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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内蒙古高质量发展

12 月 17 日，由内蒙古自治区大数
据中心、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共同主
办的“携手绿色算力产业·共享金色数
智未来”京蒙绿色算力产业推介会在北
京召开。推介会上，京蒙两地签约项目
24 个，签约金额 478 亿元，双方将进一
步深化在共享绿色算力资源、共建绿色
算力设施、构建数据要素生态、推动数
据跨域流通等方面合作交流，共同构建
以绿色算力为核心的数字经济协同发
展体系。

京蒙协作是党中央着眼于推动区
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作出的重要
决策部署。北京是数字经济高地，集聚
了一大批数字经济领域龙头企业、创新

型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算力需求巨
大。内蒙古作为全国唯一同时承担大数
据基础设施统筹发展类综合试验区和
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级枢纽节点建设
任务的省区，具备得天独厚的政策、电
价、气候和区位优势。下一步，京蒙双方
将充分利用好京蒙协作平台，积极构建
两地数字经济优势互济、产业互补的协
同发展格局，推动内蒙古全方位融入京
津冀发展取得新突破。

近年来，内蒙古加快发展以绿色算
力为核心的特色数字经济，按照禀赋特
点和产业链梯度承接思路，以保障京津
冀实时算力、服务长三角和粤港澳非实
时算力需求，积极融入算力产业大格局

为牵引，大力推进绿色算力、算力调度
等基础设施建设，全区数据中心服务器
装机能力达到 250 万台，建成和林格
尔国际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和国家级
互联网骨干直联点。

当前，内蒙古正抢抓贯彻落实《国
务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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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机
遇，积极筹建和林格尔多云算力调度中
心和跨区域 400G/800G 高速光传输
网络，研究推进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建
设，加快建设国家重要的绿色算力保障
基地、超算和智算基地，为数字中国建
设提供有力支撑。

（据《内蒙古日报》）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12 月 11 日至 12 日在北京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全面总结 2023 年经济工作，深刻分析当前经济形势，系统部署 2024 年经济工作，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定向领航。 （下转 2 版）

本报记者 张鑫
有色金属高端新材料，是经济建设

不可或缺的基础材料。赤峰是“中国有
色金属之乡”，有色和冶金产业产值占
规上工业总产值的 80%，是赤峰市工业
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

2023 年，赤峰市又获批为国家承
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发展定位为有色金
属精深加工产业基地、绿色载能产业发
展培育区、京蒙协作“双向飞地”实践
区。丰厚的资源禀赋和坚实的产业基
础，使赤峰市在承接有色和冶金产业转
移方面有着明显优势。

近期，国务院印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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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意见》），《意
见》的印发，为赤峰工业经济发展注入
强劲动力，赤峰高新区把聚焦高质量发
展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任
务，着力推动着力发展冶金、化工、新能
源、新材料、锂电池等产业扩量提质，为
赤峰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据了解，钨钼及其合金具有极高的
熔点、低的蒸气压、高温下的低膨胀性

和尺寸稳定性、优异的高温力学性能以
及特殊的电性能等显著优点，产品广泛
应用于太阳能光伏、半导体、国防军工、
高端装备制造等领域。内蒙古星耀新材
料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钨钼高性
能材料及制品研发制造的深具创新发
展活力的民营高新技术企业，生产的高
性能钨钼棒丝材及其制品达到国际先
进水平。

2023 年，年产 3600 吨高性能钨钼
棒丝材及制品研发制造项目在东山产
业园正式投产，该项目从谈判到签约落
地仅用时 40 天，从签约到开工用时 30
天，从项目开工到项目主体基本完成用
时 53 天，仅用一年时间就完成了从签
约建设到建成投产，充分展现了赤峰高
新区良好的营商环境，跑出了“高新”速
度和“高新”效率。

在项目快速落地投产的背后，是赤
峰高新区在优化营商环境、加强和改进
服务效能方面的不断发力，也是聚焦聚
力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交给内蒙古的“五
大任务”和全方位建设模范自治区两件
大事的生动体现。赤峰高新区实体化运

行“项目管家”制度，从项目立项到竣工
验收，在项目建设审批各个环节为企业
提供“保姆式”服务，对招商引资项目推
进中遇到的能耗、用地、环保等诸多困
难和问题，通过召开专题会议、采取领
导高位推动等方式予以解决，有力推进
项目快速落地投产，助推企业“加速
跑”。

同时，赤峰高新区根据企业需求，
为企业配置标准化厂房，95 天便完成
4.8 万平方米订制的标准化厂房建设。
目前赤峰高新区“一区四园”为企业提
供标准化厂房总面积已达 82 万平方米
以上。

一个个优质的项目，一组组亮眼的
数据，彰显出赤峰高新区有色金属新材
料产业高歌猛进的发展态势。赤峰市将
充分发挥有色金属矿产资源和产业基
础优势，以赤峰高新区、赤峰有色金属
开发区、赤峰冶金化工开发区为重点，
承接铜、铅、锌、钼、锡等下游精深加工
企业和项目，打造形成以铜精深加工为
核心，以铅、锌、钼、锡精深加工为特色
的有色金属新材料产业集群。

本报记者 王子旺
稻米在人类文明发展历程中扮演着

重要角色，是全世界的主要食物之一。
“稻花香里说丰年”，绝不是南方长

江流域才有的画面。在内蒙古东北部的
兴安盟，同样有很长的稻作历史。兴安
盟地处北纬 46°，是世界公认的寒地水
稻黄金种植带。

兴安盟种植水稻的历史已有一百
多年。1885 年，因乌兰浩特市三合村河流
较多、水源充足，宜开发水田，第十二世扎
萨克多罗札萨克图郡王乌泰自辽阳迁
50 户朝鲜族人至原札萨克图旗所在
地———三河屯。从此，勤劳智慧的朝鲜

族人民开荒引水，胼手胝足，精耕细作，
开创了三河村水稻栽培历史的新篇章。

一开始村里只有朝鲜族村民种植
水稻，后来其他民族群众也不断加入进
来，因地制宜发展水稻种植，村里的朝
鲜族群众无私地将选种、插秧等水稻种
植技术传授他们，各族村民在一起耕耘
收获。

“扎赉特旗是兴安盟水稻生产主产
区，我们在展厅内以‘春种、夏耘、秋收、
冬藏’为主线，收集本地农民使用过的
生产工具，想集中反映寒地水稻生产的
发展过程，这既是农耕历史的再现，更
是饮水思源的深刻回忆。”扎赉特旗好

力保镇宣传委员赵艳红介绍说。
10 月 10 日，兴安盟扎赉特旗好力

保镇水田村项目示范区实收亩产刷新
纪录，高达 761.5 公斤，继 2022 年兴安
盟水稻亩产 743.5 公斤后，再次打破全
区水稻亩产纪录。

今年，兴安盟水稻种植面积达 115
万亩，在全盟范围内开展水稻绿色节水
高效示范栽培技术协同推广项目，建设
优质高效绿色节水标准化试验示范基
地 12 个，试验示范面积合计 5300 亩。

如今，“兴安盟大米”已成为“东北
上游·净产好米”的典型代表，成为兴安
盟农业的“金名片”。

本报讯(记者 张鑫)12 月 15 日，2024 呼和浩特跨年活动暨“无羊不欢·内蒙古羊肉市集”在呼和浩特市正式开街，
为呼和浩特市 2024 跨年系列活动拉开了序幕。

本次活动以特色食材“内蒙古羊肉”为主题，组织额尔敦、格日勒阿妈、德顺源等 20 家优质餐饮商户进行现场展示
品鉴和推广销售，并通过美团平台、大众点评线上推广引流，街区、商业综合体线下互动促销相结合的方式，吸引消费
者打卡美食街区，推荐内蒙古“好羊肉”。

近年来，呼和浩特市全力推动餐饮行业高质量发展，围绕餐饮业“提品质、创品牌”为落脚点，打出餐饮高质量发展
“组合拳”，先后举办了系列美食评选推介和宣传推广活动，大力培育特色餐饮品牌，为区内外游客尽享内蒙古美味带
来了新体验，也为首府餐饮市场繁荣活跃增添了活力。同时，随着大众点评全国首条美食街落户回民区宽巷子，为呼和
浩特市餐饮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本报记者 王丰
在科尔沁沙地、浑善达克沙地之

上，人和灌木都蕴含着—种坚韧的精
神。长在这里的沙棘，根系非常发达；生
在这里的人，代代传承绿色的梦想。迎
难而上，从不言败。

八百里瀚海，黄沙为患。在妥协与
迎战的抉择中，赤峰人义无反顾守家园
战黄沙，用智慧和绿色给予黄沙反击。

克什克腾旗经棚镇白土井子村地
处浑善达克沙地边缘，这里曾经风沙
肆虐，漫天黄沙不仅威胁着当地村
民的生存，还源源不断地向周边“输
送”着千万斤的泥沙，威胁着本就脆弱
生态环境。为改变这一现状，1992 年，
白土井子村党支部书记方瑞发开始带

领村民防沙治沙，他们被誉为村里的
“治沙一代”。

为防止沙地继续向外延伸，老支书
组织村民将柠条、水和沙障不断运往沙
地边缘种植，那时候的治沙真的是“人
进沙退”“沙进人退”的反复争斗，在那
段艰苦的岁月里，老支书带领村民白天
吃在沙地上，晚上睡在沙障旁，经年累
月，日复一日，这才锁住了沙地外延的
进程。

面对困难上不上？几十年来，在赤
峰大地上，“三北”防护林建设、退耕还
林还草、京津风沙源治理，生态建设重
点工程一批接着一批，防沙治沙实践一
个跟着一个，从未停歇。

在沙漠腹地，翁牛特旗、克什克腾

旗万人大会战的感人场景依然激励后
人；唐八十、李彦军 等一 个 个草 原硬
汉以一己之力，挺进沙海，迎战黄
沙 的战斗仍在继续。在 治 沙现 场，

“以路治沙”“引水入沙”切割治理、流动
沙地沙障治理、丘陵山地综合治理……
创新防沙治沙模式一个接着一个，从未
止步。

如今，森林面积由 600 万亩扩大
到 4547 万亩，森林覆盖率由 5%提高
到 35.78%，沙化土地面积减少 1166 万
亩。此刻，呈现在眼前的，是一个绿色不
断延展、瀚海变绿洲的赤峰。

在这一显著成绩的背后，是一代又
一代治沙人从不言败的坚持和无声的
奉献。

赤峰市打造有色金属高端新材料产业园
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寒地水稻黄金带亦说“稻花香里说丰年”

签约金额 478亿元

京蒙携手构建数字经济协同发展体系

“三北精神”里的内蒙古力量系列述评之二十

治沙路上不言败

“无羊不欢·内蒙古羊肉市集”
在呼和浩特正式开街

消费者打卡羊肉市集

邀您共赴冰雪之约 “北京—呼和浩特”滑雪专列开通

XUESIXIANG QIANGDANGXING ZHONGSHIJIAN JIANXINGONG
学思想强党性重实践 建新功

主题教育开展以来，内蒙古各地聚
焦落实“五大任务”，扎实推进国家重要
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建设，以工作质效检
验主题教育成效，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书写内蒙古发展
新篇章。

巴彦淖尔市推动河套绿色农畜产
品生产加工基地初见成效。累计实施高
标准农田 232.2 万亩，改造盐碱地 20.3
万亩。严格落实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党
政同责，全市总播面积 1218.89 万亩。
累计建成设施农业 24.58 万亩，成为西
部地区重要的反季节蔬菜瓜果供应基
地。全面实施奶业振兴“倍增计划”，建
成奶牛规模养殖场 120 家，奶牛存栏
33.24 万头。累计建成肉羊规模化养殖
场 7228 个(存栏 300 只以上)，年度饲
养量 2200 万只以上，成为全国地级市

唯一四季均衡出栏的肉羊养殖加工基
地。全市 947.6 万亩农作物、38.8 万头
(只)牲畜实现参保。开通“乌拉特后旗
号”中欧班列，建成籽仁、番茄、脱水菜
3 个国家级外贸转型基地，农畜产品出
口额连续 14 年居全区首位。

兴安盟高质量推进国家重要农畜
产品生产基地建设，新建高标准农田
91 万亩。黑土地保护性耕作方面，已实
施面积 827 万亩，建设县乡村级高标准
保护性耕作应用基地 60 处、保护性耕
作实施效果监测点 7 处。设施农业方
面，已完成新建面积 0.33 万亩，改扩建
温室 2450 亩，新建二氧化碳气肥科学
施用技术核心区 100 亩，示范带动巴
日嘎斯台农业园区及其他旗县市 200
亩。兴安盟牲畜存栏 1290 万头(只)，同
比增长 7.0%。

呼伦贝尔市按照“扩大数量、增加
产量、提高质量”的要求，制定国家重要
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工作方案，明确 26
项重点任务，细化制定粮食生产、设施
畜牧业等 12 个行动计划，每个行动计
划配套制定重点任务清单、项目资金支
撑清单、技术支撑清单和管理办法清单
4 个支撑清单，同步成立 12 个工作专
班，逐级压茬推进。全市农作物总播面
积完成 2829.21 万亩，较 上年增加
11.96 万亩，超额完成自治区下达的粮
播、大豆、油菜和带状复合种植 4 项任
务。2023 年牧业年度全市牲畜存栏达
1252.3 万头只，同比增长 4.9%。奶牛存
栏达到 31.5 万头，同比增长 10.4%。预
计全年一产增加值增速 6.5%，达到
410 亿元以上。

(据《内蒙古日报》)

“干”字当头“实”字落地

高质量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

确保同向发力、形成合力
———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看 2024 年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