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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本报今日 8 版推出《聚焦“六个工程”系列报道之二 ———
以工代赈 探索“防沙治沙和风电光伏一体化工程”长效化》，欢迎
阅读。

一部手机，一场直播，就能实现求
职者与招聘企业的屏对屏互动，供需
对接的“红线”瞬间牵起，企业和人才
屏上见面，马上就业。

3 月 9 日，“包你精彩 职启未来”
包头市直播带岗基地启动仪式暨新春
招聘月大型招聘会举行，自治区首个
由政府部门主导的直播带岗基地正式
启动。

在包头直播带岗基地的信息化智
能展位上，10 位主播正针对求职者关
心的岗位需求、薪资待遇、发展前景等
问题连线作答；现场还设置了两个直

播舱，招聘企业可以带着推介视频进
入直播间，全方位、立体式地展示企业
特色和招聘岗位。求职者可通过“包头
人才”“内蒙古人才”平台等快手账号
观看招聘会直播。截至当日中午 12
时，直播间观看人数近 121.7 万人次，
最高在线人数为 26405 人。

据了解，自治区首个直播带岗基
地由中国包头高新技术人才服务中
心、包头人力资源集团引进北京快手
科技有限公司、内蒙古柏深人力资源
有限公司合作启动运营，是包头市创
新人才招引工作机制、深挖人才信息

资源、激活引才聚智“新引擎”的创新
举措。

据统计，当天还有 100 家参会企
业开展线下招聘，提供就业岗位 4400
个，入场人数 5654 人次，达成意向
1356 人。包头高新技术人才服务中心
就业和企业服务科负责人王寒松说：

“持续打造这个直播带岗品牌，将为包
头市各类用人主体和求职主体提供高
效便捷的人才服务，也为我们招才引
智、缓解就业压力和企业用工荒打开
了一条新路径。”

(蔡冬梅）

本报记者 张鑫
一年之计在于春。眼下正值春耕备

耕时节，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持续推
进高标准农田建设。这些天，土默特左
旗 2024 年高标准农田建设如火如荼，
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

3 月 6 日上午，在土默特左旗北什
轴乡的高标准农田建设现场，记者看
到，12 台挖掘机马力十足，在田间来回
穿梭，正在开挖滴灌主管道铺设壕。据
悉，今年的建设内容包括土地平整、土
壤改良、灌溉和排水、田间道路、农田防
护与生态环境保护、农田输配电等项
目。

村民王润柱在这里有 5 亩左右的
土地，看着热闹的施工现场，他喜笑颜

开，充满了期待，他说：“建设高标准农
田是件好事，将来安装好主管道 、次管
道之后，浇地就会省力、省水、省电，整
体上来说还能改善土壤质量，增加产量
增加收入。”

高标准农田建设是始终坚持“藏粮
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举措。高
标准农田实施后可实现“两增、四控、五
省、七配套”的高效农业发展模式，每亩
可实现增产 100 公斤，人均实现增收
200 元左右。

土左旗农牧局农田股股长张飞龙
介绍，2024 年，土左旗高标准农田建设
任务 9.54 万亩，其中新建高标准农田
建设面积 4.77 万亩，分别位于沙尔沁

镇、塔布赛乡、善岱镇等 3 个乡镇 10 个
村；提质改造高标准农田建设面积 4.77
万亩，分别位于沙尔沁镇、白庙子镇、察
素齐镇、善岱镇、北什轴乡 5 个乡镇 20
个村。项目总投资 2.31 亿元。

良田是粮食生产的命脉，而高标准
农田建设则是提升粮食生产能力的重
要途径。通过科学规划、精心施工，将一
片片普通的农田转变为旱涝保收、高产
稳产的现代化良田，不仅为粮食生产提
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也为农民持续增
收、农村繁荣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呼和浩特市农牧局总农艺师张俊
海表示，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粮食产
量亩均提升 10%左右，农民收入亩均增
收 300 元左右。

本报记者 王丰
黄河在老牛湾完成与长城的第一

次握手后，继续向前。
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龙口镇、山西

省河曲县西口镇与陕西省府谷县墙头
乡的交界处，是山西人、陕西人“走西
口”的水路“西口古渡”和陆地“走西口”
的起点站，是“口里”与“口外”的交界
处，在这里明长城第二次拥抱黄河。

西口古渡位于长城之外，黄河东岸
之上。沿岸巨石垒砌，顺河而下百余米
长。岸右是内蒙古准格尔旗龙口镇，岸
左是陕西省府谷县之大汕渡。

西口古渡本名水西门渡口，宋庆历
年间曾设榷场，直接与辽、西夏进行通
商贸易活动，为时所重，极为繁华。金大
定年间，东胜州在此设宣差，总管鹰坊
打捕渡河船只河道等事务。元明清以
来，经济贸易更为频繁，西接宁夏陇右，

北通阴山草地。
《内蒙古历史文化遗迹》中所述，明

朝称长城为“边”或“边墙”，因功能和规
模不相同，又分为“大边”“小边”或“主
边”“次边”。在重要的关隘险塞地段还
修筑有好几重边墙，多的达十几重。明
朝的外长城和内长城也就是主边和次
边，在内蒙古境内都有遗迹保存。外长
城在内蒙古境内共有九百九十里长。这
道外长城东起北京市延庆县，西北行至
张家口，经山西大同、内蒙古兴和、丰
镇、凉城、和林格尔，到清水河县北堡乡
口子上村，再西行经山西偏关，直达准
格尔旗的龙口镇。这道长城正好位于
晋、陕、蒙交汇处，当黄河经过龙口镇
时，与长城在西口古渡完成第二次握
手。

辛亥革命爆发前，内蒙古、陕西北
部和山西北部的贸易很大程度上都依

赖黄河这一条水上运输大动脉，西口古
渡也因此成为该区域内最大的水旱码
头，每日可行船百十艘。一时间，来自北
京、内蒙古、山西、陕西各地的商人纷纷
到西口古渡开设商号，仅钱铺、油酒坊、
货铺、旅店四大行就有二百多家。人们
给这一红火热闹的“黄金码头”取名为

“西口古渡”。
在龙口镇大口村，有一块立于清康

熙四十八年的石碑记录了那段历史。这
块石碑被称作市口碑，上面用汉蒙两种
文字记录了康熙在大口村设立市口和
渡口的举措。如今，市口碑上的文字已
经模糊，但在数百年前，它无异于是西
口古渡的一块路牌，引导了当地经济和
文化的发展方向。

近年来，随着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纳入国家战略，西口古渡正在加速发
展，一步步由“大写意”变为“实景图”。

本报记者 张鑫
通讯员 郭苗苗 刘忠友

如果说昔日的治沙是为了生存，
那么今天的开发就是为了发展。

站在赤峰林西县西拉沐沦河畔半
拉山上俯视万亩草原及河边湿地，稀
疏的树木点缀着草原，河水蜿蜒鱼鸟
共生，好一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
丽画卷。

“我们在西拉沐沦河边围封的万
亩的草原效果显著，相比去年的草长
势好很多，我们有两名护林员专门负
责这片区域的巡护，去年的候鸟明显
比往年多了，候鸟的增多说明我们的
生态环境好了。”林西县南门外林场
场长李鹏介绍，为了保护好这片沙
地上长出的草原，林西县对这片万
亩草原进行了围封保护。进一步加
强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保护野生动
物，恢复生态平衡，减少沙漠化的威
胁。今年到林西县迁徙的候鸟大约有
6 万只，有灰鹤、大雁、赤麻鸭、鸬鹚等
10 余种候鸟，这里成为候鸟的休息驿
站。

既要生态绿色，又要生态财富。近
年来，林西县坚持因地制宜、因害设
防、产业融合的思路，开启了一条防沙

治沙富绿群山的生态富民路径。
随着东台子水库的下闸蓄水，林

西县“以水定绿、依水治沙”方略和山
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综合治理将加快
成为现实。在防沙治沙过程中，该水库
的建设有效地控制了沙化的蔓延，同
时也能为当地农业林业生产和经济发
展提供了重要的水资源保障。林西县
林草局在水库的周边谋划了 22 万亩
沙地综合治理项目，采用统筹山水林
田湖草沙全要素系统化治理的方式开
展防沙治沙工作，在南门外林场已经
启动内蒙古自治区草种基地项目。林
西县全力打造西拉沐沦河生态休闲旅
游区，包括打造候鸟栖息地、沙地银滩
休闲区、华子鱼回游鱼道、林果采摘区
等，变不利为有利，让沙里添绿，沙里
生“金”，致力于沙产业治理做好产业
链延伸文章。

防沙治沙与生态产业有机结合。
近年来，林西县积极推进防沙治沙工
作，通过植树造林、退化林改造等措
施，大力发展适合当地特色的先锋树
种。去年完成 34500 亩的人工造林项
目，完成退化林改造 8000 亩。在树种
选择上，选择适合本地，又兼顾生态和
经济效益的文冠果、沙棘等树种，有效

地遏制了土地沙化，改善了生态环境。
“去年新城子镇岗岗坤兑村在退

化的杨树林地上栽植了 800 亩沙棘，
把杨树退化林改造成沙棘，既有生态
效益又兼顾了经济效益。”林西县林草
局建设站站长吴金艳介绍说。

“沙里生金”共筑“绿色未来”。林
西县在防沙治沙工作中，坚持科学规
划为先，完成谋划 2024—2025 年“三
北”六期防沙治沙综合治理项目。沙地
综合治理面积 0.66 万亩非沙化土地
治理人工造林 1.1 万亩。巩固提升面
积 9.4 万亩。经过林西县各族干部群
众多年来艰苦卓绝的奋斗，综合运用
防沙治沙的有效途径，积极探索“造林
治沙、野果增收、文旅致富”实践模式，
向绿水青山要金山银山，创造了举世
瞩目的“绿色奇迹”。

目前，林西县森林覆盖率达到了
47.37%，沙化土地面积减少了 50%以
上。实现了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
一。从与沙博弈到与沙共舞，林西县破
解“沙里生金”的密码，沙漠增绿、农牧
民增收、企业增效，在可持续、可循环、
可发展的沙漠治理新模式上不断探
索，用脚踏实地的实践，为“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作出了注解。

本报记者 王子旺
浑善达克沙地歼灭战作为“三北”

工程攻坚战的三大标志性战役之一，事
关我国生态安全、事关强国建设、事关
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锡林郭勒盟位于北京正北方，是我
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和国家重要
能源基地，也是实施防沙治沙和风电光
伏一体化工程的主战场。

浑善达克沙地是我国四大沙地中
距京津最近的沙地，是京津风沙源主要
策源地和路经区，81.4%的面积分布在
锡林郭勒盟，锡林郭勒盟统筹实施京津
风沙源治理等工程，2010 年以来沙化
土地面积累计减少 231 万亩，流动、半

固定沙地面积减少 447 万亩。
锡林郭勒盟责任重大，目标清晰。

昔日京津风沙源，如何成为京津冀发展
的“后花园”？

锡林郭勒盟委副书记、盟长罗青
说，内蒙古确定的“六个工程”特别是防
沙治沙和风电光伏一体化工程，高度契
合党中央、国务院的战略部署，充分体
现了不等不靠推动“三北”工程攻坚战
的 政 治 站 位 和 信 心 决 心 ， 将 产 生

“1+1>2”的效果，实现生态效益、经济
效益和社会效益多赢，也为锡林郭勒盟
办好“两件大事”和实现“闯新路进中
游”目标提供了重要抓手。

目前，锡林郭勒盟已完成 2024 年

计划实施的 270 万千瓦项目的初步选
址，避开生态红线、基本草原和国家重
点项目规划区，优先高标准治理分布最
分散、治理难度最大、植被盖度最低、

“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的 131 万亩
流动沙地。

绿进沙退，绿富同兴。就要合理提
取风光项目收益用于沙地治理，既可以
创新投融资机制，将沙地优质风光资源
转为“绿进人退”资金，实现多元化、社
会化投入，又可以采取租地治沙、土地
补贴等模式，让农牧民从沙地转移出
来，工程治理与休养生息、自然恢复相
结合，从根本上保证沙地治理可持续、
见长效。

高标准农田建设
打造高效农业发展模式

北疆文化之历史长廊

西口古渡：长城在这里第二次拥抱黄河

新春伊始，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扎实
推进企业复工复产工作，各企业铆足干劲忙生产、赶
订单，车间内一派火热的生产场景。 （丁根厚）

呼和浩特：

新春赶订单
企业生产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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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京津冀发展的后“后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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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里生金 产业成链
34

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3月 11 日闭幕
全国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3月 10日闭幕

鄂尔多斯“链”上发力构建招商引资“强磁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