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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8 日上午， 第四届中国—蒙古

国博览会 (以下简称第四届中蒙博览会)

专题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办。

商务部副部长李飞、 蒙古国食品农

牧业与轻工业部副部长钢呼勒格、 自治

区副主席杨进分别介绍了相关情况，并

回答了记者提问。

第四届中蒙博览会将于 9 月 6 日至

10 日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举办，以“共

建开放新格局， 共享发展新机遇”为

主题， 设置五大板块 10 余项专题活

动，进一步深化中蒙两国之间以及与

世界各国之间的务实合作。 其中，创

造性地举办国家向北开放经贸洽谈

会，为优化区域开放布局、提升国家向北

开放水平搭建国际化贸易投资合作新平

台。

据介绍， 本届中蒙博览会主展面积

9.2 万平方米，创历届最大;预计参展企

业 3000 多家、参展国别 35 个、参展省区

市 27 个，创历届最多。 届时，还将首次设

置具有内蒙古优势特色的能源展区和装

备制造展区等。

此外， 本届中蒙博览会首次尝试以

市场化运作方式进行招商招展， 吸引更

多企业和客商走进中蒙博览会。

（高慧）

第四届中蒙博览会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办

本报记者 迪威娜

蔚蓝的天空下是连绵成片的

绿洲，在清早的阳光中跃动着勃

勃生机。 荣膺“全球 500 佳”环境

奖、“中国天然氧吧”等称号的赤

峰市敖汉旗，曾是全区乃至全国

荒漠化最严重的地区之一，面对

恶劣生态环境，敖汉旗几代人、几

十年如一日植树种草，治理荒漠

化，全旗 572 万亩现有林面积中

543 万亩全部为人工造林，凭借着

“不干不行，干就干好”的生态建设

优良传统，在北疆建起了一道亮

丽风景线。

连日来，在敖汉旗三义井林

场里，林场职工正冒着酷暑，进行林

间作业。 除了要对新栽植的樟子

松、文冠果等树种进行补水以外，

他们还应用新的抗旱保水技术，

通过这些措施确保造林成活率。

在一系列造林技术的支撑

下， 现在林场造林成活率已经达

到 95%以上。 然而建场之初的

1954 年，这里还是一片自然植被

不足 10%的茫茫荒漠。 那时候，

一年到头狂风肆虐、沙逼人退，造

林的成活率还不足 50%。 生态环

境恶劣， 并没有阻挡住林场人的

造林热情，上世纪 80 年代初，他

们研发了大沟开犁技术， 以此为

基础， 配套组装了敖汉系列抗旱

造林技术，在三北防护林建设一、

二、三期工程，乃至今天一直发挥

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大大提升了

造林成活率。

2011 年开始，三义井林场在

赤峰市率先实施了退化林分改造

修复 ， 截至目前已经完成了

40000 多亩。 三义井林场的荒漠

化治理正是敖汉旗治沙工作的一

个缩影。在几十年间，敖汉人完成

了一次又一次的绿色攻坚，“三千

干部下基层，十万人马战山川”正

是当年敖汉人治沙场景的写照。

截至 2022 年， 敖汉旗有林面积

已达 572 万亩，其中人工林面积

543 万亩， 天然林面积 29 万亩，

森林覆盖率达到 44.17%，草地面

积 106.8 万亩， 草原综合植被盖

度达到 60%以上。

几十年、 几代人坚持不懈的

荒漠化治理，“好生态” 正馈赠敖

汉人以“好生活”，“绿水青山”换

来了“金山银山”。如今，敖汉旗谷

子年种植面积 100 万亩、总产量

5 亿斤、产值 20 亿元以上、带动

5.6 万户农民增收、 品牌价值 100

多亿元。

昔日沙窝窝，今日变绿洲，是

敖汉旗人民坚定不移走出的一条

因绿而兴、因绿而富发展道路，也

是敖汉旗几十年与风沙艰苦卓绝

抗争获得的硕果。

本报记者 张鑫

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沙梁子

村琪宝农场示范种植基地，村民们

围在内蒙古农牧业科学院玉泉区

“专家工作站”的专家人才身边，津

津有味地听他们介绍辣椒种植技

术、病虫害防治等相关知识……眼

下正值农业生产关键时期，“专家

工作站”的农技专家人才深入田间

地头，对农户进行“零距离”技术指

导，帮助他们解决农业生产中遇到

的实际困难。

为充分发挥高层次科技人才

对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引

领作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委、区

政府与内蒙古农牧业科学院联合

成立“专家工作站”，吸引和集聚一

批农业科技人才，推动科技成果就

地转化，为乡村振兴提供“智力引

擎”。

引育结合

扩大农技人才“同心圆”

在玉泉区蔬菜花卉研究所“专

家人才工作站” 的育种试验基地

内，一串串西红柿生机盎然地挂在

长势旺盛的藤蔓上。“此次选育出

来的‘内番’系列高糖番茄新品种，

具有果实亮、植株不早衰、产量高、

耐低温、抗病毒、耐储运等优点，尤

其适合北方越冬或早春茬种植，有

效解决了我区高端番茄新品种依

赖进口的卡脖子问题。 ”玉泉区专

家工作站站长刘燕介绍。

只有不断引进、培育农业专家

人才，才能让更多新技术、新模式、

新理念深入田间地头，保障农民持

续增产增收。 玉泉区充分发挥农

科院的资源富集优势，通过与“蔬

菜花卉研究所”“玉米研究所”的合

作， 撬动其他 15 个研究所的资

源，以点带面，引进种植养殖、生

态、农畜、生物科技等领域的专家

人才 18 名。 同时，依托农牧业科

学院优质智力资源的支持， 开设

“高素质农民培训班”，共指导培训

农技人员 320 余人， 培育专业技

术人才 120 余名、乡土人才 6 名。

成果转化

提升农业种植“科技值”

在玉泉区沙梁子村青红交织

的辣椒田里， 专家工作站成员、内

蒙古农牧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

所所长王永正在查看试验品种的

辣椒长势，一个个“青红灯笼”挂在

枝头，露出一副喜人模样。“我们在

玉泉区沙梁子村、前毛道村各选取

3 亩试验田，针对草原红太阳公司

辣椒原料需求进行辣椒品种选育。

示范成功后， 将采用订单式种植，

带动农户收益，帮助当地企业减少

生产成本。 ”王永介绍。

持续优化农业种植结构，改善

种植模式，是当前农业农村现代化

的有益探索。 玉泉区依托“专家工

作站”的科研优势，与优质企业开

展订单式合作。支持草原红太阳等

优质企业开展辣椒新品种选育，通

过实验田育苗、大面积示范推广等

方式，探索“科研 + 企业 + 农户”

的订单式种植模式，推动产业链创

新链相融互促。

产才融合

绘就产业发展“新蓝图”

“酸甜可口，越吃越想吃。 ”

在乌兰巴图村果蔬种植示范基

地， 农户们正和农业专家们品尝

“内番四号”“内番冰甜甜” 等番茄

新品种……

为了帮广大农户挑选出最优

质的种植品种， 近日，“专家工作

站”组织召开了新品种新技术示范

现场会暨蔬菜新品种鉴定会。在南

台什村开展玉米高密栽培等技术

指导跟踪服务， 专家团队的到来，

为广大种植户带去了优质的专业

服务和技术指导。

推动农业绿色发展，人才和资

金缺一不可。 玉泉区委、区政府连

续 3 年每年为“专家工作站”划拨

专项经费用于示范项目建设，开展

了西兰花、番茄、洋葱、朝天椒、玉

米粮饲高产种植等示范项目，申报

科技专项资金 100 万元， 用于新

型农业品种研发。“今后，玉泉区将

继续把优秀人才、骨干力量、技术

能手充实到乡村振兴优秀人才服

务队伍中，发挥专业特长，因地制

宜制定服务措施，精准开展服务活

动，为乡村振兴注入人才新动能。”

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委组织部主要

负责人表示。

本报记者 王丰

人与沙的角逐是一场漫漫征途。

从茫茫沙海到片片绿洲， 从点沙成金到绿富同兴，

离不开一代又一代人锲而不舍、 久久为功的坚守和付

出。

20 年前，由浑善达克沙地刮起的沙尘暴频繁肆虐华

北。 特别是 2000 年春，沙尘暴 10 多次袭扰京津等地。

资料显示： 浑善达克沙地是我国四大沙地之一，总

面积 5766 万亩。 东起赤峰市克什克腾旗，西至锡林郭勒

盟苏尼特右旗，纵贯锡林郭勒草原。距北京直线距离 180

公里，是距离首都和华北地区最近的沙源，被称为北京

头顶上的“大沙盆”。

面对日益严重的生态恶化局面，2000 年， 国家在浑

善达克沙地率先启动京津风沙源治理、退牧还草、退耕

还林还草等一系列生态保护建设重点工程。 浑善达克沙

地成为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肇始地。

内蒙古在实施这些重点工程基础上， 以尊重自然、

顺应规律为“法宝”，用科学方法保护与修复生态。

一定要治理沙化土地，这是必须要做的“手术”。

锡林郭勒盟先后编制《锡林郭勒盟筑牢祖国北方生

态安全屏障实施方案》《锡林郭勒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等，将浑

善达克沙地作为重点治理对象，不断完善思路、强化措

施、增加投入。

多伦县把变黄天为蓝天作为首要任务，开始大规模

实施林业生态重点工程，采取“飞、封、造、禁、移、调”多

措并举对沙化土地进行综合治理，开展京津风沙源治理

工程，启动实施百万亩樟子松造林工程。

赤峰市也开启了漫长的“与沙作战”的征程。 克什克

腾旗先后出台了克什克腾旗生态旗建设规划、克什克旗

建设国家生态旗实施方案等多项规划与方案，坚持宜乔

则乔、宜灌则灌、宜草则草、近自然的建设理念，采取封

育、造林、工程固沙相结合的综合治理措施，突出重点、

集中连片、综合防治,着力构建立地条件和主体防护效能

有所不同的区域性防护林体系。

“要全力打好科尔沁、浑善达克两大沙地歼灭战，科

学部署重大生态保护修复工程项目。 ”“防沙治沙是一个

长期的历史任务，我们必须持续抓好这项工作，对得起

我们的祖先和后代。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考察

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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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嘱托。

就在 8 月 3 日，国家林草局在辽宁省彰武县章古台

林场召开科尔沁、浑善达克沙地歼灭战片区推进会。 标

志着科尔沁、浑善达克两大沙地歼灭战正式启动。

追溯“三北”工程的缘起，一个重要目的是防沙治

沙，做好荒漠化防治工作。

防沙治沙这是一个滚石上山的过程，稍有放松就会

出现反复，需要不畏艰辛、久久为功。 故而，要充分认识

防沙治沙的艰巨性、长期性和复杂性，坚持不懈地努力，

使土地沙化趋势得到更大程度地遏制。

以“好生态” 换“好生活”

山水林田湖草沙一起向“绿”系列报道之九

“智力引擎”精准服务

奏响乡村振兴“新乐章”

“三北精神”里的内蒙古

力量系列述评之四

消灭“大沙盆”

守护京津冀绿色屏障

时至立秋，在呼伦贝尔市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农民们迎来黄菇娘的收获季节，各地的客

商纷至沓来，田间地头一派忙碌景象。

近年来，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不断加大种植结构调整力度，积极

探索产业发展新路径，特色种植越来越受到农民的青睐，黄菇娘种植产业为当地农民铺就了一条金

色致富路。

（王军摄）

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

黄菇娘结出“富裕果”

共建开放新格局 共享发展新机遇

【提示】 本报今日 8 版推出

《“强首府”工程建设巡礼（十）

———宜游之城：草原都市 一见

倾心》专版，欢迎阅读。

图为村民正在将成熟的黄菇娘装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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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区发展改革委：

变“坐等审批”为“上门服务”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