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奋进强国路 阔步新征程

YAOWEN

2

要闻

2024 年 10 月 29 日 星期二

编辑：王丰 美编：罗万玲 网址：www.nmgsb.com.cn

本报记者 王子旺 屈春莲

广袤、干燥、艰苦、荒凉……提起沙

漠申遗，许多人会直皱眉头：带来无数

灾难的沙漠，也能成为世界遗产？

实际上，沙漠并不是荒芜的。

来，一起走进巴丹吉林沙漠，探寻

地球上最后的秘境。

巴丹吉林沙漠以奇峰、鸣沙、群湖、

神泉、古寺“五绝”著称于世。 2024 年 7

月，“巴丹吉林沙漠—沙山湖泊群”被成

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这里有多惊艳？如果只能用一句话

来说，就是美得令人窒息。

巴丹吉林沙漠曾被《中国国家地

理》评为“中国最美的五大沙漠”第一

名。在世界上没有其他沙漠可以与之比

肩。

想做一个征服者就该去攀登“沙漠

珠峰”必鲁图峰。 2017 年，这个愿望实

现了。

在 2017 首届巴丹吉林沙漠珠峰大

会赛事中， 来自阿拉善左旗的徒步

爱好者青格勒用时 39 分 49 秒登

顶。 越野车、摩托车也在这场大赛上

决出高低。

从出发时的第一步到最后撞线的

一刻，每一位选手都见识了连绵不绝的

沙丘、起伏的沙涛和大漠孤烟的风光。

必鲁图峰是巴丹吉林沙漠腹地的

一座沙山，海拔 1611.007 米，是世界最

高的沙山，比撒哈拉大沙漠的高峰还高

70 多米，俗称“沙漠珠峰”。

必鲁图峰并不寂寞，每年围绕沙山

的“越野 e 族”阿拉善英雄会已经举行

了 18 届。

去年的数据显示：“越野 e 族”阿拉

善英雄会吸引 60 多个车队、2 万多辆

车、6 万余人来到阿拉善右旗。 今年在

“世界遗产” 的加持下， 期待有新的突

破。

沙漠是沙漠，湖泊是湖泊。 当巴丹

吉林沙漠遇见湖泊，这就是那个“来了

不想走、走了还想来”的地方。

诺尔图在蒙古语中意为“海子、湖

泊”， 因为诺尔图海子是巴丹吉林沙漠

中面积最大的海子而得名。诺尔图海子

面积约 2205 亩，湖深 26.8 米。 一衣带

水，沙水相映，水天相连。

航拍资料显示：巴丹吉林沙漠有内

陆湖泊 144 个，已命名 113 个，其中 12

个为淡水湖，因此得名“沙漠千湖”。

由于沙漠里很多湖泊里不是淡水，

属于盐碱度较高水质，所以呈现的湖泊

颜色是黄色、蓝绿或粉红(盐碱水中红

藻所呈现颜色)，奇幻的颜色，如同黄色

沙漠中的一块宝石。

一个湖泊就是一块沙漠绿洲，湖泊

周围大多生长着较茂密的芦苇以及柳、

沙棘等植物。湖泊的存在也为许多动物

提供了栖息地，因而水鸟嬉戏、鱼翔浅

底的巴丹吉林沙漠也享有“漠北江南”

之美誉。

除了湖泊，巴丹吉林沙漠里还有万

千眼泉。 其中，音德日图湖的泉水最为

著名，不足 3 平方米的湖心小岛，居然

涌出 108 个泉眼。神奇的是音德日图湖

是咸水湖，这些泉眼喷出的泉水却清冽

爽口， 可以直接饮用， 故有“神泉”之

称。

宝日陶勒盖是世界最大鸣沙山。位

于巴丹吉林沙漠边缘地带， 鸣沙高达

200 多米，从沙脊处用双手拨动沙坡向

下滑行， 可发出飞机轰鸣和雷声般的

“隆隆”声，数公里外清晰可闻，在中外

自然景观中也实为罕见。

如此美妙的地方谁不留恋，就连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也认

为：“巴丹吉林沙漠—沙山湖泊群独特、

稀有、绝妙的高大沙山，以及无数色彩

斑斓的丘间湖泊，是温带和超干旱气候

下沙漠景观和地貌持续演变的杰出范

例，也是全球范围内具有罕见自然美的

沙漠景观之一。 ”

金秋十月，正是项目建设的“黄金

期”， 包头市达茂旗吹响重点项目建设

冲锋号，正以“跑”的姿态、“争”的心态、

“抢”的状态，全力谋项目、抓项目、干项

目， 一批批重点项目落地生根开花结

果，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积蓄了强劲

动能。

走进包头百灵储能能源有限责任

公司 20 万千瓦 /80 万千瓦时电网侧储

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工地上塔吊长臂

挥舞、轰鸣作响，各区域施工人员抢抓

工期、干劲十足，一派繁忙建设景象。公

司执行董事侯瑞介绍：“项目是蒙西电

网关键节点电网侧储能电站示范项目，

在包头电网选取关键变电站节点开展

示范。 综合考虑负荷、新能源接入和建

设运行条件，项目建成后有利于提升包

头市供电能力、促进新能源消纳、优化

潮流分布、进一步促进全社会的节能减

排。 项目于今年 8 月开工，目前已完成

项目整体进度的 85%， 完成投资 7 亿

元。 预计 2024 年 10 月竣工。 ”

项目在采用常规的磷酸铁锂电池

技术外，还创新采用了全矾液流储能系

统。 该系统通过将正负极电解液由循环

系统输送至电堆，在电堆中电解液活性

物质发生价态变化，实现电能与化学能

的双向转化，充放电次数是传统锂电池

的 3 倍以上，同时具有安全性高、可灵

活扩充容量、可循环回收利用、选址灵

活、生态环保等多重优势。

达茂旗铜矿产资源丰富，拥有达茂

零碳园区，绿电优势突出，产业耦合发

展需求强烈，发展先进铜基材料产业有

基础、有优势，有潜力、有前景。 走进内

蒙古测铖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达茂

旗乌兰陶勒盖铜镍矿 45 万吨 / 年采选

建设项目现场， 同样是一派热火朝天、

干劲十足的建设场景。

铜镍是国家重要的战略资源，铜可

广泛应用于电气、 机械制造等领域，镍

可广泛应用于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不

锈钢等领域。 该项目为汇泽镍业提供生

产原料，可实现当地采、选、冶一体化发

展，最终打造百亿元级镍产业集群。

“项目总投资 5.89 亿元，建设年采

选 45 万吨规模的中型矿山。 矿山基建

期约 3 年，计划 2026 年底竣工投产。项

目达产后，预计年产值 6 亿元，利税 2.3

亿元，新增就业岗位 300 余个。”内蒙古

测铖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张林介绍。

套马沟田园综合体项目不仅是达

茂旗农文旅融合的典型，也成为乡村振

兴的典型示范项目。 在内蒙古丰域农牧

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套马沟农文旅融

合发展四期工程建设现场，如意文化民

俗街、餐饮楼、住宿楼已经投入运营，娱

乐中心、星空屋初具雏形。

套马沟田园综合体项目通过土地

流转、村民入社等方式，帮助村民就地

就近转产转业，先后流转土地 8000 余

亩， 带动周边村民再就业 800 多人，人

均年收入 4 万元，实现了流转土地有租

金、劳动务工有薪金的“双赢”目标。 同

时突出农文旅融合发展方向，现有耕地

8000 余亩，有机草场 8 万亩，是高品质

千头肉牛、 万只肉羊绝佳的养殖基地；

建成餐饮住宿、休闲娱乐、文化创意等

文化旅游设施，成为从单产业到生态养

殖、农产品加工、休闲康养、红色旅游为

一体的“三产”“三业”融合发展新示范。

2024 年， 套马沟田园综合体举办全国

马术耐力锦标赛等活动，累计吸引国内

外游客 7.8 万人， 先后举办“烧烤节”

“灯光电音秀”“春节民俗文化节”等 20

余次文旅活动，让乡村文化得以创新发

展。

抓项目就是抓发展，强项目就是强

未来。 当前，达茂旗牢固树立“项目为

王”理念，强化目标导向、效率意识，以

有力措施和务实作风，高质高效推进项

目建设，加快项目投产，以重大项目之

“进”促经济发展之“稳”。 (曹瑾 沈玥)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

阿拉善盟孪井滩生态移民示范区（以下

简称“示范区”）紧扣“产业”纽带，积极

引导农牧民转变思想，按照“繁育为主、

育肥为辅、综合开发、全链条发展”的思

路，充分调动农牧民大力发展特色养殖

产业，延伸产业发展链条，蹚出了一条

增收致富的好路子。

走进浩依尔呼都格嘎查特色黑驴

养殖场项目施工建设现场， 机器轰鸣、

施工正酣，施工人员各司其职，筛沙、平

地、 打地基等工作正在紧锣密鼓进行

着。嘉尔嘎勒赛汉镇浩依尔呼都格嘎查

党支部书记马斌说：“现在进行的是地

基基础建设，完成项目建设，符合养殖

条件后，准备把我们合作社之前散养的

黑驴统一舍饲养殖，同时再引进一批新

的种驴培育，提高存栏量。 ”

浩依尔呼都格嘎查特色黑驴养殖

项目是内蒙古自治区级扶持发展新型

嘎查村级集体经济资金项目， 总投资

125 万元，占地面积 6660�平方米，建设

内容包括兽医工作室、 产品展览馆、饲

草料库、驴舍、隔离场等，实现养殖的现

代化与高效化。 项目建成后，可以促进

示范区肉驴养殖业的发展，辐射带动周

边地区形成产业带，推动区域农牧业结

构的优化调整，提高区域畜牧业发展水

平。嘉尔嘎勒赛汉镇浩依尔呼都格嘎查

党支部书记马斌说：“我们按照以‘合作

社 + 基地 + 农户’的产销、牧工贸为一

体的经营模式，围绕生态化、品牌化、可

持续化发展目标，实行‘标准化’统一生

产，延长产业链，扩大品牌效应，促进产

业发展，带领我们嘎查牧民增收致富。 ”

产业的发展，带动了地方经济的活

跃，也富裕了一方百姓，黑驴养殖只是

示范区大力发展特色养殖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示范区立足实际，因地制宜，以

多元化发展促进乡村振兴，持续优化产

业结构，大力推进肉驴、梅花鹿等特色

养殖，积极挖掘和发挥养殖业带头人的

引领示范作用， 组织开展技能培训，促

进嘎查产业发展的“造血”功能，带动更

多的农牧民群众在家门口创业增收，不

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让农牧民的致富

信心足、步子稳。 嘉尔嘎勒赛汉镇副镇

长胡洋说：“我们将继续依托独有的资

源禀赋， 积极推动特色种植养殖业发

展，加大宣传力度，落实帮扶政策，持续

优化产业结构调整，走出一条特色养殖

新路子， 带动农牧民实现增收致富，助

力乡村振兴跑出‘加速度’。 ”

（刘雪儿 苏东升）

“在包头市民营经济发展服务中

心、包头市供电公司、铁路部门等共同

帮助下，我们实现了用电增容。目前，企

业已经使用环保生产线稳定运转两个

多月了。 ”10 月 25 日，包头市森都碳素

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高兴地说。

为满足环保、 碳排放达标标准要

求，今年包头市森都碳素有限公司计划

对生产线脱硫系统进行全面升级改造。

但项目竣工后， 需增容用电 4300KW

左右， 新增用电线路需跨呼包铁路线，

亟需须协调解决增容事宜。包头市民营

经济发展服务中心有关负责人在走访

调研中了解到该情况后，第一时间与企

业及相关部门核实情况，以专报的形式

上报包头市委领导。 包头市委领导统

筹，包头供电公司、包头铝业园区、铁路

部门密切配合， 企业顺利实现用电增

容。

想企业之所想、 急企业之所急、解

企业之所困，今年内蒙古把鼓励、支持、

引导民营经济发展作为重要改革任务

之一，一系列关乎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改革渐次开花。

今年 5 月，中共内蒙古自治区重点

民营企业委员会和内蒙古自治区民营

经济发展服务局挂牌成立。两个机构制

定支企惠企硬措施， 搭建政企“连心

桥”， 千方百计帮助民营企业解决好营

商环境、筹资融资、要素保障等突出问

题，给企业家吃下“定心丸”，让企业家

成为“座上宾”，有钱赚。

今年 6 月 28 日， 内蒙古自治区党

委、政府正式印发《关于支持民营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意见》提出 8 类 20 条具体措施，

干货满满支持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今年 6 月，《内蒙古自治区发展改

革委领导班子成员联系服务重点民营

企业工作方案》制定出台，建立自治区

发展改革委班子成员包联服务制度，同

时制定“十不准”规定，带头构建亲清政

商关系。

今年 7 月 29 日至 31 日，中国共产

党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一届委员会第八

次全体会议在呼和浩特举行。此次全会

与往年不同的是， 有 24 位自治区重点

民营企业负责人受邀列席，成为全会上

的一个特别安排。 企业家们纷纷表示，

此次暖心之举，是自治区党委给予的崇

高礼遇。

今年 9 月，内蒙古进一步建立省级

领导干部联系服务重点民营企业制度，

制定《省级领导干部联系服务重点民营

企业工作方案》，由 17 位省级领导干部

通过专题调研、走访交流等形式帮助企

业解决问题、推动涉企政策落地。

高处谋势，实处落子。 今年 9 月 10

日至 30 日，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自治区

重点民营企业党委组织相关处室人员

先后赴鄂尔多斯市、包头市、呼和浩特

市、通辽市、乌海市走访自治区重点民

营企业。 在通威高纯晶硅有限公司，了

解到企业在电价方面遇到了困难和问

题，立即研究，加快办理进度。企业负责

人高兴地说：“在自治区重点民营企业

党委的帮助下，我们可以抢抓工期提前

投产了！ ”

将改革向纵深推进，让改革成果更

多直达企业。 内蒙古各地各部门谋创

新、出实招，奋力推进民营经济高质量

发展。

依托“蒙企通”平台，内蒙古打造重

点民营企业服务专窗，精准提供政策推

送、党建指导、意见征集等服务，并按

“即时响应”“无事不扰” 原则设置企业

诉求提报、督办机制。“快速响应”事项

2 天内向企业回复办理结果，“重大问

题”事项每 3 天向企业通报办理进度直

至办结。今年 1—9 月，“蒙企通”受理企

业意见诉求 92 条，已办结 90 条，办结

率 97.8%，企业满意率为 95.4%。

呼和浩特多项事项实现全程网办，

归集电子证照，配置免证办事项，拓展

“蒙速办”特色应用，增加“智审慧办”功

能模块。 同时，推动“就近办”“园区办”

“家门口办”， 精简市级政务服务事项，

打造综合窗口，提升“一站式”政务大厅

服务质效，推出众多“高效办成一件事”

套餐。

包头市积极完善助力民营经济高

质量发展有关制度， 优化工作流程，做

到服务民营企业“三必问”———问需于

企、问计于企、问效于企，破解发展“三

难题”———发现问题难、问题解决难、落

地见效难。 截至目前，包头市民营经济

市场主体达 26.3 万户。

“依托自治区民营经济改革和各项

税费优惠政策，今年以来企业已享受减

免税费额 27 万余元， 带动周边农牧民

就业 40 余人。”位于赤峰市巴林左旗的

孟和奶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

改革创新渐次推进，民营经济“拔

节向上”。前三季度，全区民间投资增长

7.3%，较 1—8 月份提高 2.3 个百分点，

拉动全部投资增长 3.7 个百分点。

“自治区民营经济发展服务局成立

以来，积极协调有关部门制定自治区重

点民营企业标准， 印发了包含总部型、

超大型、重点产业链链主、行业领军、上

市及重点培育共 6 类 48 家企业的《自

治区重点民营企业名单》， 确保服务工

作精准高效、有序推进。下一步，我们将

坚持改革创新，不断健全服务企业的制

度体系，全方位多层次为民营企业和企

业家提供精准有效的服务，把支持政策

从‘大水漫灌’变为‘精准滴灌’，持续强

化对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政策供给

和服务保障。 ”自治区民营经济发展服

务局局长马文说。 （李永桃）

巴丹吉林：从荒芜之地到世界瞩目

达茂旗:项目建设再加速 高质量发展添动能

孪井滩生态移民示范区：

特色养殖有“钱”景 助农拓宽致富路

套马沟农文旅融合发展四期工程建设现场

浩依尔呼都格嘎查的特色黑驴

内蒙古干货满满

支持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经营主体“一照一码走天下”

从包头稀土研究院传来消息，该院

研制的稀土高分子助剂产品正式上线

包头稀土产品交易所（以下简称包头稀

交所），交易品种包括稀土稳定剂、稀土

阻燃剂、稀土耐热剂、稀土增韧剂、稀土

成核剂等高分子材料助剂， 以线上交

易、线上结算、线下交收的方式满足客

户现货交易需求。

据包头稀土研究院成果转化部市

场经理董岳阳介绍，这些产品主要是该

院目前开发的比较成熟的一些中试产

品，客户通过稀交所平台如果有购买意

向， 或者是有合作开发新产品意向的，

也可以进一步深化合作。

据了解，自 2023 年 8 月开始，包头

稀交所全面启动“上线企业倍增计划”

拓宽交易版图，除了将稀土全产业链原

材料购销需求由线下“搬”至线上，还将

用户群体延伸到科研院所，目的是通过

产业联动、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用金融

手段为科研成果转化搭建一条“高速

路”。 目前，在包头稀交所官网、微信公

众号以及手机客户端上，用户能够随时

查阅全产业供应链、价值链以及矿山开

采、冶炼分离、研发加工、贸易出口等数

据信息，感受市场脉搏、实施精准决策。

从稀土原材料到推出稀土应用产

品，从平台建设到发展平台经济，稀交

所注册会员单位版图不断扩张。截至目

前， 包头稀交所注册会员单位达 953

家，包含稀土上下游行业企业、稀土贸

易企业、大型物流企业、稀土信息服务

企业及科研院所，覆盖稀土全产业链企

业类型；上线交易稀土品种增至 32 个，

今年前三季度交易量同比增长 20%。

（蔡冬梅 张玉超）

包头稀交所拓宽交易版图

前三季度交易量同比增长 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