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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助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往深里
走、心里走、实里走，连日来，我区各部
门各单位广泛开展主题党日活动，引
导带动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筑牢信仰
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
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强大力
量。

5 月 11 日，自治区能源局组织开
展“‘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党日活动。党
员干部走进乌兰夫纪念馆参观，并重
温入党誓词。铿锵有力的宣誓声，表达
了大家对党的无限忠诚和热爱，汇聚
着矢志不渝听党话、跟党走的坚定决
心。大家纷纷表示，要坚持学思用贯
通、知信行统一，坚定不移感党恩、听
党话、跟党走，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转化为坚定理想、锤

炼党性和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强大
力量，紧盯目标任务，奋力追赶冲刺，
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快推动能源绿
色低碳转型，把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
资源基地建设得势强劲足。

5 月 16 日，自治区党委主题教育
第三巡回指导组全体成员与自治区民
委党员干部前往内蒙古展览馆，集体
参观“亮丽内蒙古 奋进新征程———学
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主题展。
大家认真聆听讲解，驻足观看并交流
思想，全体党员集体重温入党誓词，接
受了一次深刻的思想洗礼。大家 纷
纷表示 ，作为 民族工作 干部，要大
力弘扬蒙古马精神，坚持学思用贯
通、知信行 合一，对标 对表 习 近平
总 书记 关 于加 强和 改 进 民 族 工 作
的重要思想，紧扣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在努力完成好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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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件大事中
作出新贡献，使党的民族理论政策深
入人心，不断巩固和拓展主题教育成
果。

5 月 19 日，内蒙古森工集团绰源
森工公司走进日军侵华空军基地遗址
开展主题党日活动，进行理论宣讲。该
遗址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党性教育
基地，提醒后人勿忘国耻，铭记历史。
理论宣讲在 6 号零式战斗机库前举
行，林场干部职工认真聆听了宣讲。通
过此次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
部 把学 习 习近 平 新 时 代 中 国 特 色
社会主义思想转化为坚定理想、锤
炼党性和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强大
力量，为推动林区高质量发展作出更
大贡献。

（据《内蒙古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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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思想强党性重实践建新功

近年来，呼和浩特市深入践行“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的要求，坚持“破立
并举”，淘汰落后产能和高耗能落后机
电设备、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全面构建
绿色制造体系，全面创建绿色工厂、绿
色园区、绿色供应链、绿色设计产品、
节水型企业，工业绿色发展底色更加
鲜明。“十四五”以来，呼和浩特市规模
以上工业增加值累计增长 12.78%，而
万 元 工 业 增 加 值 能 耗 累 计 下 降
16.42%，用较低的能源消耗支撑工业
经济高质量发展。制定的节能技术改
造三年行动方案，正在推动工业企业
实施 40 余项节能技术改造项目和 10
余项节水技术改造项目，预计可实现
节能量 40 万吨标准煤、节水 102 万
吨。

“变废为宝”，推动工业固废资源
化利用，实现协同减碳。2021 年，呼和
浩特市印发《呼和浩特市 2021—2023
年淘汰落后和过剩产能落实能耗双控
目标任务实施方案》，到 2022 年底退
出落后铁合金产能 10.7 万吨、落后电

石产能 13.6 万吨。2023 年计划退出
90 万吨落后焦化产能，督促企业更新
淘汰落后机电设备 1252 台，全面提升
了企业终端用能设备能源利用效率。

坐落于托克托县的大唐托克托发
电厂，是亚洲最大的火力发电厂，每年
产生大量的粉煤灰、脱硫石膏等工业
固废，如何处置利用这些固废，一直困
扰着企业和当地政府。2021 年，内蒙
古汇方新型建材有限公司投入 1.3 亿
元，建成一条 30 万立方米 /a 蒸压加
气混凝土砌块、板材生产线，以发电厂
产生的工业粉煤灰、脱硫石膏为原材
料，生产蒸压加气混凝土板材，实现了
粉煤灰、脱硫石膏建材资源化利用，节
约了天然石膏等资源，而且，全生命周
期内环境影响较小，其产品“绿色属
性”显著，2022 年取得中国绿色建材
产品认证，ALC200×600×3000 型
蒸压加气混凝土板材 2023 年被评为
自治区级绿色设计产品。

前不久，自治区工信厅公布 2023
年度绿色制造名单，其中，呼和浩特市

有 12 家企业入围绿色工厂、1 家工业
园区入围绿色工业园区、8 个产品入
选绿色设计产品、4 家企业入选绿色
供应链管理企业，数量位居全区前列。

呼和浩特市工信局节能科负责人
杨晓鹏介绍，截至目前，呼和浩特市在
国家层面培育的绿色工厂累计已达
19 家、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 2 家、绿
色数据中心 3 家、工业产品绿色设计
示范企业 3 家。在自治区层面培育绿
色工厂 33 家、绿色工业园区 3 家、绿
色设计产品 11 个、绿色供应链管理企
业 5 家，初步形成了覆盖食品加工、电
子电器、生物制药、光伏新材料、建材
等多行业、多门类的绿色制造体系，对
引领行业绿色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当前，呼和浩特市紧紧围绕培育
发展‘六大产业集群’，不断推动首府
工业经济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
展，深入实施强首府工程，在生产方式
绿色低碳转型中做大做强首府工业。”
呼和浩特市工信局四级调研员梁思强
介绍。 （刘洋 张立富）

初夏，远景科技集团达茂旗智能
风机总装基地绿色零碳示范园区项
目建设现场，挖掘机、自卸车、推土
机穿梭其中，百余名工人争分夺秒
抢抓工期。项目经理谢云龙介绍说：

“远景达茂旗智能风机及高新智能
化齿轮箱复合工厂项目一期 占 地
90 亩 ，基础施工 已完 成 70%，4
月底开始安装钢结构。我们将通
过上下游产业牵引落地，本地上
下游零部件、本地消纳双管齐下，
形成产业集群，助力达茂旗及包头
市在新能源装备制造方面取得新成
果。”

前不久，包头市召开全市重大
项目观摩推进会，利用两天时间对 9
个旗县区和包头稀土高新区今年一
季度重大项目进行集中观摩评比，
所到之处，一个个项目建设现场热
潮涌动，一座座厂房拔地而起，各地
争先发展势头强劲。

星波稀材新材料（包头）有限公
司高强高韧稀土铝合金产品制造基
地项目总投资 10 亿元，占地面积为
80 亩，亩均投资 1250 万元，主要建
设稀土高强高韧铝合金生产基地项
目及配套设施。该项目依托当地丰
富的稀土资源，通过铝合金强化技

术路线生产的高强高韧稀土铝合金
产品将填补国内空白，产品广泛应
用于航天、航空、船舶、军工、汽车、
新能源和家电等领域。目前项目正
在进行主体厂房建设，同步进行设
备订购工作，预计 10 月可竣工。

今年以来，包头市围绕打造“世
界稀土之都”“世界绿色硅都”的目
标，招大引强、补链延链，加快全产
业链发展，全力打造稀土、硅两大旗
帜型产业集群。

青山区弘元新材料(包头)有限
公司 40GW 单晶及配套切片项目总
投资 148 亿元，主要建设单晶综合
厂房、切片综合厂房、生产车间、成
品仓库、切片废水处理站、220KV 变
电站、办公和研发大楼及相关配套
车间，新增各类设备 4892 台（套），
主要包括单晶炉、金刚线切断机、切
方机、磨面倒角一体机、切片机等，
形成年产 40GW 单晶硅棒、20GW
单晶切片及光伏行业相关配套产
能。项目于 3 月初进场施工，基础施
工已完成四分之一，计划 5 月初搭
建主体厂房，8 月底进行设备安装与
调试，10 月陆续实现投产。

在九原区内蒙古瀚海半导体有
限公司碳化硅晶体（第三代半导体）

产业化项目现场，记者了解到，该企
业为第三代半导体碳化硅晶体新锐
企业，主要建设 300 台碳化硅长晶
炉及切磨抛生产线，后期建设碳化
硅外延片项目，并逐步形成碳化硅
晶体 - 晶片 - 外延片的产业链。项
目于今年 1 月开工，目前已完成 5
栋标准化厂房及围墙工程，近期设
备开始入场和安装调试，预计今年
10 月投产。企业负责人介绍，企业目
前与包头市通威、双良、晶澳等光伏
企业达成合作意向，进一步夯实“绿
色硅都”产业集群发展基地。

在“两新”导向的指引下，包头
市各旗县区铆足干劲，抓项目促发
展，全市呈现抓重大项目大干快上，
蒸蒸日上的好势头。从市区到外围
旗县区，从黄河岸边到阴山南北，鹿
城包头到处都是热火朝天的建设场
面，到处都是工程机械轰鸣、厂房林
立的壮观气象。

今年以来，包头市重大项目建
设提质提速，621 个重大项目已开复
工 601 个，开复工率 96.8%。其中，
256 个续建项目复工率 97.3%，365
个新建项目开工率 96.4%，361 个产
业类项目开复工率 98.3%。

（格日勒图）

“新鲜、便宜！”近日，多辆满载茄
子、黄瓜、尖椒等蔬菜的货车从赤峰市
宁城县出发，直达北京市的 3200 多
个村，受到当地老百姓的热烈欢迎。

线上下单，现采摘现发货，5 万多
斤新鲜蔬菜，不走大型市场、商超，从
宁城县的大棚直达北京老百姓的餐
桌，这是京蒙消费帮扶的成功探索，也
是北京市乡村振兴局和宁城县农牧局
合作的农产品“产地进村”的成功实
践。从生产端直接到销售端，对宁城县
来说，这无疑是打开了一个新的广阔
市场；从生产端直达消费端，对北京的
消费者来说，蔬菜更新鲜，价格更实
惠。

“这只是个开始，今后在秋冬春蔬
菜供应季，我们会形成稳定供货。”北
京市数字农业农村促进中心三农信息
科科长李显友说。

农产品从产地直达北京市 3200
多个村，为什么是宁城县？我们在宁城
县大城子镇智慧农业示范园区找到了
答案。

大棚里，跟以往看到的不同，番
茄、草莓不是生长在土地上，而是生长
在基质袋里。“我们采用无土栽培，椰
糠代替了传统土壤，解决了传统种植
土壤肥力下降、板结的问题，还减少了
土传病虫害的发生，并且能循环利
用。”负责园区运营的丰码科技有限公
司技术部部长兰宇说。

“智慧农业为宁城县设施农业绿
色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样
板和示范。”宁城县农牧局总农艺师李
春峰说，经历了 27 年的发展，宁城县
设施农业迎来了新的突破和机遇。

宁城县地处北纬 41 度，日照时间
长,昼夜温差大,是农作物的黄金种植
带。但宁城县还有另一个特点：人均耕
地面积不足 4 亩，且多为丘陵坡耕地，
多数农民靠天吃饭。

致富的路如何走？发展设施农业！
1997 年，经过大量调研考察，宁

城县委下发了《大力加强棚室蔬菜建
设的决定》，向全县发出加快设施农业
发展的动员令。此后连续多年，宁城县
和各乡镇在政策、资金上不断向设施
农业倾斜，制定了奖补政策，同时，从

土地调换、
水 电 路 配
套、棚室建
造 到 贷 款
协调、技术
培 训 指 导
等 提 供 全
方 位 服 务
保障。

“ 宁城
县 在 发 展
设 施 农 业
上是真干、
真抓，舍得
下血本。在
财 政 极 度
紧张的情况下，依然
投入大量资金对种
植户进行补贴。并且实行

‘三个不设上限’政策，即
补贴资金额度不设上限、各乡镇
建设任务不设上限、对乡镇设施农业
考核分值不设上限，有效提高了基层
干部群众的积极性，为设施农业快速
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在设施农业领
域深耕多年，总农艺师李春峰见证了
宁城县设施农业的发展之路。

事实证明，路子是对的。政策推
动、效益拉动，越来越多的种植户主动
投入到设施农业生产中。黄瓜、辣椒、
番茄、食用菌……丰富的蔬菜品种再
加上距离北京近、交通便利的优势，宁
城县与北京新发地、首农集团、上海江
桥市场、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盒马
鲜生等 20 余家企业和市场达成合
作，成为它们的优质蔬菜供货基地。

截至 2022 年，宁城县设施农业
总面积达 53 万亩，年产蔬菜 126 万
吨，产值达 53 亿元。设施农业使全县
农民人均增收 7000 元。宁城县也先
后荣获全国蔬菜生产基地重点县、无
公害蔬菜生产示范县等国家级荣誉称
号。设施农业已经成为宁城县农村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亮丽名片、群众增收
的重要支撑。

“如今，随着节本增效和设施农业
高质量发展的需求，宁城县又先行一
步，种植模式上向智慧农业迈进，销售

模式上从到大型市场到直达消费者，
渠道更加多元。”李春峰说。

我们在宁城县三座店镇双民大樱
桃产业园里看到了不一样的风景。97
座日光温室整齐排列，棚内红彤彤的
樱桃缀满枝头，单果重达 12 到 16 克
的鲜果正陆续采摘，装车发往北京、上
海、大连等地。

相比蔬菜，樱桃利润更加可观，但
对种植技术要求也更高。园区配置了
智能降温、制热、除湿模块机组，可通
过降温、升温对樱桃休眠、萌芽、开花、
坐果等生长进程进行有效调控，从而
控制上市时间，有订单时随采随发，没
有订单时也不至于过度成熟造成浪
费。

“双民大樱桃产业园区在打造高
端特色农产品、发展智慧农业方面闯
出了一条新路，为宁城县设施农业向
高端化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起到了
引领、示范、带动作用。”李春峰说。

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有到优，宁城
县设施农业正在进行从优到强的蝶变
跃升。

（李霞 魏娜 霍晓庆）

———我区各部门各单位广泛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坚定信仰强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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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夏以来，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巴彦浩特镇苏木图嘎查迎
来剪羊毛的季节，牧民们聚在一起，轮流到各家羊圈，用剪刀为
羊群脱掉毛绒“大衣”。

图为近日在苏木图嘎查一处羊圈，牧民抱起一只羊准备为
其修剪羊毛。

（贝赫 摄）

阿拉善左旗：

入初夏 剪羊毛

加工原料、搅拌饲料、填水喂鹅，捡拾鹅
蛋……清晨 5 点多，天还没大亮，家住锡林
郭勒盟太仆寺旗红旗镇跃进村的“老孙头”
一家便早早忙碌起来。

“老孙头”本名孙树海，是当地十里八
村的“名人”。种地、种菜、做饲料加工、养殖
生态猪，他做过很多生意，也有着自己的一
套做农业的“致富经”。不过，对于孙树海来
说，养鹅这个行当倒是头一回。

2022 年 7 月，一次偶然的机会，孙树海
结识了来太仆寺旗建立养鹅基地的外地客
商，在投资数十万元引进 12500 只小鹅苗
后，他开始了对养鹅产业的探索。梦想是美
好的，创业初期的道路却无疑是艰辛的。由
于本地气候偏冷、养殖技术欠缺等原因，出
现了鹅大批病死的情况，鹅苗损失近半，这
也急坏了孙树海。凭借着那股不服输的精
神，他并没有因此气馁，而是开始进一步专
研养鹅技术，多次去外地找“救兵”，向专业
养鹅大户“取经”。

邵西兵就是孙树海的“救兵”，拥有博
士学历的他，既是农业专家，又是养鹅行
家。自大学毕业后，邵西兵就开始养鹅创业
之路。近几年，经过在我国白鹅养殖主要地
区安徽全椒县等地的不懈探索后，他的反
季节鹅繁殖技术在国内也小有名气，创办
的天之娇鹅业公司也在安徽、广东、江苏等
地成立了分公司，经营规模也不断扩大。经
朋友推荐，他专程来到了太仆寺旗为孙树
海的养鹅基地支招、解困、献策。

有了行家的指导，孙树海的种鹅养殖
状况迎来了极大改观。他改变了先前散养
的养殖方式，由每天早上放鹅出鹅棚去跑，
转变为白天把鹅群赶进鹅棚，到日落时分，
再将鹅群放出来活动。他还改造了 6 个鹅
棚，棚内安装了一排排灯泡增加照明，添加
水帘和风机给鹅棚降温，同时严格控制光
照、通风，调整鹅的作息，做好防疫工作，

“老孙头”也就此成功实现了鹅苗反季节孵
化。

每年的 5 至 10 月，安徽、江苏等主产
地区的种鹅休产，市场上就会出现 5 个月
的鹅苗空白期，而这段时期，对于孙树海来
说就是市场的“黄金期”。养殖技术改良后，
4 月中旬种鹅开始产蛋。近一个月的时间，
他家的鹅已产蛋 20000 余枚，其中种蛋合
格率在 85%以上。这些鹅蛋全部通过订单
的形式，以每枚 15 元左右的价格销往贵州
的公司，月销售额近 30 万元。同时，产蛋种
鹅育肥后，将老鹅出售，价格也很可观，每
只鹅利润在 400 元左右。

鹅生蛋、蛋孵鹅，养殖不愁了，销路也
有了，再加上有了专业化技术支持，孙树海
养鹅的信心更足了，目标和方向也更远了。

风雨过后，便是彩虹。孙树海说，之前
养黑猪，他也曾经历过创业的艰辛，但付出
终有回报，而且还帮助本村的好多村民增
收。未来，他计划不断积累经验，扩大养殖
规模和能力，同时带领更多村民在乡村振
兴的路上共同致富。 (任玮玮)

宁城县成了北京优质蔬菜供应基地

包头“两都”建设快马加鞭

呼和浩特向绿色工业全面进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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