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导 读

加快落实“五大任务” 推动高质量发展

NEI MENG GU SHANG BAO

网址：www.nmgsb.com.cn

新闻热线：0471-3285915

广告/发行热线：0471-3285916

总 5330 期

今日 8版

2024年 10月 22日 星期二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15-0068

邮发代号：15-29

主管主办：内蒙古新华报业中心

出版：内蒙古商报社

网站

【

提示】本报今日 8 版推出特稿《从“中国

乳都”到“世界乳业科技之都”———呼和浩

特市乳业全链条驱动新质生产力加速前

行》，欢迎阅读。

▲

5 版

为深入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

加快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的意见》等

一揽子政策要求，近日，内蒙古自治区

发展改革委、工信厅、能源局等 3 部门

出台《关于建立高耗能企业可再生能源

电力强制消费机制若干措施》（以下简

称《强制消费机制》）。

《强制消费机制》由加强可再生能

源电力强制消费、完善可再生能源电力

消费核算制度、夯实可再生能源电力强

制消费工作基础、强化结果运用 4 部分

组成，提出了实施存量高耗能企业可再

生能源电力强制消费机制、实施新上高

耗能项目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承诺制、

明确企业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核算范

围、避免绿证对应电量重复计算、摸清

高耗能企业能效家底、加强可再生能源

电力消费调度监管、完善盟市节能目标

考核制度、强化激励约束 8 条措施。

“《强制消费机制》是继《绿电消费

自愿认定管理暂行办法》后，内蒙古在

绿电消费方面的又一项改革创新性举

措，打出了绿电消费自愿认定 + 强制消

费组合拳。《强制消费机制》旨在以重点

控制化石能源消费为导向，压实高耗能

企业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责任，对提高

高耗能企业绿色竞争力， 推动高耗能、

高排放、低水平产业向高能效、高‘绿

电’、低排放产业转变，努力完成‘十四

五’能耗强度下降目标任务，推动经济

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具有重要意

义。 ”自治区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介

绍。 （李永桃）

本报讯（记者 杨萨日娜 张鑫）截

至今年 9 月底，内蒙古电力集团经营区

域内共有 1788 家经营主体参与绿电交

易，630 家新能源发电企业生产的绿电

源源不断送往 1158 家用电企业。 1—9

月，内蒙古电力多边交易市场累计绿电

交易结算电量达到 540 亿千瓦时，对应

绿色证书 5400 万张，交易规模居全国

首位。

内蒙古电网是继国家电网、南方电

网后全国第三个绿电交易试点。随着绿

色电力交易的正式启动，蒙西电网第一

次实现绿色电力的能量与环境价值打

捆交易， 在推动绿色发展上迈出新步

伐。

“1—9 月份，我公司生产使用电量

11.3 亿度， 其中绿电结算电量 9.1 亿

度，绿电占比 80%。 每购买 1000 度绿

电就可获得一张绿证， 有了这张绿证，

我们企业的产品出口竞争力能获得提

升。 ”弘元新材料（包头）有限公司动力

设施部变电站负责人杨宽说。

今年 2 月 2 日， 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批复同意《内蒙古电力市场

绿色电力交易试点方案》， 内蒙古电网

经营区域正式被纳入绿电交易试点。 3

月 18 日， 内蒙古电力多边交易市场首

次组织绿电交易，将绿电交易纳入中长

期交易范畴，经营主体在消费低碳电力

的同时获得国家绿色电力证书，启动后

深受经营主体欢迎， 相关战略新兴产

业、传统优势产业 861 家经营主体积极

参与了首批月度交易。

随着绿电交易的正式启动，内蒙古

电网实现电力与生态并驾齐驱，在推动

绿色发展的道路上迈出新步伐，完成了

自治区绿电交易从无到有、从有到全国

领先的巨大跨越。 全面开展绿电交易，

积极推动绿证覆盖，这只是蒙西电力市

场化交易机制不断优化完善的一个切

面。

据了解， 内蒙古电力多边交易市

场，是我国第一个正式运营的省级电力

市场。按照国家及自治区的相关部署要

求，今年以来，自治区能源局根据市场

运行情况及时优化调整蒙西电力市场

交易规则， 保障电力交易市场平稳、有

序运行。

本报记者 张鑫 李姝廷

民以食为天，粮稳天下安。

新中国成立 75 年来， 中国人民经

过艰苦努力，依靠自己的力量端牢自己

的饭碗，实现了由“吃不饱”到“吃得饱”

再到“吃得好”的历史性转变，粮食安全

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

作为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

内蒙古的牛肉、羊肉、牛奶产量全国第

一， 连续 5 年粮食产量突破了 700 亿

斤， 每年有一半以上的粮食调往区外、

供应全国……内蒙古是国家名副其实

的“粮仓”“肉库”“奶罐”。

回望 1949 年， 内蒙古粮食产量只

有 42.5 亿斤， 吃粮主要靠调入。 1990

年粮食产量达到 194.6 亿斤，粮食自给

问题得到根本解决，结束了多年吃粮靠

调入的历史。 1992 年、2008 年和 2018

年， 粮食产量先后突破 200 亿斤、400

亿斤和 700 亿斤大关。

回溯时光， 总有一些特殊的时刻，

会镌刻下熠熠生辉的印记。 2023 年，内

蒙古粮食生产实现“二十连丰”，粮食

总产量再创新高，达到 791.6 亿斤，

稳居全国第六 ， 连续 6 年稳定在

700 亿斤以上；畜牧业实现“十九连

稳”， 主要肉类产量 285.4 万吨、牛

奶产量 792.6 万吨，牛肉、羊肉、奶产量

稳居全国首位，成为国家“粮仓”“肉库”

“奶罐”“绒都”。

“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

地”是党中央交给内蒙古的五大任务之

一，也是内蒙古扛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重大政治责任、加快建设农牧业强区的

关键抓手。 今年以来，内蒙古更是积极

贯彻落实“藏粮于地、 藏粮于技”战

略，综合运用智慧农业、数字农业等

改变传统种田场景， 以科技创新推

动农牧业高质量发展，为交出“丰盈

大国粮仓、保障粮食安全”的亮丽答卷

持续发力。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 2024

年，自治区财政下达耕地建设与利用资

金 97.65 亿元， 重点用于耕地地力保

护、高标准农田建设、盐碱地综合利用

试点项目建设、黑土地保护、耕地轮作

休耕等。 目前，内蒙古耕地面积 1.72 亿

亩，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 8.97%，居全

国第二位，是全国 5 个耕地保有量过亿

亩的省区之一。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内蒙古粮食

产量再攀新高，种业振兴功不可没。 目

前，内蒙古“SH361”“SH363”2 个向日

葵品种推广面积包揽全国前两位，谷子

品种“金苗 K1” 推广面积居全国第三

位，“蒙豆 1137”“登科 5 号”2 个大豆品

种入选国家主推品种名录。 华西牛、杜

蒙羊、华蒙肉羊通过国家畜禽新品种审

定，牛羊核心育种场、种公牛站数量居

全国第一位，自主培育全国排名前 100

的奶牛、 肉牛种公牛数量均居全国第

一。

千里沃野，叠翠流金，内蒙古“粮

仓”的分量更重成色更足。

本报讯(记者 杨萨日娜）10 月 15

日晚， 随着最后一车沥青混凝土料的

摊铺结束， 省道 105 线公路养护工程

主体建设正式完工， 项目实现全线贯

通。

省道 105 线是呼和浩特市连接乌

兰察布向东辐射的干线公路， 项目位

于呼和浩特市保合少镇，起点与 G110

线相交，起点桩号 K0+000，途经大窑

村、界台村、西干丈、东干丈，终点位于

二道河村顺接乌兰察布段， 终点桩号

K18+833， 本次实施里程 18.833 公

里。

项目建设期间， 呼和浩特市交通

局积极协调交管、 属地加快前期手续

办理， 督促建设和施工单位加快建设

进度，细化优化施工组织，加大人员、

设备、材料等要素投入，将原批复工期

90 余天工期缩短近一半。

该养护工程的实施将进一步提升

呼和浩特市大青山沿线交通出行环

境，缓解 G110 国道的交通压力，更好

地服务沿线周边圣水梁、九龙湾、大窑

等旅游景区， 为呼和浩特市经济和旅

游发展提供交通动能。

防沙治沙和风电光伏一体化工程

是自治区党委十一届七次全会部署的

“六个工程”之一，是自治区统筹完成

好“五大任务”的创新之策，更是通辽

市打好“三北” 工程攻坚战的引领之

举。

防沙治沙、久久为功。扎鲁特旗为

深入推进防沙治沙与风电光伏一体化

工程， 精心制定了全面细致的防沙治

沙总体规划。 该工程总投资达 30.9 亿

元，这一巨额投资不仅建设 35 万千瓦

的光伏和 20 万千瓦的风电，还为沙化

土地的治理提供了有力保障。 经过综

合治理，8.2 万亩沙化土地重现生机，

其中光伏板下治理沙化土地 1.2 万

亩，异地恢复治理沙化土地 7 万亩。

在今年开展治理工作的查布嘎图

苏木乃林嘎查沙地综合治理区， 整齐

划一的草方格织成的网格状沙障从无

到有、渐次铺开，将绵延不绝的黄沙分

割、锁定在了数以万计的方格中，给裸

露的沙丘披上了防风固沙的外衣。

“眼前的这些草方格沙障有人工

铺设也有机械铺设， 它有效地固定了

流动沙丘。 ”乃林嘎查沙地综合治理区

施工方蒙草公司项目负责人于东江站

在治理后的沙地上， 黝黑的脸上满是

满足与喜悦。“我们扎鲁特旗林业部门

精心规划， 根据沙地的不同情况采取

多种治理模式， 在重度退化草地通过

土地平整、免耕补播、围封禁牧和管护

等措施进行治理， 毒害草则通过土地

整理、生物防治、施肥和围封禁牧等方

法进行有效治理。同时，草地和林地内

的风蚀坑也分别采取相应治理措施，

使得整个区域的生态环境得到了全面

改善。 ”

曾经，这里是“黄沙遮天日、牛羊

无草食”的重度退化的草牧场，当地人

都戏称这里是草原上的“牛皮癣”。“自

今年 4 月 22 日乃林嘎查防沙治沙项

目区开工以来， 目前已累计完成 3 万

亩的治理任务。 现在通辽市级验收组

在对沙生植物种植、 固沙效果等进行

初步验收。 现在来看沙打旺、冰草、披

碱草等多年生的优质牧草长势良好，

对沙地生态恢复起到重要的保护作

用。 ”于东江说道。

防沙治沙非一日之功， 实施好防

沙治沙和风电光伏一体化工程光靠政

府唱“独角戏”还远远不够。 近几年，扎

鲁特旗以统分结合、利益联结、以工代

赈、先建后补等政策措施，引导鼓励社

会各界力量投身治沙事业。 优先鼓励

村集体经济合作社就近参与防沙治沙

项目，项目区内的防沙治沙工程，其施

工、 管护及农机设备优先委托给当地

农牧民成立的专业合作社承担，按“合

作社 +”的模式，充分吸纳当地农牧民

特别是脱贫群众参与， 以此激发全社

会参与防沙治沙的积极性。

“从今年的治沙效果来看，重度退

化草地治理区和风蚀坑等区域治理效

果很明显，之前寸草不生的草场，也逐

渐被优质牧草覆盖。 后续的管护工作

中，我们也会做好宣传引导，提高周边

农牧民的生态责任意识， 让家乡的这

片土地焕发出新的生机。 ”扎鲁特旗查

布嘎图苏木副苏木达那日苏说。

今年以来， 扎鲁特旗聚焦聚力落

实五大任务， 精心组织实施“六个工

程”，经济发展、项目建设、生态保护等

各项工作齐头并进、跨越赶超，特别是

科尔沁沙地治理在防沙治沙和风电光

伏一体化项目的带动下， 现已完成异

地治理 7 万亩，1.2 万亩光伏板下治沙

已完成选址工作。

到 2030 年，扎鲁特旗防沙治沙与

风电光伏一体化工程的新能源建设规

模将达到 80 万千瓦，其中光伏装机容

量为 60 万千瓦， 风电装机容量为 20

万千瓦。 项目竣工之后，植被平均盖度

会从建设初期的不足 10%提升到

50%。 土地沙化的蔓延态势将得到全

面且有效地遏制， 生态安全屏障体系

以及林草沙产业体系会得到全方位优

化，从而使“绿色家底”更加殷实、“生

态底色”更加亮丽，最终达成“生态良

好、 生产发展、 生活富裕” 的目标。

(苏日娜)

从 42.5亿斤到 791.6亿斤

“数”看国家重要“粮仓”75 年进阶

1-9月内蒙古绿电交易结算电量达 540亿千瓦时

交易规模居全国首位

奋进强国路 阔步新征程

今年以来，包头市青山区以“用新开工亿元以上项目衡量招商引资是不是抓实了，用新增规上企业衡量项目建设是不是抓成了”导向为引领，项目建设呈现进

度快、产业集群效果好、布局储能体系早的特点。

2024 年，青山区年内计划投资 377.7 亿元，较上年增加 87.8 亿元，增长 30.3%。 三季度新增入库纳统项目 24 个，新增规上（限上）企业 26 个。 （郭健）

包头市青山区：“两新”导向引领项目建设加速跑

上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光伏逆变器和储能变流器生产基地项目

内蒙古出台高耗能企业强制消费机制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呼和浩特市

105 省道养护工程全线贯通

62

山水林田湖草沙一起向“绿”系列报道

防沙治沙 增厚家底

居全区首位

前三季度呼和浩特市对外投资

实际到位资金 29.19 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