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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本报今日 8 版推出《聚焦“六个工程”系列报道之五 ———
提升新质生产力 科技“突围”角逐新产业新赛道》，欢迎阅读。

北疆文化之历史长廊

5版

全区招商引资典型经验系列报道

据自治区能源局消息，日前，自治
区第 一 批 风 光 制 氢 示 范 项 目 之 一
———鄂托克前旗上海庙经济开发区光
伏制氢项目成功产出第一立方氢气，
正式进入试生产阶段。

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 16.2 亿
元，建设内容包括 250 兆瓦光伏发电
站、年制氢量约 6000 吨电解水及配
套设施，产出氢气纯度达 99.999%。项
目投产后年平均发电量约 4.7 亿度，
可替代标准煤约 14.6 万吨，减排二氧
化碳 39 万吨，节能减排效果显著。此
外，该项目所用的光伏组件、电解槽、
储氢罐、输氢管线等重大设备及核心
材料均实现了国产化，将有效促进氢

能装备和氢能产业链发展。
作为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

地，内蒙古能源资源富集，氢能来源广
泛，应用场景丰富，制氢潜力巨大。近
年来，内蒙古以鄂尔多斯市为中心，辐
射呼和浩特市、包头市和乌海市等城
市群，构建鄂呼包乌氢能产业先行示
范区，努力建设全国重要绿氢生产输
出基地、氢能装备生产制造基地、燃料
电池重卡示范基地、绿氢多元应用基
地、氢能技术研发基地。通过风光氢用
一体化方式，优先开展一批“风光储
氢”“源网荷储氢”等绿色制氢试点示
范项目，推动风光制氢规模化发展，探
索氢能供电供热商业模式。目前全区

已批复实施风光制氢一体化项目 39
个，配套新能源规模 2136 万千瓦，绿
氢规模 85.5 万吨。我区以打造国内领
先的绿氢产业示范基地为目标，目前
已经引进了绿氢科技、英博圣圆等头
部企业落地，实现年产 450 台套制氢
装备的生产能力。

“今年，内蒙古积极推动绿氢‘制
储输用’全产业链发展，全力打造全国
绿氢先行示范区，力争到 2025 年，初
步形成国内领先的氢能制取、储运和
应用一体化发展的氢能产业集群，助
力自治区能源行业转型升级。”自治区
能源局有关负责人说。

（康丽娜）

本报记者 张鑫
征鼓声声催奋进，春潮涌动万象新。
重大项目建设是经济社会发展的

“主引擎”和“助推器”。开春以来，内蒙
古全力推动重点项目早开工、快建设，
多个项目开足马力、争相起跑，以“开年
即冲刺”的姿态抢开新局，绘就了一幅

“热辣滚烫”的拼经济、抓项目、促发展
画卷，为内蒙古新一年高质量发展注入
强劲动能、充沛活力。

暖阳高照，春意正盛。近日，由中建
八局承建的呼和浩特新机场航站区第
一标段项目顺利通过登机桥地基与基
础和主体分部工程验收，标志着该项目
建设进度和施工质量取得了阶段性成
果。

呼和浩特新机场是国家民航和自
治区“十三五”“十四五”期间规划重点
项目，定位为 4F 级国际机场，项目总投
资 231.1 亿元，航站区主要建设 26 万
平方米航站楼、6 万平方米指廊、5 万平
方米交通换乘中心和 9.5 万平方米停
车楼;飞行区主要建设两条可独立运行
的远距跑道，南跑道长 3800 米(4F)、北

跑道长 3400 米(4E)，跑道宽度均为 45
米，南北跑道间建设东、西垂直滑行道，
130 个机位的停机坪；附属配套主要建
设货运、航空食品、机务维修以及各类
生产生活设施。

截至目前，新机场航站区工程航站
楼主楼及屋面和幕墙工程已完成。正在
实施装饰装修和水、电、暖等通用设备
设施安装。附属工程中交通中心主体结
构已完成 100%；楼前高架桥结构完成
96%。停车楼工程主体结构工程完成
97%。换乘中心主体结构工程完成
87%。管廊地道完成 93%。

目前，南北主跑道的道面工程已贯
通 ， 其 他 道 面 和 停 机 坪 工 程 完 成
86.98%，助航灯光等设施随场道进度同
步实施。工作区工程：东西工作区所有
单体建筑物的主体结构已建设完成，正
在实施内部装饰装修工程和室外管网、
道路工程。

2024 年以来，新机场建设项目全
体参建人员奋力推进施工进度，全力跑
出建设“加速度”，航站楼一标段 20 天
完成登机桥地基；40 天完成登机桥基

础建设；40 天内完成登机桥主体结构。
在确保作业人员安全前提下，保质保量
完成了主体、金属屋面、幕墙等建设任
务，现对非公区、公区精装修工程进行
收尾工作，机电安装及各系统等专业施
工已全面展开。

该项目航站楼主体结构为带部分
屈曲约束支撑 (BRB) 的钢筋混凝土框
架，屋盖结构为由钢管混凝土柱支承
的空间钢桁架、网架结构体系，设计
重达 4.2 万吨，最大跨度约 130 米，
采取分区液压整体提升施工技术进行
安装。

“呼和浩特新机场项目建设势头强
劲，背后是政府的精准服务，相关部门
的沟通协作配合，不仅确保了项目顺
利推进，更营造了良好的投资环境
和发展氛围，为当地经济社会持续
健康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呼和浩特城
市交通投资建设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
该项目计划于 2024 年度完成所有建设
任务，2025 年完成试飞、校飞等运营前
的调试工作，2025 年四季度实现通航
目标。

本报记者 迪威娜

水，万物之母、生存之本、文明之
源。

一滴水映照着一个地方生产生活
方式的底色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成色。在

“世界水日”及“中国水周”期间，我区结
合实际、多措并举，全力推进节水控水，
促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为全区高质

量发展注入“水动力”。
内蒙古水资源短缺，且时空分布不

均，可利用水资源量为 253.44 亿立方
米，生态环境十分脆弱，可持续发展受
制于水、受困于水，实现水资源节约集
约利用，已成为全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现
实命题、时代命题。

近年来，自治区水利厅认真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

治理、两手发力”治水思路，全方位贯彻
“四水四定”原则，坚持“有多少汤泡多
少馍”，紧紧围绕国家节水行动，通过节
水抑制不合理的用水需求，减少水资源
消耗，提升用水效率，坚决打好黄河流
域深度节水控水攻坚战，内蒙古“水文
章”实现节水与增效同频、绿色与发展
共振。

（下转 2 版）

本报记者 王子旺
包头市东河区沙尔沁村是黄河

“几字弯”上一座闪闪发光的村落。在
这里，金长城从大青山北麓翻越沙尔
沁村过了黄河。

黄河流经包头市 220 公里，沙尔
沁村北依大青山，南临黄河。

清末民初，包头就是著名的水旱
码头。水旺期间，仅南海子码头过往
的船筏就达千余只，可谓千舟尽发。
1923 年，平绥铁路包头段通车，旱路
畅通。从此，包头成为水旱码头，成为
中国西北地区的经济大动脉和内蒙
古西部早期重要交通枢纽。

金界壕也称金长城，它横穿草
原，规模宏大。沙尔沁村的金长城起
于沙尔沁莲花山南坡半山腰，一直抵
达黄河北岸，全长 4000 米。

山上的墙体为石墙，宽 2—4 米，
残高 1 米。山下的墙体消失于村中及
其 110 国道南北部的水泥路下，当地
村民称之为“边墙道”。关于这条长城
的时代，因墙体大部分消失，众说不
一，结合史料推断，为金界壕在大青
山南麓的延伸，沙尔沁南部黄河为金
界壕西南端点。

包头境内金界壕主线、漠南线分
别长 5800 米。金界壕为外侧挖掘堑

壕、内侧夯土筑墙的壕墙结构。墙体
呈高大的土垄状，而堑壕则成为一条
低凹的浅沟。界壕主线墙体上马面、
铺舍、边堡齐备，为预警、戍卫、屯兵
之所。利用漠南线界壕墙体作为副墙
的界壕主线，形成双墙双壕结构，防
御能力大幅度增强。

黄河奔流不息一往无前，长城延
绵不断气势磅礴。当前，沙尔沁村正
随着一批优质黄河文化旅游产品正
加速发展，不仅助力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更为擦亮“包头黄
河”品牌，打造全国知名旅游目的地
注入动能。

本报记者 赵永光
为全面打好毛乌素沙地歼灭战，

统筹各方力量参与和支持生态建设，
坚决有力推进防沙治沙落地见效，3
月 25 日，鄂托克前旗 2024 年毛乌素
沙地治理歼灭战大行动正式启动，吹
响了“誓将沙地变绿洲”的决胜号角。

春日里的阳光为连绵的沙丘镀上
了一层流金。一大早，全旗各单位早早
出发，前往各自提前规划好的片区，展
开了热火朝天的铺沙障集中攻坚行
动。来到集中连片裸露沙地防沙治沙
现场，一垛垛沙柳枝条和草捆绳码放
整齐，拖拉机等大型机械来回穿梭。上
千名干部职工和当地农牧民扬起铁
锹、插下柳枝、回填沙土、捆绑枝条，干
劲十足。治沙队所过之处，整齐划一、
经纬分明的网格沙障镶嵌在了绵延不

断的沙丘上，牢牢锁住了漫漫黄沙，为
广袤的沙漠增添了无限希望。

本次毛乌素沙地治理歼灭战大行
动共持续 5 天，全旗各部门、企业事业
单位，国有企业，合作社共 5000 余
人，将通过毛乌素沙地歼灭战大行动
完成 11.22 万亩的生态建设任务。其
中机关干部职工完成 1.42 万亩，国有
企业完成 3.4 万亩，造林经济合作社
完成 6.4 万亩。

来到 S216 公路沿线栽沙障现场，
红旗飘扬，人头攒动，大家分工协作，
搬运、捆扎、摆放、固定柳条，衔接有
序，配合默契，干劲十足，处处是忙碌
的身影。通过共同努力，连绵起伏的沙
丘上，一行行沙障从无到有、渐次铺
开，犹如一张巨大的“绿网”紧紧锁住
了流动的沙丘，茫茫的沙漠被披上牢

固的“外衣”。这些由沙柳编织而成的
沙障，既可以稳固沙丘，又可以保持水
土，为后期种植乔木和灌木等植被打
下基础。

久久为功治黄沙，誓把沙漠变绿
洲。毛乌素沙地治理歼灭战大行动的
号角已经吹响，全旗各族群众和企事
业单位在毛乌素沙地腹部掀起了一场
全民生态建设热潮。鄂托克前旗委、旗
政府将持续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
平生态文明思想，依托“三北”六期工
程，围绕黄河“几字弯”毛乌素沙地歼
灭战，建设高标准沙障，配套实施人工
灌木造林项目，全面提升毛乌素沙地
综合治理能力，筑牢祖国北疆生态安
全屏障，为毛乌素沙地治理贡献鄂托
克前旗经验。

本报记者 王丰
绿富同兴即生态建设和经济发展

取得双赢，内蒙古在防沙治沙和风电
光伏一体化工程领域就是这样的目
标。投入“真金白银”，产出“绿”意盎然
新画卷。

自治区财政厅加紧与国家相关部
委沟通协调，争取将更多项目纳入国
家支持范围，实现了“三北”工程在全
区旗县(市、区)全覆盖。2023 年，自治
区争取中央财政资金 144.89 亿元，同
比增加 5.07 亿元，增长 3.63%，为支持
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奠定了坚实基
础。

2024 年，自治区财政加强统筹、

优化支出结构，设立“三北”工程补助
资金，新增安排“三北”工程补助资金
10 亿元、统筹现有林草专项资金 6 亿
元，专项用于国家规划内“三北”工程
建设，为实施好防沙治沙和风电光伏
一体化工程提供财力支撑。

内蒙古是全国荒漠化和沙化土地
最集中、危害最严重的省区之一。同
时，也面对发展中积累的一些矛盾，如
长期形成的粗放式发展方 式导 致 资
源能源过度消耗，生态环境遭到破
坏等问题，这不仅给经济发展带来
不利影响，而且在一段时间内也成
为民心之痛。为此，内蒙古经过多年的
努力，创造了“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

持续‘双减少’，程度连续‘双减轻’的
奇迹”。

投入和产出从根本上讲是有机统
一、相辅相成的，二者的最终目的都是
提高人民的生活品质、满足人民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防沙治沙领域
亦是如此，优质的生态环境是经济转
型升级的基本保障，只有生态环境优
良，才能 使经 济稳 定增 长 ；同时 经
济转 型 升 级 不 只 是 单 方 面 向 自 然
环境索取资源，只要经济发展方式
正确 、经济增长速度稳定，积累了资
金、掌握了技术，就能继续为保护环
境、修复环境投入，从而进入良性循环
状态。

重大项目建设“争春”提速
呼和浩特新机场备航 2025年

节水与增效同频 绿色与发展共振

沙尔沁村：金长城在这里越过黄河

内蒙古全力打造全国绿氢先行示范区

山水林田湖草沙一起向“绿”系列报道之

植绿固沙 久久为功

“三北精神”里的内蒙古力量系列述评之

大投入才有大产出

七苏木铁路国际物流园运营 8 年发运量渐增

七苏木铁路国际物流园位于乌兰察布市，于 2016
年正式运营，是内蒙古最大的中欧班列发运基地，自
运行以来累计发送中欧班列 745 列。经过近 8 年的发
展，中欧班列（乌兰察布）运行效率不断提升，开行范
围日渐扩大，已陆续开通 8 条国际线路，通行塔什干、
莫斯科等 16 个城市。

3 月 25 日两名工作人员在查验集装箱。（连振 摄）

内蒙古精打细算用好水资源、写好“水文章”

巴彦淖尔市：多措并举实现招商引资质效“双提升”

呼和浩特新机场项目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