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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张鑫) 记者从
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获悉，为推
进自治区优势特色产业发展，打造
农牧业品牌，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
管局经过三年多的不懈努力，将

“蒙”字标打造成了具有鲜明内蒙
古区域特色的认证品牌，受到了社
会各界和广大消费者广泛关注，品
牌辨识度、美誉度和影响力不断提
升。

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质量

发展局二级调研员毕力格介绍，
“蒙”字标认证的推进力度不断加
大。截至目前，“蒙”字标获证企业
21 家，培育企业 150 家，认证产品
248 种，研制“蒙”字标认证团体标
准 41 个，覆盖全区 12 个盟市，涉
及羊肉、牛肉、玉米、大豆、大米、马
铃薯、乳业等优势产业及马奶、黑
木耳、葵花籽、小米、燕麦、荞麦、沙
棘、肉苁蓉、亚麻籽、螺旋藻等特色
产业。

企业通过“蒙”字标认证后，品
牌赋能效应初步显现。例如禾为贵
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2022 年
小米产量达到 2965 吨，比上年增
长 45%; 敖汉小米年产值达到 18
亿元，比 10 年前增加 200%，品牌
价值超过 100 亿元。

此外，以“蒙”字标为牵引，统
领全区公用品牌建设。目前，“蒙”
字标已经成为“天赋河套”区域公
用品牌授权评价体系，下一步继续

支持“锡林郭勒羊”“兴安盟大米”
“阿尔巴斯山羊肉”等区域公用品
牌建设，以“蒙”字标认证高标准体
系统一区域公用品牌的授权评价，
推动区域公用品牌及优势产业迈
向高质量发展。

同时，开展区域认证品牌合
作，拓展品牌传播渠道。开展了

“蒙”字标与深圳“圳品”、吉林“吉
致吉品”的合作，启动实施区域认
证互认工作，使“蒙”字标获证企业

获得进入深圳及大湾区市场、吉林
及东三省市场的质量信用证和绿
色通行证，增强获证企业品牌辐射
力。

毕力格表示，下一步，自治区
市场监管局将以区域品牌为带动、
以企业品牌为主体、以产品品牌为
基础、以“蒙”字标为牵引，大力推
进农牧业品牌建设，让“蒙”字标成
为内蒙古生态优质农畜产品的“代
名词”。

本报记者 王丰
托克托县作为内蒙古西部最早建立的郡

城之一，有一个诗意的名字叫云中城。
公元前 3 世纪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建立起

强大的骑兵部队。胡服骑射改革的第二年（公
元前 306 年），一边进攻中山国，一边“西略胡
地，至榆中”。榆中便在准格尔对岸的托克托县
境内。之后赵武灵王北破林胡和楼烦，灭白羊
王，经土默川进攻河套地区，拓疆千里。

为了保卫云中城和土默川平原不受游牧
民族的袭扰，赵武灵王配套修了长城。这条长
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起点在河北
省西北部的蔚州市，沿洋河而上进入内蒙古中
南部。这条长城修建在大青山南麓，七百年后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河水注》看到的是这样的
景象：“顾瞻左右，山椒之上，有垣若颓基焉。沿
溪亘岭，东西无极，疑赵武灵王之所筑也。”

在呼和浩特市乌素图召附近和包头市固
阳县境内，也能看到当年郦道元所看到的景
象，这些断续蜿蜒的赵长城遗迹，当年就是为
了保护土默川平原和云中城的。

最新的考古发现，战国赵北长城的东端起
点在今兴和县城关镇脑包窑村附近，西端止于
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白彦花镇张连喜店村
北侧。由于赵武灵王时期匈奴的实力还不强
大，赵国长城只有一种疆界标志的作用，还没
有构成完整的防御体系，直到秦汉后续修，长
城才逐渐完备。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云中城遗迹还保存完好，城墙呈不规则多边
形，古云中城选址在水草丰美的土默川平原中心地带，是训练骑兵和
放牧战马的好地方，地势平坦的平原宜农宜牧，可以发展生产保障给
养。

赵长城充分利用了当地的自然地理条件，采取了灵活多变的选址
方式。例如乌兰察布市卓资县的长城，利用斗金山险要地形而筑。从呼
和浩特以北的坝口子向西，到台阁木之间，山势较高，在山的南侧有较
宽广的慢坡，长城遗迹蜿蜒在这个慢坡的腰部。没有慢坡的地方，长城
就贴近山脚；从台阁木至毕克齐之间，则主要在山脚的附近。从水涧沟
门向西到包头之间，群山起伏，山脉作弧形向南凸出，但没有主峰，长
城缺少依凭，因此穿入山内。包头附近的长城遗迹，都是迤逦于丘陵之
中，跨山越水，显得非常险要。

记者从呼和浩特市发改委获
悉，今年 3 月，呼和浩特市三个以
工代赈项目获得国家发改委批
复，争取到中央财政以工代赈专
项资金 1146 万元，三个项目分
别为武川县二份子乡南苏计村委
会后卜子新村乡村道路及管网项

目、上秃亥乡毛敦敖包村农田水
利改造建设项目、耗赖山乡圪顶
盖村农田水利项目。以上三个项
目的实施预计带动 285 名当地群
众投工投劳，培训群众 285 名，设
置公益性岗位 13 个，发放劳务报
酬 279 万元。

截至目前，这三个项目均已
开 工 建 设 ， 已 完 成 工 程 量 的
60%，工程款已拨付 357 万元。以
工代赈项目的实施，改善了边远
落后地区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增
加了当地群众收入，巩固了脱贫
攻坚成果。 (云艳芳)

精密伺服电机、多极辐射磁
环、填补国内空白的热压粘接磁
粉等近百项成果实现产业化……

近年来，包头稀土高新区在
稀土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上
涌现诸多新成果，这离不开持续
高强度的科技经费投入。

包头中鑫安泰磁业有限公司
拥有一支技术力量雄厚的研发团
队，每年会针对企业自身生产需
求开展 5—6 项研发创新项目。目
前，已获国家知识产权局授权发
明专利 3 项，实用新型专利 9 项。
通过科技攻关研发出了低成本高
品质的高丰度稀土永磁科学技
术，在磁性能指标、磁体低失重、

耐腐蚀等技术指标方面都有显著
提高。“目前稀土金属产能位居自
治区稀土民营企业前三甲。”公司
副总经理郭新杰说。

企业研发投入增长背后，政
府科技投入的刚性增长功不可没。

包头稀土高新区实施的高新
技术企业倍增行动计划，紧密围
绕 4 条产业链，大力培育科技领
军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重点
培育扶持创新型、科技型、高成长
型和战略新兴产业企业，现有国
家高新技术企业 146 家、占包头
市全市的 48.5%，国家科技型中
小企业 133 家、占全市总数的
54.7%，市级科技“小巨人”企业

11 家、占全市的 84.6%。
2022 年，包头稀土高新区上

报研发投入费用较去年同期增长
119.30%，存量规上工业企业中有
研发活动的占比达到 64.44%，新
增规上工业企业中有研发活动的
占比达到 81.25%，均超额完成全
年目标任务。

包头稀土高新区科技创新局
王黎丽介绍，下一步，稀土高新区
将继续强化企业创新支撑和科技
人才支撑，既要确保人才引得进、
留得住、用得好，有效提高人才的
贡献度，又要让各类要素资源深
度融合、相互推动、多方共赢。

(郝芳芳 李宝乐)

近年来，赤峰市深入实施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全力促进创新
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的深
度融合，产业发展的含金量、含新
量、含绿量明显提升，绿色高质量
发展的底色愈加鲜明。

走进赤峰高新区东山工业园
区赤峰云铜有色金属有限公司生
产车间，机器轰鸣、高速运转，生
产正酣。在熔吹炼车间，一台新型
双侧吹熔池熔炼炉和一台多枪顶
吹连续吹炼炉通过溜槽连接，经
连续作业即可产出含铜 99%左右
的粗铜，两步完成了铜精矿———
粗铜连续冶炼的全过程，同时消
化了电解全部产能的残阳极，这

是赤峰云铜在国内率先淘汰 PS
转炉后成功研发的新工艺———

“赤峰双炉连续炼铜技术”。在电
解厂车间，多台机器人伸展臂膀，
把洗涤后的高纯阴极铜与永久不
锈钢阴极板抓取分离，经排板、回
槽、堆垛、打包等工序，阴极铜最
终被运送到成品区，完成了整套
阴极剥片机组全流程自动化作
业。

一系列首创性的、高质量的
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
力，为企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坚持科技创新，才能引领发
展，才能高质量发展。在多年的努
力下，科技创新工作取得了阶段

性成果，赤峰市产业创新研究院、
有色金属实验室、京蒙科创产业
园……一批创新平台正在有序推
进建设。

科技创新是核心，抓住了科
技创新就抓住了牵动发展全局的
牛鼻子。下一步，赤峰市将把破解
制约科技创新的瓶颈作为着力
点，聚焦创新赤峰建设，加大多元
化科技投入力度，提升平台能级，
集聚科技创新资源，开展好科技
创新工作三年行动，努力在关键
核心技术和重要创新领域取得新
突破，让科技创新的“一子落”带
动产业发展“满盘活”。

(蒙慧林)

记者从自治区农牧厅获悉，截至 6 月 1 日，我区粮
食作物播种面积超过 1 亿亩，已超额完成国家任务。目
前，粮食作物已出苗 7180.8 万亩，其中一、二类苗占比
96.4%，全区粮食生产形势较好。春播期间土壤墒情整体
好于去年同期，春播已接近尾声。

今年春播生产呈现农民种粮积极性高、春播质量
好、进度快的特点。由于玉米等粮食价格始终保持在每
斤 1.3 元以上，化肥价格整体下跌 5%—10%，普惠性补
贴亩均又增加了约 6 元，这些因素带动农民种粮积极性
提升，预计粮食作物播种面积继续保持增长态势。春播
期间，全区推广北斗导航精量播种 1160 万亩，落实高产
高效示范区 500 万亩。其中，落实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
控示范区 300 万亩，大豆大垄高台示范区 100 万亩，马
铃薯机械高垄栽培示范区 50 万亩，单产提升基础较好。
春播开始后各地播种进度总体较快，5 月份春播高峰期
进度始终较去年同期快 2 至 3 个百分点。预计 6 月上旬
全区粮播基本结束，整体较去年提前 3 天至 5 天。

(韩雪茹)

记者从自治区科技厅获悉，今年 1—5 月，我区完成
2 批次 691 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入库工作，较上年同期增
长 53.9%。统计数据显示，已入库科技型中小企业上一年
实现销售收入 114.9 亿元，利润总额 8.83 亿元，研发费
用投入总额达到 11.29 亿元，显示出强劲的创新活力和
发展潜力，成为高新技术企业培育的重要后备力量。

近年来，我区不断加大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培育支
持力度，制定印发了《关于营造更好环境支持科技型中
小企业研发的实施方案》《企业研究开发投入财政后补
助办法》等全方位支持政策。实施创新型企业“双倍增双
提升”行动，建立科技企业梯次培育机制，今年对 443 家
首次认定高新技术企业给予 1.3 亿元科研经费支持。去
年启动实施企业科技特派员行动至今，1801 位企业科技
特派员服务科技企业 5541 家，极大激发了企业创新活
力。

自治区科技厅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我区将继
续加大对科技型中小企业支持力度，不断营造良好创新
环境，促进各类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助力企业创新发
展。 (白莲)

桃花落尽随春去，夏日桃熟枝上悬。初夏时节，乌海
市海勃湾区千里山镇团结新村秋实果园，一派丰收景
象。这里的大棚桃子已经陆续进入成熟期，“抢鲜”上市。

走进果园，满园果香扑鼻而来，一棵棵桃树郁郁葱
葱。绿叶掩映间，泛着红晕的桃子缀满枝头。果园里热闹
非凡，络绎不绝的市民游客前来采摘刚成熟的桃子。“我
们是专门开车带着孩子过来体验采摘的乐趣，顺便尝个
鲜，孩子喜欢吃金灿黄桃，水分足，还很甜。”市民肖乐告
诉记者。

“果园占地 1 亩，种了鲁红 618、金灿黄桃、毛蟠桃 3
个品种，今年大棚桃子长势不错，果实饱满、口感也很
好，现在桃子进入了成熟期，产量预计在 1000 公斤左
右，错季‘抢鲜’上市，收入也很可观。”看着一个个红润
饱满的桃子，种植户杨满柱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2020 年以前，杨满柱一家种植温室蔬菜多年，当
时，一亩蔬菜年均收入 2 万元左右，费时又费力。一次偶
然的机会，他在电视上了解到一亩大棚种桃树年收入能
达到三四万元，管理相对更方便。于是，杨满柱有了将

“菜园子”转成“果园子”的想法，查阅相关书籍、上网观
看种植视频、记笔记，熟练掌握桃树种植的要点后，他向
村委会申请了 2 万元采摘样板户专项发展资金，从网上
订购了一批树苗。

在种植过程中，杨满柱精心呵护，时不时地请教有
经验的种桃农户，从开花到结果，坚持施用农家肥，不打
药不催熟，每一个桃子都在枝头自然生长成熟。功夫不
负有心人，今年果园迎来首个丰收季，高颜值、好品质的
桃子受到市民游客的青睐。“多亏了村里采摘样板户的
专项发展资金，让我有了‘转行’的底气。”杨满柱说。

近年来，团结新村村委会坚持推动建立采摘样板
户，目前，村里已有 17 户采摘样板户。村委会以“先建后
补”的模式，给予申请资金的村民 2 万元发展资金，满足
农户大棚种植的基础设施需求。农户创收后，每年会给
予村委会 2000 元的收益分红，连续 10 年还清。“相比之
前种蔬菜，现在这些采摘样板户转型种植瓜果桃李的收
入更高了。

同时，瓜果成熟后，我们会对接旅游团，解决农户的
销售问题。”团结新村党支部书记高培龙说。

一棵棵葱翠的桃树变成了农区居民的“摇钱树”，一
个个红艳艳的桃子变成了农区居民的“致富果”。如今，
团结新村把促进持续增收作为乡村振兴的治本之策，在
大力发展乡村产业、促进充分就业的同时，动员引导农
区居民整合房前屋后的空地，自主发展特色种植业，探
索出了这一小而精、散而众的农户增收和乡村振兴的新
发展模式，让庭院里的“方寸地”变“增收园”。

(刘洋)

“蒙”字标助力优质农畜产品“升值”畅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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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取中央财政专项资金 1146 万元

呼和浩特市开工建设三个以工代赈项目

包头稀土高新区：

推动企业研发投入 赋能高质量发展

赤峰：以科技创新的“一子落”
带动产业发展“满盘活”

内蒙古粮食播种面积超亿亩

前 5 月内蒙古 691 家
科技型中小企业入库

乌海市千里山镇团结新村：

种下“甜蜜桃”
收获“致富果”

农户为订单客户采摘桃子

资料图片

近日，在通辽市科左中旗政
务服务中心市场监督管理局窗口，
赵先生拿到了“一照多址”营业执
照。原本要申请注册新能源公司的
赵先生由于经营需求，需要在保康

镇内设立两个办公经营场所，工作
人员随即提出了“一照多址”方式
帮助企业开办登记，“1 个多小时
就办好了，太方便了，也省去了我
再去办一家分公司的额外成本!”

为了更加方便企业办事，通辽
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发展局把办
公桌挪到了商场的一楼大厅，组织
审批人员为涉及年检的商户完成
年度年检提报，深入开展“上门办”

服务，打造集行政审批、公共服务、
政策解读、企业招聘、送证上门等
为一体的政务服务“移动超市”。在
库伦旗行政审批和政务服务局推
出的“联合验收”模式下，申请人李

先生仅用一天时间就拿到了不动
产权证。

一项项惠民政策的实施，就是
为了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
里”。 (许媛媛 杨永利)

通辽市：切实把优质营商精致服务做到企业和群众心坎里

近年来，乌海市加快乌海湖沿岸生态景
观带建设，构建生态绿色廊道。如今，乌海
市已成为和谐美丽、宜居宜业的“绿色新
城”。 (王超)

俯瞰生态乌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