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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优化蒙商环境经验交流会
深度关注环境更“优”发展更“进”

因国庆节假期，本报休刊 1 期，休刊期
间，新媒体持续更新，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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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鑫）9 月 24 日 0
时整，内蒙古能源集团长城发电公司二
号机组顺利通过 168 小时试运行，正
式投入商业运营。这是继 7 月 21 日一
号机组成功投产后，二号机组乘胜追击
再摘投产锦旗。至此，内蒙古自治区直
属企业首个百万千瓦级火电机组项目
进入全容量商业运营阶段。

长城发电 2×100 万千瓦高效超
超临界燃煤发电机组是上海庙至山东
临沂±800 千伏直流特高压输电线路
的配套电源点之一，是内蒙古能源集团

首个由所属单位全链条自主建设、总
包、设计、施工、物资、监理、调试、运维
的示范智能高效电厂，项目总投资
65.7 亿元 （含灵活性改造 1 亿元），每
千瓦造价 3285 元，处于国内百万千瓦
火电机组造价较低水平。

该项目以“创国优”为目标，自
2020 年 7 月 18 日开工建设以来，项目
单位和总包、设计、施工、监理、调试单
位及设备厂家高效合作，紧抓现场管理
主线，合理安排资源投入，优化施工方
案，矢志打造高品质煤电项目。机组整

体进入 168 小时试运行期间运转安全
稳定，各项经济技术指标均优于设计
值，是绿色清洁、高效低碳、智慧煤电机
组的典型代表，在行业内具有较好的技
术引领和示范意义。

值得一提的是，内蒙古能源集团
所 属 电 建 集 团 作 为 项 目 总 承 包 单
位，始终秉持“不干不行，干就干
好”的理念，持续提高施工管理水
平和服务业主能力，组织安装的长城发
电两台百万千瓦机组，实现了施工全过
程安全零事故。

内蒙古直属企业
首个百万千瓦火电机组项目全容量投产运营

新华社北京 9 月 22 日电 在第六
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
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
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
祝贺和诚挚问候。

习近平指出，今年，我们克服黄淮

罕见“烂场雨”、华北东北局地严重洪
涝、西北局部干旱等灾害影响，全年粮
食生产有望再获丰收，为推动经济持续
回升向好、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
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深
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锚定建设农业

强国目标，稳住农业基本盘，扎实做好
新时代新征程“三农”工作，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坚持
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三农”工作的中心任
务，千方百计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让
农民腰包越来越鼓、生活越来越美好，
绘就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新画卷！

在第六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

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

强调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 绘就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新画卷

本报记者 王丰
金秋九月，兴安岭上一派果实成熟

的景象。
9 月 20 日，伴随着农民们丰收的

笑脸，采摘测产开始了。
经科学标准称重测产，林下套种每

亩 700 斤，订单收入 3500 元；农家菜

园地每亩 1000 斤，订单收入 5000 元。
种植示范户刘全介绍，在移栽晚了

10 天，没有施肥，松散式经营管理条
件 下，验 证 了“保 银 829”这 个 优 质
品种，高辣、高香、高产量，很适应突
泉县的种植，是农民增收致富的好产
业。

突泉县农业部门人员介绍，该县辣
椒种植历史悠久，因气候条件得天独
厚，日照充足且日光质量较好，昼夜温
差大，所产辣椒色泽鲜艳、肉厚，辣红素
含量相较其他地区高 6%—12%，是鲜
食、调味品、制酱、提取色素和辣素的上
好原料。

本报讯（记者 张鑫）近年来，林西
县林西镇在推进乡村振兴工作中，围绕

“一村一品”发展思路，鼓励引导农民发
展蔬菜、火龙果、花卉等特色产业，推动
乡村产业向规模化、品牌化发展。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坚持把产业
发展作为推进乡村振兴的引擎，多措并
举用好产业发展“智慧笔”，绘就乡村振
兴“新蓝图”。时下，赤峰市林西县特色
产业发展路上处处好“丰”光。

林西镇把发展蔬菜产业与乡村振
兴相结合，充分利用资源优势和交通优
势，大力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引导农民
种植大田蔬菜，科学谋划，合理布局，持

续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实现规模化、集
约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让农民增收
致富，鼓起农民钱袋子。截至目前，全镇
种植大田蔬菜 9525 亩，其中甘蓝 3135
亩，辣椒 1830 亩，白菜、油菜、豆角等
4560 亩。一亩地蔬菜产值预计 4500
元左右。

如今林西镇发展火龙果、草莓、葡
萄等特色水果种植面积 100 余亩，特
色水果产业已成为有效促进群众增收
致富、助力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

随着特色产业发展环境的不断优化，
林西镇支持农民发展多元化特色产业，
加大科技应用，让农民得到更多实惠。

林西镇常胜村汇百禾农民种植专
业合作社是以大众花卉自主生产、高档
景观花卉培育为基础，集标准化生产、
种苗脱毒培养、工厂化育苗于一体的现
代农业合作社。眼下，合作社生产盆花、
花苗 100 万盆 (株)，产品销往赤峰市
12 个旗县区以及锡林郭勒盟的部分旗
县，年产值 400 万元，收益 200 万元，
入社社员人均年收入达 2 万元。

不仅如此，合作社依托电商平台销
售花卉，带动农户与市场直接对接，保
证农户稳定增收，助力乡村振兴进程加
快，林西镇蹚出了一条强镇富村、带动
群众增收的共赢之路。

本报记者 迪威娜
抬头见绿，移步换景，绿色树荫下

的绿色思绪静静流淌。一抹抹随处可见
的绿色，让美丽抹去荒凉。

做好造林绿化工作是加强荒漠化
综合防治和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
程建设的重要内容，强化系统观念和大
局意识，以更高标准推动国土空间绿化
扩容增量、提质增效。

据了解，包头市现有沙化土地面积
516.7 万亩、占包头市土地总面积的
12.5%，荒漠化土地面积 3536.5 万亩、
占包头市土地总面积的 84.8%; 沙化、
荒漠化土地主要分布在达茂旗和固阳
县。包头市分开区域，分开板块，针对性
施策，精准治沙，保证见绿效果。

防沙治沙攻坚区，包括达茂旗和白

云矿区地域，主要任务是以争取实施
“三北”六期工程、阴山北麓生态综合治
理工程建设任务为重点，采取退化林修
复、退化草原修复等综合措施，严格执
行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制度，进一步提
高林草综合覆盖率，实现沙化土地全面
治理。

防沙治沙成果巩固区，主要是固阳
县所辖区域，该区域以巩固国家“三北”
防护林、京津风沙源治理、退耕还林等
国家重点生态工程建设成果为主，采取
抚育、封育、修复等措施，进一步提升森
林生态系统的质量和碳汇能力，打造成
为包头沙化土地治理和全市防沙治沙
示范区域。

防沙治沙提质增效区，主要包括昆
都仑区、青山区、石拐区、九原区、东河

区、土右旗所辖区域，特别是大 青 山
南坡范围，主要通过退化 林修复、
防护林体系提升和拓展、矿山修复
治理工程等措施，全面提升大青山南坡
绿化质效。

沿黄生态保护和修复区，主要是黄
河北岸区域，包括九原区、东河区、土右
旗部分地域，主要通过加大农田防护
林、黄河北岸防护林建设，推进城镇周
边、环城道路、乡镇村庄绿化美化，将该
区域打造成为沿黄生态廊道高质量发
展示范区。

“ 推窗可见绿，抬脚即进园。”如
今，漫步在包头市大街小巷，不经意间
就能遇见极具特色的美景。 一幅幅生
机勃勃、宜居宜业的美丽图景在包头徐
徐铺展，沁润人心。

本报记者 王丰
1978 年，党中央、国务院从中华民

族生存与发展与长远大计出发，决定建
设西北、华北、东北防护林体系工程，中
国生态建设开启了历史新纪元。

内蒙古横跨“三北”，是我国北方面
积最大、种类最全的生态功能区，同时
也是全国荒漠化和沙化土地最为集中、
危害最为严重的省区之一。境内分布有
巴丹吉林、腾格里、乌兰布和、库布其

“四大沙漠”和毛乌素、浑善达克、科尔
沁、呼伦贝尔“四大沙地”，沙化土地遍
布全区 12 个盟市 92 个旗县。全区荒漠
化土地 8.89 亿亩、沙化土地 5.97 亿亩，
分别占自治区国土面积的 50.14%和
33.66%。

党的十八大以来，内蒙古深入实施
了“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累计完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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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漠化和沙化土地持
续“双减少”，重点治理区实现了从“沙
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重大转变。

在“三北”工程实施 45 周年之际，
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内蒙古考察，并
主持召开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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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治区及各盟市都成立了推进“三北”
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领导小组，高位部
署、高频调度、高效落实，推动各项工作
取得了积极成效。

全力打好黄河“几字弯”攻坚战，全
力打好科尔沁、浑善达克两大沙地歼灭
战，配合打好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
漠边缘阻击战，这三大标志性战役有

“两个半”的工程在内蒙古，可以想见任

务之重、责任之大。
胸怀“国之大者”，不负“民之所

望”。内蒙古坚决扛起防沙治沙政治责
任，牢固树立并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理念，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
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筑牢我国北
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为根本目标，以防
沙治沙为主攻方向，以三大标志性战役
为重要抓手，因地制宜、因害设防、分区
分类施策，加强统筹协调，突出重点治
理，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把“三北”
工程建设成为功能完备、牢不可破的北
疆绿色长城。

打赢“三北”工程就要体现内蒙古
担当、展现内蒙古作为，把实施方案细化到
具体项目和地块上，一刻不停、紧锣密鼓
地推进。进一步扩大防沙治沙绿色版
图，创造新时代中国防沙治沙新奇迹。

“小辣椒”成为乡村振兴“大产业”

特色产业让“一村一品”见成色

山水林田湖草沙一起向“绿”系列报道之十四

精准治沙“植”此青绿

“三北精神”里的内蒙古力量系列述评之九

内蒙古是“三北”工程和防沙治沙主战场

庆丰收 促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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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内蒙古自治区
“诚信兴商宣传月”在鄂尔多斯市启动

特刊

辣椒红了，农民笑了

绎绎绎
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近年来，阿拉善盟孪井滩生态移民
示范区（以下简称“示范区”）以凝聚群
众、引导群众、以文化人、成风化俗为重
点，积极探索有效运行机制，统筹整合
资源平台，有效打通了宣传群众、教育
群众、关心群众、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
里”，以“三强”促“三新”，将文明实践的
触角延伸到群众生活之中，新时代文明
实践工作再上新台阶。

强化思想引领，打开新时代文明实
践“新局面”。示范区始终把学习宣传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
党的二十大精神作为文明实践的首要
任务，结合基层实际和群众意愿，从大
处着眼，小处入手，打开新时代文明实

践工作推进新局面，线上线下双管齐
下，深入嘎查（社区）、田间地头等，开展

“志愿服务 + 宣讲”“田间课堂”等各类
宣讲 50 余场次，运用“内蒙古腾格里”微
信公众号、文明实践广播站等发布信息
537 条，社会宣传 150 余期，让新时代
党的最新理论成果“飞入寻常百姓家”。

强化队伍建设，探索新时代文明实
践“新模式”。示范区整合各类资源和服
务力量，着力构建党建引领下的多元共
治志愿服务体系，把培养、组织志愿者
及选优配强志愿服务团队作为重要工
作内容，充分发挥党员、团员先锋模范
作用，按照各部门业务领域和负责范
围，组建党员先锋队、巾帼服务队、青年

志愿服务队 156 支，有针对性地开展志
愿服务活动，逐步形成全民动员、全民
参与志愿服务的良好氛围。

强化服务实践，激发新时代文明实
践“新活力”。围绕基层社会治理、生态
环保、敬老助残等公共需求，形成机关
党员团员、嘎查（社区）居民、社会组织
三方参与、三方联动、三方提升的志愿
服务新局面，以群众需求为导向，常态
化组织党员、团员、志愿者走进嘎查（社
区）、敬老院等开展志愿服务 200 余场
次，引导广大干部群众自觉参与到志愿
服务活动中，营造更加浓厚的志愿服务
氛围。
（来源：“内蒙古腾格里”微信公众号）

阿拉善孪井滩生态移民示范区：

以“三强”促“三新”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再上新台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