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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鑫

5 月 24 日， 国家管网集团北

京管道公司内蒙古输油气分公司

组织开展“媒体看管网、进站场、

走基层”活动。 多家媒体记者走进

隶属于内蒙古输油气分公司托克

托县作业区， 实地探访了保障首

都北京及管道沿线绿色能源供应

的重要通道———陕京四线输气管

道。

陕京四线管道工程西起陕西

靖边， 东至北京高丽营， 跨越

1083 公里，宛如一条蜿蜒的巨龙，

将源源不断的清洁能源从鄂尔多

斯盆地输送到首都北京。 作为自

治区首条国家级天然气长输管

道，该公司在夯实管道安全基础，

提升数字化、 智能化运用水平方

面投入了不少精力和努力。

目前， 内蒙古输油气分公司

正在对内蒙古境内 709.11 公里

的输气管线进行安全生产检查。

“通过对空压机、电气组件、关键

阀门等设备严密检查和设备维

保， 托克托作业区实现了长时间

安全无事故运行。4—6 月份，主要

的工作就是站场和阀室的春季维

保工作， 保障作业区的安全平稳

运行。 截至目前，该作业区安全无

事故运行了 2002 天。 ”托克托作

业区副主任付东如是说。

此外， 为保障管网设施安全

平稳运行，国家管网集团建立“冬

夏一体化”保供机制，托克托作业

区圆满完成了流量计拆检校验、

安全阀校验、 分离器滤芯更换以

及排污阀更换等关键任务， 确保

陕京四线安全平稳地将绿色能源

输送到首都及沿线华北地区。

数千天的安全运营， 除了人

员制度保障外，压缩机组“一键启

停”的研发功不可没。

天然气干线管道运输行业受

季节因素影响， 需要对相关场站

机组进行间断性启动和停止 。

2021 年，托克托作业区联合沈鼓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大连理工大

学开展“国产压缩机组智能控制

提升研究”科研项目，旨在探索输

气管道干线压气站“一键启停，智

能运行”系统性解决方案，提升站

场智能化控制水平。

“经过两年的辛苦付出，托克

托作业区站场智能化建设水平明

显提升， 机组并网时长较之前缩

短了 50%，人员效率提升了 75%，

取得了良好成效。” 提及国产压缩

机组智能控制提升项目研究的点

滴，作为该项目“蓝图践行者”的

托克托作业区副主任王志勇深有

感触， 此项科研成果不仅可以适

用于其他国产压缩机组压气站，

理念亦可推广至使用国外型号压

缩机组的压气站。 经第三方科技

评价， 此项目达到“整体国内领

先，部分国际先进”水平，并已受

理发明专利 4 项。

努力打造北疆能源“新名

片”，助力实现“双碳 ”目标 。 作

为国家互联互通重点工程陕京

四线的重要组成部分， 每天有超

过 2770 万方天然气从托克托作

业区增压后输送至首都北京，源

源不断的气源保障着各地的用气

安全 。 目前， 该公司所辖鄂尔多

斯、托克托、乌兰察布 3 座站场全

部完成“一键启停”改造，进一步

提升了输气管道智能化控制水

平， 消减了人为误操作的运行风

险， 为安全平稳高效运营与智慧

管道建设打下坚实基础。

开足“智”力，向“新”而行。 托

克托作业区主任张文茂表示，该

作业区将构建天然气站场“集中

调查控、智能监视、专业巡检、预

防维修、无人操作、有人应急”为

特征的“运检维”一体化高效运行

体系， 为京津冀以及内蒙古地区

的清洁能源供给贡献应有的力

量。

本报记者 王丰

“天赋河套 柿柿如意”，

这句寓意美好的话语， 正是对

巴彦淖尔市“五原黄柿子”的生

动描绘。“五原黄柿子”正沐浴

着温暖的阳光， 为乡村振兴铺

出一条“黄金路”。

黄柿子是夏季的理想食

品， 营养丰富且具有多种健康

益处。 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

矿物质，有助于生津止渴、健胃

消食、降低血压、保护心血管和

预防便秘。

五原县， 位于河套平原腹

地， 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气

候条件， 成为黄柿子的生长胜

地。 这里日照充足， 昼夜温差

大， 为黄柿子的生长提供了得

天独厚的条件。 而灌淤土耕作

性好，含钾量高，更是使得“五

原黄柿子” 在品质和口感上独

具一格。 产出的黄柿子颜色金

黄诱人，个头大且果肉厚实，口

感沙甜可口，含水量适中，深受

消费者喜爱。

据《内蒙古自治区农作物

种子志》记载，早在 1936 年，西

红柿便传入了五原这片土地。

经过多年的品种改良和精心培

育， 从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起，

当地农户开始广泛种植黄柿

子， 使得这一美味佳肴逐渐走

入了千家万户。

2014 年，“五原黄柿子”获

批农业农村部农产品地理标志

登记保护；2019 年“五原黄柿

子” 入选第四批全国名特优新

农产品名录。 这两个沉甸甸的

“国字号”荣誉牌，不仅是对“五

原黄柿子”品质的认可，也成为

了五原县推动黄柿子产业发展

的强力引擎。

在黄柿子精深加工方面，

五原县下足功夫， 陆续开发出

黄柿子汁、黄柿子火锅料、黄柿

子气泡水、黄柿子丁、黄柿子果

糕等产品， 同时加强黄柿子品

牌建设，打造“从田间到餐桌”

的完整产业链条。

目前，“五原黄柿子” 年种

植面积 3000 余亩，亩均效益达

到万元以上。 全县共 7 家黄柿

子加工、 销售企业，2023 年产

量 1700 余吨，产值 3800 余万

元。 黄柿子相关产品在全区 12

个盟市和全国各地均有销售，

90 家“五原黄柿子”火锅店遍

布各地。 2023 年，制定完善了

“五原黄柿子”全程标准化技术

手册，黄柿子汁成功申报“蒙字

标”认证。 同时，五原县成立黄

柿子产业协会，共授权 26 家企

业、合作社使用“五原黄柿子”

地理标志农产品标识， 有力扩

大了“五原黄柿子”的知名度和

影响力。

国家统计局内蒙古调查总

队消息，1—4 月，内蒙古升级类

商品销售增长较快， 限额以上

新能源汽车增长 65.9%， 通讯

器材类增长 78.3%，体育、娱乐

用品类增长 69.7%。

消费市场平稳运行。 1—4

月， 内蒙古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 1687.8 亿元 ， 同比 增 长

2.3%。按消费类型分，餐饮收入

增长 10.9% ， 商品零售增长

1.3%。按经营所在地分，城镇消

费品零售额增长 2.0%，乡村消

费品零售额增长 3.9%。 基本生

活类商品销售较好， 限额以上

粮油、 食品类商品零售额增长

21.3%， 饮料类增长 22.2%，日

用品类增长 16.2%。

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

工业生产者价格同比下降。 4

月，内蒙古居民消费价格（CPI）

同比上涨 0.8%，其中，城市居

民消费价格上涨 0.8%，农村居

民消费价格上涨 0.6%。 分类别

看， 食品烟酒价格同比下降

1.6%， 衣着价格上涨 2.1%，居

住价格上涨 0.4%，生活用品及

服务价格上涨 3.1%，交通和通

信价格上涨 0.4%，教育文化和

娱乐价格上涨 1.8%，医疗保健

价格上涨 4.0%，其他用品和服

务价格上涨 5.4%。 1—4 月，全

区居民消费价格(CPI)同比上涨

0.7%，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

比下降 7.0%，工业生产者购进

价格同比下降 5.7%。

工业生产稳中加快， 装备

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势较

好。1—4 月，内蒙古规模以上工

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5%，比一

季度加快 0.4 个百分点。 分三

大门类看， 采矿业增加值同比

增长 3.5%，制造业增长 12.0%，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

应业增长 12.5%。 其中，装备制

造业增加值增长 52.5%， 高技

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33.9%。

固定资产投资较快增长，

制造业投资增势良好。 分领域

看，基础设施投资增长 17.8%；

制造业投资增长 25.4%，其中，

装备制造业投资增长 22.0%；

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 2.1%。 分

产业看， 第一产业投资同比增

长 139.6%，第二产业投资增长

21.7% ， 第三产业投资增长

11.9%。 第二产业中，工业投资

增长 21.5%。 （杨腾格尔）

从自治区政府近日召开的全

区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工

作电视电话会议上获悉，近期，全

区人社部门聚焦应届高校毕业生

等青年群体， 抢抓求职黄金窗口

期，开展就业政策落实专项行动。

各级人社部门负责人带队进入高

校， 为应届高校毕业生讲解就业

创业政策，推荐岗位信息、提供培

训见习机会， 帮助毕业生们早日

就业。

今年以来， 我区人社部门不

断调整优化政策， 制定高校毕业

生等青年就业创业推进计划，从

企业吸纳就业、 加快政策性岗位

释放、常态化开展招聘活动、青年

专项技能提升、 就业权益护航等

方面全方位、 全链条助力高校毕

业生就业。

企业是吸纳就业的源头活

水。 全区人社部门延续实施降低

工伤保险、失业保险费率、失业保

险稳岗返还、 技能提升补贴等政

策， 年初以来， 共释放政策红利

12.91 亿元， 发放创业担保贷款

3.11 亿元、 就业技能培训补贴

499.98 万元。 同时，开展“就业服

务专员入企寻岗”“人社厅局长进

校送岗”等活动，归集更多市场化

就业岗位；落实京津冀蒙、沿黄九

省区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联盟框

架协议等，拓宽就业渠道；深挖机

关事业单位、 国有企业等政策性

岗位资源， 力争 7 月底前政策性

岗位全部释放。

此外， 将有培训意愿的高校

毕业生等青年全部纳入职业培训

服务范围，围绕新职业、先进制造

业、现代服务业及本地特色产业，

有针对性地开展技能培训， 增强

就业能力。 全面落实见习岗位募

集计划， 年内组织万名高校毕业

生等青年参加见习， 帮助其提升

实践能力。 做好离校未就业高校

毕业生服务攻坚专项行动， 做实

做细就业服务， 落实为每名未就

业毕业生提供 1 次政策宣介、1 次

职业指导、3 次岗位推介、1 次技

能培训或就业见习机会的“1131”

就业服务， 为离校未就业困难高

校毕业生开展“一对一”个性化就

业援助。 同时，重点清理整顿人力

资源市场秩序， 坚决查处“黑中

介”、虚假招聘等各类影响就业的

违法违规行为。 持续开展“人社工

作全领域、劳动用工全链条”监察

执法行动，重点围绕劳动合同、工

资支付等劳动用工事项开展排

查， 为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

业保驾护航。

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厅党组书记、厅长翟瑛珺表示，全

区人社部门要坚决扛起政治责

任， 以离校前公共就业服务进校

园、 离校后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为

牵引，着力扩岗位、促匹配、优服

务、保权益，千方百计促进高校毕

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

（据《内蒙古日报》）

近日，经全国博士后管委会办

公室批准， 乌兰察布市人社局推

荐申报的内蒙古国城实业有限公

司获批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

站， 成为乌兰察布市第四家设站

企业。

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是在企

业、 科研生产型事业单位和特殊

的区域性机构内， 经批准可以招

收和培养博士后研究人员的组

织，是“产、学、研”结合、增强企业

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平台， 对吸

引集聚高层次人才、 培育科研队

伍、构建校企合作、提高企业技术

创新、 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具有重

大意义。 截至目前，乌兰察布市人

社局围绕服务保障落实五大任

务，在新能源、新材料、畜牧业、乳

制品加工领域已设立 4 家国家级

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乌兰察布市

人社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将进一

步加强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建设和

管理工作， 对符合产业发展方向

且具备一定科研实力的企业进行

建站培育， 对新设站企业提供博

士后管理服务人员培训、 博士招

收、开题、出站等业务跟踪指导服

务， 不断推动人才梯队与企业发

展深度融合， 促进产学研用相结

合，加速科技成果应用转化，提高

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

力， 为服务乌兰察布市重点产业

发展注入更强动力。 （孙国俊）

近年来，乌兰浩特市积极探索“农旅融合”新模式，在

农业生产增收、增效的同时，也为游客带来了丰富多彩

的旅游体验， 让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土地上展开了一幅

“诗与远方”画卷。

在乌兰浩特市乌兰哈达镇高根营子嘎查高标准设

施农业园区内，一行行整齐排列的无土栽培设施和生长

架上一株株色彩各异的菜苗洋溢着盎然生机，空气中弥

漫着蔬菜特有的清香，游客们在这里零距离感受“科技

的种子”在无土栽培中生根发芽的魅力。

高根营子嘎查党支部副书记佟艳艳告诉记者，最

近，每天前来采摘蔬菜的游客络绎不绝，有带孩子来体

验采摘的， 也有特意来购买水培无公害绿色蔬菜的，这

里都可以充分满足他们的需求。

与此同时， 在葛根庙镇设施农业园区的樱桃大棚

内，也展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又大又红的樱桃掩

映在碧绿之间，如珍珠、似玛瑙，娇艳动人，令人垂涎欲

滴。 游客蔡鑫隆高兴地说：“听朋友说葛根庙的樱桃都熟

了，趁着今天有时间，就来体验一下自己动手采摘的乐

趣，这里离市里也不远，开车过来都挺方便，这里的樱桃

特别甜、水分还足，准备多摘一些，给亲戚朋友拿回去尝

一尝。 ”

“我家种植的水果除了樱桃还有蟠桃， 蟠桃预计一

个半月后成熟开园， 届时欢迎游客朋友们前来采摘品

尝。 ”樱桃种植户张娜笑着说。

吃上一口亲手采摘的果蔬，近距离欣赏原汁原味的

田园风光，去樱桃采摘园附近的禅溪民宿，唤醒属于自

己的时间，尽情享受慢节奏的生活。

农旅融合发展让“诗与远方就在身边”。 据统计，乌

兰浩特市共有 22 个设施农业园区， 共计温室大棚 2828

栋，占地面积 7140 亩，主要用于种植黄瓜、番茄、草莓、

甜瓜等农作物，设施农业园区的建立不仅为当地农民带

来了收入，也为游客带来了丰富的农事体验。

在乌兰浩特市，农旅融合的发展不仅让乡村焕发出

新的生机与活力， 更让游客们在这里找到了心灵的归

宿。 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将会涌现

出更多美丽的故事和动人的风景。 （陶芊 王超）

本报讯（记者 张鑫）满园春色关不住，最美北方五

月天。一条色彩斑斓、通畅便捷、标识醒目、配套齐全的多

彩旅游路，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和林格尔观光、打卡。 旅

游公路美化了城镇乡村，带活了富民产业，幸福了沿线村

民。

“自从这条旅游公路返修后，路况变好了、路也变宽

了，我的研学基地的游客量也急剧上升了，研学培训的订

单比往年多了一倍。 ” 位于和林格尔县的聚农良品台

格斗研学旅游基地负责人闫靖自信地说。 该旅游公

路区域内还增设了公共交通场站，自行车道贯穿其

中 ，步行慢道、休憩广场、停车场、足球场等基础设

施俱全，是集畅、安、舒、美、运游五位一体的典型区域旅

游公路。

据了解， 和林格尔县南山生态百亭公园至蒙牛工业

旅游区公路是和林格尔县创建全国“四好农村路”的示范

路，也是全域旅游公路的其中一条，该路始于和林格尔县

南山公园，向北沿和盛路至蒙牛工业旅游景区、蒙草草博

园、公路沿线主要景区有：南山生态百亭公园（4A）、蒙牛

工业旅游区（4A）、盛乐博物馆研学基地馆(3A)、蒙草·草

博园(4A)、聚农良品台格斗研学旅游基地、蒙树生态科技

园（3A）、 内蒙古大学草原家畜种质创新与繁育基地

（3A）。

多彩旅游路串出无限好“丰”光。“五一期间，和林格

尔县接待国内游客 9.01 万人次， 实现接待游客总花费

6980.06 万元。 ”和林格尔县南山公园游客中心负责人激

动地说。

“十四五期间，和林格尔县以畅其行、美其中，促进农

村公路和美建设。”和林格尔县交通运输局局长王茂盛表

示，和林格尔县通过修复国道 241 境内 62 公里，将塞外

桃源旅游区、前夭子水库度假村、和林格尔东汉壁画墓等

旅游景点连接在一起；通过修复国道 512 东线麻湾—和

林城关镇 39 公里，将南天门生态景区、万里茶道茶坊河

段串联起来；通过新建和林城关镇—羊群沟—好来沟 61

公里红色旅游公路，将白音陶海、张云峰烈士牺牲窑洞旧

址、好来沟县政府旧址、明长城、圣山等景点连接起来。

以路串景、以景促业、以业乐居，和林格尔县多彩旅

游路既是群众满意的幸福路，也是区域发展的致富路。

本报讯(记者 迪威娜)据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集团

有限公司消息，从 6 月 1 日起，该集团公司所属的最后

两对使用 25B 型焚火燃煤车体的客车———包头东与白

云鄂博间的 K7903/4 次和 6853/4 次旅客列车将换装

25K 型空调车体，标志着内蒙古中西部铁路客运正式告

别“锅炉时代”。

据了解，本次更换空调车体后，列车将随车配属燃

油发电车，实现全列集中供电，列车供暖设备将从过去

的燃煤锅炉供给暖气采暖升级为电暖气采暖， 车体供

暖、保温性能都得到显著提升。 夏季将由电扇乘凉、开窗

通风改变为空调自动通风恒温模式，因焚烧锅炉导致烟

尘飞荡的乘车环境也会得到极大改善。

新采用的车体将配备集便式卫生间， 更加卫生整

洁， 全车配置的充电插座也能够满足旅客使用需求，让

旅客出行更加安全、舒适、温馨。

陕京四线输气管道“一键启停” 让智慧赋能绿色发展

探访大国重器的神奇

初夏时节

来一颗沁人心脾的黄柿子

来布嘎万亩湿地位于通辽市奈曼旗治安镇东呼拉斯台嘎查，毗邻库伦旗、科左后旗，坐落三旗交界

处。 近些年，奈曼旗多措并举保护修复湿地生态环境，开展草原生态文明保护行动，保持湿地生态和水

环境，让“绿水青山”成为地区发展“底色”。

如今，随着湿地生态环境的明显改善，生物多样性也逐渐恢复，每年都有白天鹅、白鹭、鸿雁、翘鼻

麻鸭等 10 余种候鸟或来栖息过境或从此定居，成群的候鸟在这片生态湿地聚集，构成一幅美丽画卷，

这片湿地成为数十万候鸟迁徙、定居的“服务区”。 （王阳 孟来）

奈曼旗：候鸟“服务区”保护湿地自然生态之美

我区全方位助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

第四家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落户乌兰察布

工作人员检查机组密封气系统

乌兰浩特市：

农旅融合“牵手”诗与远方

和林格尔县：

多彩旅游路

激活文旅一盘棋

6月 1 日起

内蒙古中西部铁路

客运将告别“锅炉时代”

1—4 月内蒙古升级类商品销售看好

新能源汽车增长 6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