒙古流经的第
一座城市，乌海市最直观的地理概貌：
三山环抱，一水中流。甘德尔山、五虎
山、桌子山相互依偎，黄河穿城而过。

在桌子山的众多沟壑中，古代先人
曾在这里繁衍生息，创造过灿烂的古代
文化，遗留在沟畔磐石上和悬崖峭壁间
的岩画就是当时最好的人文景观。

黄河咆哮向北，路过阿拉善盟，只
是稍作休整，然后头也不回地直奔巴彦
淖尔。

轰动世界史学界的居延汉简就出
自阿拉善盟额济纳旗。从 1913 年一出
土就被誉为“20 世纪中国档案界的四
大发现之一”。居延汉简分为竹、木两
类，竹简占少部分，木简主要以当地所
产胡杨、柽柳为原材料。这些穿越两千
年而来的木片，反映出当时的经济往来
和民族的交流交往交融。

黄河向北遇狼山后被迫向东流去。
沿阴山山脉主体进入包头、呼和浩特。

在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保合少镇大
窑村发现的大窑旧石器时代遗址，一下
把人们拉回到了鸿蒙初辟的上古时代。
大窑旧石器时代遗址是我国一处罕见

的大规模旧石器时代石器制造场，发现
于 1973 年，1988 年 1 月国务院公布为
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该遗址
发现以来，经多次发掘，发现大量旧石
器时代早、中、晚期和新石器时代的遗
迹、遗物，其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命名
为“大窑文化”。

呼和浩特南郊，还有一座蜚声中外
的“青冢”，这就是西汉时出塞和亲的王
昭君墓。两千多年过去了，昭君墓仍如
北方草原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吸引着大
批游客前去参观，现已成为开展民族团结
进步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基地。

黄河在呼和浩特之东被阴山山脉
的支脉蛮汉山逼停。向北走有大青山的
拦截，只好向南，一路狂飙，从内蒙古向
山西而去。

黄河与草原，历史在这里留下别样的灿烂

本报讯（记者 张鑫）10 月 9 日，由
内蒙古自治区商务厅与北京市商务局
共同主办的“生态内蒙古 绿色好味道”
京蒙农畜产品流通合作推介会在京举
行。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罗志虎，
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崔述强致辞。商务
部流通业发展司司长李刚，商务部
驻天津特派员办事处特派员刘长于，
商务部流通产业促进中心副主任林健，
北京市商务局局长丁勇，内蒙古自治
区商务厅厅长张鸿福，中国蔬菜流通
协会专职副会长沈杨出席，内蒙古
自治区人民政府驻 北 京 办事处主任

高建华主持推介会。
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崔述强在致辞

中表示，京蒙两地政协围绕科技、教育、
产业、农畜产品等“六个倍增”计划，又
制定了六方面的工作机制。两地商务部
门密切沟通协作，积极对接落实，双方
就农畜产品促销活动已有了很大进展。
此次推介活动既拓展了内蒙古自治区
优质农畜产品进京销售渠道，进一步扩
大内蒙古优质农畜产品在京销售规模，
也为丰富北京市人民群众“菜篮子”“米
袋子”发挥了重要作用。

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罗志虎

在致辞中表示，当前，全区上下正在深
入学习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坚
定不移办好完成“五大任务”和全方位
建设模范自治区两件大事，奋力推动
内蒙古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闯出新
路、经济总量进入全国中游。京蒙协作
具有悠久的历史，二十多年来，内蒙古
和北京市的发展血脉相连，内蒙古大
量的能源、绿电、优质农畜产品进
京，北京 的资 金 、技 术 、项 目 、人 才
源源不断输送到内蒙古，你中有我，我
中有你，共同谱写了“京蒙一家亲 携手
促发展”美好篇章。 (下转 2 版)

“生态内蒙古 绿色好味道”
京蒙农畜产品流通合作推介会在京举行

“超级黄金周”
内蒙古实现国内旅游收入 158.48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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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本报今
日 8 版 推 出
《“强首府”工
程 建 设 巡 礼
（十三）———逐
“绿”新赛道 清
洁能源“风光”
这边好，欢迎
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