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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 新征程 新伟业

本报讯 (记者 张鑫)

�据自治区交通

运输厅消息，今年前 7 月，全区累计减免

通行费 103094 万元，同比增长 26%。

今年以来， 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持续

推进各类通行费惠民惠农政策。 严格执

行交通运输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

发《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鲜活农产品

运输绿色通道政策的通知》 要求， 保障

“菜篮子”供应，对整车合法装载运输鲜

活农产品的车辆减免车辆通行费 23790

万元。

对通行自治区所有高速公路的车

辆，以 ETC 卡全额支付高速公路通行费

的用户按 9.5 折收费， 共减免 30053 万

元。

严格贯彻落实节假日期间高速公路

免费惠民政策， 免收 7 座及以下小型客

车车辆通行费 33734 万元。

对军队和武警部队车辆、 执行抢险

救灾任务的车辆等符合通行费减免政策

的车辆减免 9114 万元。落实高速公路差

异化收费政策，降低货物运输成本，共减

免 6318 万元。 新能源车辆差异化减免

85 万元。

前 7月我区累计减免通行费约 10.3亿元

本报记者 张鑫

几乎家家户户养殖肉牛，巴彦

淖尔市杭锦后旗肉牛养殖成为当

地农民增收的主要产业。

近年来，杭锦后旗新型养殖农

民专业合作社以肉牛养殖为主业，

积极创新发展模式，探索现代化全

链条产业发展路径，成功孵化出一

家业态类型丰富、 利益联结紧密、

增产增收显著的国家级龙头企

业———内蒙古旭一牧业有限公司，

带动周边 3000多户农牧民增收致

富，开创了农企互助多赢的新局面。

建立“合作社 + 农牧户 + 金

融”发展模式。 合作社围绕巴彦淖

尔市及杭锦后旗优势特色肉牛产

业进行布局服务，大力开展养殖场

地、饲喂、防疫及良种繁育“四个标

准化”建设。 创新推出了“犊牛寄

养”“托牛所”等服务模式，合作社

为养殖户提供原料和技术服务等

支持，并以高于市场价的价格回收

养殖户的肉牛。 同时，在政府给予

养殖户相关政策支持的基础上，协

调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及融资担保

公司发放无抵押担保低息贷款，推

出利率仅为 6.5‰的肉牛产业发展

专项金融产品———微利“肥牛贷”，

贷款期限 3 年，为具有养殖意愿和

能力的养殖户解决了资金问题。

推行“八统一”和“养殖双模式

并行”的管理模式。 合作社创新推

行“统一购买肉牛、统一购买商业

保险、统一应激期管理、统一防疫、

统一饲养、统一人工授精、统一销

售、统一资金管理”的“八统一”肉

牛养殖新模式，彻底解决了过去小

养殖户缺犊牛、缺技术、缺饲料、缺

资金、缺市场等一系列难题，为农

牧户养殖解决了后顾之忧。 同时，

合作社坚持“养殖双模式并行”：一

是“自养”模式。合作社以低于市场

价格将牛犊卖给有饲养经验的养

殖户自行喂养，待牛犊成年后再优

先返售给合作社赚取养殖差价。二

是“寄养”模式。没有饲养经验的养

殖户购买牛犊后，交由合作社寄养

代管，年底统一分红，有效降低了

养殖成本和风险，保障了养殖户收

益。每年合作社寄养到周边农户的

牛犊达 5000 多头， 带动 1000 多

户农户从事肉牛养殖，同时吸纳周

边农户成为产业工人。 截至 2022

年底，参与“犊牛寄养”和在合作社

打工的农户，年人均工资收入达到

5 万元以上。

打造“合作社 + 龙头企业 +

科研院所”的全链条发展模式。 合

作社根据市场形势变化和社员要

求，成功孵化出内蒙古旭一牧业有

限公司。 目前，公司累计完成投资

8.6 亿元， 建成了年屠宰加工 3 万

头肉牛的生产线、 年生产 15 吨有

机生物饲料的加工线和设计存栏

3.5 万头的养殖园区。 同时， 合作

社、 龙头企业与内蒙古农牧科学

院、内蒙古农业大学等科研院校签

订了产学研合作协议，共同构建了

产学研一体化创新联盟。 目前，合

作社配备了现代化的实验室，拥有

科研人员 18 人， 建立了内蒙古农

业大学博士服务站，科技力量日益

壮大。

此外，合作社还不断吸纳肉牛

养殖、繁育等相关领域专家和技术

团队提供长期科技支撑，合作社从

国内外引进优质纯种的种母牛、种

公牛，为农牧户免费提供养殖服务

学习岗位，做到家家能养牛，户户

会养牛。

打造“两个窗口” 助推“引进来”“走出去”

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呼和浩特市政府 、内蒙古出版集团

三方联动共建内蒙古创新发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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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以为注销营业执照必须

回注册地办理，没想到在居住地

就能办理， 真是太方便了。 ”近

日，在鄂尔多斯市东胜区政务服

务中心成功办理异地个体工商

户注销登记业务的王女士对“全

区通办”业务赞不绝口。

近来， 内蒙古多地市民发

现， 各级政务服务中心设置了

“全区通办”综合窗口，以前需要

异地奔波办理的事项，现在通过

“全区通办” 窗口一站式就近办

理，避免了“多地跑”“折返跑”，

让群众实实在在感受到大数据

带来的便捷。

“全区通办” 只是自治区大

数据中心（政务服务局）深入开

展主题教育、抓好调研成果转化

的一个缩影。 主题教育开展以

来，自治区大数据中心（政务服

务局）坚持主题教育与业务工作

的深度融合，全力抓好调研成果

转化，切实提出一批务实管用的

实招硬招，着力破解制约大数据

和政务服务发展的痛点难点堵

点问题。

（下转 2版）

立秋过后，内蒙古自治区无定河流域的数万亩西瓜陆续成熟，吸引众多外地瓜商前来采购。 陕

蒙交界地的无定河流域沙地西瓜颇受欢迎，已成为当地农民的“致富瓜”。

图为 8 月 12 日乌审旗无定河镇河南村农民展示刚摘下的西瓜。 贾立君 摄

本报记者 迪威娜

绿色，是生命的颜色；绿色，是希望的寄托；绿色，是

前行的动力。

呼伦贝尔有两个广为人知的“后缀”，一个是草原，

一个是沙地。

在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深处有一块面积巨大的

沙地，是我国四大沙地之一———呼伦贝尔沙地。 穿行在

鄂温克族自治旗、新巴尔虎左旗与陈巴尔虎旗，草色碧

绿，树木苍翠，绿意与天边接壤，一片片牛群或闲卧或悠

然吃草，野兔等小精灵不时跳跃而起，呼伦贝尔沙地治

理示范区已成林海。

从 2019 年第六次全国荒漠化和沙化监测结果看，

呼伦贝尔市沙化土地总面积为 1819.5 万亩。 15 年间，呼

伦贝尔沙地面积减少了 130 多万亩。

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再到人沙和谐、绿富同兴，

多年的探索与奋进，呼伦贝尔沙地治理的量变累积为质

变，呼伦贝尔沙地“破茧成蝶”———荒漠化和沙化面积实

现“双减少”。 万物复苏、生机盎然、岁物丰成、山河锦

绣、和谐共生、永续发展，呼伦贝尔沙地更绿，更美，更富

生机……

历史上形成的呼伦贝尔沙地，地处呼伦贝尔草原的

核心区域，呈不规则状分布，由海拉尔河流域、伊敏河流

域、新巴尔虎左旗中部 3 条沙带和新巴尔虎右旗呼伦湖

沿岸零星分布的沙丘组成， 主要分布于新巴尔虎左旗、

鄂温克旗、陈巴尔虎旗、新巴尔虎右旗、海拉尔区、扎赉

诺尔区和满洲里市。

治沙战役，从 2009 年打响。 当年，呼伦贝尔市公共

公益项目“一号工程”启动———呼伦贝尔开始向沙地宣

战。 新巴尔虎左旗位于呼伦贝尔草原腹地，也是呼伦贝

尔市 6 个沙区旗市区中沙地面积最大、 治理任务最繁

重、最艰巨的地区。 境内 3 条沙带自北向南呈品字形切

割分布。 第四次全国荒漠化和沙化监测结果显示，该旗

沙化土地总面积 1160.4 万亩， 占呼伦贝尔沙地总面积

的 60.4%，占全旗总土地面积的 35.7%。

作为呼伦贝尔沙地治沙的主战场，新巴尔虎左旗按

照呼伦贝尔沙地综合治理规划要求，以构建祖国北疆重

要生态安全屏障和呼伦贝尔沙地西部防线为目标，紧紧

围绕“生态立旗”发展战略，整合实施“三北”防护林、退

耕还林、造林补贴试点、农业综合开发、退牧还草等各项

重点生态工程，全力推进草原生态环境建设，打响沙区

综合治理攻坚战。

从海拉尔向北走，到达位于呼伦贝尔市西部的陈巴

尔虎旗，这里沙地面积占呼伦贝尔沙地面积约 18%。

2009 年以来，陈巴尔虎旗全面实施“生态立旗”战

略，以保护和恢复林草植被、遏制沙化扩展趋势、改善生

态状况为目标，以林草工程项目建设为载体，以防沙治

沙为重点，依托国家“三北”防护林和退牧还草等重点生

态建设工程大力实施沙地综合治理。

新巴尔虎左旗先后在流动性强的阿木古郎镇周边

沙地、甘珠尔沙地、301 国道两侧沙地、洪库尔沙地、呼

伦湖东岸沿湖沙地、英根沙地、敖伦诺尔沙地、塔日根诺

尔沙地等重点沙化区域集中推进治理流沙面积近 50 万

亩，再生灌草盖度平均提高 50%，达到 75%以上，全旗森

林覆盖率由 1.8%提升到 4.06%。 2019 年第六次全国荒

漠化和沙化监测结果显示： 全旗沙化土地总面积为

1098.3 万亩，较第五次监测数据缩减 66.34 万亩。 经过

治理，陈巴尔虎旗沙化土地面积 331.22 万亩，明显沙化

趋势土地 83 万亩，分别较第五次监测数据减少 26.5 万

亩、59.6 万亩，林草植被覆盖度提高 15%—20%，活化的

沙丘基本被固定。

春华秋实，不负耕耘，如今呼伦贝尔已经掩隐在一

片绿色海洋中。 一批批治沙造林人无私奉献，实现了一

个绿色的奇迹，成就了一个绿色的梦想，也见证着它的

绿色征途和这座城市的绿富同兴、锦绣蝶变。

本报记者 王丰

40 多年来，“三北” 地区人民

以建设三北工程为己任，凝聚形成

了感人至深、催人奋进的“三北精

神”。

黄河汇千流、纳百川，终在内

蒙古高原留下壮美的几字弯。在黄

河几字弯南端是毛乌素沙地，毛乌

素沙地之北是库布其沙漠。几字弯

西南是腾格里沙漠，西北是乌兰布

和沙漠。

几字弯内，黄河流经内蒙古自

治区 843.5�公里，流域覆盖中西部

7�个盟市。 黄河几字弯内蒙古段流

域区位独特、面积广阔、资源能源

富集、产业集中，是建设国家重要

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农畜产品生

产基地的重要支撑。

事实证明，这几大沙漠曾经都

是水草丰美之地，只是经过环境变

迁、植被丧失、水土流失后，慢慢开

始积沙，到明清时已经是一片茫茫

大漠。

毛乌素沙地是中国四大沙地

之一，其约三分之二在鄂尔多斯市

境内，主要分布在乌审旗、鄂托克

前旗、伊金霍洛旗、鄂托克旗。

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禁止开

荒、保护牧场”到七八十年代“谁造

谁有，合造共有，长期不变，允许继

承”“五荒地划拨到户，草牧场两权

分离”， 再到在全国率先推行“禁

牧、休牧、划区轮牧”和草畜平衡制

度，从根本上解决沙区草、畜、人的

发展矛盾。

在这场国家和老百姓共同面

对的硬仗面前，涌现了许许多多治

沙英雄。比如殷玉珍、白万祥夫妇，

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咬牙治沙，

坚持种树，到如今已经把 6 万多亩

沙地变成了绿地。

同样在毛乌素沙地之北的库

布其沙漠里，30 年来， 在政府、沙

区群众和企业的共同努力下，库布

其成为世界上唯一被整体治理的

沙漠，如今，在“一带一路”倡议的

带动下，库布其模式走入沙特等中

东国家，为全球荒漠化防治贡献着

中国智慧。

腾格里沙漠面积约 4.27 万平

方公里， 主要集中在阿拉善盟境

内。功夫不负有心人，从 1984 年到

1992 年，整整 8 年时间，林业人终

于摸索出一套适合于阿拉善荒漠

地区飞播造林的技术措施，开创了

在年降水量 200 毫米以下地区飞

播造林治沙成功的先例。 截至

2022 年， 阿拉善左旗累计在腾格

里沙漠、乌兰布和沙漠边缘飞播造

林 623 万亩，呈现出“绿带锁黄龙”

的壮观景象。

内蒙古的沙漠治理的成效得

益于科学治沙，“不毛之地” 变为

“发展沃土”。黄河几字弯的生态沙

线稳住了，实现沙止步、绿成荫、助

发展、能致富的共赢。

经过 40 多年不懈努力， 重点

治理区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

沙退”的历史性转变，荒漠化和土

地沙化实现“双缩减”。防沙治沙工

作须臾不能放松， 我国荒漠化、沙

化土地治理呈现出“整体好转、改

善加速”的良好态势，但沙化土地

面积大、分布广、程度重、治理难

的基本面尚未根本改变。因此，必

须充分认识防沙治沙工作的长期性、

艰巨性、反复性和不确定性，坚持

科学治沙，因地制宜，才能筑牢我

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

2021—2030 年是“三北”工程

六期工程建设期，也是巩固拓展防

沙治沙成果的关键期。内蒙古要保

持战略定力， 一张蓝图绘到底，一

茬接着一茬干，沙海就会继续铺展

绿意。

创新“三项模式” 推进肉牛全链条发展

自治区大数据中心（政务服务局）

抓好调研成果转化

解决难点堵点问题

“三北精神”里的内蒙古力量系列述评之三

科学治沙，稳住了黄河几字弯的生态沙线

无定河流域西瓜采摘忙

山水林田湖草沙一起向

“绿”系列报道之八

绿富同兴 锦绣蝶变

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持续推进各类通行费惠民惠农政策

网址

：

www.nmgsb.com.cn

新闻热线：0471-3285915

广告热线

：

0471-3285916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15-0068

邮发代号：15-29

总 5276期

今日 8版

2023年 8月 15日 星期二

主管主办:内蒙古新华报业中心

出版：内蒙古商报社

网站

XUESIXIANG QIANGDANGXING ZHONGSHIJIAN JIANXINGONG

学思想 强党性 重实践 建新功

导 读

集通铁路电气化改造工程

取得突破性进展

3 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