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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鑫）记者从自治区能
源局获悉，为期 6 个月的“迎峰度冬”电力
保供工作已圆满收官。

据介绍，2022 年入冬以来，自治区
坚决扛起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重大政治
责任，坚定不移做好电力安全供应保障工
作，全区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发电能力充
足，电力供需形势总体平衡。据电力行业
协会数据统计，2022 年 10 月至 2023 年

3 月，全区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 9%，领
先全国 5.4 个百分点;全区外送电量同比
增长 16.5%，全力保障了区外电力供应。

迎峰度冬期间，全区电力行业生产秩
序规范运行，煤电机组出力水平明显高于
去年同期，机组非停受阻规模较上年同期
下降 1.3%;电力用户用电安全得到保障，
持续完善负荷资源参与电力现货、辅助服
务市场机制，引导用户主动削峰，持续增

加需求响应资源，提高需求侧响应能力，
有效保障了迎峰度冬期间区内用电需求
和区外电力供应。

下一步，自治区能源局将持续加强电
煤供应保障和机组运行常态化管理，确保
火电出力水平好于常年;督促电网企业提
高调度管理水平，科学合理安排机组检修
计划;不断提升需求侧响应能力，确保民
生、公共服务和重点行业安全用电。

本报记者 张鑫
眼下正是中药材防风收获的

季节，记者走进赤峰市林西县新
林镇上升村的中草药种植基地，
村民们正忙着采收药材，一派繁
忙的丰收景象。微风拂过，混杂着
缕缕幽香，令人心旷神怡。

近年来，新林镇积极转变产
业发展思路，流转村民土地进行
集中管理，并引进中药材企业，按
照“党总支部 + 企业 + 基地 + 农
户”的模式发展中药材种植产业，
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实力，带动
村民增收致富，切实推动乡村产
业振兴。今年种植的 100 亩防风
预计产值达 20 多万元。

“现在收获的是 100 亩地的

防风，每亩地的产量在 1000 斤左
右，每市斤的鲜货价格是 6.5 元，
扣除费用，每亩地纯收入在 2000
元左右。我们村的药材基地共计
440 亩，种植的品种有黄芪、黄芩、
防风等，村集体经济收入达到 40d
万元到 50 万元之间。”新林镇上
升村党总支书记曹景文介绍。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
之重。为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提高农业产业经济效益，新林镇
立足自身优势，大力发展中药材
特色产业，将中药材产业作为富
民增收和乡村振兴“新引擎”，通
过全力夯实生态产业基础、积极
打造生态产业品牌、持续探索生
态富民模式，实现生态致富，惠民

富民。如今，中药材产业已经成为
村民增收致富的一剂“致富良
方”。

靠着种植中药材，收获着希
望，收获着幸福，收获着红火火的
好日子。上升村村民张振财 2021
年种植了 58 亩桔梗，亩产量达
4000 多斤，毛收入 1 万余元。今
年，尝到甜头的他打算继续种植
桔梗。对于收入，他心里早已有底
儿了：“现在种药材比种植大田要
好，镇里有专业的技术人员进行
指导，今年又种植了 40 亩桔梗，
生长 3 年后，市场行情好的话，收
入可观。”

同时，依托恒光大、宏图、甲
云等中药材龙头企业，新林镇持

续调整产业结构，采取旱地“雨季
秋播”的方式，大力发展仿野生道
地药材，推动中药材种植标准化、
产业化、科学化发展。2018 年，通
过招商引资引进黑龙江甲云中药
材种植专业合作社在新林镇发展
中草药种植，已发展种植面积近 1
万亩。目前，合作社承包的 1000
亩防风药籽和药根都陆续进入收
获期，2022 年种子收入达 100 多
万，近期采收的药材根儿，亩产能
达到 3000 元左右。黑龙江甲云中
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计划再发展
中草药 5000 亩，预计 7 月中旬开
始种植。

“新林镇采取‘龙头企业 + 基
地 + 农户’和‘村集体经济 + 基地

+ 农户’的发展模式，发展壮大村
集体经济。做强药产业，拉长产业
链。下一步，新林镇将引进甲云中
药种植合作社，开展中草药初加
工项目，预计年底建成投产，年加
工药材 1000 吨以上，带动 300
人就业。”对于发展中药材产业，
新林镇政府副镇长于浩淼充满了
信心。

目前，新林镇中药材种植面
积达 5 万亩以上，种植品种有黄
芪、黄芩、防风、苍术等，带动了 50
户农户参与中草药种植，年人均
增收 8000 元以上。努力把中药材
产业打造成为生态美、环境优、群
众富的绿色生态产业，为乡村振
兴注入新活力。

本报记者 迪威娜
5 月 21 日，主题为“源在

兴安 青城羊帆”兴安盟肉羊
产业高质量发展研讨暨品牌
推介会在呼和浩特召开。

本次推介会旨在加快推
进兴安盟肉羊产业的高质量
发展，助推兴安盟乡村振兴
和农牧业产业化发展，聚力
打造“源在兴安”区域公用品
牌。

“一生只做草原有机羊，
把草原好羊肉分享给全 世
界。”研讨会现场，兴安盟羊
肉代表品牌特门郭勒草原有
机羊品牌创始人王国祥 介
绍，经过 10 多年筚路蓝缕、
坚韧不拔，特门郭勒草原有
机羊走出了一条品牌创新之
路，使兴安盟羊肉开始享誉
长城内外，让科右前旗草地
羊崭露头角。

“科右前旗紧紧围绕‘一
畜种打造一品牌’的理念，在
保持‘草、畜、人’和谐相处的
基础上，着力打造科右前旗
草地羊品牌，肉羊养殖产业
如火如荼，全旗牧区草地羊
养殖数量在 200 万只以上，
年出栏优质羔羊 100 万只。”
科右前旗人民政府常务副旗
长王猛表示，目前，科右前旗
草地羊已被录入全国特优新
农产品名录，获农业农村部
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认证。
科右前旗将以本次大会为契
机，充分吸纳各位专家学者
的真知灼见，积极拓展创新
发展思路，全面延长产业链
条，走好“规模、品质、高效、
共赢”的发展之路。

兴安盟拥有得天独厚的
天然条件，拥有优质的草原
羊肉资源。现在是酒香也怕
巷子深的时代，好产品一定
要通过好的产业链构建、好
的品牌打造， 好的宣传 推
广，要让更多的消费者 喜
欢和消费， 好的地理标 志
和好的地方 特 产也 一定要
形成好品牌矩阵和好的产业

集群，通过整个产业的高质量
发展，带动地方经济发展。

兴安盟政协副主席、肉羊
产业链链长王英杰介绍，一直
以来，兴安盟高度重视发挥绿
色资源优势做强肉羊产业链
条，目前已有肉羊屠宰企业
33 家，年加工能力 785 万只。
2022 年度，兴安盟肉羊存栏
985 万只，出栏 450 万只。“兴
安盟羊肉”被认证为国家农产
品地理标志。预计到 2025
年，全盟肉羊存栏将稳定在
1000 万只，年出栏 600 万
只，产值可达 80 亿元。随着
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人
们对健康饮食也有了更高追
求，食品市场对绿色、高品质
肉类产品的需求显著增加，为
肉羊产业发展带来了重大机
遇，创造了巨大空间。

内蒙古兴安盟商会会长
白国义表示，兴安盟肉羊产业
高质量发展研讨暨品牌推介
会的举办，是兴安盟羊肉走出
去的重要一步，特门郭勒通过
产品创新、营销创新和商业模
式的创新，使“兴安盟羊肉”地
理标志品牌和“源在兴安”区
域公用品牌形成合力，打响

“兴安产、安心选”的消费新浪
潮。

双向奔赴，成就美好未
来。“特门郭勒”正在创建多种
业态、多场景的服务体系，包
括“特门郭勒草原有机羊肉零
售店”“特门郭勒草原羊庄”

“ 特 门 郭 勒 草 原 羊 汤 ”“ 特
门郭勒草原全羊府”，以满
足消费者对羊 肉消费的多
元需求。作为扎根基层 15 年
全区最早一批大学生村官的
王国祥一直采取“反急功近
利”和“像爱护自己眼睛一样
爱护品牌”的理念让特门郭勒
充满行稳致远的后劲。

活动现场还举行了“源在
兴安”区域公用品牌和“内蒙
古兴安盟商会推荐品牌”“内
蒙古乡村产业振兴先锋品牌”
授牌仪式。

本报记者 王丰
作为新能源大区，内蒙古头顶有风光，脚下有煤炭，空

中有电网，煤炭、风能、太阳能等能源，资源储量丰富。所以
要抢占先机，多元消纳，争取“再造”一个“增长极”。

说到多元消纳，就要提到提升消纳能力。
内蒙古是国家重要能源基地，能源消纳其一是内部消

化，其二就是外送。
去年底，内蒙古科学技术研究院与中国石油天然气管

道工程有限公司、中太(苏州)氢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签署战
略合作协议，合作共建“内蒙古氢能走廊”项目。该项目以
乌海蓝氢基地为起点，途经黄河几字湾大型清洁能源基
地，建成后将是联通蒙东、蒙西的重要氢能储运的基础设
施，能够有效支撑“氢 - 电”耦合发展，降低风电、光伏项目
的投资强度，有效促进新能源开发。

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准格尔旗累计销售煤炭
9105.9 万吨，较去年同期增加 1076.6 万吨，同比上升
13.4%。

今年一季度，内蒙古通过“四交三直”7 项特高压输电
通道，外送电量 311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41.28%，创历史新
高。

内蒙古将持续加大新能源重点项目投资力度，加快推
进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积极服务沙戈荒大型风光基地建
设，推进库布其沙漠基地 400 万千瓦新能源汇集工程、张
北—胜利特高压、国电投白音华电厂接网等重点工程，不
断提升内蒙古电力外送能力。

我们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应看到问题所在。内蒙古
新能源开发模式较为单一，应用场景不足，主要还是依靠
发电卖电，在已并网新能源装机中，近 90%为保障性并网
项目，其余为外送项目，不仅电网消纳和调度运行方面承
受较大压力，而且在牵引和带动自治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方面发挥作用还不够。

事实上，在经历了快速发展期后，目前内蒙古新能源
发电已从高速增长转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装机规模和
发电量平稳增长的同时，更加注重消纳。根据自治区能源
局印发的《内蒙古自治区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保障实施方
案》，到 2025 年内蒙古可再生能源电力总量消纳责任权重
将力争达到 25%以上。

从“羊煤土气”到“追风逐日”，内蒙古计划“十四五”期
间，全区建成市场化并网消纳新能源装机 4000 万千瓦以
上，新增并网本地消纳新能源 2/3 以上将来自市场化方
式。新能源产业逐渐成长为内蒙古新的经济“增长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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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蒙古马精神

内蒙古聚力打造
新能源产业高地 3版

“小药材”变成致富金“药”匙

兴安盟：

瞄定产业升级
助推肉羊高质量发展

随着气温逐渐升高，内蒙古兴安盟境内的水稻田迎来插秧期，当地农民抢抓农
时，田间一派繁忙景象。

图为：5 月 15 日农民驾驶插秧机在兴安盟乌兰浩特市的水稻田中插秧。
彭源 摄

兴安盟：水稻插秧忙

内蒙古电力保供“迎峰度冬”圆满收官

【推动五大任务见行见效·
能源之举】系列述评②

绎绎绎

多元消纳
“再造”一个“增长极”

———我区各部门各单位广
泛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延链补链强链
本报讯 (记者 张鑫) 5 月 22

日，记者从内蒙古自治区生物多
样性保护新闻发布会了解到，《生
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
大会举办以来，自治区在推进生
物多样性保护工作上持续发力，
建立了内蒙古自治区生物多样性
保护厅际联席会议制度，各成员
单位协调联动，形成工作合力，共
同推动全区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
新成绩。

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党组成
员、副厅长赵世德就我区生物多
样性保护的有关情况进行发布。

生 物 多 样 性 调 查 方 面 ，自
2021 年以来，为摸清内蒙古生物
多样性本底，自治区开展了多项
调查和研究，获得了全区生态系

统和植物物种多样性最新研究成
果，为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支
撑。全区 12 个盟市中，植物科数
量最多的盟市为兴安盟，有 118
个科，植物属和植物种数量最多
的盟市为呼伦贝尔市，分别为
458 属、1196 种 。 值 得 一 提 的
是，阿拉善盟区域内中国特有
植物种的数量最多， 高达 116
种 ，其 次为 乌 兰察 布市 (67 种 )
和呼和浩特市(63 种)。其中，仅在
阿拉善盟存在的中国特有植物种
48 种，包括阿拉善黄芪、阿拉善风
毛菊、阿拉善独行菜、贺兰山棘
豆、贺兰山岩黄芪、贺兰山蝇子草
等。

林草种质资源保护方面，近
年来，自治区认真贯彻落实国家

种业振兴战略，围绕种质资源收
集、鉴定评价及种质资源库的建
设，不断夯实林草种质资源保护
利用体系，依法保护林草种质资
源。2020 年启动为期五年的第一
次全区林草种质资源普查收集工
作，目前，累计完成调查线路长度
超 10 万公里，收集林草种质资源
近 2000 份、制作标本 1.7 万份，
部分地区在普查中发现了大花杓
兰、二叶兜被兰、二叶舌唇兰、羊
耳蒜、野大豆、半日花、脱皮榆、蒙
古郁金香等一些新记录种和重点
保护植物。在农牧领域生物多样
性保护方面，为进一步加强农牧
领域生物多样性保护，自治区开
展了外来物种入侵防控、渔业资
源保护等工作。

合力联动 我区生物多样性保护创佳绩

翌绎
殷

音

导读

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