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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船”乘“风” 招大引强

兴安盟招商引资为高质量发展积蓄澎湃动能

【加快落实“五大任务” 推动高质量发展】

2 月 3 日，第

十四届全国冬季运

动会火炬传递活动

在呼伦贝尔市进

行，这是“十四冬”

开幕前的最后一次

火炬传递。“十四

冬”火种于 2019 年

5 月 1 日在内蒙古

乌兰浩特市“五一

会址”成功采集，随

后在内蒙古 12 个

盟市传递。

图为：火炬手

宋玉环（前右）、景

晓涛（前左）在火炬

传递活动中（康文

魁 摄）

近日，一批以“边民互市＋落地加

工”模式进口的白俄罗斯冷冻带骨牛肉

经二连浩特口岸通关，重量约 21 吨，价

值人民币 53.95 万元。呼和浩特海关所

属二连海关开辟“绿色通道”，提前完成

进境动植物许可证等单证审核，迅速取

样送检，实验室优先检测，高效完成通

关。

据了解，二连浩特市是全国首批互

市商品落地加工试点地区之一，也是内

蒙古唯一的试点地区。 自 2023 年 4 月

二连浩特口岸首次启动实施“边民互

市＋落地加工”进口模式以来，全年以

该模式申报进口的货物交易额达到 3.1

亿元。

“边民互市 + 落地加工”模式进口

商品主要包括亚麻籽、未梳山羊绒和冷

冻牛肉，来源国为蒙古国、俄罗斯和白

俄罗斯。在二连浩特口岸分别被加工成

亚麻籽油、无毛绒以及冷冻牛肉，经过

分割包装后，运往国内市场销售。 截至

2023 年 12 月底， 创造产值约 4 亿元，

为地方增加税收约 760 万元。 目前，二

连浩特口岸落地加工企业数量达到 17

家。

2023 年以来， 呼和浩特海关全力

支持二连浩特口岸开展边民互市落地

加工业务，创新监管理念方法，推动边

民互市贸易创新发展。成立边民互市贸

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工作专班，与自治

区商务厅、 二连浩特市政府合署办公，

开展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大数据分

析，梳理商品清单，拟定可进入边民互

市贸易区交易商品目录。对落地加工商

品实行“委托申报”“直通运输”“免到场

查验”等一系列便利化通关措施，大大

提高了通关速度。支持二连浩特口岸通

过边民互市贸易方式对粮食、肉类等有

指定监管场地要求的商品开展进口落

地加工，解决了二连浩特市边民互市贸

易区内无指定监管场地的“卡脖子”问

题。

（阿妮尔）

本报记者 张鑫

聚焦品种保育、 聚力品质提升、聚

效品牌创建，发力“三品”建设，推动农

畜产品全产业链条发展。

品种保育是从前端给予支撑，品质

提升是从整个生产的过程进行提升，品

牌创建侧重于生产末端的品质，保证了

农畜产品的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锚定

自治区党委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

产基地”工作目标，落实市委“构筑世界

级羊绒产业”工作任务，依托阿尔巴斯

白绒山羊优势资源禀赋，围绕“品种保

育、品质提升、品牌创建”三大关键环

节，以羊绒产业振兴为引领，全力推动

世界级“1436”优质羊绒生产示范基地

建设，持续擦亮阿尔巴斯绒山羊品牌名

片。

目前，鄂托克旗阿尔巴斯绒山羊存

栏约 180 万只， 个体平均产绒量达到

650 克以上，年产原绒 780 吨，占全自

治区的 10%左右， 年出栏 90 万只，年

产肉 1.8 万吨，是我区阿尔巴斯白绒山

羊养殖量最大的旗区。

聚焦品种保育

找准打造世界级羊绒产业立足点

鄂托克旗从种源着手，通过选种选

育改善绒山羊的生产性能，推动阿尔巴

斯绒山羊超细型、绒肉兼用型、高繁育

型特征的优质种群建立，带动产业健康

发展。

目前，亿维种羊场年供种能力达到

6000 只，羊绒细度保持在 14.5 微米左

右，已累计向全国 15 省 (区 )和 100

多个旗、 县销售种羊近 15 万只；用

科技加速发展，与中国农科院、内蒙

古大学合作建设国家级阿尔巴斯白绒

山羊纯种繁育中心， 利用高效繁殖等

技术 ， 加速优质种羊的育种进程 。

制定推广阿尔巴斯白绒山羊胚胎移

植、冻精生产、精液大倍稀释人工授

精等阿尔巴斯白绒山羊高繁技术。 累

计培育阿尔巴斯白绒山羊种羊核心群

达 129 个； 组建 50 余支社会化服务

队，面向绒山羊合作社和养殖户提供品

种繁育和改良、疫病防治、饲料供应、养

殖技术、分部位抓绒技术、科技推广等

全程“菜单式”服务。 从 2020 年至今，

按治愈率折算累计为农牧民挽回损失

2580 万元。

（下转 2版）

“以前，我们想看看自己的补贴有

没有到账，很不方便。现在有了‘内蒙古

救助通’小程序，通过手机就能清楚地

知道自己享受了什么补贴，每个月能领

多少钱。”日前，记者跟随乌兰察布市察

右后旗乌兰哈达苏木的社会救助协理

员入户走访时了解到，“内蒙古救助通”

小程序的便捷性受到群众一致好评。

“每个月的低保救助金、 电费补贴

等情况，点开‘内蒙古救助通’小程序，

就可随时查看自己的‘幸福清单’。 ”乌

兰哈达苏木前进村委会牛明村村民黄

贵笑着对记者说。

据了解，黄贵所说的“幸福清单”包

含最低生活保障、特困救助供养、临时

救助等 14 项民政补贴项目，点开“内蒙

古救助通”小程序里的“幸福清单”，会

清晰地显示困难群众享受的补贴类型、

救助部门、每个月每种补贴到账金额和

救助资金总额等信息。

“目前， 乌兰哈达苏木的两个村

1000 余名困难群众注册并登录了‘内

蒙古救助通’小程序，部分不会使用智

能手机的老年人想要注册登录小程序，

可以联系社会救助协理员进行办理。 ”

乌兰哈达苏木社会事务办主任泰文泰

介绍，该苏木将持续开展‘内蒙古救助

通’小程序的推广和应用工作，让困难

群众都能享受到这份便利。

除“幸福清单”的查阅功能外，群众

登录“内蒙古救助通”小程序可线上办

理最低生活保障申请、特困人员救助供

养申请等事项，真正实现了申请社会救

助“掌上办”“指尖办”。“内蒙古救助通”

小程序自上线以来，乌兰察布市注册人

数达 18.3 万人， 签署授权书近 1.8 万

份。

乌兰察布市是“内蒙古救助通”小

程序的试点城市，早在 2019 年就先行

先试，开发了“社会救助微平台”，2023

年，以数据赋能社会救助，乌兰察布市

创新推出了“幸福码”新型救助模式。

“幸福码” 就是将特困人员享受的

生活补助、护理补助、临时救助等 12 类

数据导入其中， 一户生成一个二维码，

以挂历的形式张贴在享受民政保障的

群众家中， 群众扫码即可查看自己的

“幸福清单”。更为贴心的是，在扫描“幸

福码”后，弹出的“幸福清单”还自带语

音播报功能，让群众更加方便快捷地了

解相关信息。

“乌兰察布市总人口 269 万人，民

政保障对象 46.5 万人， 占总人口的

17%。 民政保障对象大多是老年人，为

了让群众直观地了解民政保障项目类

型、额度和到位情况，我们推出了‘幸福

码’，目前已在全市推广使用。 ”乌兰察

布市民政局党组书记、 局长吴云霞介

绍，今后，乌兰察布市民政局将持续创

新举措，借用大数据、互联网 +、二维码

等数字化手段， 全面提升民政服务水

平，推动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

（皇甫美鲜 郭奇男）

本报记者 王丰

流传数千年的大豆，在中国经历了

从主食到副食、区域种植到广泛种植的

历史变迁。 现在，“中国豆”已跻身全球

重要农作物之列，成为中国特有的文化

符号之一。

2009 年 4 月，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

究所在对赤峰市二道井子夏家店下层

文化聚落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时，一种

呈长椭圆形，背圆鼓、腹微凹的碳化植

物进入考古人员的视野———这是 135

粒碳化大豆。

在二道井子这个具有高度发达农

业经济的遗址中，百余粒大豆在同时出

土的 25 万余粒碳化植物种子中并不显

眼，但意义却十分重大。 它们将内蒙古

大豆的历史， 提前到了距今 4000—

3500 年前。

据《辽史丛考》等文献记载，呼伦贝

尔是在中国最北方从事农业的地区之

一，有着悠久深厚的农耕历史。

17 世纪中叶， 达斡尔族居住黑龙

江中上游以北地区时，就已形成了一定

规模的农业。迁居黑龙江以南嫩江流域

以后，在农作物的生产、农产品加工以

及农业的节气、测农事、禳灾、祭祀等方

面取得了更大的发展，直到清末，他们

还采用“一犁挤”的种植法，形成了具有

民族特色的农耕文化。

农耕文明背负历史， 生生不息，一

路走来，一如世间烟火。

19 世纪中叶以后， 呼伦贝尔逐渐

开始大面积种植大豆，已有百余年的大

豆种植历史。

大豆，源自内蒙古。如今，内蒙古依

然是我国重要的大豆生产基地，面积和

总产约占全国大豆面积和总产的

12%，均居全国第二位。

产业是基础， 文化是灵魂。 2022

年， 内蒙古大豆种植面积达到 1833.1

万亩，产量 245.5 万吨，单产 133.9 公

斤 / 亩，面积、总产、单产均创历史新

高。

被誉为“大豆之乡”的莫力达瓦达

斡尔族自治旗，大豆已不仅仅是最重要

的农产品,更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大豆文

化。

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依托大

豆开发了农家乐、 乡村游等旅游项目，

大力发展乡村旅游，推动文旅融合。 同

时通过丰收节等节日， 发掘大豆价值，

弘扬农耕文化。

本报记者 王丰

1 月 30 日， 在内蒙古自治区政协

十三届二次会议上，内蒙古自治区政协

委员、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员，内蒙古自

治区宏观经济研究中心农牧环资处处

长黄占兵谈到，在防沙治沙和风电光伏

一体化工程中，要推动光伏治沙和增汇

融合发展。

陆地生态系统是重要的“储碳库”

“吸碳器”，是目前最为经济、安全、有效

的固碳增汇手段。

对内蒙古而言，增强陆地生态系统

固碳增汇功能，关键是要做好“扩大碳

库容量”“提高碳库增量”“稳定碳库存

量”和“增加碳库收益”四篇文章。

光伏板吸收太阳光线， 遮挡日照，

能够有效减少沙化土地和沙漠水分蒸

发、降低风速，改善原有天然植物生长

的生态环境，结合人工种植耐寒、耐旱、

耐盐碱的高碳汇灌草植被，可以通过增

加植被面积、提高植被覆盖率来扩大碳

库容量。

固碳增汇就要提升林草资源总量

和质量， 巩固和增强生态系统碳汇能

力，一体推进减污、降碳、增绿协同增

效， 全面提升自然生态系统质量和稳

定。 同时，也要深化“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理念，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型升级，

实现产业结构更优化、 能源结构更高

效、交通结构更顺畅，不断提升“含绿

量”、保障“含金量”。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 良好

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

惠的民生福祉。 踏准防沙治沙新节拍，

向绿而生、逐绿而行，光伏治沙和增汇

融合正在尽情舒展。

本报讯（记者李姝廷 张鑫）花姿婀娜的蝴蝶兰、绚丽多彩的郁金香、“节节高”的富贵竹……春节将至，呼和浩特市

园艺花卉中心市场里温暖如春，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大批消费者前来选购自己心怡的花卉。

各种各样的鲜花、绿植错落有致，格外惹人注目，空气里弥漫着阵阵花香。丰富多样、种类齐全的花卉令前来选购的

市民仿佛徜徉于花海之间。 正在挑选兰花的李女士表示，客厅摆放几盆鲜花，既增加了过年的喜庆氛围，又有极好的寓

意象征，“为龙年讨个红红火火的好彩头！ ”

近年来，花卉消费逐渐成为居民一种绿色时尚的生活方式，成为常态消费。 特别是在辞

旧迎新的年节，花卉市场呈现出购销两旺的活跃态势，美丽的花朵承载着大家对新春的期待

和满满的祝福。

因春节假期，本报休刊 2�期。 休

刊期间，新媒体持续更新，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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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力“三品”建设

擦亮阿尔巴斯绒山羊品牌名片

“幸福码”为困难群众幸福“加码”

【北疆文化之农耕深脉】

跨越千年 内蒙古大豆深藏的文化图景

“十四冬”火炬传递活动在呼伦贝尔市举行

二连口岸“边民互市＋落地加工”贸易额突破 3亿元

年味浓 花市旺

“三北精神”里的内蒙古力量系列述评之二十六

治沙和增汇正在内蒙古融合发展

休刊公告

相约“十四冬” 魅力内蒙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