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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近日，巴彦油田铁路专用线顺利通
过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集团有限公司竣
工验收，正式打通巴彦油田原油外输“最
后一公里”，油田地面建设主要控制性工
程悉数完工，全面进入投产试运阶段，标
志着内蒙古西部首条原油转运站巴彦油
田转运站铁路专用线全面达到投运条
件。

巴彦油田铁路专用线位于巴彦淖尔

市临河区临河站东北侧，临河热电厂以
南，接轨于临河热电厂铁路专用线区间，
设装车线 2 条，调车线 1 条。该铁路专
用线是巴彦油田地面建设重要节点工
程，承担着巴彦油田原油外运任务，有利
于提高原油发运能力和周转效率，降低
原油运行成本，对巴彦油田有效益高质
量开发、实现华北油田增产稳产具有重
要意义。

据悉，巴彦油田以建设国家优质工
程为目标，以打通巴彦原油外输“最后一
公里”为己任，高标准策划项目全生命周
期建设，全面统筹设计、采购、施工等项
目全流程工作，聚焦技术优化、管理改
进、提质增效，多措并举，全力以赴保障
项目建设高效推进。

（薛来 王立强）

2023 年“中国农民丰收节”
内蒙古自治区主会场活动 9 月 19 日在鄂尔多斯启动

本报讯 (记者 迪威娜 通讯
员 张泽)“融”合地域优势，开“创”
致富新思路;“融”汇园区理念，勇

“创”产业新局面;“融”进企业项
目，争“创”未来新业绩。

近年来，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
乌拉哈乌拉乡大九号村党支部结
合自身实际，紧紧围绕“党建 + 产

业 + 就业”的发展思路，充分利用
辖内及京蒙合作产业园区内企业
众多的优势，通过“村企联合共建”

“劳务信息共享”“人力资源共用”
等发展方式，推出“融创”党建品
牌，通过“三融三创”引领村庄发
展，为村民带来致富新途径，稳步
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
随着项目启动，大九号村党支

部建立劳务信息站，依托京蒙合作
产业园区内大九号村周边企业，摸
排大九号村及周边村庄有劳动能
力人群，建立劳务信息台账。针对
群众就业意向和特长，结合企
业用工需求，村党支部优化劳务
对接链条，定向为企业输送劳
动力。

此外，乌拉哈乌拉乡大九号村
党支部积极探索党建引领融入园
区发展新模式，结合大九号村位于

高效旱地耕作区特点，依托村集体
承包 700 多亩耕地优势，陆续带
动周边种植大户和农户种植五谷
杂粮，形成合作经营模式。同时，注
册成立乌拉哈乡小米等五谷杂粮
合作社，着力打造旱地农作物特色
品牌“融创”;积极探索南山规模牛
羊集中养殖，科学管理，高效发展
第二产业。

同时，依托京蒙合作产业园区
内大九号村周边企业生产生活需
求，让村里的土特产陆续销售到了
企业餐厅，村里闲置住房通过租赁

成为企业工人的宿舍和家属探亲
房，几户村民先后经营起了百货超
市、农家乐饭店。根据园区企业的
供给缺口，村集体经济正在筹建小
西村“大扫把”车间和大九号村“编
织袋”加工车间，将每年为企业提
供近万把“大扫把”和上百万条“编
织袋”。

随着大九号村与企业共建互
融，在生活居住、日常消费、工业消
耗等各个方面表现出村庄和企业
已俨然成为“一家人”，双方在和谐
发展、互利共赢中实现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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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中旬，内蒙古浑善达
克规模化林场多伦县二号沙
带，草已经开始枯黄，新栽植的
1000 多亩樟子松绿意正浓。这
是上海银行员工定向捐赠的公
益林项目，也是内蒙古推进多
元投入、拓宽生态建设投融资
渠道的有益探索。

生态环境问题具有长期
性、复杂性和艰巨性的特点，生
态保护治理不仅仅是政府的事，
更需要全社会的积极参与。但
目前我区生态建设和环境治理
仍以财政资金为主，社会资本
投资规模有限。主题教育开展
以来，自治区林草局坚持以学
促干，主动想办法、找路径，多
方沟通协作，积极破解浑善达
克规模化林场试点社会资本注

入不足和产业发展滞后的困局。
一是与上海银行开展战略

合作，探索“双碳”机制下发达
地区大型企事业单位义务造林
新机制。5 月 22 日，与上海慈
善基金会签署合作协议，5 年内
由上海银行员工捐资 360 万
元，在多伦县公益造林 12 万
株，推动绿色发展，助力“双碳”
目标实现。

二是与蚂蚁集团签署战略
合作协议，建立了“蚂蚁森林”
公益资金 投 入常 态化 机 制。
2023 至 2025 年，蚂蚁集团将
为浑善达克规模化林场试点建
设捐资 1 亿元，在林草生态保
护修复、经营管理、科技提升、
产业发展等方面进行合作。截
至 6 月中旬，已落实首年协议

捐资 6997 万元，完成建设任务
7.5 万亩。

三是积极谋划林草产业发
展，建立产业拉动生态建设机
制。大力推进浑善达克规模化
林场经营、建设、管护改革试
点，推动分场成立法人市场经
营主体，发展特色林草产业。多
伦县分场投资 67 万元，林带间
种植中药赤芍 220 亩；引进樟
子松嫁接红松技术，完成实验
性嫁接 5000 亩；正蓝旗分场投
资 120 万元饲养梅花鹿和林下
生态鸡；克什克腾旗分场种植
中药赤芍 2 万株，山杏嫁接大
扁杏改造 5000 亩，与青岛农业
大学合作，引进赤松茸种植技
术，开展了试验性种植。

（据《内蒙古日报》）

本报记者 张鑫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优势也是发展优势。
兴安盟突泉县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坚持

把治理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作为“求生存、求发展”的首要任务来
抓。为乡村振兴描绘出生态底色，为突泉县经济发展增添亮色。

2018 年以来，积极争取国家资金 9837 万元，先后实施完成了国
家水土保持重点建设工程杜西沟小流域、宝胜小流域、胜利小流域、
宝城小流域、双兴小流域、和安小流域、河东小流域共 7 个小流域综
合治理；同步实 3 个工程区)项目区，共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141.79 平
方公里，治理侵蚀沟 244 条。主要措施有小型蓄水保土工程、栽植经
济林果、营造水保林和实行封禁治理等，基本形成了以工程措施体
系、植物措施体系、生态修复措施体系相结合的水土流失综合治理技
术体系。治理后，每条小流域林草覆盖度均提高了 10%以上，年均减
少径流量 365.9 万立方米、年均减少土壤侵蚀量 36.37 万吨、年直接
经济效益提高 1063.71 万元。

2023 年，继续扩面提质，争取水利发展资金 1800 万元，于 4 月
份正式实施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工程突泉县 2023 年度大保、东平小
流域治理项目，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36 平方公里、侵蚀沟沟道 43 条，
预计今年年底前完成主体工程。项目实施后，两处小流域林草覆盖率
可分别提升 10.42%和 12.96%，每年可减少土壤侵蚀量 8.96 万吨，
年均减少径流量 102.71 万立方米。

经过多年的坚持以小流域为单元的系统治理，突泉县生态颜值
提高了，处处呈现出“治水土、兴产业、富百姓、美家园”新气象。

在乌兰察布
市察右前旗巴音
塔拉镇瑞农鲜食
玉米加工厂，一车
车玉米在生产线
上经过剥皮、分
拣、清洗、消毒、包
装、冷藏一条龙作
业后，进入销售渠
道。

今年投产运
营的察右前旗农
产品初加工产业
年产能 10000 吨，
冷 链 仓 储 能 力
10000 吨，预计年
销 售 额 5000 万
元，带动就业 120
多人。

本报记者 迪威娜
看山山绿，望水水清。如今的巴彦淖尔，绿色发展理

念深入人心。
巴彦淖尔山、水、林、田、湖、草、沙生态要素齐全，是

我国“两屏三带”生态安全战略中“北方防沙带”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黄河流域生态保护重点区域。

近年来，巴彦淖尔市认真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理念，守护绿水青山，做大金山银山，利用资源优势，
发展特色经济林产业。在高标准推进经济林产业发展的
进程中，提出“三区三链”总体布局，即沙区产业链、灌区
产业链、山旱区产业链，推动形成巴彦淖尔市林草产业
体系。

治理与发展融合。巴彦淖尔市转变生态治理理念，
在严格保护和有效治理的同时，着力打造特色经济林产
业，让产业“反哺”治理，实现生态治理与产业发展有机
融合。当前，巴彦淖尔市建成各类林业产业基地 316.8 万
亩，其中柠条饲料林基地 211 万亩、防护用材兼用林基
地 70 万亩、经济林 35.8 万亩。2022 年全巴彦淖尔市林
草产值达 31.2 亿元，其中经济林产值达 9.2 亿元，农民
人均经济林产值 1493 元。

在地方特色产业模式探索过程中，提出了“三区三
链”总体布局，即在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后旗、磴口县沙区
大力推广梭梭林接种肉苁蓉产业;在临河区、杭锦后旗、
五原县河套灌区，集中力量高标准打造梨、鸡心果产业;
在阴山山旱区发展药用酸枣特色产业。“三区三链”，不
仅能够最大限度利用资源优势，更有利于做到三链融
合，形成规模优势，实现经济林产业一体化发展，提高地
区生产力。

巴彦淖尔沙区、河套灌区、山旱区各具特色，既相互
独立又协同联动。发展的“含绿量”“含金量”不断提高，
绿色增长的牵引力越发强劲。

本报记者 王丰
“人进”是一种精神，“沙退”是“人进”的结果。内蒙古

就是这样，在“三北”工程攻坚战中，主动向“绿”，硬是将
沙漠“逼退”。

内蒙古横跨“三北”，面积最大、生态种类最全，同时
土地荒漠化和沙化也最集中、危害最严重。巴丹吉林、腾
格里、乌兰布和、库布其“四大沙漠”广袤无垠，毛乌素、
浑善达克、科尔沁、呼伦贝尔“四大沙地”横亘南北，沙化
土地遍布全区 12 个盟市 92 个旗县。

内蒙古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永
泉表示，“三北”工程实施以来，累计造林 1.31 亿亩、种草
3.18 亿亩、防沙治沙 1.38 亿亩，森林覆盖率、草原植被盖
度持续“双提高”，重点治理区实现了从“沙进人退”到

“绿进沙退”的重大转变。有效减少了风沙危害和水土流
失，为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发挥了重大作
用。

在防沙治沙的路上，“人进”是一种精神，越是在困
难的面前，越是不怕苦、不怕累、不畏难，方能“死磕”到
底，实现“沙退”。内蒙古治沙防沙凝聚了无数人的智慧，
也彰显了治沙人攻坚克难、敢想敢试、勇攀高峰的奋斗
精神，主动向“绿”而行。“三北”工程在防沙治沙、抗旱造
林、飞播造林、封山（沙）育林技术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
重大突破。

思路通，路路通。内蒙古“三北”工程攻坚战虽然取得
阶段性成果，但我们要认识到防沙治沙工作具有长期性、
艰巨性，既要持续书写“绿进沙退”的人间奇迹，又要把

“好风景”变成“好前景”，实现点“沙”成金。让地域“劣势”
变成致富“优势”，总结治沙好经验，对山、水、林、田、湖、
草、沙进行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探索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之路，让好生态带来好未来。

“三融三创”走出乡村振兴新途径

自治区林草局拓宽生态建设投融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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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林田湖草沙一起
向“绿”系列报道之十三

借“林”发力 添绿生“金”

“三北精神”里的内蒙古
力量系列述评之八

持续防沙治沙
筑起绿色屏障

提高原油发运能力和周转效率 降低原油运行成本

内蒙古西部首条原油转运站铁路专线建成

【提示】本报今日 8版推出《“强首
府”工程建设巡礼（十二）———三
年行动 一往无前 /绿色农畜产品
加工产业集群：擦亮绿色名片 建
设生态之城》专版，欢迎阅读。

田野稻花香 渐知秋实美———“庆丰收 促和美”

千般“丰”味 只等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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