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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北”精神中的内蒙古力量系列述评

为了 60%以上的沙化土地治理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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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银联家电以旧换新系统数据

显示，10 月份，内蒙古自治区家电以旧

换新共销售家电 15.1 万台， 销售金额

8.1 亿元，核销补贴资金 1.52 亿元。

统计显示， 自 9 月 17 日家电以旧

换新活动集中开展以来，内蒙古自治区

累计销售符合要求家电 167813 台，一

级能效家电累计销售 148071 台， 占比

88.2%； 二级能效家电累计销售 19375

台，占比 11.5%。 其中，呼和浩特市、包

头市、锡林郭勒盟家电以旧换新工作成

效位列全区前 3 名。

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

旧换新，是党中央、国务院着眼于我国

高质量发展大局作出的重大决策。 国家

部署“两新”工作以来，内蒙古自治区各

盟市、各有关部门迅速行动，全面推进

“两新”工作取得实效。

根据国务院今年印发的《推动大规

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

案》以及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今年

印发的《关于加力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

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若干措施》， 内蒙

古分别制定出台推动“两新”工作任务

落实方案以及加力支持“两新”实施方

案，并配套制定了自治区超长期特别国

债切块资金分配管理方案，各有关部门

围绕“四大行动”分领域制定实施方案，

聚焦 8 个重点领域出台以旧换新补贴

实施细则。目前，自治区已出台 24 个相

关落实文件，政策体系已构建完成。

此外，“两新”工作还有力拉动了我

区投资增长。 面向产业高端化、智能化

升级需求， 内蒙古以设备保有量高、价

值高、更新需求大的领域为重点，出台

相关实施方案，积极谋划项目，保障资

金支持，对标各行业先进标准、先进水

平， 积极推动设备更新相关项目实施。

今年前三季度，全区规上工业制造业增

加值同比增长 9%， 单纯购置设备投资

同比增长 100.1%， 拉动固定资产投资

增长 0.6 个百分点。 （李永桃）

秋日漫步敕勒川草原， 白云温柔，

群山掩映，别有一番风情。

十几年前的敕勒川草原， 砂石裸

露、风沙肆虐。 自 2012 年起，在政府的

推进下，蒙草集团采用“人工干预下模

拟天然草原”的近自然修复方案修复敕

勒川草原，从千亩试验开始，共修复面

积 3 万余亩，多种植物、动物陆续回归，

实现了生态的可持续性。

“做好草种科技，就是要用中国草

种丰茂中国草原，让中国牛马羊吃上中

国草。 ”蒙草集团副总经理陈睿珏告诉

记者，这是蒙草发展的初心。

敕勒川草原修复， 持续 12 年应用

冰草等 20 多种乡土植物。 现如今已监

测到 70 多种乡土植物，野兔、狐狸、红

隼也在这里安家落户，生物多样性越来

越丰富。

这片草原逐渐恢复了自愈能力，成

为首批国家草原自然公园。

打造生态安全屏障、推进生态系统

治理，“草”是最重要的环节之一。

敕勒川草原的回归，既是呼和浩特

生态保护修复取得成效的缩影，也是内

蒙古草业技术创新发展的见证。

近年来，为打造中国草业“芯片”、

发展现代草业，内蒙古启动实施优质牧

草技术攻关项目，与中国农业科学院草

原研究所等科研机构合作建立国家牧

草种质资源中长期库和农作物种质资

源库，推进优质牧草新品种、新技术的

成果转化应用。

依托生态大数据导航，按照修复地

水、土、气、植、动、微等原生数据，蒙草

集团推出了“一地一方”定制化配置乔

灌草 + 保水因子 + 有机肥 + 微生物菌

肥混合的“种子包、种子绳、种子杯、种

子块”等产品，解决市场各类生态用种

需求。

其中，种子包在各类型草原修复中

均实现良好效果。

在扎赉特草原，植被盖度提高 57%

至 80%，干草产量增加 70%左右，优良

牧草干重增加 1.3 倍。 在东部草原，植

被平均高度达 38 厘米 ， 平均盖度

78.4%，平均密度 142.3 株 / 平方米。

蒙草草原生态系统研究院兼成果

推广研究院院长陈翔向记者介绍 ：

“种子包选用耐旱、生长快 、自繁力

强的生态和饲用兼用型草种配置，

配比根系发达植物，可以实现减少水土

流失、提高地上生产力、帮助草原自愈、

修复效果持久等效果。可推广应用于大

面积退化、 沙化草原修复、 废弃地治

理。 ”

内蒙古有草种繁育基地面积 26.5

万亩， 目前年制种能力突破 500 万公

斤，人工饲草种植 2172 万亩，各类饲草

产量达 7543 万吨， 草产业链产值达

802.1 亿元，产量、产值均居全国首位。

蒙草有着广阔的施展空间。

草原修复、矿山治理、防沙治沙不

仅是单纯的复绿，更要为农牧民良好的

生产生活提供支持，因地制宜选用优质

牧草草种配置，既修复生态也为草牧业

发展提供保障， 让草原既有生态价值，

也有生产生活价值，实现生态、生产、生

活“三生”融合发展。

同时，推广家庭牧场体系，通过合

作社联动，带动牧民参与草原修复。

鄂尔多斯市巴彦乌素嘎查 58 岁的

牧民孟克达来就是草原修复的受益者。

“我家的 1000 余亩草场在蒙草

生态的科技帮扶下，种植冰草、驼绒

藜、柠条等，不仅改善了生态 ，也为

家庭带来每年 20 余万元的畜牧收

入。 接下来，我们将利用好草原生态红

利，打造草原生态牛羊肉品牌。 ”孟克达

来说。

（郑学良 杨彩霞）

近年来，丰镇市高科技氟化学工业园区积极推进节能减排，大力发展绿色循环经济。内蒙古景蕾实业有限公

司于 2024 年投资建设 3 台 36000KVA 全密闭硅锰合金直流电炉、配套 1 台 36000KVA 全密闭富锰渣交流电炉、

50MW燃气轮机发电机组，项目运营后可年产锰硅合金 18.6 万吨、富锰渣 27 万吨、中低碳锰铁 7.5 万吨。

（据《乌兰察布日报》）

本报记者 迪威娜

通讯员 刘凤鸣 毕嘉诚

山川之美，古来共谈。 自古以来，

人们对绿水青山情有独钟。

近年来，赤峰市巴林左旗坚持“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以

全面落实林长制为抓手， 加强林业治

理能力建设，着力书写“建设好、保护

好、利用好”绿水青山“三篇文章”，将

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层

面、各领域，用心呵护“生态底色”，用

情书写“绿色答卷”，努力绘就环境与

经济协同发展、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崭新画卷。

“三级林长”守护绿水青山，巴林

左旗全面建成旗、苏木乡镇（街道）、嘎

查村三级林长制组织体系。 旗级设立

林长 2 名、副林长 8 名。 13 个苏木乡

镇（街道），共设立苏木乡镇（街道）级

林长、副林长 142 名。全旗 166 个嘎查

村，设嘎查村级林长、副林长 456 名，

监督员 498 名。 全旗落实生态护林员

1061 名、公益林护林员 176 名、护草

员 35 名，划分管护网格 998 个，构建

了“一长两员”和网格化管理的林草资

源源头管理架构和组织体系。这“一长

两员”作为林长制的“神经末梢”，在守

护生态的征途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

用。

依托林长制的有效实施， 巴林左

旗通过退化林（草）修复改造、退耕还

林、 沙化土地治理等措施， 积极推进

“三北” 工程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大

力提升生态治理能力， 改善了巴林左

旗的生态环境， 有效地防止了水土流

失，提高了林草植被覆盖度。

在防沙治沙方面， 巴林左旗通过

组织动员各级党委党员、干部职工、农

牧民群众， 以全民义务植树和以工代

赈的形式参加“科尔沁沙地综合治理

大会战”活动，近 5000 名干部群众扛

锄拿锹走向林东林场（凤凰山工业园

区北侧）、隆昌镇双井村、林东镇蟠龙

岗村、 查干哈达苏木石房子嘎查 4 个

战区，挖树坑、种树苗，共栽植文冠果、

樟子松、鸡心果等苗木 33.87 万株。 以

林长制作为重要抓手， 巴林左旗以超

常规的力度推进防沙治沙重点工程，

实现区域可治理沙化土地全覆盖，

2024 年，以林长制为引领，巴林左旗

的“三北”工程等重点生态工程正稳步

推进， 为筑牢我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

贡献力量。

希望在山，致富在林。巴林左旗把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刻在了

山林间，守住“聚宝盆”，念响了“致富

经”。 以林下种植业、林下养殖业、林果

经济业、林产品加工业、森林旅游业等

林草产业为重点， 持续推进林草产业

发展。 重点推进巴林左旗文冠果种植

及深加工“一二三” 产业融合项目。

2024 年重点实施示范种植基地、文冠

果加工厂建设两部分内容， 其中种植

基地已完成 2960 亩文冠果栽植。工厂

建设方面，已完成项目立项、林草征占

地手续办理； 重点推进巴林左旗花加

拉嘎乡林下中草药种植基地建设项

目。 辽宁菡蕙中草药种植有限公司投

资建设，建设规模 10940 亩；重点推进

巴林左旗林东林场碧流台分厂林下中

草药种植基地建设项目。 赤峰元荣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 建设规模

11600 亩； 重点推进巴林左旗林东镇

北井村林下中草药种植基地建设项

目。 该项目建设规模 6300 亩。

巴林左旗深化推进林长制， 坚定

不移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厚植生态底色。

逐绿前行，依业而兴 。 让绿水青

山成为巴林左旗人幸福的 “金山银

山”。

本报记者 王丰

赤峰市翁牛特旗阿什罕苏木原来

有句谚语，叫“人迷眼、马失蹄、白天点

灯不稀奇”。 自 2003 年实施“以路治

沙”以来，翁牛特旗已开通 16 条穿沙

公路，总里程 479.5 公里，完成公路两

侧沙地治理 351 万亩。

鄂尔多斯市杭锦旗伊和乌素苏木

哈夏图嘎查在库布其沙漠边缘，20 多

年前， 雷爱强家的 2400 亩草场，2/3

是荒漠，到处是明沙，根本不长草，

更养不了几只羊。 为了生计，从

2001 年起，他开始种植柠条，现在

2400 亩草场都长满了柠条， 漫漫黄沙

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簇簇绿色柠

条。 去年他家的羊出栏了 200 多只，收

入达 30 万元。

地处中国北疆的内蒙古， 是治理

荒漠化的主战场，“三北” 工程三大标

志性战役的 60%以上的沙化土地治理

任务在内蒙古， 其生态状况不仅关系

内蒙古各族群众生存和发展， 更关系

华北、东北、西北乃至全国生态安全。

党的十八大以来， 内蒙古统筹推

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

治理，森林覆盖率、草原综合植被盖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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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史性转变。

去年内蒙古完成防沙治沙面积

950 万亩，为年初计划的 1.5 倍，规模

全国第一； 今年已完成沙化土地治理

1565 万亩， 占全年 1730 万亩任务的

90%。

“三北”工程攻坚战稳步推进，绿

色长城在祖国“三北”不断延伸。

近年来，为提高治沙综合效益，内

蒙古坚持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因

地制宜选用生态经济兼用树种， 积极

培育发展沙棘、 文冠果、 梭梭—肉苁

蓉、白刺—锁阳等林草沙产业，提高治

沙综合效益。2023 年，内蒙古林草沙产

业总产值达 871.8 亿元，比上一年度增

加 268.6 亿元。

蒙草持续释放草原生态红利

推进草业“芯片”成果应用

丰镇市化工园区

逐“绿”向“新”

公司技术员在厂区作业 周卫兵 摄

10月份内蒙古家电以旧换新销售 8.1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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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林田湖草沙一起向“绿”系列报道

逐绿而进 依业而兴

11 月 1 日至 3 日， 在 2024 北京

国际文旅消费博览会上，依托京蒙文旅

协作契机， 科右中旗在定点帮扶单

位———北京市海淀区展位参展，并开展

两场专场文旅推介路演，将科右中旗的

美景与乡情，以多元视角、多样形态“打

包”呈现。

展区前， 地道的民族特色美食、精

美的非遗文创品和主舞台的精彩路演

吸睛而出彩，前来一探究竟的客商和居

民络绎不绝。“我和爱人常去内蒙古玩，

爱吃奶制品、牛肉干，今天现场品尝了

科右中旗美食，果然不错，假期我们要

去这里打卡，感受原汁原味的北疆草原

文化。 ”北京市民常先生动情地说。

“一定要来我的家乡做客，看看这

里的美景，尝尝这里的美食、体验这里

的民风，与历史对话，与自然相拥，与民

俗共舞，感受安逸舒适的生活，找到内

心的宁静。 ”活动现场，科右中旗籍演员

阿如那以诚挚的邀约为科右中旗文旅

“站台打 call”。

国际友人的“打卡”更令此次推介

点睛又出圈：来自阿尔及利亚的艾斯玛

女士对蒙古族刺绣挎包爱不释手；来自

俄罗斯的参展团队接连采购了多款奶

制品；其他展区内金发碧眼的工作人员

则被舞台上的“最炫民族风”吸引，前来

观赏拍照；……

本次活动是科右中旗首次参加国

际性文旅博览会，也是科右中旗进一步

落实自治区、兴安盟《京蒙协作“旅游倍

增计划”实施方案》，以文化旅游促进各

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实践。

“今年，我们科右中旗以‘歌游内蒙

古 枫从草原来’为主题，将五角枫生态

旅游景区、中影制作基地、图什业图亲

王府串联起来，加强市场引导和政策扶

持，将八方客流‘引进来’。 ”科右中旗文

化旅游体育局局长唐娟介绍说，另一方

面，科右中旗主动“走出去”进行文旅推

介，举办多场文旅推介活动，推广全域

旅游和非遗文创产品，同时通过影视明

星、网络达人等明星效应录制宣传推广

视频，并以“主流媒体 + 新媒体 + 自媒

体”的形式加强宣传推广，实现文旅产

业热度、流量和销量一举多得，政、企、

民多方合作共赢。 （高敏娜）

科右中旗文旅推介路演亮相“北京消博会”

张北—胜利 1000 千伏特高压

交流工程投运

总投资 67.86 亿元，每年输送电能超 700 亿千瓦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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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向北开放跑出“加速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