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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蒙古马精神

端牢饭碗 夯实根基

本报讯(记者 张鑫)今年我
区在加强农牧业土地资源利用方
面聚焦“一块田(高标准农田)、两
块地 (盐碱地和黑土地)、三普查
(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摸底数、
搞建设、提地力、推工作。

近日，在自治区政府新闻办
举行的“以两件大事为主抓手推
进内蒙古现代化建设”主题新闻
发布会 (第 9 场—自治区农牧厅
专场)上，自治区农牧厅农田建设
管理处处长林利龙如是介绍。

农为政首，地为粮基。土壤普
查是摸清土壤家底的重要保障举

措，内蒙古全力推进第三次全国
土壤普查工作，摸清农田家底。我
区 45 个旗县列入普查范围，坚持

“边普查，边汇总，边应用”原则，
逐步摸清土壤质量家底，高效利
用耕地资源。聚焦永久基本农田、
黑土区、盐碱区、黄河流域区等区
域，优先开展土壤普查，为耕地高
效利用提供科学依据; 在查明查
清土壤质量基础上，突出土壤农
业利用适宜性、特色农产品产地
开发性及耕地质量等级评价，为
保护利用提供科学支撑; 建立全
区耕地质量“一张图”，精准施策，

指导农户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因
土种植、因土改土，科学高效提升
耕地质量。

小田变成了大田，土地的价
值也得到很大提升。内蒙古推进
高标准农田建设，落实藏粮于地。
2023 年，我区向国家争取到 395
万亩建设任务，支持 20 个年度任
务量在 15 万亩以上的产粮大县。
工作思路做到“三个聚焦”，即聚
焦耕地这个“命根子”抓建设，聚
焦水利这条“命脉”抓节水，聚焦
良田这块“压舱石”抓提升。

“黑土地”是粮食丰产的代名

词。实施黑土地保护利用，我区示
范推广“天成模式”“大河 湾 模
式”“三改两治一轮”用养结合
模 式 和“ 两 还 两 耕 ”肥 沃 耕 层
构建模式。探索新增耕地地力
补 贴 资 金 用 于 黑 土 地 地 力 提
升工作新机制。通过资金或物化
补贴引导社会资本参与黑土地保
护。由内蒙古农科院、中科院等单
位组建内蒙古黑土地保护利用技
术研究院，形成政产学研创新体
系。

推进盐碱地综合利用，拓展
增粮空间。我区投资 8000 万元，

在 10 个旗县打造 10 个万亩“作
物(品种)+”盐碱地综合利用增产
示范典型。充分利用盐碱地普查
成果，7 月底前编制完成全区盐
碱地综合利用规划。重点推广“五
位一体”等 9 项盐碱地综合利用
技术模式和 13 个适宜不同区域
的耐盐碱作物品种。同时，成立全
区盐碱地综合利用技术研究院，
进一步推动政产学研企深度融
合。加快耐盐碱作物种子培育和
品种鉴选，扩大种植面积，发展精
深加工，打造盐碱地产品品牌，发
展盐碱地特色农业。

内蒙古多举措推进农牧业做强做优
“一块田、两块地、三普查”

“此次学习让党员干部们深
深感受到了文明‘金种子’散发的
璀璨光芒，体会到版本背后深藏
着的历史文脉。”

不久前，中国国家版本馆杭
州分馆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参观
者，他们是来自内蒙古出版集团
的 54 名党员代表。大家在讲解员
的带领下，驻足聆听，并相互交流
感悟。

连日来，内蒙古出版集团组
织骨干人员到浙江出版集团、杭
州国家版本馆进行了专题学习调
研，详细了解主题图书和精品图
书策划、多元产业发展、投融资和
资本运营等方面的先进经验，领
略江南文化所蕴藏的民族智慧和
精神内涵，通过学习、参观、研讨，
进一步找差距、补短板。

内蒙古出版集团承担着全区
蒙汉文图书和八省区蒙古文教材
的出版发行任务，是自治区重要
的意识形态阵地之一。主题教育
开展以来，出版集团以目标导向
为基准、问题导向为切入点，全面
推进理论学习、调查研究、检视整
改，用工作实效推动主题教育走
深走实。

通过动员全体职工不遮掩、
不护短、刨根问底式的查找，出版
集团查摆出 52 个问题，并将问题
分成 7 大类，进行深度剖析，包括
出版主业、产业多元发展、营业收
入、队伍素质、管理机制、市场表
现、工作作风等。出版集团将每类
问题的表现形式、典型案例、详实
数据都明明白白梳理出来，做到
底数清、问题明、导向明确、问题

成因清晰可见。
与 7 个方面的问题相对应，

出版集团提出了主业提质行动、
业务优化行动、规范提升行动等
推动高质量发展“七大行动”，适
时进入化解问题的程序，并将其
分为马上解决、长期坚持、思路调
整、转型升级等环节，分别有序落
实到位。

此外，通过广泛征求意见，结
合学习收获，出版集团分级出台
了学习研讨、工作规范、素质提
升、廉洁从政、对外交往、绩效考
核、监督管理等 10 多项制度和管
理规则，详细规范了党员和干部
的学习、工作、生活等行为，做到

事事有章法、人人讲责任，时刻保
持清醒的头脑。

在 6 月 7 日开幕的第十九届
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
上，出版集团参展的 300 余种精
品图书、50 余种文化创意产品，
受到各路宾朋的高度关注，特别
是《五大任务干部读本》《话说内
蒙古系列丛书》《袁隆平与内蒙古
大米》《毛乌素绿色传奇》等图书，
以高政治站位、新时代创意、内蒙
古特色，吸引了广大读者在留言

簿和“朋友圈”纷纷点赞。
下一步，出版集团将以主题

图书、精品图书出版策划，多元产
业发展等为抓手，不断提升企业
核心竞争力和文化影响力，
助力出版强国建设。

（据《内蒙古日报》）

本报记者 张鑫
“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深入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

工程建设，事关我国生态安全、事关强国建设、事关中华民
族永续发展，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近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巴彦淖尔主持召开加强荒漠化
综合防治和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座谈会，发出

“努力创造新时代中国防沙治沙新奇迹”的时代号召。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将防沙治沙牵挂

在心，深入多地调研，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多次
作出重要指示，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
行动指南。

内蒙古自治区第六次荒漠化和沙化土地监测结果表
明：全区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双减少”，程度连续

“双减轻”。沙化土地植被盖度稳步提高。沙区生态状况“整
体好转、改善加速”，荒漠生态系统“功能增强、稳中向好”。

（下转 2版）

本报记者 王丰
以水而定、量水而行，因地制宜、分类施策，上下游、干

支流、左右岸统筹谋划，让黄河的“颜值”和“价值”得到双
提升。

6 月 5 日下午，在内蒙古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乌
梁素海，了解当地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
治理、促进生态环境恢复等情况，察看乌梁素海自然风貌
和周边生态环境。

乌梁素海位于黄河几字湾顶部，蒙古语意为“红柳
湖”。是黄河流域最大的功能性湿地、全球荒漠半荒漠地区
少见的大型草原湖泊，承担着黄河水量调节、水质净化、防
凌防汛等重要功能。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乌梁素海出现自然补给水量减
少、城市污水和工业废水污染、生态功能退化等现象。

在持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时代，乌梁素海也获得
新生的机会。2012 年至今，内蒙古加大对乌梁素海投入力
度，打通补退水通道，累计投资 35260 万元，实施了一批补
退水通道工程建设和湖坝堤防工程建设。通过点源、面源、
内源多措并举，特别是直接引入黄河水实施大规模的生态
补水，乌梁素海水质逐步好转，鸟类、鱼类数量有所增加，
湖体生态功能逐步恢复，治理取得阶段性成果。

河流是地球的血脉，湖泊是地球的肾脏，通则不痛，乌
梁素海治理工程是一项重大工程，需要久久为功。与此同
时我们也应看到，乌梁素海是黄河北支的一段河迹湖，不
是人工湖，解决治理问题还是要立足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积极推动重建河流、湖泊的自然生态系统，坚
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真正实现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让河流、湖泊的“颜值”“价值”双提升。

为迎接夏季用电高峰，由国网蒙东电力公司负责建设管理，国
网特高压建设分公司提供技术支撑服务工作的京泰酸刺沟电厂二
期 1000 千伏送出工程加快建设进度，工程建设进入架线阶段，预

计 7 月中旬完成全部施工建设任务。
6 月 20 日，在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京泰酸刺沟电厂二期 1000

千伏送出工程施工现场，工作人员在安装均压环。 贝赫 摄

内蒙古：

加快特高压建设 保证夏季能源供应

内蒙古出版集团：

“破题”“解题” 塑造出版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山水林田湖草沙一起向“绿”
系列报道之一

与沙为“友”挺进绿色

生态补水
让黄河“颜值”“价值”双提升

黄河生态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系列述评之二

中国绿色算力大会将于 7月 1日在呼和浩特市举办
本报讯 (记者 张鑫)6 月 26 日，呼

和浩特市召开“中国绿色算力大会新闻
通报会”，记者在会上获悉，中国绿色算
力大会定于 7 月 1 日至 3 日在呼和浩特
市举办，大会将搭建“1+4+2”活动框架，
即 1 场开幕式暨主旨演讲、4 个平行会
议、“青城论数”圆桌会谈和“绿色算力和
林格尔行”2 个主题活动。

7 月 1 日下午将举办“青城论数”圆
桌会谈受邀嘉宾共同探讨绿色算力助力
国家“东数西算”工程之路。

7 月 2 日上午，中国绿色算力大会开
幕式将在呼和浩特敕勒川草原千人会议

中心举办，开幕式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
段将安排以下活动：与会领导致辞，呼和
浩特市主题推介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络国家枢纽节点和林格尔数据中心集群
建设方案》解读;为和林格尔绿色算力发
展研究中心、联通(内蒙古)产业互联网有
限公司揭牌，为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
中心工程、“和林格尔绿色算力超市”举
行启动仪式;开启中国绿色算力大会。第
二阶段将安排以下活动：由中国信息通
信研究院发布《2023 中国绿色算力发展
研究报告》《和林格尔绿色算力指数》等
重磅研究成果; 中国工程院院士郑纬民

做主旨演讲，同时绿色算力产业链上下
游知名企业家作主题演讲; 举行数字经
济重点项目签约仪式。

据悉，本次大会的初衷就是要打造
绿色算力发展的前沿阵地和国家级平
台，搭建一个行业专家、企业家交流合作
的平台，大会专门邀请了绿色算力产业
上下游链知名企业家作主旨演讲，同时
还将由头部企业牵 头 承 办 主 题 为“AI
算力、绿建未来”“数据赋能、共创 生
态”“绿色低碳筑基、共赢算力未来”

“聚变创新、共建绿色未来”四场平行
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