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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内蒙古高质量发展

12 月 2 日，由三峡能源和亿利洁
能联合投资建设的蒙西基地库布其
200 万千瓦光伏治沙项目，在内蒙古自
治区鄂尔多斯市杭锦旗实现全容量并
网。

据了解，该项目于 2021 年开工建
设，占地 10 万亩，总投资 111.5 亿元。
建设内容包括 200 万千瓦光伏场区、
40 万千瓦 /80 万千瓦时储能系统、3
座 220KV 升压站及 10 万亩沙漠治理
生态建设工程。

“这个项目采用‘板上双面发电、板
下双层生态、板间双层养殖’的立体生
态光伏治沙模式，通过双玻组件实现板
上双面发电，可增加发电量 5%—10%；

板下种植优质牧草和药材等作物，实现
立体生态种植；板间运用先养鸡后养羊
的“畜禽草耦合”治沙技术实施养殖畜
禽粪便还田治沙改土，实现‘板上发电、
板下种植、板间养殖、治沙改土、乡村振
兴’的‘光伏 +’多重效益。”中国三峡集
团派驻库布其项目负责人赵金泉介绍
说。

为了保障库布其 200 万千瓦光伏
治沙新能源项目并网发电，内蒙古电力
集团前期还投资 7.16 亿元建设谷山梁
500 千伏输变电工程及配套 220 千伏
线路送出工程。

鄂尔多斯供电公司副总经理宋聪
月说：“我们面对鄂尔多斯市大规模新

能源并网的情况，通过打造黄河‘几字
弯’内‘田字形’500 千伏坚强主干网
架，建设智能灵活配电网，推进电网侧
储能规划研究布局，开展‘源网荷储’一
体化与智能调度建设，丰富电网调峰手
段，助力鄂尔多斯市获批新能源项目
5800 余万千瓦，持续满足地区新能源
发展需求。”

据悉，该项目年均可向蒙西电网输
送绿电 41 亿千瓦时，相当于年均节约
标准煤 123 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319.8 万吨、减少二氧化硫排放 2.95 万
吨、减少氮氧化物排放 0.86 万吨、减少
烟尘排放 1.23 万吨。

（撖桃 郭君）

本报记者 张鑫
时代是最大的机遇，趋势是最强的

力量。
我国“双碳”目标的提出，对鄂尔多

斯市伊金霍洛旗来说是历史性的机遇，
近年来，聚焦“双碳”战略擘画发展蓝
图，积极开拓“绿能”优势，致力打造“中
国典范、世界标杆”的零碳产业园新名
片。

筑牢发展底座———
谋划零碳产业园发展蓝图

规划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基础，建设
零碳产业园区必须做到前瞻性思考、全
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

伊金霍洛旗围绕构筑世界级新能

源装备制造产业，坚持高起点规划定

位、高标准创新示范、高能级引链强链、

高效能服务企业，着力打造“中国典范、

世界标杆”零碳产业园，探索走出资源

型城市转型升级的高质量发展新路。
零碳产业园区建设伊始，坚持先立

后破、通盘谋划、稳中求进的总方针，在
理念规划和顶层设计上下功夫，打造全
球首个真正落地的零碳产业园。紧盯新
一轮产业革命趋势，聚焦新能源产业发
展现状，放眼全球、面向未来、对标一
流，将绿色低碳发展理念融入规划、建

设、管理全过程，努力实现全方位“零碳
化”;坚持规划引领，初步形成科技创新
驱动、绿色低碳引领的规划体系。未来，
按照“城市发展轴‘一轴’、科技创新和
商业商务‘双核’、产业发展和生活服务

‘两区’”的总体布局，先期在 26 平方公
里核心区布局新能源绿色工厂、人才科
创中心、多元储能电站、特色商业街区，
打造以产兴园、以园促城、产城融合的
零碳产业城、零碳科技城、零碳生态城
和零碳未来城，努力打造低碳零碳经济
发展示范样本。

同时，零碳产业园作为新型电力系
统试验区，加快构建高比例绿电供给和
市场化电力交易体系，为全国同类园区
建设提供可复制推广的发展模式。创
新零碳系 统， 确立 80%直 供园 区、
20% 上 网 交 易 的 绿 电 供 应 模 式 ，加
快建设风电、光伏和智慧储能一体
化的零碳供能系统; 依托蒙西电网
独立电网优势，加快建设零碳产业园能
源岛、微电网和绿电配售系统，目前已
配套 10 吉瓦风光指标、完成 3 万千瓦
绿电接入，预计到 2025 年将形成全球
最大的 20 亿千瓦时绿电供应负荷。率
先制定标准，积极争取将成熟标准推动
上升为国家标准，并与国际规则接轨。
打造认证体系，将 52 家规上工业企业
纳入智能碳排放监测平台管理，为推行

“零碳绿码”，开展碳税条件下的国际贸

易打好坚实基础。

跑好关键赛道———
构筑千亿级新能源产业集群

根固才能树壮、根深才会叶茂。
零碳产业园充分发挥引进培育产

业、推进绿色发展重要作用，锻造产业
链条，提升竞争能力，加速转型升级。紧
盯行业头部企业，培育壮大“风光氢储
车”产业集群，先后引进远景科技、隆基
绿能、华友钴业等 9 家新能源头部企
业，加快构筑多能互补、多极支撑、多元
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深化“链长制”招
商，精准开展顶格招商、敲门招商，招引
落地新能源装备制造项目 15 个，创造
了第一条动力电池生产线、第一个光伏
全产业链、第一台氢燃料电池电堆等多
项自治区第一，填补了相关产业空白，
部分新能源场景应用走在了全国前列。
推动全产业链发展，强链壮群、聚链成
群,构建绿色高端的外向型产业链。截
至目前，已初步形成以远景储能及动力
电池为龙头，华景正极材料、镕锂负极
材料为配套的电池及储能产业链等。
2022 年园区实现工业总产值 524.4 亿
元，同比增长 33.5%。预计园区新能源
产业 2023 年将实现产值 200 亿元，
2024 年将达到 2000 亿元以上。

（下转 2版）

本报记者 王子旺
2023 年是“国际小米年”。联合

国提出这个概念旨在让人们认识
小米的营养和健康价值，以及小
米在恶劣和不断变化的气候条件
下的适应性，以促进可持续种植和
消费。

赤峰敖汉旗旱作农业系统于
2012 年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评选为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成为世界
上第一个旱作农业文化遗产。2013
年，它被列为第一批中国重要农业
文化遗产。

传统观点认为，地处黄河流域
的中原地区是旱作农业的发源地，
但敖汉旗兴隆洼遗址炭化粟、黍遗
存的发现引发了关于旱作农业起源
问题的新思考。

很多学者认为，我国旱作农业
可能不只有一个起源地，至少应包

括黄河流域和西辽河流域两个起源
中心。

西辽河流域就是北方旱作农业
的起源地。敖汉旗史前考古显现了
一个重要现象，即农业发展每 2000
年实现一次飞跃。如果北方旱作农
业起源于距今约 1 万年前，那么距
今 8000 年前后，兴隆洼文化第一次
出现显著变化；距今 6000 年左右
的 红 山 文 化 ， 系 第 二 次 发 生 变
化；距今 4000 年左右的夏家店
下 层 文 化 ，是 第 三 次 飞 跃 ；距 今
2000 年前后的汉王朝时期，为第四
次较大发展，并最终奠定了中国传
统农业生产方式。

从历史文化意义来讲，敖汉旗
很不一般，这里分布着多达 4000 余
处不同时期的古文化遗址。《明史》
记载，西辽河流域的敖汉曾经“沙柳
浩瀚，柠条遍地，鹿鸣呦呦，黑林生

风”，自然成了探索农业起源和文明
起源的理想之地。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考古人员
在对敖汉旗宝国吐乡兴隆洼村进行
7 次发掘后，终于发现这里是新石器
时代敖汉先民居住的村落———“华
夏第一村”。这为解答小米的起源问
题奠定了基础。

2001—2003 年，中国社科院考
古所内蒙古第一工作队对兴隆沟遗
址进行了 3 次考古发掘，采用浮选
法获取经过人工栽培的炭化粟、黍
的籽粒 1600 余粒，并经国内外 3 家
碳 14 实验室测定年代，确定这些炭
化粟黍距今约 7650 年，相当于兴隆
洼文化中期。这是西辽河流域迄今
所发现年代最早的、经过人工栽培
的旱作农业遗存，为探讨旱作农业
起源及早期传播提供了重要考古实
证。

进入冬天，北方人有“猫冬”的习惯。可眼下在内蒙古大地，处处涌
动着发展的热潮，重点项目建设正酣，工程进度有力推进，企业开足马
力赶订单，农业生产不间断……冬季不停工，“猫冬”变“忙冬”是内蒙古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缩影。

图为：在满洲里站集装箱场内，龙门吊正在装卸作业。（马骏驰 摄）

本报记者 张鑫
林业产业是绿色产业，肩负着生态

富民、绿色惠民的重大使命。随着林草
产业的快速发展，林业市场主体持续壮
大，产业的持续快速发展，在助推地方
生态建设、绿色发展的同时，实现了生
态惠民与生态保护双促进。

2023 年以来，兴安盟以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为指引，以全面打赢科尔沁
沙地歼灭战为目标，围绕“三北”工程建
设项目，立足木本油料、经济林和羊草
基地建设，“土特产”产业和林草碳汇交
易等方面，全力抓好林草产业发展，努
力构建“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
通道，加快推进林草产业发展步伐，拓
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途径，有效促进林
草产业高质量发展。

启动实施 300 万亩木本油料和
200 万亩经济林及林下经济基地建设
项目。2023 年计划建设 31.44 万亩，截
至目前已完成 28.14 万亩，完成率

89.5%。其中，已完成木本油料基地
9.59 万亩全部任务，经济林及林下经
济基地已完成 18.55 万亩，剩余 3.3 万
亩将于 12 月底前完成。

完成羊草草种繁育基地建设项目。
严把草种、技术、种植、监管 4 关，以国
审优良品种中科羊草和农菁 11 羊草为
主要种植品种，新建 4 万亩草种繁育基
地，占当年全区任务的 40%，均已成
苗，预计 2024 年可产干草约 2 万吨，
2025 年可产干草约 4 万吨、产种子
800 吨，满足兴安盟草原生态修复项目
用种需求；对 2022 年在科右前旗和扎
赉特旗新建的 0.9 万亩草种繁育基地
进行巩固提升，目前平均草高已达 45
厘米，同比增长 40 厘米。

提升林业“土特产”产业。积极扶持
林果加工企业扩大产品、研发新品、抢
占市场。年初，与江南大学、北京福来公
司合作研发文冠果油（茶）、五角枫油、
桦树汁等 8 项产品；扶持内蒙古科沁万

佳技改升级，完成文冠果生产线建设并
进行试生产。目前，五角枫生产线安装
有序推进。聘请北京福来公司等开展包
装设计和品牌宣传，打造兴安盟食用
油、“蒙榛”等优质特色品牌。“兴安太平
果”地理志集体商标申报已于 9 月由国
家知识产权局受理。

林草碳汇交易在全区先拔头筹。
2023 年，兴安盟实现全区林业、草原碳
汇“双首单”期货式交易，共计预购额
190 万元；制定《兴安盟林草碳汇开发
工作计划》，吸引中信证券等 15 家企业
来兴安盟洽谈，并对兴安盟可开发
CCER 造林碳汇项目进行潜力评估。据
悉，按照企业最低预购 30%的比例计
算，预购额可达 3000 万元。

融合发展是方向，增绿富民是目
的。兴安盟将持续走好产 业优质高
效绿色发展之路，坚持多点发力，实
现“多点开花”，有效推动林草产业增绿
增收。

本报记者 王丰

学尽百禽语，终无自己声。这是北
宋文学家张舜民在强调文学创作要锐
意创新的一句名言。其实创新在任何一
个行业内都是普遍真理。

1958 年，董鸿儒一个人进山种树，
誓将荒山变森林。但拼搏 7 年无果，而
他并没有放弃。直到 1965 年，他从河
北围场县林场带回华北落叶松树种，落
叶松在苏木山种“活”，从此苏木山披上
了绿装。

殷玉珍和丈夫一起在沙漠中种树
治沙十几年，摸索前行，不言放弃，探索
出一套层层设防、步步为营的方法，治

理流动沙丘面积达 4 万亩，种植了 30
多万棵树和沙柳、羊柴等，使昔日不毛
之地变成了“绿色王国”。

……
他们共同的经历就是屡战屡败，屡

败屡战。面对艰苦环境，他们没有退缩，
没有放弃，他们憋着一股不服输的劲
儿。正是这股心劲儿让内蒙古实现了荒
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双减少”、程
度连续“双减轻”，实现了重点治理区从

“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
变。

经过一代代治沙人的不懈努力，
“库布其沙漠治理模式”“磴口模式”“光
伏治沙模式”等行之有效的治理模式成

为当下治沙战线上旗帜，达到生态效
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相统一的良好
效果。

显然，防沙治沙是个长期系统性的
工程，显然刚有心劲儿是不够的。其中
创新机制是更为关键的，要将这个“新”
劲儿放在心上。同时，针对不同程度存
在的巩固治理成果难、投资标准低、超
载过牧严重、生态用水缺口大、林草产
业发展滞后等问题，要一个一个地进行
深度研究，更加注重从创新机制方面考
虑事情、解决问题。

防沙治沙之路仍然漫长，有心劲儿
更要有“新”劲儿。在创新路上坚持不
懈，沙漠终将成为“绿洲”。

伊金霍洛旗零碳产业园“碳”路新蓝海
“中国典范、世界标杆”

兴隆洼文化让赤峰饮誉中国旱作农业发祥地

山水林田湖草沙一起向“绿”系列报道之二十三

林草产业 增绿增收

蒙西基地库布其 200 万千瓦光伏治沙项目全部并网

“三北精神”里的内蒙古力量系列述评之十八

有心劲儿更有“新”劲儿

赶订单 忙生产

内蒙古各地
进入“冬忙”模式

零碳园区实景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