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报 SHANGBAOSHIPING
北疆文化之历史长廊

绎绎绎
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提示】本报今日 8版推出《带着“抢手货”进京““赶大集”———“赤峰

好物”签约总金额 163.69 亿元》，欢迎阅读。

NEI MENG GU SHANG BAO

网址院www.nmgsb.com.cn
新闻热线：0471-3285915
广告热线院0471-3285916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15-0068
邮发代号：15-29

总 5290期 今日8版

2023年 11月 28日 星期二
主管主办:内蒙古新华报业中心

出版：内蒙古商报社

网站

绎绎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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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记者 张鑫）11 月 23 日，
第二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杭州开
幕，此次博览会主题为“数字贸易商通
全球”。我区组成内蒙古交易团参加
了第二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 (以
下简称“数贸会”)，众多数字企业在

“数贸会”上进行数字贸易产业展览
展示、考察交流、产业对接等系列活动。

近年来，内蒙古全方位推进产业数
字赋能，依托综合试验区、骨干直联点、
算力枢纽节点和东数西算、“千兆城
市”，系统部署产业数字化转型、智能化
升级项目，加快工业互联网平台和智慧
园区、智能工厂等建设。

“本届‘数贸会’内蒙古特装展位以
‘数智内蒙古’为主题，分别展示数字 +
绿色公益、数字 + 新零售、数字 + 民生
服务、绿色算力以及数字产业化、产业
数字化等应用成果，突出我区数据存
储、算力等优势。

同时，组织企业开展观摩学习，引
导企业积极对接专业资源，开展数字化
转型。招引数据存储、算力资源与我区
开展合作，共享全球数字贸易发展新市
场、新合作和新机遇。”自治区商务厅电
商处副处长李艳茹说。

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是国内唯一
一个以“数字贸易”为主题的国家级、国

际性、专业型展会。第二届全球数字贸
易博览会聚焦数字贸易的最新产品、服
务和解决方案，汇聚超 800 家数字贸
易企业，设置“会议、展览、平台、活动”4
个板块。

会议期间，内蒙古交易团参观蚂蚁
科技集团总部，分别对接数字政府、平
台助农等。同时，自治区人民政府与蚂
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
作框架协议;自治区商务厅与蚂蚁集团
签署合作框架协议;自治区农牧厅与浙
江网商银行签署合作框架协议;自治区
政务服务局与蚂蚁集团支付宝数字政
府签署合作框架协议。

本报记者 王丰
智能化是煤矿发展的最高形式，只

有实现了智能化，才能极大地提高生产
效率和安全水平。

今年 7 月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公
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全国矿山事故起数
同比下降 13%，其中非煤矿山事故总量
继续下降，但煤矿事故仍然让人触目惊
心。

长久以来，矿山尤其是煤矿领域的
安全问题，一直是行业中的“达摩克利
斯之剑”。

国能准能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杜
善周作为一名矿山人，他一直坚信，煤
矿智能化有多难就有多大价值。

准能人敢想敢干。目前，黑岱沟露
天煤矿作为首批国家示范建设煤矿已
达到中级标准，通过国家级智能化建设
验收，哈尔乌素露天煤矿已达到集团中

级标准，通过集团级智能化建设验收。
准能集团是集煤炭开采、坑口发电

及循环经济产业为一体的大型综合能
源企业。

煤炭资源储量 30.85 亿吨，品质特
点无与伦比，是优质动力、气化及化工
用煤，以清洁低污染而闻名，被誉为“绿
色煤炭”。

去年底，国家矿监局联合财政部发
布“128 号文”，明确要求通过人工智能
技术提升矿山安全监管的智能化。因此
智能化俨然成为煤矿企业安全的必选
项。

几十辆高 7 米多、重达 500 多吨的
“巨无霸”———矿用卡车行驶在黑岱沟
露天煤矿上。这些卡车上没有司机，行
驶路径完全由数公里之外的技术人员
用电脑操控。

卡车在复杂的矿坑中穿梭，与电

铲、推土机等设备高效协同；在矿区另
一边的操控室里，技术人员紧盯屏幕，
有条不紊地操作着遥控杆，这是黑岱沟
露天煤矿智能化采煤与遥控的现场。

“这些卡车在进行装车、行进、卸车
之类工作时，完全是自主的，即便这些
卡车上坐有人，但他们承担的使命则是
保证安全，他们的统一身份是安全员。”
黑岱沟露天煤矿现场技术人员贺境儒
说。

黑岱沟露天煤矿无人驾驶项目于
2020 年 4 月立项，当年 8 月完成国内
首台 290 吨级矿用自卸卡车的无人驾
驶改造，当年 12 月实现单台卡车与电
铲协同作业。2021 年 8 月，完成卡车无
人驾驶与有人驾驶的混编运行试验。目
前，无人驾驶矿用卡车已经可以在多工
作面同时运行作业。

（下转 2 版）

本报记者 张鑫
开展盐碱地综合利用，是一个战略

问题。
近年来，赤峰市林西县官地镇向盐

碱地要产业、要效益，聚焦聚力螃蟹养
殖、花菇栽培等主导产业，提升产业质
量、延长产业链条、聚集要素保障，着力
做好盐碱地特色产业大文章。

官地镇地处查干沐沦河沿岸，不少
行政村的土地存在盐碱化现象，在杨家
营子村，泛着斑白盐渍的盐碱地曾是荒
凉贫瘠、不毛之地的代名词。“老一辈常
说‘出村往外瞧，一片白旮沓，神仙来种
地，难拿二成苗’。”村民刘彬说，盐碱地
无法耕种，土地几乎没有收益，大量土
地荒废，变成了荒草滩、垃圾滩。

如何“唤醒”盐碱地，加强适宜作物
品种开发推广，释放生态效益和经济效

益，成为官地镇要解决的重要难题。
盐碱地水质咸度较高，适合螃蟹生

长。官地镇探索出一条“以盐适种、生态
优先、种养结合、融合发展”的盐碱地高
效利用特色路子。盘活杨家营子村、龙
头山村闲置盐碱地 600 亩，打造螃蟹养
殖基地，2022 年为两村村集体营收 45
万元，有效带动周边 30 户村民户均增
收 2 万元。

如今，螃蟹产业成为了杨家营子村
集体收入稳定增长的一大来源，谁也不
曾想到这片水塘在前几年还是无人问
津的盐碱地。杨家营子是个偏远贫困的
村落，土地盐碱化一直是经济发展的一
大难题，全村共有 7000 多亩土地，但其
中 5000 多亩是盐碱地，收成不好，在这
种现实情况下，杨家营子村紧紧围绕

“党建 + 产业发展”做文章，以党组织为

“领头雁”，发展螃蟹养殖，将闲置多年
的盐碱地整合打造成沿查干沐沦河水
产养殖基地，实现水产养殖从无到有的
飞跃。

与此同时，为了推动盐碱地综合利
用向优质化、多样化和特色化发展，官
地镇还将目标投向了特色种植业，建成
下官地村设施产业园区、龙头山村食用
菌产业园区。如今，一排排菌棒整齐排
列，一层层花菇从菌棒中钻出，盐碱地
真正变成了“聚宝盆”。

盐碱地复“活”，撂荒地增“色”。曾
经的一块块碎片化的荒地被合理规划，
一片片蟹池从无到有，一个个特色产业
从有到优，一幅产业兴旺、生态生金、生
活富裕的美好蓝图正徐徐浮现在官地
镇百姓眼前，人民群众在乡村振兴中收
获了更多幸福感。

本报记者 王子旺
“终抵一城，名曰上都，现在位

大汗所建也。内有大理石宫殿，甚
美！其房舍皆涂金，绘有种种鸟兽花
木，工巧之极，技术之佳，见之足以
娱人心目。”（《马可波罗游记》）

公元 13 世纪中叶，忽必烈在正
蓝旗建立元王朝的陪都———元上
都，雄伟的上都城，与元大都共同构
成元朝两大首都。

元上都遗址是世界最具代表性
的蒙古族文化遗产之一，其重要的
历史、文化、科学和艺术价值，是中
华文明进程中重要的里程碑，在世
界文明史和城市规划设计史上拥有
独特的地位。

正蓝旗地貌特征多样，北部的
浑善达克沙地，沙洲浩瀚，呈现出沙
地草原的雄奇风光；南部的低山丘
陵，绿洲幽深，展现出草甸草原的俊

美景象。境内集草原、沙地、湖泊、原
始森林、河流于一体，集中了草原众
多的景观类型。金莲川草原是最典
型的生态草原景区，元上都遗址就
位于金莲川草原上。

元上都是元朝重要的政治、经
济、军事中心，也是当时的国际性大
都会。

遗址主要由宫城、皇城、外城、
关厢、寺庙、墓群、水利工程等遗存
组成，以宫殿为中心，呈分层、放射
状分布，既有土木为主的宫殿、庙宇
建筑群，又有传统的蒙古包式建筑
的总体规划形式，是农耕文明与游
牧文明融合的产物、古代城市规划
与生态文明建设结合的突出代表。

元上都遗址皇城平面呈正方
形，环绕宫城而建，内有“四横三纵”
共 7 条主要街道，建筑遗迹分布疏
散。皇城每边长 1400 米，城墙的四

角各有一个高约 10 米的角楼，角楼
呈圆台状，现在地表还保留着石砌
建筑台基。

如今，元上都遗址博物馆已经
成为向世人展示元上都世界文化遗
产价值的窗口，同时也是宣传中华
民族文化交融的一座平台。

《马可·波罗游记》中关于元上
都的记载，让世界认识了历史长河
中曾经鼎盛一时的元上都，这座帝
王都城市人口曾达到十几万之众，
与西方的罗马、巴黎不相上下，史学
家曾誉它与意大利古城———庞贝媲
美。

时隔 800 多年，元上都的繁华
与喧嚣早已远去，只在金莲川草原
上留下了一片荒芜的遗址。2012 年，
元上都遗址被列入 《世界遗产名
录》，2015 年元上都遗址旅游区获评
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称号。

本报记者 迪威娜
生态文明建设是立旗之本、生存之

基、发展之要。生态是最宝贵的资源，也
是寄寓可持续发展的美好未来。

乌审旗“一张蓝图”绘到底，坚持不
懈推进毛乌素沙地治理，从“牧区大寨”
精神，到建设“绿色乌审”，再到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新路径，一代一代乌审人
接续开展绿色革命，书写了绿进沙退的
生态奇迹。

2021 至 2030 年，是“三北”六期
工程的建设期，也是推动“三北”工程高
质量发展的攻坚期，更是毛乌素沙地治
理的关键期。

日前，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推动内
蒙古高质量发展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
化新篇章的意见》，为乌审旗荒漠化综
合防治提供了政策支持和工作指导，极
大地提升了乌审旗干部群众的信心和
干劲。

近年来，乌审旗深入贯彻落实习近
平生态文明思想，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

草沙一体化保护、系统化区域化治理，实
施毛乌素沙地边缘阻隔带项目，分阶段
攻坚完成裸露沙地治理利用，以点带面
坚决打好毛乌素沙地治理攻坚战。截至
2022 年底，乌审旗森林覆盖率和植被
覆盖度分别达 32.92%和 80%。这显著
的数字证明，乌审旗的生态系统已经明
显恢复并得到提升，实现了“绿进沙退”。

乌审旗现存裸露沙地 149.23 万
亩，林地 579 万亩，草原 890 万亩，湿
地 22 万亩。为攻坚完成裸露沙地的治
理，乌审旗把攻坚毛乌素裸露沙地的
治 理 放 在 更 加 突 出 的 位 置 ， 按 照

“东西阻隔锁边、东部保护修复、南
部产业振兴、西部精准治理、北部
沙地攻坚”的思路，统筹推进山水
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化区
域 化 治理，这些裸露沙地规划将在
2030 年完成治理。

毛乌素沙地是中国四大沙地之一，
自然分布横跨内蒙古、陕西、甘肃、宁夏
四省区，总面积 4.72 万平方公里，其中

鄂尔多斯市境内分布面积 3.18 万平方
公里，占总面积的 2/3。10 月 17 日至
18 日，上述四省区在鄂尔多斯市召开
毛乌素沙地联防联治协调推进会，四省
区荒漠化防治重点市、县林草代表深入
到毛乌素沙地集中连片裸露沙区治理
现场、乌兰陶勒盖治沙站，实地考察毛
乌素沙地治理和乌审旗国有林场建设，
共同探讨推进毛乌素沙地跨界区域联
防联治，全力打好黄河“几字弯”攻坚
战，筑牢祖国北疆生态安全屏障，建设
美丽中国。

锚定 2030 年，深耕规划，厘清思
路。

不负青山绿水，方得金山银山。乌
审旗通过建设生态项目、发展生态产
业、改善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条件、实
施生态移民、优化群众参与生态建设利
益联结机制以及创新生态价值实现机
制等叠加措施，转变当地落后的生态生
产生活面貌，力争实现生态、生产、生活

“三生”共赢。

本报记者 王丰
要科学防沙治沙，把防沙和用沙结

合起来，科学推进沙漠生态系统建设。
内蒙古横跨“三北”，是我国北方面

积最大、种类最全的生态功能区。党的
十八大以来，内蒙古深入贯彻落实习近
平生态文明思想，扎实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实现森林覆盖率、草原植被盖度持
续“双提高”，荒漠化和沙化土地持续

“双减少”，重点治理区实现了从“沙进
人退”到“绿进沙退”的重大转变。

多年来，内蒙古始终把防沙治沙工
作摆在突出位置，持之以恒地推进防沙
治沙工作，创新和引领了麦草方格治沙

等经验，取得了显著成效。由于荒漠化
和沙化地区自然条件差、生态脆弱、自
我调节和恢复能力弱，内蒙古防沙治沙
任务艰巨，沙产业发展步伐亟待加快。
必须顺应自然、尊重规律，把防沙治沙
和用沙结合起来，促进人沙和谐。

在防沙治沙中要认识到，沙漠和地
球上其他类型生态系统同等重要，在调
解区域气候、全球水循环和为沙漠动物
提供栖息地等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人类不应当、也不可能消灭沙漠或者征
服沙漠，要改对抗思维为顺应性思维，
顺应自然、尊重规律，科学防沙固沙。

用沙之利的关键在于沙产业，其核

心是坚持防沙与治沙相结合，利用沙区
独特的光、热、土等资源优势，发展特色
产业，探索出生态与经济并重、治沙与
治穷共赢之路。内蒙古沙产业有一定的
基础，但由于对沙产业发展重视不够，
导致内蒙古沙产业发展基础薄弱、效益
不高等问题突出。推动沙产业发展因地
制宜、科学规划、合理布局，以市场为导
向大力发展沙漠旅游业，以资源培育为
基础，突出特色种植，合理发展中药材、
种苗花卉和经济林果等沙区特色产业。
从而打造国家重要的沙产业示范基地，
逐步建成资源培育—加工利用—产品
销售的现代化沙产业发展体系。

准能集团智慧矿山建设再升级

盐碱地复“活”撂荒地增“色”

官地镇特色产业实现生态、经济“双赢”

元上都遗址：文明进程中的里程碑

借势“数贸会”打开内蒙古贸易新引擎

山水林田湖草沙一起向“绿”系列报道之二十二

“挂图作战”“三生共赢”

近日，首批 250 立方米“芦花”
牌无醛芦芯板正式装车，发往新疆、
辽宁、山东等地，标志着乌梁素海芦
苇以另一种“身份”走向全国各地。

“这批芦芯板生产用时 32 天，

本月预计发出 8000 立方米。到年底，
还能生产2万立方米芦芯板，产值可
达 4000 万元以上。”内蒙古积葭新材料
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张丙坤介绍。

生产车间里，芦芯板生产线上，

新型设备不停运转，一根根芦苇经
过一系列工艺处理后，变成一张张
无甲醛的环保板材，工人们分工合
作，将板材下线、包装、转运。

（图古斯毕力格 摄）

乌梁素海芦苇以“新身份”走向全国

“三北精神”里的内蒙古力量系列述评之十七

从防沙之害到用沙之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