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动五大任务见行见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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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 新征程 新伟业

我国将突出治理重点， 强化全要素

保障，全力打好黄河“几字弯”攻坚战，科

尔沁、浑善达克两大沙地歼灭战，河西走

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

这是国家林草局局长关志鸥 26 日

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举办的第九

届库布其国际沙漠论坛上作出的表述。

关志鸥表示， 下一步将持续实施天

然林保护、京津风沙源治理、湿地保护修

复和荒漠封禁保护， 巩固退耕还林还草

成果，加强森林可持续经营，提升生态系

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 同时，要发挥

林长制的利剑作用， 加强森林草原湿地

全面保护和休养生息， 保护生态系统原

真性和完整性，加大毁林毁草开垦、超载

过牧等整治力度。

论坛开幕式上，中阿干旱、荒漠化和

土地退化国际研究中心成立。 国家林草

局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共同签署了

《关于建立中阿干旱、荒漠化和土地退化

国际研究中心的谅解备忘录》。

据了解，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防沙

治沙取得了显著成效， 累计完成防沙治

沙任务 2033 万公顷，53%的可治理沙化

土地得到治理。 我国在世界范围内率先

实现了土地退化“零增长”，荒漠化土地

和沙化土地面积“双减少”。

（据新华社）

本报记者 张鑫

林下经济是一种绿色、高

效的新型经济产业， 可以实现

“生态保护、经济发展、林农增

收”的多赢目标。

近年来， 呼伦贝尔市阿荣

旗积极发展林下经济， 寓生态

建设于经济发展， 打造绿色产

业，释放生态价值。

赤松茸是一种高端野生食

用菌，通身都是宝。 赤松茸又名

皱环盖菇、酒红球盖菇，菌盖呈

灰褐色，菌柄为白色，人工培育

的赤松茸香味浓郁，营养丰富，

食用起来口感比其他菌类更具

有爽、滑、嫩的特点，富含氨基

酸以及各种微量元素， 深受市

场青睐。

林下经济就像是打开了一

扇新的致富大门， 每年进入 5

月份以来， 赤松茸就进入了采

摘的高峰期， 采摘期可达 3 个

月 ， 目前亩产量在 6000 到

10000 斤左右，效益非常可观。

此外， 呼伦贝尔市享通科技责

任有限公司在发展赤松茸种植

的同时， 也带动了周边的村民参

与进来，不仅在企业务工，还可以

学到种植技术， 为今后规模化

种植奠定基础， 目前已带动周

边村民就业达到 300 人左右。

向阳峪镇的气候条件，适

宜赤松茸等菌类生长， 发展林

下食用菌种植是以林为主的农

林复合共赢的林下经济模式,

利用林荫环境, 营造适宜菌类

生长的小环境, 栽培赤松茸是

当前较为成功的林下经济模式

之一。

丰厚的回馈验证了“绿色

森林”能带来“真金白银”。 为了

让林地释放出更多能量， 阿荣

旗充分发挥林地资源优势，以

基地建设为引领， 以村集体经

济发展模式为抓手， 积极引导

合作社、大户、家庭农场、龙头

企业等主体加快推动林下经济

发展，真正实现生态可保护、农

业有增效、群众获增收，让林下

经济产业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

新亮点， 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

动能。

奔着问题去，盯着问题改。

主题教育开展以来， 自治区市

场监管局始终坚持问题导向，

努力在落实“五大任务”中找准

定位，在服务产业、服务企业、

服务老百姓上担当作为， 在办

实事、破难题、促发展上下功夫

见行动， 确保主题教育取得实

效。

“质量基础设施薄弱如何

解决？ ”“信用修复难，开办手续

繁杂，企业有哪些诉求？ ”“碳计

量、乳制品、稀土产业计量 3 个

国家级中心建设如何加快推

进？ ”带着这些问题，连日来，自

治区市场监管局一方面通过对

标对表找差距、 查不足， 开展

“以思想破冰引领发展突围”大

讨论。 另一方面在整改整治上

下功夫见实效， 针对经营主体

和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

开展制止餐饮浪费、 涉企违规

收费、 检验检测机构造假专项

整治， 切实把市场监管放在落

实“五大任务”中思考、谋划和

推进。

针对全区质量基础设施薄

弱的实际， 自治区市场监管局

积极推进马铃薯、煤化工、风电

装备、光伏、硅产业、肉牛肉羊

等质量检测中心和重点实验室

建设，推进质量基础设施“一站

式”服务。

在全面落实加强荒漠化综

合防治方面， 市场监管部门组

织实施绿色标准引领行动，建

立露天煤矿、绿色矿山、零碳产

业园、荒漠化治理、自然资源节

约集约利用等标准体系。

在开展计量测试技术研究

和应用上， 全局上下全力推进

光伏、铁合金、煤炭、马铃薯、燕

麦、 环境监测等 6 个自治区产

业计量中心建设。

调查研究是一把“金钥

匙”，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在主题

教育中以调研开局， 以调研开

路。 通过组织开展“局处长走流

程”活动，实现了企业开办“一

窗受理、一网通办、一次采集、

一套材料、一日办结”；有的企

业反映过罚不当， 市场监管系

统便实施包容审慎监管和柔性

执法，不以罚款为目的、不以罚

款画句号， 着力引导企业合规

经营； 在落实小微企业个体工

商户 3 年成长计划中， 各地市

场监管人积极想办法把因疫情

影响的歇业户唤醒、 休眠户激

活， 着力推进“个转企”“小升

规”， 日均新增经营主体超过

1000 多户。

在主题教育不断走深走实

的同时， 自治区市场监管局也

不断剖析自身的问题， 比如一

些党员干部理论学习主动性、

自觉性不够强； 有的调查研究

选题切口大，问题不够精准；个

别基层党组织投入主题教育的

时间和精力不够等。

下一步， 自治区市场监管

局要在认真抓好主题教育“回

头看” 的同时， 重点抓好四件

事。 一是召开市场监管在行动

现场会， 举办主题教育专题研

讨班， 开展班子成员调研成果

交流。 二是加快推进既定的质

量检测中心、技术创新基地、计

量标准实验室建设。 三是强化

整改整治， 对重点整改问题实

行跟踪问效， 部署开展老年消

费欺诈、预付消费侵权、茶叶过

度包装、 牛肉干市场等专项整

治。 四是围绕审批服务、日常监

管、行政执法、技术服务、作风

纪律等， 制定务实管用的制度

规范。 用心用情在以学铸魂、以

学增智、以学正风、以学促干方

面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据《内蒙古日报》）

日前，首届中国（2023·内蒙古）牛交易大会在兴安盟

科尔沁右翼中旗召开， 大会期间中国牛交易大集鸣锣开

集，来自全国的牛经销商、养殖企业进行现场采购，单日牛

交易量达到 5800 多头。 大会设置专家论坛、牛交易大集、

牛产品体验三大活动板块。

本报记者 迪威娜

说起矿山，很多人可能觉得是尘

土飞扬，机器轰鸣，环境嘈杂。 如今，

乌海市海南区骆驼山矿区满目苍

翠，呈现出一派草木繁茂的景象。

矿产资源开采与矿区生态修

复治理并行是“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理念的必然要求。近年来，乌海

市海南区在绿色发展理念的指导

下，以骆驼山矿区集中连片治理为

试点，经过近几年的整治，目前骆

驼山矿区已经形成 6.4 平方公里

的绿色屏障，成为首家自治区级绿

色矿山。

走进位于骆驼山矿区的广纳

集团矿山生态公园，阶梯状的渣山

每层都种植有符合本地自然生态

环境的不同植被，为偌大的渣山盖

上一条巨型“绿被”。 截至目前，

生态公园中矿区排土场连片治理

暨生态修复项目已经累计完成投

资 11�亿元，整治面积 9.45�平方公

里，建成 5�部台阶，完成矿区硬化

道路 7�公里，矿区运输道路两侧已

种植柳树 3�万余棵，正在进行种草

绿化， 绿化覆盖率达到绿化区域

85%以上。

2023 年初， 乌海市生态环境

局印发《关于开展 2023 年度矿山

企业地质环境恢复治理相关工作

的通知》。 目前，乌海市 10 处集中

排土场连片治理区已全部完成方

案编制，相关治理工作正在有序推

进。

同时， 在绿色矿山开采过程

中， 乌海市不断融入科学有序性、

环境可控性、 生态可持续性等理

念， 通过打造高标准绿色矿山，努

力让矿山变成绿水青山， 更变成

“金山银山”。

本报记者 张鑫

天朗气清，白云如帆———抬头，是醉人的“天空蓝”;

山峦叠翠，层林尽染———四顾，是迷人的“生态绿”；

盈盈秋水，更胜春朝———漫步，是怡人的“和谐美”。

初秋时节的乌兰察布大地，一幅天蓝、山绿、水清的

美丽画卷正在绘就。 近年来，乌兰察布市坚持以城市园

林、道路林荫为目标，结合该市气候、生态特点，采取见

缝插绿、见空补绿等措施，不断提高园林绿化建设的档

次品位，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人居环境。 乌兰察布市

拥有林地 1046.39 万亩，草地 5138.4 万亩，湿地 49.18

万亩，林草覆盖率达 75.19%，生态底色愈加厚重，祖国

北疆生态安全屏障的根基越来越牢。

根据国家“三北”工程六期总体布局,乌兰察布市属

黄河“几字弯”攻坚战和浑善达克沙地歼灭战治理区，需

实施浑善达克沙地综合治理项目、张承坝上地区生态综

合治理项目和阴山北麓生态综合治理项目。 乌兰察布市

内蒙古东部草原沙地综合治理项目(“双重”项目)涉及察

右前旗、兴和县、丰镇市和化德县 4 个旗县市，属浑善达

克沙地歼灭战项目区建设任务。

据悉，1978 年以来，乌兰察布市参与建设了“三北”

1 至 4 期工程， 共完成林业生态建设任务 992.86�万亩、

投资 10695.3 万元，包括人工造林 913.81 万亩，封山育

林 70.87 万亩，飞播造林 8.18 万亩。通过工程的建设，控

制风沙危害面积 352.2 万亩、 水土流失面积 100 多万

亩，沙尘暴持续时间和强度明显减少。

（下转 3版）

本报记者 王丰

巴丹吉林、腾格里、乌兰布和三大沙漠贯穿阿拉善

盟。 就是在这样的沙海里，放眼望去，梭梭树在黄沙中碧

绿葱茏、随风摇曳，让沙海焕发出勃勃生机。

阿拉善盟，年均降雨量最少仅为 20 毫米，年均蒸发

量最高达到 4200 毫米，是全国生态环境最脆弱、荒漠化

程度最严重、治理难度最大的地区之一。

就是在这样区域内，阿拉善人凭借“艰苦奋斗、无私

奉献、锲而不舍、久久为功”的精神，硬是在腾格里沙漠

东缘建成长 350 公里、宽 3—20 公里，在乌兰布和沙漠

南缘建成长 110 公里、 宽 3—10 公里的防风固沙林带，

形成了“绿带锁黄龙”的景致。

上世纪 50 年代， 阿拉善左旗境内分布着 800 万亩

天然梭梭林，但是受到自然和人为因素的影响，梭梭林

面积急剧下降。

近年来，“百万亩”梭梭生态林基地的建设，开创飞

播造林 700 万亩的治沙典范，阿拉善盟探索出了适合本

地的沙漠治理模式。

数据显示， 阿拉善盟森林覆盖率由建盟初的 2.96%

增加到 8.37%，草原植被覆盖度由不足 15%达到 23.18%。

沙尘暴次数由 2001 年的 27 次减少到近几年的 3—4 次，

实现了由“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

（下转 3版）

“闲地”变“宝地” 林下经济“点绿成金”

山水林田湖草沙一起向

“绿”系列报道之十

科学治沙 锦绣山川

“三北精神”里的内蒙古

力量系列述评之五

梭梭成林背后的

“阿拉善模式”

新时代矿山有了美丽色彩

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奔着问题去 盯着问题改

牛交易大会

亮相科右中旗

图为来自全国各地的种牛在进行集中展示（梁永峰 摄）

国家林草局：

持续打好“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

【提示】本报今日 8 版推出《“寻

味内蒙古”2023 年度美食嘉年

华“味”你而来》专版，欢迎阅读。

历届中蒙博览会回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