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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XINSHIDAI XINZHENGCHENG XINWEI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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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UESIXIANG QIANGDANGXING ZHONGSHIJIAN JIANXINGONG学思想强党性重实践 建新功

绎绎

从乌兰察布市政府传来消息，按照
自治区“打造马铃薯产业发展示范区”的
安排部署，该市制定出台马铃薯产业发
展示范区建设方案，目标是到 2025 年将
乌兰察布打造成为专用薯品类突出、种
植标准规范、加工深度延展、流通体系完
善、科研创新领先、产业链条完整，产能
超百万吨、产值超百亿元的“双百级”马
铃薯产业发展示范区。

根据马铃薯产业发展示范区建设方
案，乌兰察布市从马铃薯全产业链着手，
创建马铃薯科创中心、电子交易中心、产
业计量测试中心“三个中心”，建设察右

前旗、四子王旗、商都县国家区域性良种
繁育基地“三个基地”，建设察右前旗、四
子王旗国家级马铃薯现代农业产业园和
商都县自治区级马铃薯现代农业产业园

“三个产业园”，打造察右前旗薯条（饼）
加工集中区、商都县和化德县薯淀粉加
工集中区、兴和县鲜切薯菜品加工集中
区“三个集中区”，打造四子王旗、商都
县、兴和县、察右后旗、察右前旗“五个标
准化种植示范带”。

目标已定，关键在行动。乌兰察布市
围绕马铃薯种薯、种植、加工、流通、科研
5 个方面，梳理出了国家、自治区、市级共

14 条产业发展示范区建设支持政策。其
中特别加大了种薯、加工、科研方面的力
度，例如对科研院所、企事业单位、个人
自主选育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优质新品
种，在自治区境内推广面积达到一定规
模的，给予选育单位或个人一次性奖励；
申请使用专项债券等资金支持创建马铃
薯科创中心，统筹各类科研经费，支持科
创中心框架内的遗传育种研究室、节水
旱作农业研究室、病虫草害研究室、马铃
薯加工与贮藏研究室等研究室聘请权威
专家共同开展科研攻关。

（皇甫美鲜 海军）

乌兰察布全力打造马铃薯产业“航母”

一家家正在“崛起”的合作社携手
农户抱团闯市场，一项项科技成果转化
为农业提质增效的原生动力，一批批绿
色果蔬销往全国各地，农牧民从愁种愁
销到订单保障，从打工无门到家门口就
业分红……巴彦淖尔始终把产业兴旺

作为助推乡村振兴的重点，积极推进农
企利益联结机制，在河套沃野奏响了乡
村振兴强音。

近年来，巴彦淖尔通过采取试点先
行的办法，建立了多种形式农企利益联
结机制，并通过政策扶持、机制创新、产

业集聚、智力支持等多种措施，不断提
升农牧业产业化经营水平，有效推动农
企利益联结机制的逐步完善，促进农牧
民增收致富。

党建引领“建”出大平台

龙头企业一头连着市场，一头连着
农户，是沟通农民和市场之间的桥梁和
纽带。通过产销订单、土地托管、资产入
股等方式，不仅带领小农户融入现代农
业发展，也给农民吃了“定心丸”。

杭锦后旗三道桥镇和平村有着 20

多年奶牛养殖的历史，但是由于落后的
散养方式，产出牛奶质量不稳定，面临
着销售难、价不高的问题。2020 年，和
平村“两委”组织党员代表、产业致富带
头人、养殖大户到通辽、甘肃等地学习
观摩，结合本村实际，逐步摸索出适合

自身发展的新路径。该村按照“党支部 +
公司 + 合作社 + 农民 + 脱贫户”的经
营模式，采取村民自愿入股、收益按股
分红的方式，党支部领办建起众诚牧业
奶牛养殖合作社。

（下转 2 版）

本报记者 张鑫
“学思想、强党性、重实践、建

新功”，自治区商务厅扎实开展学
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锚定目标，
压实责任，以主题教育引领业务
工作，聚焦实事，做优服务，做强
保障，将激发的精神动力转化为
招商引资工作的实际行动，全力

推动长三角招商引资活动成果落
地。

6 月 8 日—11 日，自治区商
务厅在 5 月份赴浙江大学深入调
研的基础上，邀请浙江大学创新
创业研究院院长王玲玲一行来我
区，就谋划建设浙大校友内蒙古
产业园进行座谈，商务厅一级巡
视员李俊出席并主持座谈会。自

治区科技厅、国资委，呼和浩特市
科技局、区域经济合作局、新城区
工信局、金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等有关单位参加。

座谈会上，双方就采取南北
协作“双向飞地”经济模式推进浙
大校友内蒙古产业园筹建工作的
初步设想进行了深入沟通，同时
将聚焦新能源及产业互联网、新

材料、生命健康、农畜产品生产加
工、人工智能及智能制造、新型基
础设施建设等重点领域开展合
作。

调研组还深入走访了内蒙古
电力集团、包钢集团、环投集团、
蒙牛集团、金宇集团、北方稀土研
究院、和林格尔新区、包头稀土高
新区等企业和园区，了解浙蒙产

业和科技合作基础，对接双方产
业发展需求。

下一步，自治区商务厅将携
手浙江大学，充分发挥浙大校友
总部经济园和浙大校 友 会 平 台
运作经验、招商资源，推动双
方在更多领域、更深层次加强
合作，助力自治区经济高质量发
展。

本报记者 王丰
风劲帆满海天阔，奋楫潮头逐浪

高。
6 月的托清经济开发区，一片热气

腾腾的发展场景：建华建材(内蒙古)有
限公司厂区，管桩产品有序列放，巨型

龙门吊和鳞次栉比的厂房勾勒出绿色
混凝土产品的引擎力量。

在龙门吊下，一辆辆重卡等待着预
制管桩的装车，装载后的车辆便将这些
预制管桩发往巴彦淖尔市的光伏产业
基地。

“预制管桩是现代建筑领域应用的
一种新技术，就是将现场浇筑的混凝土
提前预制，运至施工现场，用打桩机打
入土中，除了造价低、施工快的显著优
势外，更为重要的就是绿色化。”建华建
材(内蒙古)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畅韶炳的

这番话不仅道出了预制管桩的市场前
景，还说明了工业领域“绿色化”是未来
发展的必由之路。

21 年前，托清经济开发区还是一片
沟壑山涧之地；21 年后，这里已成为清
水河县工业经济发展的主战场，形成了
以建材、冶金、化工为主的循环工业产
业体系，对县域经济平稳增长提供有力
支撑。

园区现有企业 19 家，其中正常生
产的企业 17 家。

优化营商环境是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基础。呼和浩特托清经济开发区财政
金融局副局长于跃说，“正在施工建设
的产业园道路及综合管网建设项目，总
投资 5 亿元。新建道路 2851 米、拓宽道
路 2701 米、综合管网单线长度 9009
米。项目建成后，整个产业园将会形成

‘一纵七横’的道路格局。”
“综合管网建设是硬环境，绿电、燃

气、水等 11 项园区企业日常使用的必
需品今年全部解决，8 月底项目建成后，

11 项管网通向园区的每一个企业，做到
对园区企业全覆盖、无死角、无盲区。”
于跃对此信心满满，“同时，园区还在紧
锣密鼓地建设污水处理厂中水利用项
目和杨西梁垃圾填埋场提标改造建设
项目，使园区基础设施更加合理完善，
为入园企业提供更全面的保障。”

清水河县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
格局，大力发展大宗物流、智慧物流、冷
链物流，推进了宏河物流园区、十七沟
煤炭物流园区的建设。 （下转 2 版）

本报记者 王子旺
黄河清水河县境内，沿黄公路向前延伸，窑沟大桥下，

黄河奔腾向南。
6 月 6 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巴彦淖尔市河

套灌区水量信息化监测中心考察，总书记结合沙盘、屏幕，
听取当地利用信息化手段，提升河套灌区精细化管理水
平，促进水资源绿色高效利用等情况介绍。

就是这条灌渠，支撑河套平原成为“塞外粮仓”，近年
来巴彦淖尔年均粮食总产量达 60 亿斤以上，这条灌渠一
头连着 1000 多万亩河套平原上的大小田地，另一头的尽
头便是黄河几字湾内的三盛公引水枢纽。

清水河县境内，沿黄公路两岸绿意初现，虽不茂密，但
已生机勃勃，车从沿黄公路上驶过，不时可见施工绿化车
辆作业的镜头。

与其他江河相比，黄河流域生态更敏感，环境更脆弱，
保护任务更艰巨，科学保护、精准治理要求也就更高。

清水河县沿黄廊道工程就是保护黄河水资源的硬杠
杠，沿黄公路绿化 4500 万亩，荒山荒地人工造林 5000 亩，
森林质量精准提升 30000 亩，废弃矿区修复 500 亩，建设
旅游采摘园 1000 亩。正是这些工程的实施，黄河两岸风光
日渐向好。

巴彦淖尔市的灌渠防渗衬砌、畦田改造及畦灌改地下
水滴灌等措施，实现河套灌区沈乌灌域每年节省水资源
1.44 亿立方米。然后将水权转让给用水大户内蒙古伊泰煤
制油有限责任公司。

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黄河几字湾内蒙古段
不同地区自然条件千差万别，生态建设重点各有不同，必
须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必须通过自然恢复强化水源
涵养功能。必须突出抓好鄂尔多斯高原水土保持，加大水
土流失综合治理力度。

黄河水资源先天不足，相关地区和部门要实施最严格
的水资源保护利用制度，实现用水方式由粗放低效向节约
集约的根本转变。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行而不辍，未来可期。”推动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长路漫漫，任重道远，绝非
一日之功。只有保持“久久为功、一以贯之”的韧劲，才能让
黄河水资源更“值钱”，才能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

招商引资结硕果 南北“牵手”写新篇

自治区商务厅与浙江大学深入合作共谋高质量发展

眼下，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农民抢抓
农时加紧种植辣椒，田间一片农忙景象。近年
来，该旗干鲜辣椒畅销湖南、湖北、广东、重庆
等地区，把小辣椒做成了大产业，铺就了一条
乡村振兴致富路。

鄂托克前旗：

辣椒产业铺就乡村振兴之路

图为：近日农民在鄂托克前旗城川镇麻黄套村的辣椒地里栽种辣椒苗。 （王正 摄）

清水河县：工业经济“绿意”浓

弘扬蒙古马精神

高效综合利用
让黄河水资源更“值钱”

黄河生态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系列述评之一

农企利益联结机制打造乡村振兴“新引擎”

预制菜：提振消费
提升农畜产品价值更大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