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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推动“五大任务”见行见效

近日，包钢集团乌海矿业公司完成
数智化矿山建设（一期）数据中心机房
建设，企业云软、硬件全部部署上线，标
志着乌海矿业公司“数智化矿山管理平
台”底座已构建完毕，成为内蒙古地区
首家深度使用“云技术”的非煤矿山生
产企业。

今年 3 月，乌海矿业公司联合新联
公司、华为矿山军团共同开启数智化矿
山项目建设，将云计算、AI 人工智能、
大数据、物联网、智能装备等先进技术
与露天矿山企业安全高效运营深度融
合。深度调研分析乌海矿山采场状况及
业务需求后，项目组结合当前高新技术

迭代周期短和新技术配套设备设施层
出不穷的特性，确定建设“1 中心 +1 网
络 +1 系统 +1 平台 +5 套子系统”，既
结合多元融合网络建设矿山数据中心、
智能安全管理系统、AI 视频分析平台，
以及数字孪生、人车定位、周界电子围
栏、边坡检测和环保数据监控 5 套子系
统，可以在满足当前数智化需求的同
时，充分布局未来矿山企业智能化建
设。

据乌海矿业公司采选作业部副部
长王旸介绍，目前项目组正在抓紧时间
对数字孪生、环境边坡监测、电子围栏、
人车定位、5G+ 万兆光网、AI 视频分

析、安全管理系统等子系统进行单体测
试，并与管理平台对接联调，预计 11 月
底前完成各子系统上线准备工作。

近年来，包钢集团充分利用人工智
能、5G 网络、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
型通讯技术及平台，持续推动传统产业
数智化转型升级，尤其在成功推进白云
铁矿实施智慧矿山建设以来，以点带
面，加快矿山系统数智化改造进程。此
次乌海矿业公司“矿山云”上线，将为包
钢集团在传统产业领域深度使用“云技
术”拓展思路，带来更多宝贵经验，加速
推进包钢集团整体数智化转型升级工
作。 (蔡冬梅）

本报记者 张鑫
羊绒被称之为“软黄金”，而“鄂尔

多斯，温暖全世界”一句广告语，见证了
鄂尔多斯市羊绒产业几十年的发展，更
成为了这座城市的“金名片”。

产业是发展的根基。产业强则经济
强，产业兴则百业兴。在鄂托克旗，羊绒
产业是最具特色的传统产业，“阿尔巴
斯绒山羊”已经成为当地的形象代言。
作为自治区畜牧业大旗，鄂托克旗把
科技兴蒙的落脚点放在绒山羊改良
上，覆盖育种、养殖、生产、交易等全
产业链。“鄂尔多斯市绒山羊良种选
育与产业创新发展示范”项目实施两年
多来，项目地鄂托克旗的羊绒纤维品质
大幅提高。

在科技的加持下，一根小小的羊绒
屡屡在世界舞台上熠熠闪光。

科技创新、品牌战略，提升产业核
心竞争力、创新能力，是鄂尔多斯羊绒
产业的精品之道，也是铸造品牌的真正
内涵。

2020 年 12 月，科技兴蒙———鄂尔
多斯市绒山羊良种选育与产业创新发
展示范项目启动，通过选种选育，改善
绒山羊的生产性能，推动阿尔巴斯绒山
羊超细型、绒肉兼用型、高繁型特征的

优质种群建立，为传统特色产业转型升
级注入科技力量。

2023 年 3 月，项目课题组参与人
集中对示范户进行了核查。结果显示，
养殖核心区内羊绒细度 14.5 微米以
下的母羊数量占到基础母羊的 45%
以 上 ， 成 年 母 羊 个 体 产 绒 量 达 到
600 克以上，经济效益增加超 3100
万元。经过两年多的实施，阿尔巴斯绒
山羊种质资源、羊绒品质、绒肉一体化
发展水平均有显著提升。据悉，2022 年
鄂托克旗的羊绒粗型占比较 2021 年降
低了 15.55 个百分点，细度变细了 0.55
微米。

鄂托克旗想让羊绒品质好，又想让
绒山羊产值高。通过对种羊场、核心区
的阿尔巴斯绒山羊各项生产性能测定
数据进行整理、分析，为羊绒品质溯
源、绒山羊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等
项目课题实施提供数据支撑；在种
羊场和生产区内，组建绒山羊核心群
30 群，组建了绒山羊高繁群 40 群 ，建
成人工授精站 100 处，每年完成绒山羊
人工授精 15 万余只；每年开展绒山羊
分部位抓绒、分级整理技术示范推广
10 万只，通过“优质优价”的市场化方
式倒逼羊绒产业供给侧结构转型升级，

养殖羊绒细度在 14.5 微米以下的绒山
羊，绒收入达到 800 元左右 / 只，初步
形成“羊绒品质高，农牧民效益高”的良
性发展氛围；建设阿尔巴斯绒山羊品质
监测群 5 个，建立绒山羊动态监测系
统，配备羊绒收储库、绒纤维细度检测
工作室、兽用 B 超机、TMR 机等设施设
备；制定《阿尔巴斯山羊肉追溯操作规
程》《阿尔巴斯型绒山羊种羊鉴定技术
规程》等地方标准。 项目的实施为牧区
绒山羊健康养殖提供了技术支撑，为绿
色、安全的畜产品生产提供了技术支
持，提高了绒毛用羊个体产出率和绒山
羊绒肉生产性能，保障了绒山羊生命周
期绒肉品质，培育特色产业形成区域特
色经济，使近千户农牧民从绒山羊养殖
过程中获得稳定收入，有力地带动当地
绒山羊产业高质量发展。

“科技创新助力羊绒产业发展，从
一根好羊绒开始。”这是课题组达成的
共识。该项目实施两年多来，已经覆盖
鄂托克旗近 3000 户牧户。

下一步，鄂托克旗将完善利益联结
机制，推动羊绒产业规模化养殖、专业
化生产、集约化经营、数字化发展，实现
羊绒优质优价，产业提质增效，农牧民
增收致富。

本报讯(记者 张鑫)俗话说，一方
水土养一方人。赤峰市林西县十二吐乡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声声号角中，借
势发力中药材种植产业。如今，做起“药
文章”的十二吐乡，“药财”算盘打得啪
啪响。

“今年收成不错，亩产能达到 1700
斤左右，目前防风湿货市场价格一公
斤 8 元左右，干货市场价格能达到
45—50 元，亩收入近 10000 元，效
益很可观。”算起今年的收入账，种
植户王飞笑得合不拢嘴。药材收成
好，高兴的不仅仅是种植户，还有周边
的村民。防风采收需要大量的人工，据
了解，此次采收可带动周边 60 余名村
民务工，平均每人每天都有 200 元以上
的收入。

近年来，十二吐乡积极发展中药材
产业，遴选发展势头良好、辐射带动作
用突出、联农带农效果显著的市场主体
作为创建单位，推进中药材生产质量管
理规范(GAP)建设，并将其作为做强药
材产业的一个重要抓手，提升辖区道地

中药材产业核心竞争力。
十二吐乡紧抓政策机遇、乘势而

为，在成功打造中蒙药材产业资源圃和
旱坡地仿野生试验示范种植基地的基
础上，着力推进中药材 GAP 建设，积极
引导培育中草药产业发展，新发展 500
亩以上规范化种植基地 4 处，同时引导
带动群众分散发展种植约 500 亩，目
前，该乡中草药种植总面积达 1.1 万亩，
将为十二吐乡中药材产业高质量发展
发挥积极作用。

实施中药材 GAP 建设有三大利
好：将千家万户散漫种植中药材变为科
学、规范的种植模式，既能提升当地老
百姓的种植水平和能力，又能确保中药
材质量; GAP 建设由中药生产企业主
导，有专门的技术指导，也能打通销售
渠道; 标记 GAP 的中药材可以实现优
质优价、优质优先。

按照“道地种植、全程追溯”理念，
十二吐乡推进中药材种植加工全过程
标准化管理，在建设一批标准化示范基
地的基础上，以打造万亩中草药种植基

地为契机，立足枕头沟村万亩经济林基
础，成功引进林西县汇农农业有限公
司，积极发展林下中草药种植 1.5 万亩，
建设中蒙药材初加工厂房，并引进中药
材分拣、切片、初加工等设备，在延伸产
业链上做文章，进一步提升产品附加
值，做大做强做优“健康”产业。

种药材发“药财”，十二吐乡计划按
照科技助力、全产业链的思路，充分利
用“科技小院”专家团队智囊团解决中
药材种植卡脖子问题，筛选出有效含
量、生物产量、抗病性等方面具备突
出优势的良种，并计划通过“数字乡
村建设”形成中药材信息及网络溯源
平台，构建基地到平台、到终端的全产
业链质量安全监管体系。按照三产融合
发展思路，积极探索药旅、药养、药食发
展新路径。2023 年底，十二吐乡将建立
中药材数字 GAP 管理系统，创建中药
材产地初加工及饮片生产车间，推动农
产品转化为工业产品，促进全产业链发
展，实现产业增效、生态增绿、农民增
收。

本报记者 王丰
一条千年古道，一段不朽传奇。
直到今天，欧洲还流行着一条谚

语———“条条大道通罗马”，5 米左右宽
的罗马大道曾经让欧洲人自豪了 1000
多年。可实际上，在罗马帝国兴盛之前
200 年，秦始皇就建成了一条全长 700
千米、宽 60 米的宽阔大道———秦直道，
并且这条要道南北向纵贯鄂尔多斯高
原。

从陕西省榆林市进入内蒙古后，在
鄂尔多斯高原上北上，经乌审旗、伊金
霍洛旗、康巴什区、东胜区、达拉特旗，
最后到达包头市九原区。秦直道路面最
宽处 60 米，一般也有 20 米，浩浩荡荡，

全长 700 千米。
在伊金霍洛旗、康巴什区、东胜区、

达拉特旗都保存有“秦直道”的遗迹，
即 南起 伊金 霍 洛旗 的掌 岗 图 四 队 ，
经过康巴什区、东胜区，北至达拉特
旗高头窑乡吴四圪堵村，其中在伊
金霍洛旗境内长约 75 千米，在达拉
特旗境内长约 30 千米。位于东胜区境
内的秦直道保存最为完整，全长约 20
千米，基本沿 15 度方向由南向北行。直
道多位于山梁上，其中城梁段二倾半村
南的一段最为明显，遗迹两端断切下
陷，残长百米左右。路面残宽 22 米，路
基断面残高 1—1.5 米，为当地红砂岩土
填筑而成，迎面山岗上有 4 个遥相呼应

成一直线的豁口，宽 50 余米，人工开
凿。

昭君出塞的路线与秦直道，在林幹
所著的《昭君与昭君墓》和《试论王昭君
艺术形象的塑造》中详细地考订，证实
昭君出塞的路线主要是经过了秦直道。
王昭君随呼韩邪单于出塞，经由现在的
陕北、鄂尔多斯秦直道，渡黄河北行进
入大漠。

在达拉特旗黄河南岸，秦直道西
侧，有一处昭君坟遗址，为一高约 40 多
米，底径约 100 米的自然圆形山丘。在
昭君坟的顶部，修建了昭君庙，以纪念
昭君出塞，反映了人们对民族友好的珍
视和向往。

眼下，正是成鱼出塘的最佳季节，呼和浩
特市托克托县 3000 余亩无公害黄河鲤鱼养
殖基地迎来了又一个捕捞期。这个基地年产
值达 4000 余万元，覆盖黄河沿岸 7 个行政
村，以“党建 + 合作社 + 农户”的经营模式，为
村集体经济和各村农户带来稳定收益。

(郑学良 摄)

本报记者 张鑫
生态绿色就是发展底色。
走进乌兰布和沙漠腹地的国电投

磴口县 200 兆瓦光伏治沙项目区，由 42
万块光伏板列阵汇成一片蓝海，64 个发
电单元吸足了光能，将电流源源不断汇
入蒙西电网，开启“借光治沙”新模式。

据了解，该项目充分利用当地丰富
的太阳能资源，将光伏发电与沙漠治理
相结合，已完成板上发电，板下草方格
固沙 + 梭梭苗栽植。按照设计，四五年
之后将实现光伏发电与生态治理双赢
的效果。截至目前，总发电量 9450 万
千瓦时，单日最高发电 120 万千瓦时，
投产直接发电效益总收益 2500 万元。

国电投、易事特光伏治沙基地位于
磴口县城西北工业园区内，占地面积
0.3 万亩，目前已建成发电入网，按照
光伏板间开展光伏 + 柠条生态治理模
式、光伏 + 梭梭生态治理模式，栽植柠
条、梭梭 0.23 万亩。

近年来，磴口县紧紧抓住国家扶持
光伏产业发展的新机遇，利用乌兰布和
沙漠丰富的光能资源，大力发展光伏绿
色清洁能源，实施光伏 + 生态治理，通
过拉大光伏板间距 12 米、抬高板前高
度 1.8 米、板后高度 4 米左右，在光伏
板之间预留空地栽植具有产业优势的
抗旱节水沙生灌木、中药材等，采用林
光互补的模式进行生态治理，实现板上

发电、板下种植，为发展林草沙产业提
供更大空间，在改善光伏电站周边环境
的同时，推动土地资源的高效利用。

磴口县先后引进国电投、大唐、国
龙等 12 家企业，建成光伏装机容量 77
万千瓦、面积近 2.3 万亩，完成光伏板
间种植梭梭、四翅滨藜、柠条等生态治
理 0.54 万亩。 目前在建光伏装机容
量 99 万千瓦，占地面积近 3 万亩，同
步进行生态治理。

“借光治沙”新模式，为地区生态治
理和新能源建设提供全新的思路，用科
技的力量让当地群众生活得更幸福、让
漫漫黄沙焕发绿色新生，实现生态效益
和经济效益的双赢。

本报记者 王丰

一片错落起伏的沙丘前，赫然伫立
着整齐排列的预制桩和光伏板，这里是
鄂尔多斯市蒙西基地库布其 200 万千
瓦光伏治沙项目地。该项目采用智能节
水灌溉技术，板上发电，板下规模化种
植西红柿。

在黄河“几字弯”南岸，库布其沙漠
绵延起伏。沙漠中成片的光伏板和在建
的光伏管桩之下，正透出一抹抹生机。

在荒漠中建成光伏发电厂，这对于
内蒙古发展新能源，无疑是件好事。三
峡集团与亿利集团联合开发的库布其
200 万千瓦光伏治沙项目占地面积约
10 万亩，将新能源发电产业同沙漠生态
治理、现代农牧业相结合，使得这里出
现板上发电、板下种植、板间养殖的景
观。

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重在坚持科

学治沙，全面提升荒漠生态系统质量和
稳定性。在沙漠建设光伏基地，能充分
利用光照资源发电产生经济效益，同
时，光伏基地能有效减少土壤水分蒸
发，从而扩大植被覆盖度。而光伏板下
种植和板间养殖，有助于农牧民收入的
增加、生活水平的提高，实现了治沙、经
济和生态的多赢。

在多重利好中，使沙产业链不断延
伸。同时，把防沙治沙作为荒漠化防治
的主要任务，要分类施策，加强科技支
撑，培养造就一支高水平生态环境科技
人才队伍，用智慧和勇气为未来的美好
生活开辟新的道路。相信在不远的将
来，“借光治沙”可以让沙害变沙金，让
荒漠拥抱生机。

科技“加持”一根羊绒织出多彩世界

十二吐乡：GAP 建设让药材变“药财”

秦直道，留在鄂尔多斯高原上的“高速公路”

“三北工程”里的内蒙古力量系列述评之十四

光伏板下的多赢

山水林田湖草沙一起向“绿”系列报道之十九

借光治沙 向“绿”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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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首个非煤“矿山云”上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