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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中华文化 弘扬中华文明·地域与美食

本报记者 张鑫

全年接待游客 2.3 亿人次，

实现旅游收入 3350 亿元，均创历

史新高， 是 2022 年的 2.49 倍和

3.18 倍……

实干创造奇迹， 奋斗书写辉

煌。 1 月 26 日，自治区文化和旅

游厅召开“回眸 2023”新闻发布

会，会上，内蒙古文化和旅游厅党

组副书记、 副厅长孙国铭进行

“2023 自治区文旅工作亮点和

2024 年重点工作”发布。

回看 2023 年，内蒙古自治区

文化和旅游厅推动文化事业繁荣

发展、文旅市场加速回暖、文旅产

业强劲复苏，文旅经济走出“供需

两旺、高开高走”发展态势，交出

了一份亮点纷呈、 成色十足的发

展答卷。

去年， 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

旅游厅加强顶层设计， 统筹谋划

凝聚发展共识。 推动自治区出台

《关于促进文旅深度融合推动旅

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内蒙古

自治区打造“旅游四地”实施方案

(2023—2025)》等文件。 启动第四

次全区文物普查， 完成石窟寺保

护规划、革命文物保护规划编制，

印发《关于推进红色资源保护与

利用工作方案》 等； 立足丰富供

给，助力市场信心全面提振。创新

实施“百万人互游”行动，入境旅

游团队提早 4 个月， 提前 3 个月

完成京蒙“旅游倍增计划”。 聚焦

“相约草原”主题，举办文旅活动

6800 余项。 首次承办中国(阿尔

山)旅游大会、全国舞蹈展演、中

国文化馆年会；着力挖潜赋能，促

进文旅产业提质升级。“旅游四

地”建设夯基垒台、全面起势，

建成高等级自驾车营地、度假

区、 露营地 279 个，5C、4C 级

自驾车旅居车营地总量位居

全国第一，国家级滑雪旅游度

假地总量位居全国第二； 坚持品

牌引领，推动多款项目持续出圈。

立足资源禀赋优势， 在打造精品

化、特色化、差异化旅游产品上集

中用力，非遗旅游、研学旅游、露

营旅游、 旅游演艺等新产品新业

态持续壮大，“围炉煮茶”、城市漫

步、马拉松竞技等玩法花样频出，

吸引央视综艺节目走进我区，以

立体营销催生“出圈效应”。 开发

“亮丽内蒙古 四季好风光” 系列

沉浸式旅游产品， 推出百余条精

品旅游线路。 发挥毗邻俄蒙区位

优势，成功举办“万里茶道”国际

文化旅游推介会、 第二十一届中

俄蒙国际冰雪节;创新表达方式，

激活北疆文化内生动力。 将北疆

文化融入艺术创作、展示展览、群

文活动，荣获“荷花奖”等各类国

家级文艺奖项 47 个。 推出“亮丽

内蒙古 奋进新征程”“伟大精神

引领伟大事业”“感党恩、听党话、

跟党走”系列主题展，推出《非遗

里的中国》(内蒙古篇)《遗·冀》等

综艺节目， 大型融媒体直播栏目

《根脉》 入选国家文物局 2023 年

度中华文物新媒体传播精品推介

优秀项目。

下一步， 内蒙古文旅系统将

在旅游产品供给、提升服务品质、

品牌塑造精度、 市场营销深度、

开放合作广度、 文化培育厚

度、文物保护利用、非遗创新

发展等方面下功夫， 为书写中国

式现代化的内蒙古新篇章作出文

旅贡献。

1 月 26 日，为期 40 天的春运大幕拉开。 为保障春运期间旅客群众平安便捷出行，呼和浩特铁路

公安处挑选文艺特长民警和各单位业务骨干组成宣传小分队，登乘 D6771 次旅客列车开展“铁警护

航·平安出行”春运首日主题宣传活动，为广大旅客营造安全温馨有序乘车环境。

呼和浩特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副支队长刘琪表示，呼和浩特铁路警方还将持续加大春运安全宣

传力度，不断提高旅客群众安全出行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汤彦冬 梅森）

本报讯(记者 张鑫)记者

从 1 月 25 日自治区人民政府

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 2023 年，内蒙古在建水利

项目达 1234 个、 其中新开工

项目 1171 个， 总投资达 658

亿元， 引绰济辽、 引绰济辽二

期、内蒙古支线、东台子水库、

河套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

造等一批重大水利项目同时推

进建设， 在建重大水利工程达

到 7 项，投资规模超过 452 亿

元，重大水利项目在建数量、投

资规模创历史新高。

2023，重大水利工程建设

全面提速。 引绰济辽工程输水

工程隧洞段全线贯通， 文得根

水利枢纽下闸蓄水， 初期效益

发挥， 东台子水库工程基本完

成主体工程施工， 引绰济辽二

期工程、 内蒙古支线供水工程

圆满完成年度建设任务。 加快

河套、 磴口等大中型灌区建设

和现代化改造， 可改善灌溉面

积 198.3 万亩。

此外， 内蒙古其他水利工

程建设成效显著。 内蒙古大力

完善农村供水工程体系， 投资

4.81 亿元，新建扩建集中供水

工程 531 处、 分散式水源工程

909 处， 受益农牧民 32 万人，

边境牧区 1.4 万农牧民的拉水

距离缩短至 5 公里之内。 加快

实施国家水土保持重点治理

(小流域综合治理)、东北黑土区

侵蚀沟综合治理等 6 类工程

175 个项目建设， 完成水土流

失综合治理面积 1163 万亩。

水生态保护治理持续推进，西

辽河、 察汗淖尔流域地下水位

下降势头得到有效控制， 局部

区域水位企稳回升。“十四五”

期间黄河滩区迁建任务已全部

完成，累计迁出 1687 户、4213

人。

水利部对内蒙古水利建设

发展十分重视和支持， 印发了

《支持推动内蒙古高质量发展

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水利实施方案》。 下一步，自治

区水利厅将紧紧围绕完善防洪

减灾体系、 推进水网骨干工程

建设、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复

苏河湖生态环境等重点任务，

持续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

逐步提升水利基础设施保障能

力，为完成“五大任务”提供有

力水安全保障。

本报记者 王子旺

2 月 2 日是腊月二十三，

腊月二十三是北方人的“小

年”。

在内蒙古中西部有“二十

三吃麻糖，吃不上麻糖啃指头”

的俗语。其实，在现实中无论是

大人， 还是孩子也都会吃一点

糖瓜， 此时更多的是强调吃糖

带给人们的甜蜜感和对新年的

期盼。

说起麻糖，许多人脑海中都

会浮现出自己家乡的麻糖模样。

无论是块状的、片状的，还

是棒状的， 大多都是以芝麻和

麦芽糖作为原料， 咬一口香甜

酥脆，芝麻味浓，是大家熟悉的

味道。

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黑城

村，也被称为麻糖村，村里 10

多户人家世代做糖。 代代承一

技以一生，遵古法炮制，烦劳不

省人工，料贵不添他物，技艺有

道， 共同铸造了黑城麻糖这个

百年不变的非遗品牌。

有人说， 之所以黑城有麻

糖，是因为这里地理位置优越。

黑城，地处东山脚下，地肥

水美，旱涝保收。 百年来，这块

肥沃的土地盛产黍子、莜麦、谷

子、马铃薯等农作物，给麻糖提

供了充足的制作原料。

清乾隆年间， 随着走西口

移民潮的到来， 除了少量原住

民外， 土质肥沃的黑城吸引了

大量山西人在此定居， 繁衍生

息，人口最多时，达到 3000 多

人， 成为托克托县第二大村

镇。

做麻糖得从凌晨三四点开

始忙碌，泡米、蒸米、搅拌、发

酵、 熬糖、 拉糖到最后做成麻

糖，有近 10 道工序，基本都是

人工完成。 每年进入 11 月、霜

降以后开始做麻糖， 一直做到

过了小年、来年的 1 月，共 3 个

月的时间。 黑城人做麻糖只用

黄米和麦芽两种原料， 这样做

出的糖才甜、酥、脆，粘嘴不粘

牙，原汁原味。

2016 年，在当地政府的支

持下， 黑城村 10 多户做麻糖

的村民成立了专业合作社，并

注册商标。 2018年，黑城麻糖制

作技艺成功入选呼和浩特市第七

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之列。

俯瞰鄂尔多斯大地， 高速公

路贯穿东西南北，铁路纵横交织，

天空中一只只“大鸟”展翅翱翔，

过境国道、省道、“四好农村路”犹

如一道道美丽的风景线蜿蜒延伸

向远方……

2023 年， 鄂尔多斯市保运

输、保投资、拓网络、补短板、提效

率， 全方位建设现代综合运输体

系，优化完善综合运输通道布局，

加快形成内外联通、 安全高效的

交通运输网络， 不断完善现代交

通物流体系。

同时， 鄂尔多斯市积极协调

铁路客运部门， 增加境内旅客列

车的停靠站及优化到发时刻，保

障呼鄂城际列车与呼东至北京高

铁列车换乘时间有效衔接。目前，

19.5 对图定旅客列车经停鄂尔多

斯市，通达国内城市 55 个。

民航方面， 鄂尔多斯市统筹

推进“干支通，全网联”航空运输

服务网络试点建设。乌审旗、鄂托

克旗通用机场实现开通运营，加

上已投入运营的鄂托克前旗通用

机场， 标志着鄂尔多斯市通用航

空网已初具规模， 对于促进全市

通用航空及产业发展， 构建立体

交通网络、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起

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2023 年铁路

民航工作亮点频现， 铁路运量继

2022 年后首次突破 4.65 亿吨，

再创新高，铁路运输为落实国家、

自治区煤炭保供任务提供了可靠

保障。

如今， 一幅综合交通飞跃发

展的生动画卷已在鄂尔多斯大地

上徐徐展开。

(郝丽娜)

近日，内蒙古乌兰察布 10 万

吨 / 年风光制氢一体化项目推进

再传喜讯。 根据内蒙古自治区投

资项目在线审批办事大厅公示，

乌兰察布 10 万吨 / 年风光制氢

一体化项目(制氢厂部分)已获批，

项目总投资 59.4 亿元。

乌兰察布 10 万吨 / 年风光

制氢一体化项目制氢厂部分主要

包括新建 25 个制氢厂房，每个厂

房各配置 8 套电解槽， 共计 200

套 1000Nm

3

/h 碱液电解槽电解

水制氢装置、1 座 6000 立方水容

积的低压缓冲罐和约 47.6 千米

中水输送管线 (起点位于商都县

七台镇污水处理厂， 终点为制氢

工厂)，配套相关附属设施。

项目建设周期为 2024 年 6

月至 2026 年 6 月。 项目的主体

新能源建设规模为 254.6 万千

瓦，其中风电 174.2 万千瓦、光伏

80.4 万千瓦。 计划总投资 205 亿

元，投产时间 2027 年 6 月。

此外， 该项目还具备每年制

取 10 万吨氢气的能力。氢气将通

过乌兰察布绿电制氢项目输送管

道送至燕山石化， 为燕山石化等

周边企业提供稳定、 绿色的氢气

供应。

(据新华网)

安居是人民幸福的基点，住

房是保障人民实现安居乐业的基

本要求。近年来，乌海市不断优化

营商环境，充分运用“互联网 +”

技术， 为居民购房提供了有力保

障。

近日， 在乌海市不动产登记

中心内， 刚办理完房屋登记手续

的贺磊正满怀欣喜地去领取属于

自己的不动产权证书。“我买的是

二手房， 之前我对于二手房买卖

一直不是很放心， 房屋情况全凭

卖家自己说，具体房屋抵押、所有

权等信息还需要靠自己一项一项

核实，十分麻烦。‘一证一码’的开

通给我们提供了不少方便， 只需

要用手机轻轻一扫不动产权证书

上的二维码， 房屋的所有信息就

都一目了然， 为我们在购房时提

供了保障。 ”贺磊说。

“一证”即不动产权证书，“一

码” 即不动产权证书附图页上的

二维码。为深入推进“互联网 + 不

动产登记”工作，持续提升不动产

登记便民利企服务水平， “一证

一码”登记服务模式，既提高了不

动产登记效率和不动产权证书的

科技含量，有效精简办证材料，缩

短不动产登记时限， 又方便了办

事群众及时了解实时信息， 大大

降低了办事群众的时间成本。

“之前办理不动产权证书时，

需要安排专人为证书贴图， 并加

盖骑缝章。使用二维码以后，工作

人员在办理商品房楼盘首次登记

或存量房转移登记时， 把每家每

户的分户图和宗地图按户或按套

配置后， 上传到不动产登记信息

系统， 直接生成二维码附在不动

产权证书上。 查询者用手机扫

码即可随时随地获取该不动

产的产权登记信息 、分层分户

图、宗地图、面积、抵押、查封等

方面的实时情况， 不仅减少了工

作环节，提高了制证的速度，大大

减轻了我们工作人员的压力，也

更方便了群众对证书的保管。 ”乌

海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工作人员赵

磊介绍。

自“一证一码” 服务启用至

今， 乌海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已办

理不动产权证书 17000 余本，节

约制证时长约 300 个小时。 下一

步，乌海市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不断打造更加高效便捷的不动产

登记服务体系， 提升不动产登记

便民利企服务水平， 真正实现以

“信息高速公路”代替群众双腿跑

路。

(赵政宇)

空中爬、水上漂、墙上摆、顶上挂……在兴安盟乌兰浩

特市，有一家产业园打破传统的种植模式，通过无土栽培

技术，蔬菜不但能活，还有“十八般武艺”。

近日，记者走进乌兰浩特市乌兰哈达镇高标准设施农

业园区 1 号温室大棚，犹如步入了蔬菜“森林”，立体化的

无土栽培种植模式使蔬菜离开土壤，“长在”半空中，满满

的科技感令人大开眼界。

“无土栽培方式更节省空间， 而且温室大棚不受季节

影响，一年四季都可种植蔬菜。 一栋温室大棚每年最多可

收获 8 茬蔬菜，平均年产量达 1.6 万公斤。 ”乌兰哈达镇综

合保障和技术推广中心主任仲晋浩介绍， 该园区于 2023

年 11 月投入使用，有日光温室棚 12 栋、冷棚 11 栋，通过

“智慧农业大数据平台” 对种植作物的各个环节进行精准

管理。 目前，园区生产的蔬菜已进入本地大型连锁商超和

美团等线上线下平台销售， 一栋大棚年收益能达 30 万元

至 40 万元。

设施农业是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的“新蓝海”，也

是推进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近年来，兴安盟力促设施

农业量质双升，为乡村振兴注智赋能，绘就设施农业绿色

高质量发展新画卷。

室外冰天雪地，突泉县赛银花浆果智慧农业产业园内

却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 一株株蓝莓枝繁叶茂，开出了铃

铛般的小白花；一簇簇草莓郁郁葱葱，颗颗饱满的果实悬

挂在半空……在这里，什么时候该施肥、什么时候该浇水，

都由“智慧大脑”告诉你。

“我们通过在大棚内外布置监测作物生长的传感器，

收集温度、湿度、光照辐射、土壤 pH 酸碱度等影响植物生

长的数据，汇总到数据中心进行分析，从而实现科学管理

和精准作业。 ”时创农业(上海)股份有限公司技术部门经理

何勇朝告诉记者，通过智慧种植，不仅保证了蓝莓的品质

和产量，还缩短了生长周期，比常规种植的蓝莓提早 10 多

天上市。

在突泉县突泉镇城郊村王贵臣家的温室大棚内，浓郁

的菇香扑鼻而来，一棒棒菌棒整齐排列，一朵朵肉嘟嘟的

平菇模样喜人。“我家大棚没有改造前，到了冬天棚内温度

低，就不能再生产平菇了。 改造后，不仅冬天也能采收平

菇，收益也比往年增加了 5 万元左右。 ”王贵臣喜滋滋地

说。

如今，行走在兴安盟，成片的设施农业蔚为壮观，棚内

四季常绿，果蔬飘香。 2023 年，兴安盟设施农业占地面积

达 3.63 万亩，较上年增加 0.33 万亩。 有棚室 14167 栋，其

中日光温室 10608 栋。 蔬菜、瓜类、水果、食用菌的种植比

例，分别达到 75.5%、6.4%、11.8%、6.3%。兴安岭上兴安盟，

科技赋能设施农业，“菜篮子”拎得更稳，“果盘子”更加丰

富。 (�高敏娜 张昕阳)

本报记者 迪威娜

行花街、买年花是过年的传统节目，家家户户、商场企

业都会在农历新年到来之际采购年花，拿个好彩头。 赤峰

市林西县林西镇常胜村花卉种植园内暖意融融， 层叠的

绿，鲜艳的红，花香浓郁，各色花卉竞相绽放，迎来一年当

中最红火的销售旺季。

赤峰市林西镇依托城关区位和资源优势，持续调整产

业结构，推动现代设施农业发展，围绕“一村一品”发展思

路，深挖土地资源，通过项目带动、技术服务鼓励引导农户

大力发展花卉、蔬菜、火龙果、葡萄等棚室种植，建设优质

园艺作物蔬菜、水果等设施农业基地，努力在规模和效益

上实现双突破。

如今林西镇建有暖棚 150 座、冷棚 1000 余座，种植火

龙果、草莓、葡萄等特色水果面积 100 余亩，年产优质蔬菜

8000 余吨、 园艺作物 30 万株， 年经济效益达 1000 余万

元，特色设施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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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胜村花卉种植产业园始建于 2015 年，现有 10 个暖

棚和 3 个冷棚，该园是以仙鹤来、蝴蝶兰等大众花卉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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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卉产业基地。 年产盆花、花苗

100 万盆(株)，产品除了销往赤峰市 12 个旗县区以外，还

依托电商平台远销河北、唐山、北京等全国各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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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园还长期雇工 7 人，忙时临时雇员达 20 余

人，带动周边群众共同增收致富。

美丽的花卉不仅带动农民增收致富，而且还吸引了花

卉爱好者前来赏花买花，目前，花卉种植已成为林西镇经

济增长的亮点和极具活力的朝阳产业， 更是一项集经

济、社会、生态效益于一体的绿色产业。 为了进一步

扩大花卉产业带动效应，林西镇积极探索推进特色设

施农业发展与乡村文化旅游协同发展，深耕农耕文化，

创新推出“人人农场”项目，拓展庭院经济发展模式，打造

“城市菜园”，力促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形成动力强劲的

产业集聚经济。

抢抓时机增收致富，因地制宜孕育收获。 林西镇将继

续优化产业结构，探索经济发展新途径，让“花盆子”“菜篮

子”“果园子”真正成为百姓致富增收的“钱袋子”，为乡村

振兴注入新活力、带来新动力。

2023年内蒙古文旅发展答卷亮点纷呈

旅游收入实现 3350亿元

内蒙古在建重大水利工程

投资规模创历史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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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托县黑城麻糖把嘴粘

暖心护航 旅途平安

春运安全宣传车

鄂尔多斯：立体交通建设实现八方联通

乌兰察布一大型清洁能源项目正式获批

乌海：证书“瘦”下来 服务“升”上去

“菜篮子”更丰盈“果盘子”更多彩

兴安盟设施农业

越来越有“智慧”

花卉大棚订单火热

赤峰市林西县：

工人正在不断地“拉糖” 乌力更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