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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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自治区财政厅传来消息：2023
年以来，自治区财政安排 4000 万元支
持内蒙古智慧口岸项目建设，以进一步
推动我国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建设提
质升级。

据悉，上述资金，主要支持打造安
全、高效、绿色、智能的现代化口岸。具
体而言，主要支持各口岸配置、升级智
能旅检设备，打造智能型口岸；优化旅
检服务，提升旅客通关速度。

同时，支持各口岸全面提升信息
化、智能化监管水平，打造便携型口岸，
畅通商品跨境通道，提升货物通关效
率，构建集约、高效的货物通关流程，
优 化 货 运 司 乘 人 员 非 接 触 通 关 模
式，提升公路货运车辆处置时效，
保障口岸货物通关畅通；支持各口
岸提升海关二级、三级监控指挥中
心 协 同 作 业 能 力 ， 打 造 安 全 型 口
岸，把牢边境安全关,实现各级指挥

中心监控指令点对点直接下达，实时对
运输工具、人员、货物、物品进行多维度
和智能化监控。

据相关部门反馈，智能旅检设备上
线后，可减少关区一线卫生检疫岗 1/3
人员，压缩旅客出入境时间 30%以上。
下一步，就智慧口岸基础设施建设、智
慧监管平台搭建等方面，自治区财政将
继续给予支持。

（杨帆）

本报记者 张鑫
农牧业兴则根基稳，农牧民富则事

业盛，农牧区稳则社会安。
实现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重点。

近年来，丰镇市隆盛庄镇立足实际，长
远谋划，大力发展肉牛产业，紧紧抓住
产业发展的“牛鼻子”，以牛为依托发展
产业链，让种、养业成为农民致富的强
力引擎，为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
基地不懈奋斗。

隆盛庄镇南泉村，在 2021 年被自
治区评为自治区级“肉牛”养殖示范村，
全村共有肉牛 6000 多头，村内万头牛
场现有肉牛 5000 多头，总投资 3 亿元，
分 3 期建设，最终形成年存栏 1 万头育
肥牛，年出栏 6000 头育肥牛，并配套万
亩种植园、万头牛羊交易市场、饲料加
工厂、有机肥厂、粮食加工厂和屠宰厂
的循环产业链。目前 1、2 期工程已完成

建设，完成投资 2 亿元，牛场存栏肉牛
6000 头，3 期已开工建设，2022 年已完
成投资 600 万元。

该项目吸纳南泉村、柏宝庄村以及
周边村村民 50 人长期入厂务工，实现
人均年增收 1.5 万元; 流转周边 4 个村
委会土地 1 万亩，流转费用每年 10.8
万元，实现人均年增收 240 元;通过

“订单种植、订单收购”模式，带动当
地村民种植青储玉米 2 万亩，实现
人均年增收 3000 元;带动周边 4 个
行政村集体经济，每年分红 9 万元，用
于设置保洁员岗、治安巡逻员岗等公益
性岗位 40 个，实现人均年增收 3600
元;通过托养、资金入股等方式带动周
边群众养牛，贫困户按资产收益 10%分
红，一般户按 8%分红;公司直接收购周
边农民的仔畜，减少中间交易环节，每
交易一头牛可让农民直接增收 1000 元

左右。
为延伸产业链条，隆盛庄镇积极协

调，丰镇市丰隆农牧业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活畜交易市场建设项目已经完成基
础设施建设，项目总投资 3240.64 万
元，总占地面积 60 亩。项目拟建设集活
畜交易、畜产品综合展销、市场信息服
务于一体的现代化交易市场。交易市场
由活畜交易区、综合服务区、活畜暂存
服务区、粪污处理区及辅助工程等五部
分组成，并配套建设市场管理信息、网
上交易、电子结算等系统。

项目建成后，肉牛、肉羊、其他畜禽
类年交易量可分别达到 50 万头、20 万
只、60 万只。

只有产业发展了，乡村才能真正实
现振兴。如今，通过示范引领，产业“造
血”让村民日子越来越有奔头，为实现
乡村振兴奠定了坚实的产业基础。

本报记者 张鑫
良田连片，好种好收。穰穰满家，村

民在农忙中分外欣喜。
“今年村里实施‘大托管’，我把土

地全部托管给合作社，每亩地至少增收
500 元。”赤峰市林西县五四村村民张
占合当起了“甩手掌柜”，看着玉米获丰
收喜笑颜开。张占合所说“托管”，是林
西县结合县域实际，探索乡村振兴“新
路子”，率先在统部镇五四村探索实施
的“一村一块田”改革。

五四村里现有常住人口 600 人，70
岁以上老人超过半数。耕地“碎片化”造
成生产成本高、耕地效益低，不利于良
种良法推广。“我们通过征求村民意见，
在保障村民利益的前提下，将村里 189
户村民的 1.1 万亩土地拆零并整，全部
托管给牧丰源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打
造万亩玉米产业基地，让老百姓将土地
攥在手中，甜在心里。”五四村党总支书
记张瑞说，现在村就一块田，粮食增产、

农民增收、集体增强，“一村一块田”势
在必行。

“一村一块田”是新鲜事，更是难
事。如何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对于统
部镇五四村来说，是一道“必答题”。

“春天防虫有植保无人机，秋天收
割有联合收割机，我现在坐在炕头上，
不愁养老钱。”提起现在的种田方式，五
四村 73 岁的村民钟新林边说边竖大拇
指。作为一个资深的种田“老把式”，钟
新林干了一辈子的地里活，对村里实施
的“一村一块田”改革，他非常认可。

“五四村采取统一采购农资、统一
耕作模式、统一田间管理、统一收割储
存、统一加工销售的‘五统一’标准，为
农户提供‘耕、种、防、收、售’全产业链
社会化服务。”统部镇政府副镇长徐永
全说，该标准可实现政府、村集体、合作
社、农机手、农户“五方共赢”。全程“保
姆式”服务，让统部镇五四村的“低效
田”变身“优质田”，老百姓彻底告别“靠

天吃饭”的日子，为农村“以田养老”模
式探索了新经验。

“仅采用规模化、集约化的生产技
术，亩均地就可以节本增效 300 元以
上。后期与‘伊利悠然牧场’达成供销协
议后，实现产供销一体化，打通农业全
产业链，每亩地又可以为老百姓增收
300 元至 500 元。”林西县牧丰源养殖
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张耀春看着精
心“伺候”一年的土地焕发出勃勃生机，
算了一笔经济账。

“一村一块田”实施后，统部镇破解
群众“二次就业”的难题，购置 660 余万
元多台大型机械设备，以租赁的形式提
供给合作社使用，所得收益用于壮大村
集体经济的同时，将村民从耕种土地中
解放出来，精准对接合作社招工需求，
为村民提供就业咨询、技能培训等“一
站式”服务，实现“1+1>2”。如今，行走在统
部镇五四村，田成方、林成网、路相通、渠
相连，乡村振兴和美画卷徐徐展开。

本报记者 王丰
黄河流经托克托县域 37.5 公

里，托克托县的河口村是黄河上中
游的分界点，也是沿黄生态廊道建
设的重要节点。

托克托县河口村地处黄河“几”
字形拐角的北缘。在清代，水流的交
汇让河口村的古渡发展成了当时黄
河中上游地区最为繁忙的渡口之
一。这里也成为从山西走西口，前往
内蒙古包头、巴彦淖尔等地重要的
水旱码头。

河口，蒙古语称为“湖滩和硕”，
因内蒙古的大黑河自北向南注入黄
河，一水相连，在河口交汇，形成一
个形似鸟嘴的“岬”，故而得名。从西
而来的黄河在这里冲刷出一段宽阔
而平坦的河床，河水从河口擦身而
过，东行不远，突然转道南下，一路

奔腾，进入晋陕大峡谷。
黄河河口段水面开阔，流速缓

慢。 这段河面宽约 400 米，水深 3
米左右。

先有渡口，后有码头。“河口”之
名始于何时，史无确切记载。而其所
在一带被作为渡口，则有千年历史。
据当地人说，在河口村南的黄河岸
边，曾竖立一块白底红字的木牌，上
写“君子津”三个大字。

历史上，黄河多次改道，但河口
的渡口、码头位置没有改变，因为黄
河河口段西南岸是浩瀚的库布其沙
漠，河岸由砂石岩组成，千百年来，
任凭波涛拍打，河水南移甚少。如果
河水泛滥，只能浸没东北岸，而每一
次河水出岸，都使河口所在地逐次
淤高。水退后，山河依旧。从而形成
了相对稳定的天然码头。

据史料记载，汉代时河口码头
已经出现，以后历经魏晋、隋、唐、辽
金、元、明，直至清代，河口作为水旱
码头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清代
道光三十年（1850 年），内蒙古河套
地区的黄河涨水，淹没了位于今天
内蒙古呼和浩特托克托县城西南的
河口码头，让位于包头东河区的南
海子河运码头，承担了南来北往的
运输和贸易重任。大批货物和物资
经黄河水道，到达南海子码头，再用
驼队一路运到中亚、欧洲。南海子码
头成为“万里茶道”上的重要节点，
包头也因此成为一座新的商业都
市。

近年来，托克托县全力抓好沿
黄生态保护治理，积极推进沿黄流
域高质量发展，努力让黄河成为造
福人民的幸福河。

近年来，地处毛乌素沙漠腹地的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通
过“沙漠土壤化”技术，对 50 余万亩沙地进行生态修复，引导农
民在改良后的沙地里种植白玉山药、胡萝卜、马铃薯等经济作
物，发展特色沙地种植业，在固沙防风的同时，带动农民增收致
富，助力乡村振兴。

图为：11 月 12 日鄂托克前旗城川镇章昂希里村的沙地农
田，农民采收白玉山药。 （王正 摄）

本报记者 张鑫
生态兴则文明兴，良好的生态环境

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近年来，兴安盟突泉县永安镇努力

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和“山水
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的理念，按照中
央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的指示要求，坚持
生态立镇，大力实施柠条平茬复壮及柠
条林改造榛子林项目，促进生态效益和
经济效益双丰收。

连日来，位于永安镇靠山村的榛子
林种植示范基地的榛果长势喜人，迎来
大丰收，白明林正忙着对榛果进行晾
晒、脱粒。

“2016 年开始村集体试种这片榛
子林，现在效果特别好，每棵树平均结
果能达到 3—4 斤。榛子在气候上非常
适合在当地种植，管理也相对简单，是
比较好的一种特色林果，所以这次柠条
林间种我们首选的就是榛子树。”永安
镇靠山村党支部书记白明林说。

在 3.7 亩 400 棵榛子树栽培成功
的基础上，今年，探索了在柠条林地中

栽植榛子树，共投资 263 万元栽种 500
亩 4.2 万株榛子树，让榛子逐步替代柠
条，创造更大经济效益。3 年后在苗木
达到一定成活率后，村集体将按常住户
262 户户均一亩比例划分给农户经营，
促进农户实现增收。目前，榛子林栽植
成活率可达 95%以上，有望由生态林
向生态经济林转型。

“通过光伏提水，低水高调项目，由
山脚下打井引水，把水引到山上，解决
了灌溉水源的问题。明年我们将在永安
镇的其他村同样推广这一模式，力争把
永安镇 5 万多亩的柠条林地逐步平茬
复壮，由传统的生态林向生态经济林转
变，促进生态环境进一步好转。”永安镇
党委书记何力说。

近年来，永安镇在改善环境、生态
建设上推行“一提一改四转型”项目。截
至目前，在治山造林方面，共退耕还林
7.7 万亩(其中山杏 2.7 万亩、柠条 5 万
亩)，实施三北防护林项目栽樟子松
3012 亩，人工造林及村屯绿化 3 万亩，
努力将“荒山秃岭”变身“绿水青山”“金

山银山”。在治水修沟方面，已将全镇
79 条 80 公里的山洪沟，累计治理 15
公里。将总长 39 公里的塔克吐河及哈
拉沁河两条河道，实施工程治理措施 3
公里。在农田开发方面，通过实施土地
整改及高标准农田项目，动员广大农民
自发打井，现全镇农田机电井已达到
650 眼，覆盖农田 13.6 万亩，占全镇耕
地总面积 21 万亩的 65%。

下一步，永安镇将大力推进牛羊养
殖由庭院向园区转型，林果种植由传统
生态林向生态经济林转型，瓜果蔬菜由
裸地种植向大棚种植转型，羊草产业由
低产低效退耕林向高产高效羊草转型，
努力让该镇百姓能够在美丽宜居的乡
村环境中幸福生活，凝心聚“绿”绘出生
态建设最靓底色。

幸福就在绿水青山间。放眼兴安盟
大地，良好的生态环境正成为宜居宜业
宜游的“金字招牌”。未来，兴安盟将久
久为功，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让良
好生态环境成为人民生活的增长点，成
为展现城市良好形象的发力点。

丰镇市隆盛庄镇:示范引领肉牛致富

“低效田”变身“优质田”

“一块田”提速乡村振兴新进程

水旱码头，河口古镇

山水林田湖草沙一起向“绿”系列报道之二十

凝心聚“绿”山川锦绣

“三北精神”里的内蒙古力量系列述评之十五

新能源治沙模式赋能多重效益

鄂托克前旗：

沙地农田获丰收

自治区财政安排 4000 万元支持智慧口岸建设
推动我国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建设提质升级

漫天黄沙、寸草不生、渺无人烟，这
是内蒙古沙漠戈壁的旧有面貌。

随着新能源产业兴起，昔日的荒凉
之地如今正变得热闹喧嚣起来。

今年 6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
考察时强调，推动传统能源产业转型升
级，大力发展绿色能源，做大做强国家
重要能源基地，是内蒙古发展的重中之
重。在这方面内蒙古方向明确、路子对
头、前景很好，大有作为、大有前途。

在库布其沙漠达拉特旗段，由三峡
能源、亿利集团联合开发的鄂尔多斯市
蒙西基地库布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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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现代农牧
业有机结合。在准格尔旗段，汇能集团
110 万千瓦光伏项目的施工现场 600
多台推土机正在平整着沙丘。

在阿拉善盟、锡林郭勒盟、赤峰市
……穿梭在内蒙古大地，很多人会被这
样的新能源治沙的场面所震撼。

根据内蒙古能源局的数据，2023
年自治区将完成新能源投资 3000 亿

元，接近全国 1/5，在建和拟建新能源
规模超过 1.5 亿千瓦，约占全国 1/3。其
中，库布其、乌兰布和、腾格里、巴丹吉
林沙漠地区 4 个、总规模 4800 万千瓦
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建设已全面启动。

今年上半年，内蒙古自治区固定资
产投资同比增长 34.5％，高于全国平均
水平 30.7 个百分点，增速位居全国第
二、冠绝西北；其中新能源投资起势猛、
上得快，同比增长 114％，拉动全部投
资增速 24.8 个百分点，成为全区经济
增长第一动力。

监测数据显示，我国荒漠化和沙化
土地面积自 2000 年以来连续 4 个监测
期实现净缩减，53%的可治理沙化土地
得到治理，三北工程区风沙危害和水土
流失得到有效抑制，实现了由“沙进人
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

在沙漠、戈壁、荒漠地区大力发展
风电光伏项目，有利于加强土地、风能、
太阳能等多种资源综合利用，在提高可
再生能源供给能力、加大清洁低碳能源
供应水平的同时，获取显著生态、经济
和减碳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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