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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丰

淖尔梁是内蒙古中西部独有的一处高山湿地草甸草原，是阴
山与草原接壤地带唯一特殊地貌。

由于目前仍是一处尚未完全开发的生态旅游区，成为国内小
众户外“驴友”热衷前往的目的地之一。

淖尔梁就是大青山最神奇的地方。当地人称大淖儿，亦称珍珠
滩，“淖尔”在蒙古语中指湖泊，“梁”则是汉语里的山梁，这片高山
湿地草原可谓名副其实。

淖尔梁的雨季降水多，到处都是沼泽，很多山顶的水泡子会变
得像湖泊一样。既有粼粼波光，又有翠绿草丛，面积广袤绵长，类似
江河源头，堪与青藏高原黄河发源地相比，原始而壮观，粗犷而秀
美。

2023 年，淖尔梁高山湿地草原被列入武川招商引资重点项
目。

“十四五”期间，武川县将加快培育发展大青山黄金旅游带，积
极创建国家旅游体验度假区，在旅游空间、产品及科技赋能等方面
加大投入，打造文化旅游新 IP，主题游乐新地标，在呼和浩特打造
区域休闲度假中心准确定位，全面打造首府后花园。

在景区建设过程中，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这些
投入都会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同时，也可以创造就业机会，提高
当地居民的收入水平，促进当地经济的繁荣。

当然，在景区建设过程中，首先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的理念，遵循生态文明建设的原则，保护自然环境，防止环境污染
和生态破坏；此外，景区建设应通过科学规划和管理，实现人与自
然和睦共处。

翌翌 绎
绎绎优化营商环境进行时

3
2023 年 6月 27日 星期二
编辑：张鑫 美编：罗万玲 网址：www.nmgsb.com.cn

政经ZHENGJING

本报讯(记者 迪威娜)今年以来，二
连浩特市市场监管局推行开办企业“一件
事、一次办”，设置企业开办综合受理窗口，
按照“前台综合受理、后台分类审批、综合
窗口出件”原则，全面推动实现线上线下

“一窗通办”，开办企业、高频许可事项各环
节实现并联办理，大幅压减办理环节减少
企业跑动。

截至目前，新登记企业 446 户、个体工
商户 955 户、高频许可事项(食品经营许可
证 )101 户 ， 分 别 同 比 增 长 45.28% 、
97.31%、129.55%，办理“七合一”套餐业务
8 件，企业注销“一件事、一次办”9 件，免费
提供印章 1338 枚，累计为经营主体减免费
用约 4.37 万元。推进“不见面审批”，经营
主体注册登记“不见面审批”数量占经营主

体注册登记总量的 99.36%。
同时积极推进“无人工干预智能审

批”，9 户个体工商户通过手机 APP 办理
营业执照。全流程服务招商引资企业开办，
设立招商引资业务咨询专窗，推行“24 小
时不打烊服务”，主动上门服务“一对一”跟
踪帮办服务，坚持特事特 办、急 事急办，
实行材料齐全马上办、 材料不全指导
办，畅 通 登记 渠 道，做 到 申请 即办 结。
完成重点招商引资项目提供跟踪帮办
服务 2 件。帮助个体工商户提档升级，
引导转型升级企业 2 家。高标准落实
外资企业准入后国民待遇，保障外资
企 业 依 法 依 规 平 等 享 受 相 关 支 持 政
策，截至目前，新登记外资企业 14 户，同
比增长 600%。

记者从呼和浩特市发改委获悉，截至
目前，呼和浩特市 993 个在建重点项目完
成投资 656 亿元，已超年度计划的 50%。
其中，旗县区 912 个在建项目完成投资
571 亿元，平均投资进度 57.1%;呼和浩特
市本级在建的 81 个项目完成投资 85 亿

元，投资进度 28.5%。
下一步，各市直部门将精心组织项目

建设，扎实做好要素保障，加强在建项
目跟踪监测，推动形成更多实物量和投资
量。

(云艳芳 杨彩霞)

北方的夏天凉爽宜人，呼伦贝尔市阿
荣旗六间房村菌菇种植项目试点基地毗
邻复兴水库，气候条件更是得天独厚。一
大清早，干活儿麻利的王丽霞已经采摘
好几筐松茸了，她一手提着装满松茸的
篮子，一手擦着额头的汗水和记者聊起
来。

2022 年，复兴镇六间房村返乡青年
王丽霞在自家水稻大棚和林间地尝试种
植紫花脸蘑获得成功。当了解到松茸是
世界十大“名蘑”之一时，她也试种了一
部分，产量和销量都超出了预估。

提起回乡创业，王丽霞感慨万千，她
说大学毕业后她选择了北漂，后来因为
种种原因，她还是选择回乡创业。

见过世面的人更知道“世面”里的人
需要什么。六间房村与索尔奇国家湿地
公园隔水相望，气候条件适合菌菇培植，
王丽霞看准了松茸和紫花脸蘑的培植生
产。

松茸朵大，色泽艳丽，肉质细嫩，盖
滑柄脆，清香可口，具有色美、味鲜、嫩
滑、爽脆、口感好等特点，被誉为“舌尖上
的山珍美味”。而紫花脸蘑曾是宫廷的贡
品，其鲜美的味道始终为食客所认同。

在王丽霞的精心培植下，松茸每平
方米可产 20 斤以上，旺季时日产松茸千
余斤，冷库保鲜，分等级销往北京、上海、
青岛等地。目前 5 个 400 平方米的大棚
共 2000 平方米的松茸可外运，亦可提供
当地食客采摘。今年，她还扩大了紫花脸
蘑的面积，在 2 万多平方米的林间地和
玉米地培植了紫花脸蘑，月余便将上市。

六间房村现有 200 余个 350 平方米
的水稻大棚，不仅能为菌菇生长提供良
好的温度与湿度，还能满足菌菇喜阴的
习性。同时，全村水稻、玉米种植面积达
到了 5000 余亩，养牛 700 余头，养羊超
过 3000 只，因此产生的秸秆、稻草、牛羊
粪肥都是种植菌菇的优质种植料。为做
好菌菇特色种植产业，目前，在该镇党委
政府的支持下，六间房村采取“党支部 +
合作社 + 农户 + 贫困户”的运营模式，由
党支部牵头组织，号召有种植意愿的村
民参与到菌菇基地各项运作流程当中，
并通过统一技术服务、统一菌种供应、保
底产品销售的方式来逐步做大产业。

复兴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尹阿虎介
绍说：“镇党委政府始终把推动镇域特色
产业发展作为工作重点，积极推动‘产业
+ 旅游业’融合发展。夏天来了，游客也多
了起来，在复兴水库、索尔奇湿地公园融
入大自然，赏山水美景后，到水库路东的
菌菇大棚体验采摘的乐趣，可谓不虚此
行。”

想想，那一朵朵清秀可人的紫花脸、
憨态可掬的赤松茸太治愈了，自己吃不
完，还能当作礼品送给亲朋好友，谁收到
这样的礼物会不高兴呢。在王丽霞眼里，
每一朵小小菌菇都像是待字闺中的姑
娘，她亲手为她们做好“嫁衣”，等待那个
对的人，带她、带她们离去。

一场小雨在说话间飘落，王丽霞笑
容满面地相送，挥手之间热情邀约：“下
个月来采紫花脸儿吧，那味道更鲜!”

(于雪梅)

“我家 7 亩多田地交给荣坤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托管，今年预计能收入上万元。土地托管后，我还能利用
空闲时间外出打工，每月还能赚 5000 多元。”呼和浩特
市托克托县五申镇祝乐沁村民马飞飞高兴地说。

位于托克托县五申镇祝乐沁村的荣坤种养殖农民
专业合作社从 2015 年开始推出生产托管服务，8 年间
累计服务 3.8 万余亩农田。合作社建立了托管台账、作业
标准和责任机制，实现了机械化、规模化生产，让农户尝
到了“有田、有钱、有闲”的甜头。农户自愿与合作社签订
托管服务合同并缴纳“托管费”，除了能够获得托管收益
外，还可以外出打工增加收入。

“起初，农民对于托管土地有很多顾虑，怕合作社扩
大规模后经营效果会下降，也会担心种子化肥的品质问
题。我们通过耐心、细致地讲解，让大家真实地了解托管
服务是怎么回事，同时，努力向大家普及集中化种植对
提高土地利用率、实现资源效益最大化等的好处，慢慢
地就打消了他们的顾虑，获得了大家的信任。此外，合作
社还委托加工企业生产系列五谷杂粮、面粉等农副产
品，通过延长产业链增加农民收入。”荣坤种养殖农民专
业合作社理事长武福彪介绍道。眼下，全村已有 120 户
农户参与到土地托管服务中，推动合作社实现了大规
模、现代化经营。

目前，托克托县成立了 140 多家合作社，可以提供
从种到收，从环节管理到技术服务，从供应到销售的全
链条服务，真正实现了节本增效、农民增收。越来越多的
乡村开始探索土地托管、土地入股合作等生产模式，有
力推动了农业规模化生产、集约化经营，为农业发展和
农民增收开辟了新路径。 (刘权达)

当前，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圆满收官高质量结束，鄂
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旗属国有企业圣地园生态园林绿
化公司(以下简称圣地园)合并重组、各有所攻，在国企改
革的路上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奏出一曲稳中向
好的绿色变奏曲。

2016 年 8 月，圣地园经伊金霍洛旗国资委批准成
立，被列为小微企业。当时，由旗园林绿化中心(原园林
局)监管运营，无固定专业人员、无明确目标导向，以绿化
劳务为主，经营竞争压力巨大。

2020 年，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如期开始，圣地园领导
班子初始配齐，为彻底扭转发展现状，制定方案，确定 64
项重要改革任务，建制度、强攻坚、优布局，从最初创业
做劳务到做园林，再到现在的生态建设，每一步都是国
企改革的生动缩影。

专业技术人才持续壮大
人才是企业发展的关键，圣地园创办以来，始终坚

持人才强企战略，严格落实“选贤任能、人尽其才”的用
人方针，培养锻炼出一支素质高、技能强、作风硬的专业
园林绿化队伍。

现有 39 名园林、园艺、设计、经济、工程管理等专业
职工，具有园林方向高级工程师 4 人，中级工程师 6 人，
助理工程师 17 人。

为进一步提高职工创新创造能力和水平，圣地园与
内蒙古农业大学林学院合作设立产学研合作基地一处。
基地主要以培育乡土植物和外来植物引种驯化为主，特
别是在菌草试种实验上，圣地园提供了充足的基地、基
肥和设施设备支持，以满足科研小组需求。科研小组通
过不同种植管护法进行比较试种，试种成功之后，菌草
技术将成为推动公司保护生态、带动增收和促进可持续
发展的强劲助力，也将成为筑守矿山生态修复的有力屏
障。

内部管理效能充分释放
管理效能是企业管理的生命所在。近年来，圣地园

坚持以党建促发展，构筑支部与项目共建、党旗与任务
同行的大党建格局，推动“支委包抓项目、党员包办手
续”常态化实行。在厘清关系推动落实上，注重股权商、
合作商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合作机制;注重党支部、董事
会、经理层权责议事地位;注重以职代会为基本形式的
民主管理制度。

圣地园在制度建设上求真、在制度执行上求实，内
部管理科学有序、活力迸发。在人员选任上，实行“基本
工资 + 绩效工资 + 职称工资”的用工方式，激发职工潜
能，打造圣地园专业园林队伍。

目前，圣地园一线技术人员持证率达 100%。在苗木
采购上，通过“产地直输、规模采购、低价中标”的方式，
优先选用本地苗木或直接从苗木生产地进行规模采购，
降低苗木采购成本。在施工队伍管理上，以“基本工资 +
四级联考”的方式雇用“园林专业商”为工长，激励出智
出力，抓好一线管理，提高工程质量。在结对包联工作开
展上，坚持“输血”“造血”相结合，建设实施农作物秸秆
和绿植废弃物项目，并组织包联村失地农牧民开展技能
培训，提供务工岗位，助力帮扶脱贫攻坚圆满收官，乡村
振兴接续推进。近三年来，通过上下同心联动，公司累计
帮扶包联村实现纯利润超百万元。

经营业务能力显著提升
圣地园在建设与发展上始终奉行“节约成本、高效

运营、打造精品工程”理念，先后出色完成伊金霍洛旗区
多条主干道路、绿地广场、公园建设等综合性园林绿化
景观项目，以过硬的质量、优质的服务赢得了各方的认
可和好评。

此外，圣地园还积极开拓外埠市场，在邻区、邻市、
邻省实施的绿化工程，以积极态度克服异地施工、环境
恶劣等困难，狠抓施工质量、强化施工管理，施工成果获
得了业主方的一致好评，对外影响力进一步提高，品牌
形象逐步确立。

2022 年，圣地园拓展新增生态恢复及保护等经营业
务范围，发展成为以生态建设施工为核心，集园林绿化
景观设计、养护管理、苗木花卉生产与销售为一体的综
合性园林绿化生态建设企业。相继孵育成立创惠公园管
理公司、晟地园生态肥公司、正和圣鑫环境治理公司，多
面经营、业务多元，成为公司稳步成长的有力支撑点。

(雷庆)

二连浩特市：

千方百计激发经营主体活力

656 亿元 !

呼和浩特市 993 个在建重点项目
提前实现项目投资进度过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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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丽霞：甘为“名蘑”披嫁衣

生态美，鸟儿归。近年来，中华攀枝雀、东方白鹳、大鸨、太平
鸟、栗斑腹鹀等越来越多的鸟类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给自然界
平添了几分灵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面随处可见。近几年，通
辽市加大生态宣传和保护力度，持续提升生态环境的修复与改善
工作，逐步形成了良性生态循环系统，为鸟类的迁徙、繁育后代、
安家落户提供了良好的生态环境，进而使鸟类的种类和数量逐渐
增加，形成了稳定的种群。 (张启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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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托县：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圣地园在国企改革中
奏响绿色变奏曲

本报讯（记者 欣然）记者从 6 月 26 日
利乐公司在其呼和浩特工厂举行的“盖”启
新程———利乐呼和浩特封盖工厂新线投建
庆祝仪式上获悉，利乐进一步迅速、灵活协
助客户把握潜在市场，满足更多中国消
费者追求高端化、 便利性和可持续性
的消费需求，产能再创新高。2023 年，利
乐新增 6 条封盖生产线，产能可增加约
40%。

利乐呼和浩特包材工厂于 2009 年投
产，配备了先进的无菌包装材料生产线，设
计产能达 200 亿包，是利乐公司在中国投
资规模最大的包装材料生产厂。

为进一步支持乳制品企业挖掘市场潜
力，利乐公司在呼和浩特投资 7 亿元，建立
利乐全球最大的封盖工厂。工厂选址乳都
呼和浩特并紧邻利乐呼和浩特包材厂，于
2020 年 6 月开工建设，2021 年落成，是利

乐全球最大、智能化程度最高的全自动化
封盖工厂，最大设计产能达每年 100 亿个
封盖。封盖工厂自 2021 年开始陆续投产，
目前已有 15 条生产线投入运营。

利乐大中华区总裁朱屹东表示：“中国
市场一直是利乐全球业务市场的重中之
重。因此，利乐在中国的乳都，也是世界
的乳业中心布局了全球设计产能最大
的封盖工厂，配套同样是利乐全球设计
产能最大的包材工厂，我们有信心为中国
乳业企业、中国乳都提供支持，和中国乳业
共成长。”

作为最早一批进入中国的跨国企业之
一，利乐公司在中国市场耕耘已有 40 余
年，始终信奉“与客户共成长”的经营理念。
此次利乐呼和浩特封盖工厂新线投建，是
利乐扎根中国、深耕呼和浩特市的又一个
实际行动。

“盖”启新程 利乐呼和浩特封盖工厂产能再创新高

6 月 25 日，自治区自然资源厅举办第
33 个全国土地日宣传活动，主题为“节约
集约用地 严守耕地红线”。内蒙古是名副
其实的耕地大区，耕地保有量达 1.72 亿
亩，占全国耕地面积的 8.97%，居全国第二
位，耕地保护任务艰巨、责任重大。近年来，
全区自然资源系统牢记嘱托，不断加深“三
个领悟”，全面履行“两统一”职责，以科技
赋能监管，精心守护沃土良田。

包头市自然资源局建设“耕地保护网
格化管理信息系统”，开发了移动巡田
APP，助力各级网格责任人通过手机 APP
实现日常巡田、违法线索带位置上报、线上
流转处理以及快速执法。这不仅打通了县、
乡、村三级联动的“全覆盖、无死角”耕地保
护网格化管理的信息通道，还形成了“早发
现、早制止”的耕地保护格局。

在赤峰市喀喇沁旗，自然资源部门研

发的“乱占耕地实时监管系统”大显身手，
实现乱占耕地建房监测实时预警，实现耕
地保护监管的科学化、规范化和智能化，为
耕地保护插上数字化“翅膀”。与此同时，喀
喇沁旗成立“田长制”，在全旗全面推行自
然资源“一网一长”制，目前旗、镇、村三级
田长有 221 名，构建起责任明确、反应迅
速、监管有力的自然资源保护新机制。

据自治区自然资源厅有关负责人介
绍，全区自然资源系统将聚焦“五大任务”，
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严格落实国土空
间规划和用途管制。压紧压实耕地保护责
任，严格执行耕地“两平衡一冻结”制度，加
大耕地督察执法力度，加强黑土地保护，以

“长牙齿”的硬措施，遏制耕地“非农化”、防
止“非粮化”，全力捍卫耕地红线，确保 1.72
亿亩耕地实至名归。

（阿妮尔 孟和朝鲁）

内蒙古全力保护 1.72 亿亩耕地

利乐呼和浩特封盖工厂车间全景

土地托管
为农业生产添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