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王丰 实习生 李嘉琪

西辽河是辽河的上游，也是辽
河的最大支流。南源老哈河与北源
西拉沐沦河在赤峰市翁牛特旗大兴
乡海流图村汇合，共同组成西辽河
的干流。

有水的地方就有人。西辽河沿
岸地势平坦，多草原丘陵地貌，土质
疏松肥沃，逐水而居的人们在这里
繁衍生息。

但西辽河流域本属草原生态系
统，这意味着流域内自然环境 具
有不稳定性 ，脆弱 易变，也 意 味
着人 们 需要 在采 集 与 渔 猎 之 外

开拓出新的生存方式，以抵御环境
变化带来的资源短缺问题，农业就
这样诞生了。

兴隆洼聚落遗址位于背风向
阳、平缓开阔的敖汉旗低丘陵上，这
样的自然环境，很适合粟黍类旱作
作物的栽培。

粟脱壳即为小米，黍则为黄米。
这类作物适应能力强，十分耐旱，在
有水的地方甚至长得更好，对于气
候容易发生波动的北方来说再合适
不过。

20 世纪 80 年代初，兴隆洼遗
址首次被发现，后续的考古作业中，
专 家发 现 了炭 化 粟 黍 植 物 标 本

1500 余粒，约 8000 年历史，这个
发现震惊世界，国外考古研究学者
多次来此考察研究，毕竟在此之前，
学术界认为世界上最早的黍出土于
西亚，距今约 7000 年。

中外顶级植物考古专家合作研
究的结论为：不管是西亚还是欧洲，
或是世界各地的小米，均起源于我
国的北方地区。

遗址内的红山文化上承兴隆洼
文化，下启夏家店文化，在遗址中发
掘出土的大部分器类均属农业器
具，包括但不限于石斧、石耜、石锄、
蚌刀、石磨盘、石磨杵等，标志着迈
入耜耕农业阶段后，红山文化时期

的原始农业文化第一次达到繁荣。
后续兴起的小河沿、夏家店文

化代表着青铜器文化时代的到来，
再次升级的耕种工具将史前农业发
展推到了一个更高的阶段。

历史绵延、改朝换代不影响民
以食为天，从刀耕火种到锄耕农业，
西辽河迎来送往多少人，不变的是
以粟、黍种植为代表的，稳定发展繁
荣的北方农耕文明。

目前，敖汉旗约有 80%的农户
种植谷子，种植面积常年稳定在
100 万亩以上，产业规模达 30 多亿
元。同时，小米产业链不断延伸，产
业集群效应逐步显现。全旗现有规

模以上小米加工企业 34 家，打造
国家级龙头企业 1 家、自治区级龙
头企业 5 家，注册成立以小米为主
的杂粮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366
家。全旗现有小米经营户 3400 余
家、网店 200 余家，销售网络覆盖
全国二三线以上城市及 700 多个
市县区，年外销杂粮产品约 6 亿斤，
为农民增收 8 亿元以上。

如今，“敖汉小米”实现华丽变
身，先后获批“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
品”“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入选
中国农业品牌目录，区域公用品牌
价值超百亿元，实现了从“无人识”
到“天下闻”的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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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迪威娜)食品
生产许可证电子证照启用以来，
赤峰市多家食品企业享受到了
实实在在的便利。

实现“一键送达”，申请办理
食品生产许可的企业可通过登
录“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网上申办平台”或“内蒙古政
务服务网”进行在线申报，业务
办理情况(退回补正、受理通过、
准予许可等)全程可查;实现在
线查看，经办人收到当前业务已

“准予许可”的短信后，食品生产
许可电子证照信息与营业执照
电子证照信息将实现同步关联。
企业可通过业务申办平台点击

“证照查看”、也可通过微信或支
付宝“电子营业执照”小程序以
及扫描证照二维码等多种方式
在线查看食品生产许可电子证
照;实现在线下载，企业可以登
录业务申办平台，在“办结事项”
下“查看”相关业务，点击业务页
面右上角“电子证照”，下载 ofd
或 pdf 格式的食品生产许可电
子证照进行保存使用。电子证照
信息可在自治区及赤峰市市场
监管局官网查询，同时许可信息
同步至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
系统进行公示。纸质许可证也可
根据申请人意愿通过窗口自取
或免费寄递到企业所在地址。

电子食品生产许可证经“一
键送达”后企业即可使用，进一
步缩短了企业的办事时间和成
本，方便了企业、节约了资源，改
善了以往传统纸质证书带来的
不便，为市场主体办理和使用有
关证书提供了便捷。赤峰市市场
监管局还积极与自治区及市级相关职能部门对
接电子证照推广应用工作，真正实现食品生产许
可全流程“数据跑路”。

一年之计在于春，一年好景在春耕。眼下正是春耕
春种的大好时节，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三道桥镇和平村
抢抓春耕有利农时，以“提早播种”争“市场主动”，有序
推进西瓜、甜瓜苗移栽，为今年西瓜、甜瓜增产增收打好
基础。

走进三道桥镇和平村的田间地头，一个个隆起的小
拱棚非常惹人注目，一旁的瓜农们正忙着打孔、点瓜、搭
拱、铺膜，趁着春光，栽种早春西瓜苗。三道桥镇和平村
村民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小拱棚是西瓜、葵花套种，一
亩投入 500 元，四月中上旬开始播种西瓜，六月底上市，
早冠龙亩产 4500 斤左右，沙漠系列西瓜亩产 6500 斤
左右，加上葵花的收入每亩净收入能达到 6000 元。

近年来，三道桥镇依托本地资源优势，将西瓜、甜瓜
种植作为特色产业大力推进，通过西甜瓜专业合作社和
和平村西甜瓜协会及农产品检测站，形成了以和平村西
甜瓜为核心的西甜瓜核心产业种植区，引领带动全镇西
瓜、甜瓜产业和设施农业快速发展，走出一条现代农业
助力乡村发展的振兴之路。

（王嘉欣）

3
2023 年 4月 25日 星期二
编辑：张鑫 美编：罗万玲 网址：www.nmgsb.com.cn

政经ZHENGJING

本报记者 张鑫
“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

结果，一季度全区地区生产总值
5344 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
增长 5.6%。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
加值 173 亿元，同比增长 6.4%;第
二产业增加值 2609 亿元，增长
7.4%;第三产业增加值 2562 亿元，
增长 4.3%。”4 月 20 日，2023 年首
季经济成绩单出炉。

自治区统计局副局长汪传敬介
绍，一季度，全区上下坚持稳中求进
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
新发展理念，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
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聚焦
落实“五大任务”和全方位建设模范
自治区两件大事，抢时间、争效率、
拼干劲，全区经济运行起步稳健、稳
中有进。

农业生产形势稳定，畜牧业生
产平稳向好。一季度，全区农林牧渔
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各地春耕
备耕准备充足，高标准农田项目和
优质高效增粮行动有序推进。畜牧
业生产平稳向好，存栏规模持续扩
大。截至 3 月末，全区生猪存栏
577.6 万头，同比增长 2.4%;牛存栏
880.6 万头，增长 9.3%; 羊存栏
6887 万只，增长 2.7%; 家禽存栏
6100.5 万只，增长 2.5%。一季度，
全区猪牛羊禽肉产量为 40.7 万吨，
同比增长 3.8%。牛奶产量 147.9 万
吨，增长 7.6%。

工业生产平稳增长，主要产品
增势较好。一季度，全区规模以上工
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7%。在全区
38 个工业行业大类中，25 个实现
增长，增长面达到 65.8%。从主要能

源产品看，原煤产量 31327.9 万吨，
同比增长 3.5%; 发电量 1703.8 亿
千瓦时，同比增长 9.2%，其中，风力
发电增长 23.2%。

服务业快速复苏，行业增长面
扩大。一季度，全区服务业增加值同
比增长 4.3%，比 2022 年全年加快
2.1 个百分点。其中，批发零售和住
宿餐饮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7%，金
融业增加值增长 8.3%。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较快，高技
术产业投入持续加大。一季度，全区
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
39.2%。分领域看，基础设施投资同
比增长 50.3%，制造业投资增长
62.6%，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 5.6%。
全区商品房销售面积 319 万平方
米，同比增长 15.3%;商品房销售额
201.2 亿元，增长 20%。

市场销售快速恢复，接触型消
费迅速回暖。一季度，全区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 1286 亿元，同比增长
8.4%。按消费类型分，餐饮收入增
长 16.3%，商品零 售增长 7.5%。
基本生活类商品销售良好，限额
以上粮油、食品类商品零售额同
比 增 长 18.7% ， 日 用 品 类 增 长
79.4%，中西药品类增长 25.5%。升
级类商品销售稳定增长，限额以上
金银珠宝类、电子出版物及音像制
品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 34.6%和
20%。

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工业
生产者出厂价格继续回落。一季度，
全区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1%。
其中，城市上涨 1%，农村上涨
1.1%。

居民收入平稳增长，城乡居民

收入比值缩小。一季度，全区全体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0068 元，同比
增长 4.6%。按常住地分，城镇常住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2584 元，增
长 3.8%;农村牧区常住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 6114 元，增长 6%。城乡
居民收入比值为 2.06，较上年同期
缩小 0.04。

汪传敬表示，一季度全区经济
运行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积极因素
不断累积。下阶段，我区要以高质量
发展为首要任务，围绕落实“五大任
务”和全方位建设“模范自治区”内
涵和要求，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
进，量质并举推进农牧业生产，狠抓
工业增产增效，着力扩大有效投资，
不断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努力推
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
理增长。

本报讯 (记者 张鑫)4 月 22 日上午，“古风穿越
聚衙署 文明春游赏丁香”呼和浩特市文明旅游志愿
服务活动暨 2023 年将军衙署博物院丁香节在内蒙
古将军衙署博物院正式启动。丁香盛放的花期恰逢五
一小长假来临，呼和浩特市邀请市内外游客前往将军
衙署博物院，一起着古风、赏丁香、逛衙署、文明游青
城!

活动现场，穿着古风服饰的游客在一簇簇丁香花
丛中打卡文明旅游活动并拍照留念。同时在现场设置
的文明旅游志愿服务流动摄影站免费领取文明春游
系列明信片和春游照片。通过一系列趣味导向的互
动，引导游客自觉形成文明旅游意识。本次活动为了
让游客能够沉浸式体验将军衙署博物院的历史文化
魅力，博物院特意撤下大堂展厅栅栏，并对外开放衙
署春秋展厅，为有需求的游客开放盖纪念章服务，并
在味莼轩展厅提供古代投壶游戏体验。

当天去打卡的市民李乐说：“将军衙署博物院是
像我这样的古风爱好者最愿意来的打卡地。一座将军
府，半部青城史，这里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而且
今天的活动巧妙地融入了很多文明旅游的提示，让我
们在游玩中践行文明行为。”

据了解，“古风穿越聚衙署 文明春游赏丁香”呼
和浩特市文明旅游志愿服务活动是呼和浩特市文化
旅游广电局在 2023 年开展的第二场以文明游青城
为主题的活动。该系列活动通过与市民、外地游客互
动，在讲述呼和浩特历史文化故事、介绍呼和浩特市
各大博物院馆、景区景点及相关文物知识的同时，进
一步融入文明旅游的引导，让游客积极践行文明旅游
行为规范，形成文明游青城的良好氛围。

值得关注的是，4 月 22 日至 5 月 3 日丁香节期
间，游客可以凭借身份证在将军衙署博物院游客中心
免费租借古风服饰打卡拍照。

5344 亿元 一季度内蒙古经济运行数据出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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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中华文化弘扬中华文明·生态与文明

西辽河流域，北方农耕文明在这里生发

一年种三季
西瓜、甜瓜吃不停

本报讯（记者赵永光）在乌兰察布市兴和县
城关镇二台子村，村民“老尚”曾经一度上访出了
名，但现在“老尚”从一个难缠的上访户变成了村
里维稳一方的联防员。“老尚”主动参与化解村民
间矛盾纠纷成为该村基层治理新风尚。变化来源
于创新，兴和县城关镇二台子村党支部通过推进

“信访 + 党建、治理、服务”等多种渠道，创建新
时代“一核引领、多网融合”村级治理新体系，上
访事件为“零”。开创了兴和县基层综合治理和乡
村信访工作新模式。目前，这一模式，正在该县推
开。

在二台子村，通过党的领导“一核引领”，强
基固本筑堡垒，积极探索党支部引领、多方联动
的基层治理工作格局，实行“两委”干部信访工作
包村制度。村“两委”干部和驻村工作队员每人包
联一个村民小组，负责包联村组信访维稳。同时，
成立以村党支部书记任调解委员会主任、“两委”
成员、驻村工作队员及村民小组长为成员的调解
委员会。调委会下设 6 个村民调解小组，包联村
干部任组长，由村内威望高、责任心强的党员和
村民代表担任成员。在此基础上，建立党员干部
信访代办制度，推选出 2 名综合能力较强的信访
代办员代办群众信访工作，通过变群众个体表达
诉求为镇、村干部主动无偿为群众代为办理诉
求，变“等群众上访”为“替群众代办”，变“被动化
解矛盾”为“主动解决问题”，让信访代办成为解
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的重要渠道。

社会治理重点在基层，乡镇治理难点在村。
推行信访代办工作以来，仅 2022 年，二台子村
解决建房、修路等矛盾纠纷 10 人次，化解长期
积压的矛盾纠纷 3 起，村无民事纠纷引发刑事案
件，无民间纠纷引起治安案件和群体性上访事
件，成为兴和县基层社会综合治理的典型。

“一核引领、多网融合”
乡村信访工作开创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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