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拉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以下简称“高新区”)牢固

树立创新发展理念，突出企业创新主体地位，精准聚焦企

业需求，做好企业科技创新服务“店小二”，强化分类指导、

梯次培育、扩量提质，打造“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

业—科技领军企业”创新发展新格局，推动企业“质”“量”

双提升，为园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目前，高新区项目建设势头旺，一个个重点项目施工

现场呈现出一派繁忙景象，塔吊高耸、机器轰鸣、车辆穿

梭，工人争分夺秒、热情高涨，行走在这片热土上，时刻感

受着强劲的发展脉动和激情奋进的力量。

近年来，高新区致力于科技赋能高质量发展，紧扣国

家、自治区相关政策和产业导向，大力发展专精特新中小

企业，努力实现企业引进、培育、申报、认定及梯次发展全

流程覆盖。 截至 8 月，高新区拥有高新技术企业 27 家，国

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1 家， 自治区级企业研发中心

17 家、自治区级专精特新企业 8 家，自治区级创新型企业

11 家，盟级企业研发中心 17 家。

阔步踏上新征程，奋楫扬帆再出发。 高新区将紧紧围

绕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要求，开拓创新、奋勇争先，以“双碳”

工作为引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竞逐绿色低碳发展新赛

道，矢志不渝地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贯穿于园区建设和

项目推进全过程，不断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以创新

转型路径推动园区高质量发展。 (赵小丽 王鑫)

阿拉善高新区：

创新赋能产业蝶变

“智造”推动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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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张鑫)9 月 8

日， 由内蒙古清洁能源产业协会

与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主

办的“驭风引潮、品质如金”———

“十四五”中期风电高质量发展论

坛在呼和浩特市举行。

本次论坛围绕内蒙古区域政

策， 共同梳理风电开发要点及未

来发展空间， 探讨区域场景化解

决方案与适配内蒙古的定制化风

机创新技术展开研讨， 来自自治

区发展研究中心、 水电水利规划

设计总院新能源研究院及金风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等行业专家从政

策指引、科学规划、技术创新等多

个维度进行详细讲解。

“头顶有风光、 脚下有煤炭、

手中有电网———这是内蒙古能源

优势的真实写照。 广袤无垠的内

蒙古拥有全国 57%的风能资源，

技术可开发量达到 14.6 亿千瓦。

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的内蒙古，

正用清洁风电点亮万家灯火。”内

蒙古清洁能源产业协会会长张楠

表示， 内蒙古是风电开发建设的

热土，发展风电产业，内蒙古有机

遇、有优势、有条件。 2022 年中国

风电新增吊装容量最高的省区是

内蒙古， 全年风电新增装机容量

首次突破千万千瓦， 达到 1200

万千瓦以上。预计“十四五”末，内

蒙古风电累计装机将达到 8900

万千瓦左右， 全国风电第一大省

区的地位当之无愧。 发展风电产

业，内蒙古既注重量的提升，更注

重质的飞跃， 凝聚各方智慧和力

量， 共同推动内蒙古风电开发与

建设事业的高效开展， 助力内蒙

古清洁能源绿色转型。

“内蒙古新能源资源禀赋，是

国家重要的清洁能源发展基地之

一， 新能源装备制造全产业链优

势显著， 已成为新能源开发的前

沿阵地。”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集团副总裁兼北方大区总裁王进

表示， 金风科技全心全意地契合

国家战略导向和自治区整体规

划，有效协同产业链企业，在内蒙

古共同打造“多位一体”的新能源

产业发展新格局。

眼下，正值沙果成熟的季

节。 呼伦贝尔市阿荣旗霍尔奇

镇光明村的沙果种植园里一

派忙碌的景象，绿树红果和忙

碌的果农构成秋日美丽的丰

收画卷。

沙果园内一株株果树排

列整齐、生长旺盛，红彤彤的

沙果晶莹剔透，好似张灯结彩

的灯笼挂满枝头，果农快乐地

采摘，装兜、倒箱、挑选、打包，

运输车辆也在果园里来回穿

梭，处处充盈着丰收的喜悦。

沙果是阿荣旗的地方特

色树种。 近年来，在生态文明

建设的影响和感召下，农民种

植沙果树的热情高涨，栽植面

积不断扩大。“黄太平”作为光

明村沙果种植的特色品种之

一，因其果树抗寒、耐旱，口感

酸甜、清脆爽口、汁浓味香的

优势， 成为果农种植的首选，

也最让村民引以为傲。

近年来，光明村以“党支

部 + 合作社 + 农户” 的模式，

充分挖掘当地的资源，发挥合

作社引领示范带动作用，大力做

好“土特产”文章，擦亮特色招牌，

让小小沙果成为了富民兴村的

大产业。 (王楠 董世民 齐海洋)

本报讯 (记者 阿斯茹)近

日， 锡林郭勒盟正镶白旗市场

监管局办理了锡林郭勒盟第一

件“证照联办”事项，实现“零”

突破。

设置联办套餐实现登记许

可并联审批。 在锡林郭勒盟范

围对经营主体登记和食品、餐

饮、药械、特种设备等 12 类许

可采取“1+N”套餐证照联办，

实现准入准营并联审批。 即申

请人自主选择“1+N”证照联办

套餐的，只需一次申请，提交一

份材料， 即可完成注册登记和

准营许可，真正实现“只进一扇

门、最多跑一次”，减少申请人

跑动次数， 有效提升经营主体

开办便利度。

强化工作协同提升准入准

营服务效能。 锡林郭勒盟市场

监管局从规范机关内部流程入

手， 将原本需要群众跑动的外

部串联流程， 调整为工作人

员跑腿的内部并联流程，鼓

励申请人登记注册和行政许

可事项同步申请。 实现一次审

查， 最大限度减少对经营主体

的叨扰。

开展“两优”行动让证照联

办更加便捷。 将“两优”专项行

动与行政许可、执法监管、服务

发展融合开展。 目前锡林郭勒

盟市场监管局承接自治区市场

监管局、 自治区药监局下放委

托事项 25 项，锡林郭勒盟市场

监管局下放旗县局行政权力

22 项，做到了“应接尽接，应放

尽放”。并对锡林郭勒盟 115 项

政务服务事项进行了重新梳

理，进行流程优化，对 115 项事

项最大限度实现“三减”，总体

优化比率达 100%。

本报记者 王丰

随着秋分节气的即将到来，

冷空气也或随之而来， 此时干燥

的气候里增加了些许凉意。

秋分中的“分”，表示半的意

思，因为秋分之时不仅昼夜相等，

而且平分了秋季， 此时气温逐渐

降低，除了及时增添衣物外，在饮

食方面也要多加注意， 此时应季

而食就尤为重要了。

有一首名为《秋分》的童谣，

描绘的是秋分秋收景象， 以及丰

收的喜悦之情：“到了秋分， 田里

干净。 家家储菜，准备过冬。 ”

秋分节气， 北方人有一种特

别的生活方式，叫做“储秋菜”。这

个时候，大葱、白菜、萝卜、土豆等

秋储菜陆续上市， 家家户户都忙

着采购大量的秋菜， 此时的大街

小巷，到处都是卖菜的画面，热闹

的卖菜吆喝声与带着泥土气息的

各色秋菜交织在一起， 将北方的

市井装点得生活气息满满， 这种

“人间烟火气”尤其在北方更显突

出。

多数人的秋储菜中会有白

菜，这是因为白菜不仅耐放，而且

含有较多维生素，具有“开胃、健

脾”等功效。

乌兰察布市化德县的白菜之

所以闻名，是因其占尽“天时”与

“地利”。

在清末民初，清朝实行“招垦

实边”政策，使得山西、河北农民

大批涌入化德县境内开荒种地，

大白菜基本属于一家一户小面积

种植，仅供自家食用，多余的大白

菜也会拿到集市上出售。

目前， 大白菜产业成了化德

县种植业中的主导产业之一，大

白菜种植面积达 7.5 万亩。 在大

白菜产业化发展过程中， 化德县

坚持举绿色旗、走品牌路，着力推

动品质化、品牌化、规模化发展。

通过集成蔬菜全部先进适用技

术，全力推广应用膜下滴灌栽培、

新品种引进、绿色防控 、田间抽

样检测、蔬菜市场监管等技术

和加快“三品一标”认证步伐，

使大白菜产业化进程得到长

足发展。 产品远销京、津、冀、浙、

鲁、皖等城市，出口日本、韩国等

国家。

化德县属中温带半干旱大陆

性季风气候， 主要特点是日照时

间长，光能充足，寒暑剧变，昼夜

温差大，风沙日数多，气候干燥，

有利于营养物质的积累。 正是这

些因素造就了化德县大白菜气味

清新，糖分含量高、纤维较少的品

质。

2014 年，“化德大白菜”实施

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

2019 年，“化德大白菜 ” 入选

2019 年第四批全国名特优新农

产品名录。

本报讯(记者 迪威娜)树木葱郁、枝叶婆娑。 初秋时

节， 走进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白二爷沙坝东摩天岭，一

棵棵落叶松苍翠挺拔。

刚刚获得全国防沙治沙先进个人的刘平杰，是呼和浩

特市和林格尔县林业和草原局林业和草原建设服务中心

技术员，35 年来，刘平杰始终坚守着心中的那片绿。 和林

格尔县森林覆盖率从上世纪 80 年代初的 14.2%提高到目

前的 29.2%，这成绩里有他播洒的汗水。

1988 年毕业的刘平杰， 主动选择条件最艰苦的南天

门林场工作，作为林场唯一的中专生，他一去就被委以重

任，成为主管林场业务工作的技术员。

南天门林场面积达 30 多万亩。 山大沟深、树木茂密、

人烟稀少，经常有野兽出没。林场没有交通工具，没有自来

水，没有宿舍楼。从场部到工区需步行几十里山路，林场职

工自己开垦荒地、种粮、种菜，住的是自己搭建的工棚。

很多人受不了这样的环境，半夜卷铺盖下山。年仅 20

多岁的刘平杰却在这里扎下了根。“我要守住这片绿色，种

更多的树，为子孙后代挡风遮沙。 ”刘平杰说道。

在南天门林场工作的 13 年时间里，他的足迹遍布 30

多万亩林地的沟沟岔岔， 对林场森林资源现状了然于胸，

对林场次生林改造和新造林营造进行了详细规划，并有序

推进。

经过一批又一批的林业人日日夜夜的奋斗，东摩天岭

的面貌终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现有各类林木面积

24.3 万亩，森林覆盖率高达 79.4%，林木蓄积量达 20 多万

立方米。

2001 年，调到森林病虫害防治检疫站工作的刘平杰，

承担起森林病虫害防治检疫等工作，成了名副其实的“森

林医生”。 在森防站工作中的 10 年里，他建立病虫鼠害监

测点 30 多个。

每年春秋两季造林期间，是刘平杰最忙的时候。近 20

年来，他组织督促完成天保工程飞播造林 45 万亩、封山育

林 73 万亩、人工造林 5 万亩;完成退耕还林(草)工程的退

耕还生态林 13.5 万亩、荒山造林 35.5 万亩;完成三北四

期造林工程 6.65 万亩; 完成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 4.5 万

亩。

“个人敢做梦，时代才能圆梦。从过去的‘沙进人退’到

现在的‘人进沙退’，我们做到了。 ”刘平杰说。

本报讯(记者 张鑫)近日,�“新形态·新趋势·新动能”

首届休闲发展论坛在阿尔山举办。

论坛现场，休闲产业领域多专位家学者、政府代表、企

业家等各界人士，围绕旅游、体育、文化、养生等休闲产业

的发展进行深入研讨和交流，共同探讨休闲产业的发展趋

势，分享地方经验，探索新的合作模式，促进资源整合和创

新发展。

“休闲旅游度假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生活， 是一种高品

质文化生活，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我国人民追求的一种

高品质文化生活。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发展促进中心研

究员谢士强说。

“春赏花、夏避暑、秋游林、冬览雪。兴安盟拥有国家地

质公园、国家森林公园、国家湿地公园、国家水利风景区以

及温泉、湿地、火山等自然景观，拥有野营、康养、红色、非

遗等特色旅游项目。 兴安盟发展休闲产业的优势得天独

厚。”兴安盟委委员、宣传部长秦化真表示，面向未来，兴安

盟将始终秉持开放包容、务实创新的态度推动休闲产业发

展。

新华社内蒙古分社党组书记、社长于长洪表示，“新形

态·新趋势·新动能”休闲发展论坛主打“思想牌”，重在深

度思考，提倡观点交锋;发力“合作牌”，整合八方力量，提

倡合作共赢;精心“服务牌”，有效延伸事业，拓展服务半

径。“本次休闲发展论坛后，将聚合平台的力量，为创业创

新提供机会，为品牌形象提供运营，为投资融资提供‘加

持’，为文旅建设众志成城。 ”于长洪说。

此外，在本次论坛上，围绕“富、和、美、精”的“魅力”内

涵和当前各地呈现出的主流休闲方式，发布了“十大品质

休闲胜地”，北京朝阳区、淄博张店区、鄂尔多斯康巴什区、

西安雁塔区、甘孜藏族自治州理塘县等地区上榜。入选“十

大品质休闲胜地”的北京朝阳区受邀分享经验。

本报讯(记者 张鑫)金秋

9 月， 在蔬菜争鲜瓜果飘香的

季节里， 呼和浩特市武川县耗

赖山乡冷凉蔬菜种植基地的娃

娃菜、莴笋、西蓝花、甘蓝等蔬

菜，如翡翠一样，镶嵌在 2500

亩画卷中，人们正忙着采摘、包

装、运输。

一方水土孕育一方特产。

武川县在发展冷凉蔬菜产业上

具有得天独厚、 不可比拟的资

源优势和自然禀赋。 一方面是

气候冷凉，光照充足，昼夜温差

大，海拔高，加之地处北方农牧

交错地带，无污染，病虫害发生

的几率相对较少， 具有发展绿

色、 有机的天然条件； 另一方

面， 是特定的气候奠定了非凡

的品质， 武川县种植的冷凉蔬

菜因其生长在独特的气候环境

中，经鉴定，与其他地区蔬菜相

比，干物质含量高，且口感好。

“自从村里有了冷凉蔬菜

种植基地， 我们有了打工的地

方了， 在家门口打工就能给家

里带来一笔不小的收入， 生活

水平也发生了挺大的变化。 ”

家住耗赖山乡耗赖山村、 祖祖

辈辈以种地为生、 靠庄稼吃饭

的农民张俊峰高兴地说。 根据

武川县独有的气候和地理优

势， 基地积极培育种植了各种

蔬菜， 而且在政府部门对冷凉

蔬菜种植的不断扶持下， 随着

科研技术的投入， 现在蔬菜种

植的种类越来越多了， 种植的

规模量也越来越大了， 最主要

的是还能卖个好价钱， 村民的

收入也挺可观， 日子越过越红

火了。

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和生

产环境为冷凉蔬菜产业发展提

供了绝佳环境。 耗赖山乡冷凉

蔬菜种植基地相关负责人高玥

荣介绍：“像张俊峰这样的村民

合作社雇用了很多， 带动当地

大概 300 户村民种植冷凉蔬

菜， 我们基地是从 2013 年开

始种植的冷凉蔬菜， 从最初的

50 亩开始种植， 当时种的种

类也比较少，销路也比较窄。这

几年， 在武川县委县政府的大

力支持下， 基地的发展规模越

来越大。 从 2022 年种植 1600

亩到 2023 年种植 2500 亩，冷

凉蔬菜的种植面积越来越大，

2022 年基地毛收入达到了

500 多万元。 ”她表示，在企业

发展的过程当中， 武川县各级

政府给了很大的支持、帮助，我

们对发展的信心更足了。

近年来， 武川县立足自身

特有资源，在不断完善“两麦一

薯一羊”产业布局下，进一步优

化升级农牧业产业结构，将冷

凉蔬菜列入武川县重点发

展产业之一，通过推动全产

业链优化升级，促进冷凉蔬

菜产业绿色 、可持续 、高质

量发展。 目前，武川县冷凉

果蔬种植面积有效扩大，物

流供应设施日趋完善， 基地

示范带动作用明显提升， 特色

高原“冷凉”蔬菜正成为“火热”

富民产业， 让更多农民富在产

业链上。

业界共商风电行业高质量发展大计

锚定新能源赛道

锡林郭勒盟市场监管领域

“证照联办” 实现“零”突破

刘平杰：“我要守住这片绿色”

阿荣旗：沙果满枝头 果农展笑颜

秋分储菜，化德大白菜腌制别有滋味

“新形态·新趋势·新动能”

首届休闲发展论坛

关注产业新走向

特色高原“冷凉”蔬菜

“热”了富民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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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沙果成为富民兴村的大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