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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资源节约集约见行见效
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走深走实

本报记者 李艳红
“充一度电多少钱，新能源车到底

比燃油车省多少钱？”近日，家住呼和浩
特和林格尔城关镇的刘忠来到盛春花
园小区南门内蒙古交通集团和林格尔
充电站前询问工作人员。

内蒙古蒙马新能源有限公司工作
人员王泽定期都要到充电站检查。他给
前来询问的市民解答道：“使用充电新
能源车费用肯定要比燃油车低，而且每
天每个时间段的充电价格也不同，综合
计算，每个月充电新能源车的费用应该
是燃油车的一半。”

刘伟是和林格尔供销社运输蔬菜、
水果的一名货车司机，他开新能源电车
已经五六年了，“在市内跑开电车最划
算，尤其我们这些搞运输的。”说着他给
记者算了一笔账。像他这样的小型货
车，如果燃油一公里七八毛，百公里得
六升油，近四十元，一个月下来得一千
大几。而新能源充电车，两天一充，每次
需要五十元左右，一个月费用七八百。

记者注意到，一上午陆陆续续有不
少市民前来询问充电费用。

采访中获悉，为加快低碳运输体系
建设，促进绿色出行和绿色发展，按照
2023 年 7 月 5 日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
府关于农村牧区充电基础设施建设专
题会议部署，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厅
组织内蒙古交通集团与各盟市大力推
进建设工作，截至 2023 年底，已建设
10185 枪，高速公路已开通运营服务区

和国省干线公路具备条件的服务区基
本实现全覆盖。

“下一步，将围绕服务发展和方便
群众生活，持续推动充电基础设施建设
工作，2024 年计划建设 13700 个充电
车位，初步形成‘城镇面状、公路线状、
乡村点状’的充电网络，满足绿色出行
的需求。”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事业
发展中心公路管理养护处副处长邓锐
表示。

据了解，2023 年，内蒙古交通集团
在 12 盟市完成建设 3995 个充电车
位。2024 年，计划拟建充电站 336 座，
快充车位 2600 个。

同时，内蒙古交通集团发力城市主
城区以外的县城、郊区、一定规模的重
点乡镇及高速公路、等级公路沿途的充
电桩建设任务，计划到 2025 年满足新
能源汽车“回得了家、出得了城、下得了
乡”的基本充电服务需求。

本报记者 王丰
绿色是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
能源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资源。

随着社会进步发展和各类能源的开发
利用，节约能源、降低消耗，越来越成为
人们的共识。

“十四五”前三年，预计内蒙古能耗
强度累计下降 12.3%，完成“十四五”目
标进度的 82%。2023 年煤电机组供电
标准煤耗降至 300.4克/千瓦时，较2022
年下降12.6克/千瓦时。实施节能改造项
目152个、节能量 107 万吨标准煤。

对不少工业企业而言，节能减排迫
在眉睫，但同时也面临改造资金不足、
投资回收期长等顾虑，这就要求服务机
构瞄准关键环节进行精准诊断，尽可能
缩短企业的节能投资回收期，同时有针
对性地衔接节能改造服务商和节能设
备供应商，从而加快诊断结果落地。另
一方面也应保持服务的连续性。降耗增
效往往难以在短期见效，这就需要将一
次诊断转变为定期“体检”，不断挖掘节
能空间，不仅为企业眼前“救急”，更促
成长远“升级”。与此同时，受节能意识

薄弱、技术力量不足、管理体系不健全
等因素影响，节能工作仍然面临区域及
行业发展不均衡的矛盾。

非知之难，行之惟难；非行之难，终
之斯难。应当看到，践行绿色低碳、守护
绿色生活，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责
任，也是利国利民、造福子孙后代的应
有之义。前进道路上，要不断创新机制、
践行“双碳”理念、加强宣传引导，在全
社会营造出绿色低碳的浓厚氛围，为

“青山常在、绿水长流、空气常新”的美
丽中国写下生动注脚。

人间最美三月天。可是，对祖国北
疆的乌拉盖草原而言，仍是北风凛冽、
天寒地冻。

这不，就在 3 月 16 日，一场突如
其来的暴雪席卷乌拉盖管理区，气温
骤降、路面结冰，白毛风导致能见度不
足 10 米，很多车辆、群众被困野外。

当接到被困群众求助电话后，锡
林郭勒边境管理支队乌拉盖边境管理
大队马背警队迅速出动赶赴现场救
援。

这支救援队伍中，有位民警叫额
呢日勒，暴风雪中他和战友们与时间
赛跑，铲雪、推车、再铲、再推，漫天雪
雾中，鏖战两天两夜，200 多名被困群
众被转移到安全地带。此次救援中，额
呢日勒跪着铲雪的画面一经报道，赢
得了网友们的一致好评。但是复杂的
舆论场还是会有不同的声音：“摆拍
吧，为什么要跪着铲雪？”“作作秀就完
啦，何必那么认真……”

可是，网友们不知道的是，在去年
的一次执行任务中，额呢日勒腿部粉
碎性骨折，虽然经过治疗腿保住了，但
里面却留下了 25 颗钢钉。救援中，因
为伤腿实在使不上劲儿，他索性跪在
地上挥动铁锹。而这画面也被现场一
位群众用手机记录了下来。

救援结束，额呢日勒咬着牙一瘸
一拐地回到警营。“悠着点啊！是不是
旧伤复发？”面对战友们的关心，他却
嘿嘿一笑说：“我是队里的老大哥，比
你们有经验，这种时候，我不上谁上？”

就在救援当晚，很多大车司机们

在马背警队警营里留宿。虽然没有
大鱼大肉，也没有温暖的床铺，但
是 民 警 们 为 来 自 天 南 海 北 的各民
族司机师傅们煮上一碗热乎乎的面
条，再把能够拿出来的所有被褥集中
在一起打了地铺，有说有笑度过一个
难忘的夜晚。

窗外白毛风肆虐，屋里却和煦如
春。来自河北的王师傅难掩激动地说，
不仅身上和胃里都暖和了，更是从心
底里感受到了温暖，这真的是警民一
家亲啊！

这支马背警队共有 10 名队员，平
均年龄不到 30 岁，在远离城市喧嚣的
边境线上担负着巡边、查车、调解纠纷
等琐碎而平凡的工作。只要群众有需
求，马背警队绝对是随叫随到。

与马背警队紧邻着的东乌珠穆沁
旗境内宝格达山上驻扎着一支移民管
理警察队伍———宝格达山边境派出
所。在一次巡逻中，地表上一块褐色的
铁块引起了民警们的注意。“炮弹，危
险！”更令人不安的是引信完全裸露，
旁边还有牧民放羊！

经过排查，这片区域竟然埋藏了
100 多颗炮弹。这些二战时期遗留的
炮弹外壳生锈腐蚀，性能极不稳定，专
家组建议徒手挖掘并挪到安全区域引
爆。

徒手挖掘很危险，运输过程更是
险象环生，任何轻微的震动都可能引
发爆炸。

“绝不能炸响，是党员跟我上！”面
对危险，教导员王亮第一个站了出来。

在他的带领下，民警们经过 48 小时不
间断作业，在沼泽地里一步一步地将
炮弹转移至指定地点……随着一声巨
响，186 枚炮弹成功销毁，一个潜藏在
地下多年的巨大隐患成功消除。“心都
提到嗓子眼了，大气都不敢喘。”虽然
已经过去有段时间，但提起这事，民警
们仍记忆犹新。

宝格达山边境派出所是锡林郭勒
盟最靠北、最艰苦、最偏远的单位，曾
经没电、没信号、没上下水，人迹罕至。
王亮说：“我们是人民警察，在我们辖
区生活着各族牧民群众，如果他们的
生命和财产安全受到威胁，我们必须
义无反顾、迎难而上。”

额呢日勒、王亮以及他们的战友
们是边境线上挥洒青春的新时代“最
可爱的人”。他们远离繁华，坚守在祖
国边陲，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
用青春和热血铸就了边境的铜墙铁
壁。

在锡林郭勒边境管理支队，这样
的事迹还有很多很多。近几年，锡林郭
勒边境管理支队党委创新推出“北疆
同心圆”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品牌，推动
边境党建与民族团结“双提升”，筑起
了点固、线牢、面稳的北疆千里红色屏
障，固化“我为群众办实事”机制，推出

“破小案、办小事、解小忧、帮小忙、惠
小利”“新五小工程”，累计为群众办实
事 2000 余件，切实用行动在祖国的
北疆边境线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

（据《内蒙古日报》）

俗话说：苗好一半收。抓好育苗工
作是红干椒生产的一个关键环节。连日
来，通辽市开鲁县的各个育苗大棚内一
派繁忙，工人们正抢抓春播有利时机，
有序进行装盘、播籽、浇水等作业。

“我们有 15 个育苗暖棚，今年一共
接 了 6000 亩左 右的 红 干椒 育苗 订
单。”正在育苗大棚内进行指导的通辽
市圣源生态农业有限责任公司经理杜
丽军介绍，2010 年，这家以现代化育
苗、新品种试验推广、绿色蔬菜粮食生
产经营为主营项目的新兴企业在开鲁
县建起，占地 200 亩，目前，每年所接育
苗订单都达 5000 亩以上。

王燕红是圣源生态农业有限责任

公司育苗部管理员。最近，她的身影每

天都出现在大棚里。“今年计划培育 6

万盘椒苗，每盘有苗 288 棵左右。”王燕

红看着满棚的秧苗，对记者说，这一批

红干椒从 2024 年 3 月初开始育苗，预

计 60 天左右可出苗，5 月末就能定植。

红干椒在开鲁县已经有 30 多年的
种植历史，种植规模遍布全县各个乡
镇，是当地的特色产业和支柱产业。为
保障全县春播红干椒种苗供应，育苗企
业开足马力育种苗。

“今年，我们新购置了多台自动化
育苗点种机，在节省人力的同时，也提
高了工作效率。”圣源生态农业有限责
任公司经理杜丽军向记者介绍。

除了红干椒苗外，在圣源生态农业
有限责任公司的蔬菜瓜果育苗大棚内，
自动喷水等装置正在浇水，穴苗盘里的
幼苗已展露新绿。王燕红告诉记者：“圣
源生态农业有限责任公司的育苗种类
有打瓜、西瓜等。4 座日光温室棚每年
能育秧直根瓜苗 130 多万株，订单销往

全国各地。”
春季农业生产种苗是关键。近年

来，圣源生态农业有限责任公司运用国
内外先进技术实行工厂化育秧，每亩节
约土地三分之二，育苗周期缩短 10 天
至 15 天，解决种植户一家一户育苗技
术、质量、成本无保障的问题，带动周边

地区生态农业发展，以科技力量助力春
耕生产。

不负好春光，大棚育苗拉开了春耕
备耕的序幕，广大种植户正抢抓农时，
按下春耕备耕“加速键”，为 2024 年农
业生产开好头、起好步。

（冯丽丽）

当下，数字科技融入了我们生活的
方方面面，智能手机、智能家电、新能源
汽车、上天的卫星、入地的钻头……这
些产品或设备为我们的生活注入了更
多活力，提供了巨大便利，在这些智能
舒适生活的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动
力源”———芯片。

近日，记者走进内蒙古首个半导体
集成电路芯片制造企业包头市贝兰芯
科技有限公司，看新一代半导体芯片如
何生产出来，感受“芯动力”激发出的新
质生产力如何在包头破土萌芽、蓄势而
发。

包头市贝兰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是一家集成电路芯片设计开发、封装、
封测全产业链公司，主要生产微电子中
央控制处理 芯片 MCU、SOC、IGBT、
MOS 等集成电路芯片系列产品。产品
可应用于航空航天、飞行器、5G、军工
控制、高端工控、汽车、新能源、智能自
动化设备等领域。

走进贝兰芯集成电路系列芯片封
装测试车间，一颗颗米粒大小的芯片封
装完成，经过工作人员检验后将打包送
往下游厂家，最终应用到我们生活中的
各种场景。米粒大小的芯片上，有着肉
眼看不到的广阔创新创造空间，高新技
术在其中“大显身手”，让更加智能便捷
的生活成为可能，也让人由衷赞叹科技
的魅力。

在包头市贝兰芯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的产品展厅内，记者通过显微镜观察
芯片上规则排序的键合丝，闪闪发亮的
金属线在平时肉眼不可见的空间里大
放光彩，让人切实感受到科技的“别有
洞天”。

贝兰芯项目负责人谭女士告诉记
者：“芯片需要通过线材进行程序输入
和输出，这些线材只有头发直径的
1/6，键合就是将这些线材与芯片精密
焊接，实现芯片与基板间的电气互连和
芯片间的信息互通，也是体现半导体芯
片企业技术水平的一项关键指标。”

半导体行业的发展遵循着摩尔定

律，先进制程每两年更新一代，随着摩
尔定律极限地逼近，工艺突破难度加
大，各大厂商为追求低成本、高性能，将
突破点聚焦在封测技术上。

贝兰芯项目负责人谭女士介绍：
“先进封装技术更迎合集成电路微小
化、复杂化和集成化的发展趋势，是封
测产业未来的发展方向。目前公司已经
完成了单芯片封装及多芯片封装技术
积淀，拥有自己的专利技术（多芯片封
装自动测试系统）和成熟的加工检测工
艺和设计研发流程。下一步，我们还将
不断进行产品的技术升级，使得产品更
先进、更实用、更环保，以产品占领市
场。”

作为一家深圳来包投资建厂的企
业，包头市贝兰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023 年 6 月份企业厂房主体建成完
工，2023 年底投产，全部生产线建成投
产后将达到年产 1.6 亿只集成电路芯
片。“包头是一座工业基础非常好的城

市，在包头投资建厂是我们企业发展战
略下的整体布局规划，‘包你满意’‘包
你放心’的营商环境也给了我们在北方
发展壮大的信心，希望今后能与包头的
企业展开进一步合作。”谭女士表示。

无尘车间里生产马不停蹄，在车间
外，记者看到络绎不绝的应聘人员到场
咨询参观，培训室里，新招入厂的年轻
人在进行紧张的培训，目之所及到处都
是欣欣向荣热潮奔涌的发展场景。“芯
片行业是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发展势头
非常好，目前我们正在全面招工并进行
人员培训，我们也期待更多人能加入我
们。”谭女士说。

当新能源车成为中国制造的新标
签，电池管理、电机控制以及高级驾驶
辅助系统等先进功能都需要数量更多
且性能更强的独立 MCU，新一代半导
体芯片正在朝着新的蓝海劈波斩浪，包
头制造的芯片也必将迎来更加广阔的
未来。 （康璐 宫伟恩 祝家）

内蒙古今年将建
13700个充电车位

节能：为绿色生活增光添彩

“芯动力”包头造
米粒大小芯片应用空间广阔

芯片封装测试车间生产线

司机为新能源货车充电

边境线上“最可爱的人”

开鲁县：大棚育苗忙 不负好春光

工人正在进行除草工作

商报时评 SHANGBAOSHIPING

微言
3 月 29 日，自治区党委书记孙

绍骋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民营企业
家对提高党委和政府服务水平、发展
新质生产力、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意
见和建议。在这次座谈会上，孙绍骋
书记发表讲话，与大家进行了交流。

这次座谈会很快引起了高度关
注，尤其在民营企业界反响很大。孙
绍骋书记讲的六条意见，不仅接地
气、尽干货，而且言辞恳切，实实在
在，诚意满满，听了之后很暖心，很鼓
劲。

讲到强化对民营企业的服务意
识，就要求我们的干部不能老想当

“掌柜的”，不想当“店小二”，要给民
营企业当好“保姆”，起到“及时雨”

“雪中碳”的作用。“这服务那服务，实
打实地解决问题才是最好的服务”，
大白话也是大实话。

讲到营造尊商重商安商亲商的
社会环境时，除了提出大力表彰宣传
营造社会氛围外，还特别点出了提高
民企人士的礼遇标准和保障待遇等
具体办法，包括办事、外出、参加大型
活动，以及看病就业，子女入学等诸
多方面。从生产经营到生活便利等各
方面的悉心关怀，既实在又暖心。

讲到发展新质生产力时，勉励民
营企业家要发挥自身优势，下好“先
手棋”，努力打造“杀手锏”，多育

“花”，多结“果”，把科技“突围”工程
落实好。勉励民营企业要开拓创新，
不能总是跟跑，要集中力量在一两个

方面求突破、求领先。
当然，整个讲话谈到了当前我区

民营企业发展的方方面面，从服务意
识到如何强化服务，并对民营企业提
出了希望。座谈会提到的思想让民企
人士感触很深。一致认为，这些大白
话、心里话、实在话，出了主意，支了
实招，都让他们看到党委、政府对发
展民营企业的诚意和信心。大白话反
映的是党委、政府的工作作风，心里
话表达的是党委、政府对民企人士的
尊重与信任，实在话展示的是党委、
政府勤政务实的工作理念。

“民营企业好、内蒙古才会好，内
蒙古好、民营企业会更好”。这句大实
话是党委、政府的厚望，也是我区广
大民营企业前行的动力。

实在话就是暖心话就是鼓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