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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本报今日 8 版推出《聚焦“六个工程”系列报道之三———
让民生关切触手可“暖”》，欢迎阅读。

北疆文化之历史长廊

从自治区财政厅传来消息：截至
目前，自治区财政已下达 2024 年就业
补助资金 18.7 亿元（中央转移支付资
金 14.42 亿元、自治区财政资金 4.28
亿元）。就业补助资金可用于支持“春
风行动”在内的公共就业创业服务机
构及其与高校开展的招聘活动和创业
服务。

2024 年是我国连续开展“春风行

动”的第 20 年。按照国家统一部署，今
年 1 月下旬至 4 月上旬，内蒙古全面
启动以“春风送岗促就业、精准服务促
发展”为主题的 2024 年“春风行动”专
项服务活动。

“春风行动”是以稳定社会就业、
保障用工需求、促进企业发展、提振市
场信心、增进民生福祉为宗旨的行动。
据悉，自治区财政支持的“春风行动”

专项服务活动，紧盯春节前后劳动者
换岗流动高峰期和企业复工复产关键
期，聚焦农村劳动者和有用工需求的
单位，针对集中引导务工人员有序外
出、促进就近就业和返乡创业、组织企
业招聘用工等开展相关服务。截至 2
月 29 日，全区共组织线上线下招聘活
动 555 场，提供就业岗位 23.93 万个。

（杨帆）

本报记者 王子旺
北疆大地，长城依山形，随地势起

伏蜿蜒。
千载时光悠然过，无论是战火硝

烟，还是岁月平静，长城始终沉默地屹
立于天幕下，朝代更替，岿然不动。

作为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长
城凝聚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
神和众志成城、坚韧不屈的爱国情怀，
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
华文明的重要象征。

在乌海市海南区巴音陶亥镇与宁
夏石嘴山市接壤处的渡口村，长城内蒙
古段在这里第三次握手黄河。

据《内蒙古自治区长城资源调查报
告》所载，乌海明长城分布在海南区巴
音陶亥镇北流黄河东岸，南接宁夏陶乐
段，沿平坦的谷地自南向北穿行，经农

场一队、二队、三队，一棵树村，巴音陶
亥村，巴音陶亥镇，东红村，绿化一队，
农场六队，农场七队，四道泉二队、六
队，至渡口村，过黄河进入宁夏石嘴山。
全长 16997 米，其中土墙长 3726 米，消
失段落长 13271 米。墙体上不见敌台、
马面等附属设施，沿线有烽火台 4 座。

渡口村在海南区巴音陶亥镇，紧邻
黄河。渡口村原本属于宁夏，1952 年划
归鄂尔多斯鄂托克前旗，后划归乌海
市。渡口村与石嘴山市隔河相望，早期，
两地交流依托黄河水运，后来包兰铁路
建成后，方便了人们出行，但行人过桥
需要村委会出具介绍信。在改革开放
后，渡船、浮桥、乌海黄河公路大桥相继
建成，结束了两岸人民望河兴叹的历
史。

近年来，渡口村依托 G109 国道与

G244 国道，将国道周围的荒地开发利
用起来，启动建设渡口村停车场服务项
目，一边整治 G109 国道两侧生态环
境，一边打造乡村停车场为村集体经济
创收，有效将闲置土地转化为增收机
遇。

同时渡口村积极探索乡村振兴新
路径，利用闲置旧校舍，成立了渡口村
手套加工厂，采取“合作社领办 + 村内
生产 + 自销经营”的经营模式，开创了
产业发展、集体增收、群众致富的良好
局面。

目前，手套加工厂生产车间内 4
台专业手套生产机器设备正持续不断
进行全负荷生产，日均生产手套 800 余
副。预计 2024 年手套厂业务销售可为
村集体经济贡献 8 万元收入。

本报记者 迪威娜
春意浓，万物苏。这是赤峰市宁城

县作为“自治区森林城市”迎来的第一
个春天。近日，内蒙古自治区绿化委员
会办公室、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授予
赤峰市宁城县“自治区森林城市”称
号，这样的殊荣非常珍贵。目前，城区
绿地总面积达 765.3 公顷，绿地率达
到 38%，林木覆盖率达到 42%，公园绿
地 212.77 公顷，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15.09 平方米，道路和河道绿化率都达
到 80% 以 上 ， 森 林 覆 盖 率 达 到
49.82%。

上班路林荫伴随，推窗就能见公
园，城市里也能听到叽叽喳喳的鸟叫
声，漂亮的数字之外，是人们每天都能
感受到的绿色获得感。

绿色发展，生态为先。近年来，宁
城县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注重抓好生态建设绿化项目，重点项
目建设，市民公园绿化、高铁站片区绿
化、蚂蚁山公园绿化、铁仓线绿化建设

等工程，让城市走进森林，让森林拥抱
城市的理念不断深入人心。

绽放“绿”的生气，凝聚“美”的神
气，在创森中，他们采取以点带面、见
缝插绿的方式，大力实施重点区域绿
化、乡村绿化美化示范村村 庄绿化
等工 程建 设， 圆 满 完 成 了 城 区 街
道、公路沿线，城镇 周 边的 绿化 美
化。特别是 2022 年，宁 城 县 投 资
3795 万 元，对道路周边 20 米宽街
边绿地进行建设，总面积 15.77 公
顷，工 程 内 容 包 括 栽 植 落 叶 乔 木
2328 株、栽植常绿乔木 405 株、栽
植灌木 3945 株、栽植绿篱 40357.2 平
方米、栽植地被花卉 7396.5 平方米、
铺种草皮 15048.1 平方米，沥青混凝
土漫步道 18871 平方米、沥青混凝土
自行车道 21617 平方米、透水砖人行
道及收边沙 38734 平方米、种植池及
绿化周边压顶 11154.6 平方米、街角
广场铺装 16243.93 平方米、防腐木铺
装 464.02 平方米、方形花池 27 个，圆

形花池直径 2.4 米 28 个、圆形花池直
径 3.0 米 4 个、敷设绿化给水管线
7704.41 米。

宁城县各族干部 群 众多 年来 艰
苦奋斗，不断推进林业提质增效，
以实际行动呵护绿水青山，铸就绿
色丰碑，创造了令世人惊叹的绿色奇
迹。目前，城区绿地总面积达 765.3 公
顷，绿地率达到 38%，林木覆盖率达到
42%，公园绿地 212.77 公顷，人均公园
绿地面积 15.09 平方米，道路和河道
绿化率都达到 80%以上，森林覆盖率
达到 49.82%。

“森林既是水库、钱库、粮库，也是
碳库。”“自治区森林城市”，是对宁城
县持之以恒坚持绿色发展、推动森
林 城 市 建 设 取 得 阶 段 性 成 果 的 充
分肯定，同时也标志着宁城县的森
林城市建设进入了高质量发展新阶
段，一个生态资源更加美好、经济更加
发达、风景更加秀丽的宁城焕发出勃
勃生机。

本报记者 王丰

春回大地万物苏，植树造林正
当时。

3 月 12 日，阿拉善盟内蒙古西
部荒漠综合治理项目(二期)、防沙
治沙和风电光伏一体化工程全面开
工暨 2024 年全民义务植树活动启
动。在活动主会场，1000 多名干部
职工种植 15000 穴、200 亩梭梭。

作为国家防沙治沙主阵地，阿
拉善盟去年完成林草生态保护建设
任务 1045 万亩，沙漠锁边成效显
著，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减少。

成就的背后，是坚韧不屈的精
神力量，是苦干实干的不懈奋斗。一
代又一代治沙人与沙魔抗争，向荒

凉宣战，在茫茫大漠种下绿色希望。
不容回避，阿拉善盟属内陆高

平原地区，地势南高北低，沙漠戈壁
相间，周围丘陵相连。山地面积
3.44 万 平 方 公 里 ， 丘 陵 面 积
1.36 万 平 方 公 里 ， 戈 壁 面 积
6.29 万 平 方 公 里 ， 沙 漠 面 积
6.37 万平方公里。年均降雨量最少
仅为 20 毫米，年均蒸发量最高达到
4200 毫米，是全国生态环境最脆
弱、荒漠化程度最严重、治理难度最
大的地区之一。

防沙治沙是一项系统工程，既
要统筹布局，也要突出重点。要敢于
直面困难挑战，敢于啃“硬骨头”，当
务之急是要全力打好三大标志性战
役。要集中精力，聚焦重点，打好每

一场攻坚战，无论面对怎样的困难
挑战，都始终要聚焦聚力，持续用
力，不断推动防沙治沙工作取得新
成效。

纤纤不绝林薄成，涓涓不止江
河生。近年来，阿拉善盟牢固树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切
实扛起生态文 明 建 设 的 政 治 责
任，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之路，持之以恒推进科学防沙治
沙，广泛发动社会各界参加义务植
树造林，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取得
了丰硕成果，绿色发展的理念已深
入人心。

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只要接续
下去，就能持续书写阿拉善大地上
的绿色担当。

“昭乌达肉羊”品牌建设
带动产业再升级

渡口村：长城第三次“会晤”黄河的地方

自治区财政下达 2024 年就业补助资金 18.7 亿元

30“三北精神”里的内蒙古力量系列述评之

阿拉善大地上的绿色担当

随着气温逐步回升，一年一度的春耕备耕工作也拉开了序幕。为保障春耕生产农资、机具供应及时到位，乌兰
察布市农牧部门统筹做好农资储备和农机具检查工作，全力保障春耕生产需求。

在集宁区华丰农资仓储物流中心，只见化肥、种子、地膜等各类农资产品货源充足。同样，在乌兰察布市凯达汽
车销售有限公司，各类崭新的拖拉机、旋耕机、铺膜机等大中小型农机具一应俱全，前来咨询购机的农户络绎不绝。

（张晓鹏 郭小燕 摄）

乌兰察布：全力保障春耕需求

山水林田湖草沙一起向“绿”系列报道之

森林城市 绿色奇迹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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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送岗促就业 精准服务促发展

34 亿元！全力保障科技突围工程顺利实施

内蒙古本级财政预算科技支出同比增长 20%

全区招商引资典型经验系列报道

锡林郭勒盟：更高质量招商引资培育发展新动能

本报记者 张鑫
产业发展，品牌先行。品牌，是推动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也是
区域竞争力的重要体现。一个地区经济
大发展的背后，往往有一批品牌的强势
崛起。

闻名全国的昭乌达肉羊就是克什
克腾旗畜牧业的一块金字招牌。近年
来，赤峰市克什克腾旗大力培育壮大

“昭乌达肉羊”品牌，推动特色产业“羊”
眉吐气。

克什克腾旗强化龙头企业与养殖
户产业协同高质量发展，联合龙头企业
创建“肉羊标准化养羊联合体”，采取

“公司 + 合作社 + 农牧户”的产业化运
作模式，实现养殖标准化、饲养科学化、
产业规模化、销售统一化、产出效益化，
促进肉羊加工全产业链发展。

近年来，克什克腾旗国家现代农业
产业园大力发展“昭乌达肉羊产业联合
体”联农带农新模式，成功探索出一条
以种源企业为核心、农牧民养殖户为主
体、经济利益为纽带的昭乌达肉羊养殖
联合体产业发展路子。

内蒙古自治区克什克腾旗现代农
业产业园，建设内蒙古草原金峰畜牧有
限公司国家肉羊核心育种场 1 处，建设
了 3 个昭乌达肉羊核心育种场，8 个扩
繁场，带动了一大批农牧民扩繁户和养
殖户。该公司将所培育的昭乌达肉羊新

品种，推广销售给农牧民养殖户，与农
牧户签订技术服务和产品回收合同，保
底价回收农牧民的羔羊及羊毛产品(当
市场行情好的时候，养殖户也可以直接
对接市场)。通过发挥品种、技术、市场
和规模优势，让养殖户实实在在地多挣
钱、得实惠，逐渐形成了独具魅力和吸
引力的“昭乌达肉羊产业联合体”(羊联
体)模式，受到了当地农牧民的信任和
拥戴。

羊联体带动的养殖户分为 A、B 两
种：以纯种昭乌达母羊为母本，并用纯
种昭乌达公羊配种实行纯种繁育的养
殖户为 A 级会员户; 以养殖户原有的
母羊如蒙古羊、小尾寒羊、湖羊为母本，
以引入公司的昭乌达肉羊公羊为父本
杂交改良，生产杂种肥羔羊的养殖户
为 B 级会员户，公司设置保底价回
收羊羔及羊毛产品，带领养殖户获
得更高的市场收益。目前，以金峰公
司为龙头的羊联体，已经覆盖了克
什 克 腾 旗 46%的牧户，会员户达到
8580 户，其中 A 级会员户 1160 户，B
级会员户 7420 户。

内蒙古自治区克什克腾旗国家现
代农业产业园(昭乌达肉羊种业产业园)
包括达来诺日镇、浩来呼热苏木、乌兰
布统苏木、红山子乡和芝瑞镇 5 个苏木
乡镇。产业园的核心区位于浩来呼热苏
木，作为浩来呼热苏木境内已建成管理

和科创中心，为肉羊种质遗传物质保
存、种羊检测、胚胎移植、肉羊育种和国
际科技交流提供了智慧平台。此外，还
建设了智能化昭乌达肉羊原种场 1 个、
机械化扩繁场 5 个、高标准联合育种户
13 个、扩繁户 130 个。

内蒙古自治区克什克腾旗国家现
代农业产业园运营后，极大地改善了昭
乌达肉羊种业的基础设施条件，促进了
优良品种和先进技术的推广应用，实现
传统畜牧业向现代畜牧业的跨越升级，
为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和产业振兴奠定
坚实基础。

昭乌达种羊核心区供种能力从原
来的每年 4000 只提升至每年 2 万只，
优质种羊在自治区的市场占比从好鲁
库种羊场时期的 5%提高至 12%，种业
生产总值达 1.2 亿元，提供就业岗位
150 余个，促进 310 户农牧民增收
2100 万元。

西拉沐沦河奔腾不息，贡格尔草原
辽阔无际，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为克什
克腾旗畜牧业发展提供了先天优势。
随着“昭乌达肉羊”品牌影响力的扩大，
克什克腾旗的羊产业又上了一大台阶。如
今，养殖规模化、标准化、全产业链化、
品牌化。克什克腾旗不仅让整个羊产业
得以协调、递进式的发展，而且让致富
增收的步子走得更加稳健、持续，老百
姓正靠着羊产业，日子过得“喜洋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