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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本报今日 8 版推出特稿《冬至，一

场烧麦与城的炽恋》，欢迎阅读。

网站

近日，在沈阳市举办的“中国改革

(2024)年会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地方

实践高层研讨会”上，中国经济体制改

革杂志社发布了“中国改革 2024 年度

县域改革”案例名单，巴彦淖尔市杭锦

后旗的“河套灌区创新盐碱地改良利用

模式”入列，成为内蒙古唯一入选的旗

县。

杭锦后旗耕地面积 167.8 万亩，其

中盐碱化耕地 92.53 万亩，占 55%。 近

年来，该旗积极承接国家、自治区盐碱

地综合利用试点改革，通过推动试点先

行向示范推广跃升、推动单一治理向分

类施策转变、推动改地适种向改种适地

扩展、 推动大水漫灌向节水增效变革、

推动政府主导向全员参与聚力，多路径

探索恢复盐碱地生产功能，涵养盐碱地

生态价值。

据悉，经过改良，盐碱化耕地地力

质量、产出能力、生态效益、农民收入明

显提升。 其中， 土壤全盐含量降低 0.3

个百分点，pH 值降低 0.5 个单位，有机

质含量提高 5%，地力提高 1 个等级；农

作物单产提高 15%以上，利用盐碱地养

殖的水产亩均产值 1 万元以上，培植的

芦耳亩均产值 20 万元； 土壤肥力增加

后，提高了植被覆盖率，增强防风固沙

能力，减少水土流失，有效遏制了土地

盐碱化荒漠化趋势； 改造后可耕种、能

流转，亩均效益增长 180 元，流转费用

提高 200 元， 促进农民人均收入提高

10%以上。

（薛来）

本报讯（记者 张鑫 李姝廷）为加

快推进包头铝精深加工产业高质量发

展，践行包头新能源光伏产业规模化集

群化协同发展新思路，日前，微科铝基

新材料光伏边框产品上市推介会在包

头举行。

“微科新材料项目是内蒙古自治区

和包头市两级政府招商引资重点项目，

包头市政府高度重视微科发展，将一如

既往给予微科项目大力支持。 ”包头市

政府党组成员、一级巡视员邬军军在致

辞中表示，下一步，包头市政府将继续

立足包头新能源产业链发展优势，精准

开展招商引资活动，持续推动上下游相

关配套产业协同发展， 为企业来包安

家、在包发展保驾护航。

在与会嘉宾的共同见证下，晶澳太

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东方日升新能

源股份有限公司、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

司等 12 家企业与微科（内蒙古）新材料

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现场签订合作协议。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活动以实地参

观调研与现场签约互动相结合、视频宏

观讲解与专家现场推介相结合的方式，

从企业发展战略、科学布局、产品研发、

品牌定位等顶层设计，到工厂硬件设备

和自动化智能化管理体系，全面系统呈

现企业蓬勃向上的发展势头。推介会开

始前， 与会人员参观了微科智慧工厂，

其智能化水平和公园式构景，带给来宾

耳目一新的沉浸式体验。

推介会上，中国广核新能源控股有

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李光

明介绍， 微科铝基光伏边框的成功发

布，是微科新材料与中广核三方战略合

作协议深入推进的生动实践，将进一步

填补包头市光伏组件市场中铝基新材

料光伏边框产业的空白。 未来，中国广

核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将继续携手微

科新材料，积极参与到包头市新能源领

域的建设发展中。

“微科铝基新材料之所以‘新’，源

自其具有绿色低碳、轻量化、技术门槛

高、产品附加值高等特点，可广泛应用

于太阳能光伏、新能源汽车、储能等领

域。 ”微科总工程师王伟东在产品推介

中如是说。

参会企业代表纷纷表示，参观微科

现代化工厂，让大家深受震撼。 结合微

科总工程师对项目的专业讲解，对微科

的未来充满信心，对未来能与微科合作

充满期待。

此次推介会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社

会效益的双赢，全面打响微科项目产品

上市第一枪。微科（内蒙古）新材料科技

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宋光荣表示，微科

新材料将坚定品牌站位、 持续技术攻

关、整合优势资源、打磨明星产品，致力

成为国内铝精深加工产业绿色低碳、高

质量发展示范企业。

近日，内蒙古华电腾格里清洁能源

外送基地光伏二期 100 万千瓦工程并

网发电， 这是今年内蒙古自治区 4 个

“沙戈荒”大型风电光伏基地中，首个实

现两期 200 万千瓦容量并网发电的工

程，也是首个当年开工并投产的“沙戈

荒”风电光伏项目。

记者走进内蒙古华电腾格里新能

源基地，只见一排排光伏板连成一片片

“向阳花海”，尽情吸收着来自太阳的光

和热。 在冬日暖阳下，371 万块光伏板

正在发电运行， 将清洁能源输送入网，

为阿拉善沙漠、戈壁、荒漠注入勃勃生

机。

据了解，内蒙古华电腾格里清洁能

源外送基地光伏一期 100 万千瓦、二期

100 万千瓦项目分别于 2024 年 3 月、6

月开工建设。 10 月 31 日，该基地光伏

一期 100 万千瓦项目已完成并网发电，

目前已累计发电 12140 万千瓦时。随着

二期项目的并网， 两期项目同时发力，

将源源不断地把绿色电能送往千家万

户。

“此次二期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发

电量达 17 亿千瓦时， 可满足 5 万户家

庭的年用电需求， 每年产生的绿色电

能，相当于节约标煤 48 万吨，减少 126

万吨二氧化碳排放量。 ”内蒙古华电腾

格里绿色能源有限公司巴彦浩特光伏

分公司德勒格尔片区负责人李强强告

诉记者。

（刘宏章 徐晓玲）

微科铝基新材料光伏边框产品上市推介会举行

微中聚力 科学布局

12 月 21 日，以“欢乐冰雪 共创未来”为主题的第十一届全国大众冰雪季启动仪式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举行，全国各地同步启动冰雪季系列活动。 呼

伦贝尔市在海拉尔、扎兰屯、额尔古纳等地围绕启动仪式举办丰富多彩的群众滑雪嘉年华、冰雪那达慕和群众体育赛事活动。 （据新华网）

本报记者 王丰 潘拯翌

“饺子，饺子，香香的饺子。 带上我的

情意，带上我的祝福，健康送给你……”

这是 12 月 21 日上午 10 点， 小波耀红

汤饺馆传出的歌声。

欢快的歌声响起时，汤饺馆已经做

好营业前的所有准备工作。

因为当天是冬至， 在北方地区，冬

至日这天有吃饺子的习俗。至今民间还

流传着“冬至不端饺子碗，冻掉耳朵没

人管”的民谚。

谁能想到，这是一家由心智障碍人

士开的汤饺专营店！

张凡就是这家汤饺馆的一名员工。

今年 23 岁，他是一名唐氏综合征患者，

被称为“糖宝”。

“擦桌子是我工作的一部分，只要

好好地擦，就能擦干净。 ”张凡边擦桌子

边调皮地扮了个“鬼脸”。

“糖宝”们由于智力相对低下、生长

发育迟缓，不少患者成年后仍然难以找

到工作岗位。

“起初，‘糖宝’们不会煮饺子，虽然

要教很多遍，但‘糖宝’们一旦学会了，执

行起来就不会打一点折扣。 ”小波耀红汤

饺馆创始人洪波说，经过一期培训后，6

名“糖宝”成为汤饺馆的正式员工。

在洪波眼里，“糖宝”群体的康复训

练是终身的。 在汤饺馆工作，“糖宝”每

完成一次点单、每与人交流一次，都是

一次最好的康复训练。

“我想让更多‘糖宝’走出家庭，在

工作、社交、创造价值的过程中，收获快

乐，改变自己的人生。 ”洪波对于开办汤

饺馆的初衷再三表白。

在内蒙古智力残疾人及亲友协会

名誉主席白晔看来，“糖宝”们应更多地

走向社会， 但他们能从事的工作不多。

若长时间囿于家庭环境，这些人各方面

能力都可能下降。他们需要一个爱意融

融的平台，助力他们的梦想远航。

坚冰正在融化，目前 8 家小波耀红

汤饺馆已上岗的心智障碍人士有 36

人、培训 79 人，为部分心智障碍人士提

供了就业岗位，让他们能够在实践中学

习、成长，逐步走向自立。

“糖宝”有了工作，这是爱心的一个

简答，也是“大爱无疆”的一道风景。

内蒙古首个 200 万千瓦“沙戈荒”光伏工程并网发电

你去过这样的汤饺馆吗？

冰雪经济“燃动”第十一届全国大众冰雪季

本报记者 迪威娜

红火火的产业，生机勃勃的土地，

承载着农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肉苁蓉、梨果、枸杞……一个个特色产

业成为农民的致富产业， 为农民增收

致富增添了底气。

为加快全产业链发展， 巴彦淖尔

市制定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全市经

济林产业发展的十条意见》《关于推进

林草产业发展的十条措施》《巴彦淖尔

市经济林产业发展规划（2023—2032

年）》等政策和规划，切实加快林草沙

产业规模化、 集约化、 品牌化发展进

程。各旗县区也同向发力，磴口县印发

《关于加快经济林产业发展的实施意

见》《荒漠中药材发展实施意见》等，乌

拉特后旗印发《人工造林补贴及沙草

产业发展管理办法》等扶持政策，助力

林草沙产业高质量发展。

2021—2024 年，巴彦淖尔市重点

发展经济林基地建设、 肉苁蓉产业链

建设、 果品贮藏保鲜库及深加工项

目建设和河套地区农田防护林更

新改造、 河套地区塞外红苹果科学

种植、 乌兰布和沙漠新疆大沙枣引种

及栽培等科技推广示范项目建设，成

效显著。

巴彦淖尔市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签订了校地合作框架协议， 分别在五

原县、杭锦后旗建立经济林试验站，全

面推广“西农栽培模式”。目前，依托巴

彦淖尔市 69 个经济林示范园，组建知

名专家教授、市县级林草专家服务团，

实行“四级联包”机制，围绕果树栽培、

抚育管理、 病虫害防治和提质增效等

进行“一对一”技术指导，举办现地培

训 200 多场次， 服务面积达 20 余万

亩。

此外， 积极推进规模化生产和组

织化经营， 扶持龙头企业发展特色林

果、中药材、酿酒葡萄等产业。 巴彦淖

尔市现有林业产业化企业 200 余家、

合作社 50 余家。鼓励企业发展精深加

工，不断延伸产业链条。

巴彦淖尔市实施品牌培育提升工

程，推动林果产业由“种得好”向“卖得

好”转变。打造出“王爷地”“游牧一族”

“五鑫” 等 20 多个肉苁蓉品牌，“河套

酥梨”“二丑”“天吉泰早酥梨”“五洲圣

沃”“天赋香梨” 等 10 多个梨果品牌，

“绿川沙海红”“昌兴达”“绿禾源”等

10 多个枸杞品牌，“漠北金爵”“瀚漠”

等多个葡萄酒品牌。并且以“传统销售

+ 电商推广”的方式，“线下迎熟客、线

上揽新客”，积极拓宽销售渠道，不断

提升品牌影响力。

一方水土滋养一方特产。 巴彦淖

尔市做实基地、做优果品、做亮品牌。

目前，巴彦淖尔市经济林面积达 45.37

万亩，各类经济林产量 13.44 万吨，产

业规模不断扩大，效益稳步提升。防沙

治沙事业从“输血”转变为“造血”，有

效提高了沙区生态环境质量和农牧民

收入，实现了生态、经济、社会效益“三

效合一”，迎来了生态、生产、生活“三

生之变”。

本报记者 王丰

黄河岸边的巴彦淖尔市磴口县，

是中国荒漠化防治的前沿之一， 曾经

沙漠面积高达 77%。“一年一场风，从

春刮到冬”是当时流传于当地的俗语，

也是河套地区老百姓曾经的生活写

照。

如今， 从最初只有 5 万多株小老

头树到现在的 210 万亩沙漠披上绿

装，从亩产粮食不到百斤到良田万顷、

瓜果之乡，从“小风眼难睁、大风活埋

人”到“风来不起沙”，磴口县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

在王爷地肉苁蓉产业治沙示范基

地，漫漫梭梭林望不到边际，一丛丛梭

梭与肉苁蓉根脉相接，互为给养，生态

工程已成为富民工程。

荒漠变绿洲， 内蒙古各地坚持治

沙致富并重、增绿增收并举，适度发展

经济林果、沙漠旅游、新能源等绿色产

业， 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鲜活

故事层出不穷。

“含绿量”和“含金量”同步提升，

“三北”工程的生动实践成为我国向沙

漠进军、 推动绿色生态沙产业蓬勃发

展的有力写照。

内蒙古沙漠和沙地资源丰富，具

有光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地广人稀

等比较优势。坚持绿色发展、生态优先

理念，推动沙产业高质量发展，不仅对

增加社会就业、促进农牧民增收、推动

沙区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等具有重要

作用，也有利于实现生态美、百姓富的

有机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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