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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自治区工信厅传来消息，2024

年内蒙古自治区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名单已完成公示， 内蒙古新增 39 家制

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内蒙古自治区制造业单项冠军企

业是指长期专注于制造业特定细分领

域， 生产技术或工艺水平国际领先，单

项产品（生产性服务）市场占有率位居

全国前列的企业。 为支持引导制造业企

业聚焦细分领域和产业链关键环节，精

耕细作，创新发展，推动制造业高质量

发展， 自治区工信厅出台多项政策措

施，明确对获得国家、自治区级单项冠

军企业称号的企业予以指导和支持，鼓

励有条件的盟市予以奖励支持。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强对企业

的服务和支持，引导企业扎根细分市场

深耕细作，提升产品质量和品牌，提升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 突破关键领域短

板，培育具有全国、全球竞争力的一流

企业，带动引领自治区制造业优质企业

高质量发展。 ”自治区工信厅有关负责

人介绍。

（康丽娜）

本报讯 (记者 张鑫)11 月 27 日 4

时 20 分， 伴随着调度人员最后一个指

令，蒙东锡盟江苏能源乌拉盖电厂 500

千伏送出工程正式建成投运。

蒙东锡盟江苏能源乌拉盖电厂

500 千伏送出工程线路，起于江苏能源

乌拉盖电厂， 经扎木图 500 千伏开关

站，止于锡盟换流站，新建 500 千伏线

路 750 千米，铁塔 1736 基，500 千伏开

关站 1 座，总投资 22.703 亿元。 工程途

经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东乌珠穆

沁旗、锡林浩特市等多个地区，于 2024

年 4 月 10 日开工建设。

该工程自规划建设以来，国网蒙东

电力不断深化“六精”管理要求，始终坚

持“四化”建设方向，以推动电网建设高

质量发展为主题，全面深入贯彻“两个

前期一体化”，组建项目推进专班、专项

协调工作组，全面梳理属地政策，合理

规划项目建设，做足做细前期准备。 国

网蒙东物资事业部优机制、 保运力，强

化物资招标、生产计划、质量监督全链

条管理，紧抓厂商生产和施工安装“两

个现场”，140 天完成 5.1 万吨铁塔催

交，16 天完成防舞动间隔棒紧急调配

和供应，坚强有力支撑工程建设。 工程

建设期间，国网蒙东建设分公司主要领

导亲自部署，分管领导靠前指挥，严格

把关工程建设关键环节。业主项目部积

极协调各方参建单位，应用先进的基建

现场管控手段，有效解决了施工过程中

安全、质量、时效等问题，精准落实里程

碑计划时间节点安排，为工程顺利竣工

投产奠定坚实基础。

工程投产后，将进一步提高锡盟—

泰州特高压直流输电通道的输电效益，

每年可向江苏输送电量 100 亿千瓦时，

满足江苏电网负荷增长的需要。 同时，每

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37.9 万吨，为

改善华东地区大气环境起到积极作用。

从内蒙古自治区农牧厅传来消息，

截至目前， 内蒙古已争取到 2025 年农

牧领域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共 99.76

亿元。其中，耕地建设与利用资金 59.78

亿元， 农业产业发展资金 21.78 亿元，

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 11.12 亿

元，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动

物防疫补助）3.2 亿元，农业生态资源保

护资金 2.69 亿元， 粮油生产保障资金

1.19 亿元， 主要用于耕地地力保护补

贴、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农牧业产业

融合发展、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地膜

科学使用回收等内蒙古农牧业农村发

展方面。

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

是内蒙古加快推进由农畜产品产量大

区向农牧业产业强区转变的战略性举

措。内蒙古在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

产基地任务上持续发力，积极争取中央

财政农业相关转移支付、 预算内投资、

超长期国债等各渠道资金支持，真金白

银的资金支持在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

重要农畜产品稳产保供上发挥了积极

作用。

下一步，内蒙古自治区农牧厅将严

格按照相关资金管理规定，加快预算

执行，加强资金监管，提高补贴发放

精准性、及时性，确保把有限资金用

在发展紧要处、民生急需上，持续推进

乡村振兴，加快推动农牧业农村牧区现

代化。

（韩雪茹）

本报记者 张鑫

路修到哪里，草方格就织到哪里，

绿色就蔓延到哪里。 那一条条蜿蜒于

沙海之中的穿沙公路， 宛如坚韧的脉

络， 既为治沙物资与治理举措深入沙

漠腹地开辟了通途， 又为沙区民众与

外界架起了沟通的桥梁， 更为沙区的

蓬勃发展铺就了坚实基石。

在赤峰市翁牛特旗其白线沙地综

合治理工程项目区， 一条穿沙公路横

亘在无垠的沙海中，向大漠深处延伸，

将沙地一分为二。 路两侧的草方格里

的苗木比肩而立， 在连绵起伏的沙丘

上编织出绿色希望的经纬线。

全长 91 公里的乌白路连接 304

省道和 305 国道，将沿线 30 万亩稻田

以及海拉苏乳品小镇、 大兴荷花小镇

等 10 余个景区、景点串联成线，不仅

把沙漠旅游资源变为优质自驾游打卡

地，也让藏在沙漠腹地的“珍馐美味”

走出“深巷”，直接或间接带动近 8 万

名沿线群众增产增收。

近日，喜讯传来，经积极争取，财

政部提前下达内蒙古自治区 2025 年

交通运输领域专项资金 30.62 亿元，

其中安排内蒙古“穿沙公路”项目切块

资金 17.8 亿元， 用于支持提前实施

2025 年“穿沙公路”建设，此项资金也

是中央首次支持内蒙古“穿沙公路”建

设项目。

回溯往昔，1997 年 6 月 16 日，内

蒙古第一条穿沙公路锡乌线在鄂尔多

斯市杭锦旗拉开序幕。 时至今日，曾经

两车道的一条柏油路变成“两横四纵”

总里程近 930 公里的沙漠公路网，公

路两侧的点点植被像绿色的铆钉，将

流沙牢牢锁住， 让库布其从“死亡之

海”变为“聚宝之盆”，绘出一幅绿富同

兴的秀美画卷。

2016 年 10 月， 全长 208 公里的

通（古勒格淖尔）额（尔克哈什哈）穿沙

公路全线贯通。当时，额尔克哈什哈为

内蒙古当年仅剩的不通沥青路的 3 个

苏木之一， 因交通不畅导致经济发展

迟缓， 成为阿拉善盟新农村新牧区建

设的一座“孤岛”。

2017 年，京新高速公路临（河）白

（疙瘩）段全线通车，这是世界上穿越

沙漠最长的高速公路， 也是内蒙古交

通人践行“穿沙精神”的典型案例。 在

高速公路施工过程中， 建设者在风积

沙路段设置了 1570 万平方米“井田”，

如今，“井田” 沙生植物已经成活，沙

米、红柳与黑色的公路，为沉寂的沙漠

带来蓬勃的活力与生机。

多年来， 内蒙古在公路建设养护

和防沙治沙工作实践中探索出“以路

划区、分块治理、锁住四周、渗透腹地”

的“以路治沙”模式，让沿线绿起来、富

起来、火起来。 目前，已经广泛推广应

用于区内相关盟市， 也为相关省区提

供了重要经验借鉴， 走出了沙漠防控

治理的一条新路。

当前，“穿沙公路” 正以其独特的

“以路治沙”模式，打通着沙区群众与

外界联系的通道， 成为沙区生态改善

和经济发展的生命纽带。 条条穿沙公

路的开通， 不仅加速推进沙地综合治

理，串联起绿色廊道，还为沙区发展创

造无限可能。 内蒙古交通部门已编制

印发《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和浑善达

克沙地歼灭区“以路治沙” 发展规划

(2024—2030 年)》，正在全力做好“穿

沙公路”建设。

本报记者 王丰

在国营新华林场内， 曾经的沙丘

之上，杨柴、梭梭已然扎根。

该林场地处巴彦淖尔市临河区，

黄河“几字弯”北部。几代人接续奋斗，

林场从遍地沙窝和荒滩到森林覆盖率

达 65%， 沙化面积由建场初的 2.15 万

亩降至 0.5 万亩， 筑起一道防沙治沙

的绿色屏障。

今年以来， 内蒙古已完成防沙治

沙面积 1954 万亩， 约为年初计划的

113%。 党的十八大以来，内蒙古累计

完成营造林 1.43 亿亩、 种草 3.52 亿

亩、防沙治沙 1.67 亿亩，重点治理区

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

史性转变。

在长期的荒漠化防治实践中，内

蒙古拿出了“滚石上山” 的韧劲，既

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

和系统治理， 也坚持科学治沙，全

面提升荒漠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

坚持因地制宜、 科学推广行之有效的

治理模式。

“滚石上山” 就是推着大石头上

山，没有任何外力可以借助，必须竭尽

全力，稍一松劲就可能前功尽弃。防沙

治沙工作正是如此。 尽管内蒙古荒漠

化防治成效明显， 但沙化土地面积基

数大、分布范围广、沙化程度重，治理

好的土地上，不少植被还很脆弱，很容

易出现反复；还没治理的土地，自然条

件更差，治理难度更大，需要付出的时

间更长、 精力更多。 如若不能锲而不

舍、驰而不息地推进，不仅前期的努力

会付诸东流， 好不容易取得的成果转

瞬即逝， 还可能面临更加严重的荒漠

化威胁。

防沙治沙任重道远。 站在新起点

上，内蒙古要继续保持战略定力，激发

责任感和使命感， 一定能取得治沙新

成就， 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壮美

诗篇。

蒙东锡盟江苏能源乌拉盖电厂

500千伏送出工程顺利投运

中央财政 99.76 亿元支持内蒙古农牧业农村牧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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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北”精神中的内蒙古力量系列述评

防沙治沙，要有“滚石上山”的韧劲

11 月 30 日，在包头昆都仑经济技术开发区内蒙古中博绿能有限公司智慧能源岛项目建设现场，施工人员正在马不停蹄施工。 该项目基于分布式能源 +

地热 + 光伏 + 储能综合新能源技术，实现了在不同气候条件下各种能源的科学匹配和多能互补的供热技术模式，能效综合利用率达 99%以上。

项目建成后，将为包头市“两个稀土基地”建设注入绿色新动能，推动包头市绿色低碳转型发展，助力实现“双碳”目标。 （孟和朝鲁 摄）

包头：重点项目建设冬季不停歇

12 月 1 日， 记者从呼和浩特市工

信局获悉，日前内蒙古自治区工信厅公

布了《2024 年内蒙古自治区技术装备

首台套、关键零部件首批次认定名单》，

由呼和浩特市工信局组织申报的 3 家

企业的 5 款产品成功入选认定名单，入

选产品数量约占全区的 1/4。

首台套、首批次是指在内蒙古属地

内生产，符合国家和自治区产业发展规

划和政策导向，通过自主研制、引进吸

收等方式拥有发明或实用新型专利，其

品种、规格、性能、技术架构或技术参数

等形成技术领先优势，能够填补区内同

类产品的空白，对行业转型升级具有促

进作用，尚未取得较大市场业绩的技术

创新产品， 包括技术装备首台套设备、

关键零部件首批次产品、新材料首批次

产品。 截至目前，呼和浩特市已累计 33

款产品获得自治区技术装备首台套、关

键零部件首批次认定。 下一步，呼和浩

特市工信局将继续做好科技创新这篇

大文章，推动首台套、首批次创新性技

术装备走向市场。

（据《内蒙古日报》）

呼和浩特已有 33款产品获“首台套首批次”认定

“区港联动”

呼和浩特综合保税区

首单保税加工业务落地

“奶罐”之后看“超算”

呼和浩特何以成为科技绿洲？

“不一样的内蒙古”

长期专注于制造业特定细分领域， 生产技术或工艺水平国际

领先，单项产品（生产性服务）市场占有率位居全国前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