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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监测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全国 306 个乡村旅

游监测点村均接待游客 3.88 万人次，村均旅游收入 1369
万元。

到辽阔草原策马扬鞭，在古村落触摸历史文脉，在特
色集市品民族美食……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党组
成员、副厅长蔚治国表示，在内蒙古不少地方，乡村旅游已
成为旅游的新宠，促进了乡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在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文旅融合的“民宿 +”引领行
业发展。截至目前，全县民宿总量已达 800 多家，年接待
游客超 700 万人次，营收超 30 亿元。德清县委常委、宣传
部长周志方表示，“民宿业重启了莫干山”，它不仅成了最
实在的乡村共富产业，还发挥了重要带动作用，助力全国
民宿业整体发展。

乡村旅游艺术提升行动成为备受论坛嘉宾关注的热
点。江苏省苏州市树山村乡村旅游驻村辅导员彭锐认为，
乡村旅游需要设计下乡、文创赋能、艺术介入，创造出多
彩、独特的农文旅产品，让不同层面的游客得到丰富和极
致的体验。

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结合古村落资源，打造了冢斜古
村文化旅游节，对应农时农产，持续做大做强春兰节、梅花
节、春笋节等农事节会；甘肃省陇南市朱家沟村组织老艺
人弹起地方的土琵琶，唱起地方的毛山歌，让游客到朱家
沟不仅能看青山绿水，还能吃农家饭、听农家曲；内蒙古自
治区鄂托克旗每年举办那达慕、农牧民文艺汇演，扶持农
牧民开办农牧家乐；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依托矿山资
源，构建了涵盖工业现场观光、矿山生态修复观摩、工业主
题研学等为主要内容的旅游产品……

一个个地区发展乡村旅游的“新亮点”，不仅带动当地
“家家吃上旅游饭”，也展现了乡村土壤滋养优秀传统文化
的生动实践。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风物》策划人蔡爱
明表示，这些乡村品牌符号，既能承载个体情感，又能创造
产业价值，带动共同富裕。

2023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实施乡村休闲旅游精
品工程，推动乡村民宿提质升级”。与会嘉宾认为，要打造

“精品工程”，还需要更加注重乡村文旅的激活与焕新。
北京大学创意产业研究中心主任、新媒体研究院副院

长李玮表示，互联网时代，乡村文旅除了继续练好内功外，
还应塑造好品牌，加大传播，利用流量打造信任度和知名
度。

抖音集团企业社会责任部项目总监何慧指出，乡村旅
游要乘上数字化快车，进一步提升数字能力、推动数字营
销，探索“乡村旅游 + 数字经济”新路径。

飞猪旅行社会责任部总经理何栋超认为，未来，随着
乡村数字化转型加快，将催生更多新型产业形态，为乡村
旅游带来新发展。

当天的论坛上还发布了 《“网红经济”兴乡村促共
富———中国魅力城市指数（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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翌翌 绎
绎绎优化营商环境进行时

本报讯（记者 张鑫 李姝廷）
秋高气爽，丹桂飘香。9 月 2 日至
6 日，以“开放引领发展 合作共
赢未来”为年度主题的 2023 年
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 (以下
简称服贸会)在北京举行。本届服
贸会聚焦开放、合作、创新、智慧
等热点，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
展览展示、论坛会议、推介洽谈、
成果发布、配套活动等 6 类活动，
2400 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共商合
作、共谋发展。

2023 年服贸会内蒙古交易
团以“建设亮丽内蒙古 共圆伟大
中国梦”为主题，共组织 36 家企
业进行整体形象展示，主要展示
自治区中蒙医药、文化创意、
信息服务、数字技术等服务贸
易领域发展成果，进一步加强
与各省区市服务贸易领域的交流
合作，展现内蒙古对外开放新形
象，推动自治区服务贸易高质量
发展。

活动现场，内蒙古参展商以
实物、图文、音视频相结合的方式
全方位、多角度展示自治区中医
药(蒙医药)、文化创意、信息技术
等服务贸易领域发展成果，利用

展会平台让自治区服务贸易企业
有更多的机会走向全球、开拓商
机。

服贸会期间，自治区商务厅
与普华永道咨询(北京)有限公司
签署全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
方将在招商引资、重大项目落地
等方面建立密切合作关系，共同

推动建设国家向北开放桥头堡，
加快构建自治区经济新发展格
局。

满洲里多远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王玉娟介绍，该公司主营满洲
里口岸至俄罗斯全线的国际物流
以及提供全程的贸易环节服务，
同时是外贸综合服务企业，为中

小外贸型企业以及跨境电商企
业提供全流程、全方位、多功能
的服务。她说：“服贸会是国际性
质的展会，希望通过参加此次展
会，能够结识更多的国际国内的
合作伙伴，寻求更多的合作机
会。”

“内蒙古道然医馆连续 4 年
参会，在本届服贸会上重点展示
蒙中医五疗、养生保健、健康咨
询等服务。”内蒙古道然医馆谭
明涛表示，蒙医药是祖国医学宝
库的瑰宝。该企业非常重视服贸
会提供的平台和机会，4 年来的
参展参会，表明了对蒙医药市场
发展前景的信心。蒙医药文化博
大精深，弘扬蒙医药文化、推动
蒙医药全产业链发展，为更多的
患者提供更方便、优质的医疗服
务。

智能煤矿综合管控平台，煤
炭供应链工业互联网平台……本
届服贸会上，一系列新技术新成
果的参展展示，进一步增强了科
技创新、模式创新、业态创新的引
领作用。内蒙古伊泰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品牌经理郭牛表示，该公
司是第一次受邀参加服贸会，在

此次会议中学习了很多优秀企业
所拥有的产品技术，通过本次服
贸会，向更多的优秀企业学习商
业模式、经营方式、先进技术，以
此来提高自身的企业能力。

内蒙古自治区商务厅服务贸
易处处长张丽华告诉记者：“中国
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是全球服务
贸易领域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展
会，为充分借助这一国家级、国际
性展会平台，今年自治区组织了
有关部门、盟市 36 家相关机构和
企业参加服贸会，参展企业数量
创新高，而且这之中有 50%企业
是首次亮相服贸会。此次展示内
容也更为丰富，围绕我区特色中
医药(蒙医药)、文化创意、生态环
保、信息服务等领域全方位、多角
度集中宣传和展示自治区服务贸
易发展成果，让自治区服务贸易
企业有更多的机会走向全球，开
拓商机，为完成‘两件大事’贡献
商务力量。”

本届服贸会展览展示规模达
15.5 万平方米，59 个国家和 24
个国际组织设展办会，全国 31 个
省区市、5 个计划单列市和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组建交易团参会。

“水深则鱼悦，城强则贾
兴”。营商环境是重要的发展基
础，是区域性核心竞争力，也是
构成城市软环境主体支撑不可
缺少的要素。良好的营商环境与
激发企业活力、促进经营主体创
新发展息息相关。近年来，呼伦
贝尔市下大力气、用真功夫
积极优化营商环境，在提高
经 营 主体存量数据质量的同
时，增强经营主体活力，为经济
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为营造一流的营商环境，呼
伦贝尔市亮出精准“政策包”，实
行企业歇业登记“一事联办”制
度，启动“一窗申请、市场监管、
税务、社保、公积金等事项同步
联办、创新一键歇业”办理新模
式，降低经营主体“休眠”成本。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制度创
新、加快流程再造，为企业和群
众办事提供更多便利。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面对
“休眠”“僵尸”经营主体，呼伦贝

尔市推进信用“唤醒”服务，利用
市场监管系统大数据中心筛查
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休眠”

“僵尸”企业，形成“唤醒”企业清
单，并根据企业信用风险等级分
类，将信用分类等级较好的企业
确定为首批“唤醒”服务对象。对
在市场监管系统登记的联系方
式无法联系的企业，利用互联网

“侦查”企业信息，尽可能与企业
取得联系，唤醒企业完成信用修
复，移出异常名录和失信名单，
恢复正常生产经营活动资格。以
提高经营主体满意度为导向，营
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良
好营商环境。

截至目前，呼伦贝尔市移出
异常名录企业 887 户、个体工商
户 90033 户，移出严重违法失
信企业 2 户，帮助 1 户企业完成
信用修复后办理歇业备案登记
手续，助力企业“蓄势再发”，让
市场监管服务更有“温度”。

(周晴)

本报记者 迪威娜
脚粘泥土，他是辖区的“活

地图”; 胸怀百姓，他是老乡的
“知心人”;娓娓道来，他是安全
的“宣传员”;聚少离多，他是家
庭的“隐形人”……他就是呼和
浩特东站派出所白塔警务区的
民警周红斌，自 1998 年来到白
塔车站派出所，一待就是 24 年。
多年来，他默默守护着绵延的铁
道线，用脚步丈量着责任，用忠
诚担当守护着平安。

沿着火车线路并行，并没有
一条专门为线路民警准备的坦
途。每天吃完早饭，周红斌就开
始带好装备踏上线路开展工作
了。飞驰的火车擦身而过，卷起
一阵尘土，偶尔迷了眼睛，却迷
失不了他守护铁路运输安全的
心。十几年如一日的坚守，让他
成为辖区的“活地图”。

警务区的工作枯燥、单调。
在日复一日的巡查与坚守中，周
红斌却习惯了苦中作乐。闲暇之
余他就拿出自己的工作笔记，上
边密密麻麻地记录了他每天的
工作计划、工作情况。大到国家
大事、小到乡亲们的家长里短。
一天下午，周红斌在开展日常巡
查时看到一名老人在漫无目的
地闲逛，周红斌上前了解到，这
位老人由于年龄大、记性不好找

不到回家的路，也说不清楚家人
的联系方式。周红斌在脑海里迅
速查阅人员名片，确定这位老人
不在本辖区的村屯居住。随后他
给当地村镇派出所拨通电话向
他们描述了情况，把老人领回警
务区暂时安置。不久传来了好消
息，家属怀着激动的心情赶来接
回了老人。

工作中的周红斌，兢兢业业
一丝不苟，唯一的愧疚就是对家
人的无数个临时失约，和数不清
的下一个假期。自从当了线路民
警，周红斌没有休过一次年假，
多年来始终在岗位恪尽职守、履
职尽责。20 年多来，他的爱人刘
鸿燕以一份警嫂的 执 著 与 爱
心，用实际行动呵护着这个
聚少离多的小家庭。在她 的
鼓励和支持下，周红斌认真
细致的工作也得到了大家的一
致认可和肯定，多次被授予优秀
公务员、优秀共产党员、先进工
作者以及年度爱路护路优秀民
警等荣誉称号。

寒来暑往，他四季守护下的
白塔警务区，保持了 24 年的站
车秩序平安。一节节枕木和一张
张护网，陪伴着周红斌一起在铁
路线两侧深深扎下了根，守护着
每趟列车的平安往来，保障了铁
路运输生产线畅通平安。

近日，三峡乌兰察布新一代电网友好绿色电站示范项
目二、三期配套 220 千伏接网工程圆满完成跨越带电线
路二级风险作业，标志着这一全球规模最大的“源网荷储”
一体化示范项目距离全线并网投产进入倒计时。

三峡乌兰察布新一代电网友好绿色电站示范项目为
三峡乌兰察布“源网荷储”300 万千瓦项目的子项目，建设
规模 200 万千瓦(分三期建设)，其中风电 170 万千瓦、光
伏发电交流侧容量 30 万千瓦，配套储能 55 万千瓦(2 小
时)。

三峡乌兰察布新一代电网友好绿色电站示范项目，位
于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境内，该项目是国内
首个储能配置规模达到千兆瓦时的新能源场站，也是全球
规模最大的“源网荷储”一体化示范项目。源网荷储即“电
源、电网、负荷、储能”，在传统电力系统“源网荷”运行模式
下加入储能，实现“源网荷储”一体化整体解决方案的运营
模式，可精准控制社会可中断的用电负荷和储能资源，提
高电网安全运行水平。

据了解，风力发电和光伏发电对气候的依赖性极强，
具有不稳定性，在无风和阴天时风光出力小，无法满足用
电需求。而储能技术为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实现碳中和目
标提供了重要支撑。三峡乌兰察布新一代电网友好绿色电
站示范项目正是以储能技术为突破口，利用储能技术让电
网负荷保持稳定，风光出力大时储能充电，风光出力小时
放电用电。该项目配套建设每 2 小时储存 55 万千瓦的储
能系统，分为 4 个“风光储”单元，是国内首个储能配置规
模达到千兆瓦时的新能源场站。充足电力可满足地区大工
业负荷供电需要，全方位提升新能源消纳水平和综合利用
效率，同比燃煤机组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 186 万吨。

该项目建成后，使四子王旗向千万千瓦级清洁能源输
出基地迈进一步，示范意义重大。此外，在国家政策支持和
碳中和新能源发展前景下，四子王旗正在构建以新能源为
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为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
地贡献地方力量。 (魏全民)

为推动农业产业提质升级，拓宽村民增收渠道，巴彦
淖尔市乌拉特前旗西小召镇大力发展现代农业种植，提高
土地利用率，用土地流转“金钥匙”打开乡村“致富门”。

走进西小召镇土城子村甜菜种植基地，看到工作人员
正在使用水肥一体化技术为甜菜施肥浇水，农田内，一根
根黑色的胶管整齐地铺在植物周围，滋润着甜菜的根部。

目前，甜菜种植基地已成为周边村民家门口就业增收
的途径之一。土地流转不仅使农村一大批劳动力从粗放型
农业生产中解放出来，还有效增加了农民收入，实现了土
地由分散独立经营向规模化经营转变，激活了现代农业生
产活力。

(贾甜 王泽浩)

内蒙古36家企业亮相 2023年“国际服贸盛会”
“开放引领发展 合作共赢未来”

观众选购商品

呼伦贝尔以软环境
实现硬发展

BEIJIANGGUSHI北疆故事

周红斌：用脚步丈量责任
用担当守护平安

初秋时节，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阿尔山市秋意渐浓，
景色宜人。图为阿尔山国家森林公园阿尔山天池景
色。 连振 摄

秋到阿尔山

内蒙古打造全球规模最大
“源网荷储”一体化项目

乌拉特前旗西小召镇：

土地流转成了
致富金钥匙

阿尔山：

旅游赋能乡村振兴

本报记者 王丰
“立秋不入秋，天凉白露

后。”9 月 8 日，伴随着秋季第
三个节气白露的到来，仲秋悄
无声息地开始了。此时天气由
热转凉，万物逐渐萧落、成熟。
一日凉过一日的气温，未免让
人心生萧瑟之感。但别忘了，秋
天也是丰收的季节，美味的瓜
果、丰盛的食材就将轮番登场，
陆续走向人们的餐桌了。

俗语说：“白露起，红薯
生。”说到白露时节的当季食
材，那自然逃不过甘甜软糯的
红薯。据李时珍所著的《本草纲
目》记载：“甘薯补虚，健脾开
胃，强肾阴。”在北方的农村白
露时节有吃红薯的习俗。

白露前后，正是通辽市奈
曼旗甘薯成熟的时候。在内蒙
古东北地区，印象里的秋日味
道中，是少不了那一味甜甜的
红薯。

据记载，奈曼旗甘薯在乾
隆年间就有种植，因其种植土
壤大多是中华麦饭石风化沉积
壤土，甘薯中硒和锌的营养元
素含量分别是参考值的 9.3 倍
和 3 倍。“奇石净土，奈曼甘薯”
将甘薯的差异化价值高度凝
练。

奈曼旗南部山区空气湿
润，气候温和，非常适合甘薯的
种植，尤其昼夜温差较大有利
于甘薯充分积累糖分，正是这
些，孕育了口感如此香甜的甘

薯。
勤劳朴实的奈曼旗人民，

借助特有的沙地土壤，种植出
来的甘薯个大饱满，甘甜可口。
这里的甘薯产业不仅成为亮丽
名片，还是奈曼旗南部山区百
姓致富的“金蛋蛋 ”。

奈曼旗甘薯绿色种植示范
基地现有具备灌溉条件的高标
准农田 3 万亩，未来将以青龙
山、土城子两乡镇为核心覆盖
奈曼旗南部村屯及辽宁西部周
边地区，涉及耕地面积 100 余
万亩，辐射人口 12 万人。

在第八届内蒙古绿色农畜
产品博览会及优良品种推介会
上，奈曼甘薯入选为“内蒙古农
牧业品牌目录区域公用品牌
。”2020 年 9 月，被农业农村部
农 产 品 质 量 安 全 中 心 纳 入
2020 年第二批全国名特优新
农产品名录。

对于内蒙古来说，没有烤
红薯的冬天是不完整的，每到
冬季，城区的街头巷尾就会飘
着烤红薯的香气，买一个刚出
炉的烤红薯，既可以暖手，也可
以品味那带着芬芳的甘甜。

白露起、红薯生，奈曼甘薯成了“金蛋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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