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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区两部门
联合印发家电以旧换新补贴实施方案

政策利好频出 激活市场动能

本报讯（记者 张鑫 通讯员 徐佳
琪 李东）近日，东北电网“十四五”期间
投资金额最大单体项目———巴林—奈
曼（金沙）—阜新 500 千伏输变电工程
正式竣工投产。这也标志着辽宁省与
内蒙古自治区在更大范围内整合优
化配置了地区资源，增大新能源消
纳空间，有效促进两地经济社会发
展，对实现国家东北地区资源互补、
助力东北振兴、保障东北地区迎峰度夏

期间电力可靠供应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

巴林—奈曼(金沙)—阜新 500 千伏
输变电工程，是国家“十四五”规划重点
工程之一，也是近年来国网蒙东电力主
动服务融入内蒙古自治区作为国家重
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建设大局，加快
推动能源绿色变革、打通绿色能源外送
通道的深度实践。该工程起于赤峰巴林
500 千伏变电站，途经通辽奈曼(金沙)

500 千伏变电站，止于辽宁阜新 500 千
伏变电站。全线按两条并行单回路架
设，线路长度约 718.3 千米，在 500 千
伏巴林变、奈曼变和阜新变扩建出线间
隔，总投资 23.45 亿元。其中内蒙古段
工程线路总长 546.782 千米，新建铁塔
1334 基，于 2023 年 4 月 26 日全面开
工建设。

巴林—奈曼(金沙)—阜新 500 千伏
输变电工程投运后，内蒙古东部呼、兴、

通、赤四盟市 500 千伏主网架可实现互
联互通，形成超高压一体化电网，提高
鲁固特高压直流送电能力。同时，内蒙
古地区新能源外送能力可提高 300 万
千瓦，每年可替代燃煤 495 万吨，减排
二氧化碳约 1176 万吨、二氧化硫 22.8
万吨，具有显著的节能减排效益，强力
支撑内蒙古自治区新能源消纳，助推辽
宁电网能源结构加快绿色转型。

（图为输变电工程部分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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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替代燃煤 495 万吨、新能源外送提高 300 万千瓦

本报记者 迪威娜
夏风拂绿沃野 间，恰 逢扬帆奋

楫时。人潮机械向沙地挺进，树木
深深扎根沙土之中，夏风吹拂之处，绿
意蔓延……在充满生机的季节里，在
人与沙角力的征途上，锡林郭勒盟又
一次吹响了冲锋的号角。

近日，锡林郭勒盟浑善达克沙地
歼灭战治理工程项目全面开工。开工
当日，锡林郭勒盟各地共投入治沙人
员 2768 人次，投入机械设备共 412
台，完成治理任务 3.5 万亩。各地区通
过以工代赈、先建后补等模式，采取

“合同制”的方式，确定以农牧民及合
作社为项目施工主体，充分调动农牧
民及其合作组织参与沙地治理的积极
性，实现生态改善和农牧民增收。

浑善达克沙地是我国四大沙地中
距离首都北京最近的沙地，沙化土地
面积大、分布广。锡林郭勒盟境内浑善
达克沙地区域面积达到 5294.2 万亩，
是打好浑善达克沙地歼灭战的主战
场，防沙治沙责任重大、任务艰巨。锡
林郭勒盟委、行署牢记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嘱托，自觉扛起坚决打赢浑善达
克沙地歼灭战重大政治任务，高位推
动，同频共振，合力攻坚，纵深推进浑
善达克沙地歼灭战各项重点工程落地

实施、落地生根。锡林郭勒盟计划到
2030 年完成沙地治理任务 3000 余万
亩，本着能快则快、自加压力、早干多
干的原则，2024 年，锡林郭勒盟在完
成上级下达 280 万亩任务的基础上，
再提前实施风电光伏一体化工程指标
任务 43 万亩，计划完成沙地治理任务
323 万亩。

近年来，锡林郭勒盟坚持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对内蒙古的重要指示精神，依托京津
风沙源治理、退耕还林还草、内蒙古高
原生态保护与修复等重点工程项目，
十年来累计完成林业和草原生态建设
任务 2300 多万亩，实现了草原植被盖
度与森林覆盖率“双增长”和沙化土地
面积与沙化程度“双减少”的目标。

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
干。下一步，锡林郭勒盟将深入贯彻落
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一步压实
并落实好各方责任，系统修复、优化模
式、细化举措、紧抓快干，高质量完成
好浑善达克沙地歼灭战各项任务，在
保护生态和建设生态的同时，继续实
施农牧民参与建设生态的以工代赈工
程，积极推进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
化，实现生态、生产、生活“三赢”。

本报记者 王丰
治得好不好、效益高不高关键要

靠科学技术。
近日，弘扬“三北精神”汲取奋进

之力———科尔沁沙地歼灭战之库伦旗
沙地治理图片展在内蒙古美术馆开
展。展览包括“忆·黄沙漫天”“斗·绿进
沙退”“兴·人沙和谐”3 个板块，150 余
幅摄影作品，用多角度的镜头语言，展
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壮美画卷。

展出图片中不乏科学治沙的作
品。诚然，防沙治沙作为国土绿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涉及生态、经济、社会等多方面的问
题，具有很强的科学性。所以，必须让
科学发言。

科学治沙就是要牢固树立尊重自
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
念。库伦旗属科尔沁沙地南缘干旱沙
漠区，沙化土地面积约 319 万亩。目前
已经累计综合治理科尔沁沙地 279 万
亩，先后获得全国水土保持生态环境
建设示范县、全国小流域治理先进县、
全国造林绿化百佳县和全国经济林建

设先进县等荣誉称号。
在长期的防沙治沙实践中，广大

科技人员和沙区干部群众，经过不懈
地探索和实践，围绕“防、治、用”三大
内容，总结出了包括封沙育林育草、流
沙固定、沙地飞播造林种草、干旱区防
护林营建、围栏轮牧等方面的 100 多
项实用技术，形成了以防为主，固
阻结合 ，生 物技 术为 主，多 种措 施
相结合的防沙治沙技术体系，对推
进内蒙古防沙治沙进程起到了积极的
推动作用。

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
必成。今年是“三北”工程攻坚战全面
开局的关键之年，内蒙古将继续坚持
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统
筹推进“三北”工程建设生态、经济、社
会效益相统一，把内蒙古建设成为我
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持续奋斗。

当然，治沙是个大题，也是个难
题。从几十年的治沙实践中，我们能看
到“喜”的一面，也要看到“忧”的一面，
客观且科学，才能持续实现对症下药、
有效治沙。

近年来，兴安盟突泉
县六户镇充分发挥当地丰
富的林地资源优势，盘活
林下闲置土地，积极探索
发展林下经济，借绿生金，
因地制宜发展赤松茸种
植，带动当地群众增收致
富，走出一条林下“掘金”、
生态富民的新路子。截至
目前，突泉县六户镇已累
计种植赤松茸、羊肚菌超
750 亩，预计 2024 年底，
率先打造六户村、永繁村、
钢铁村 3 个产业示范带动
引领村，产值将超过 1800
万元。

图为：采摘菌菇（曾令
刚 摄）

突泉县“菌菇小镇”
林下“掘金”

山水林田湖草沙一起向“绿”系列报道之

以工代赈 共绘长卷

“三北精神”中的内蒙古力量系列述评

治沙离不开科学化

内蒙古打通首条清洁能源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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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全区已经建成的煤化工项
目近 100 项，产能 9000 余万吨。全区
煤制气产能居全国第 1 位，煤制烯烃、
煤制油、煤制乙二醇产能居全国第 2
位，年底我区宝丰煤制烯烃示范项目
建成投产后，烯烃产能将位居全国首
位。”近日，自治区发展改革委有关负
责人介绍。

近年来，内蒙古全力推动煤炭清
洁高效利用，致力于打造世界一流现
代煤化工产业示范区，五大优势让内
蒙古成为投资兴业的热土。

内蒙古自然资源禀赋“好”。煤炭、
稀土、石墨等 21 种矿产储量居全国第
一，2023 年全区煤炭产能、电力总装

机、新能源装机、外送煤炭、外送电量
稳居全国前列。

内蒙古政策支持力度“大”。国家
已将内蒙古布局为全国 4 个现代煤化
工产业示范区和煤制油气战略基地，
并放在第一位。自治区党委政府明确
提出，高质量打造现代煤化工产业链，
自治区政府出台了系列政策，提出煤
化工产业、用煤、用水、能耗、用地、科
技、财金、环保等 8 个方面的支持措
施，推动鄂尔多斯建设世界一流的现
代煤化工产业示范区。

内蒙古产业发展基础“实”。目前，
自治区煤炭资源探明储量 7323 亿吨，
居全国第一位，远景储量 1 万亿吨，占

全国远景储量的四分之一。探明萤石
储量约 2 亿吨、盐矿保有储量 5994.65
万吨，具有发展氯碱化工、氟化工产业
原料优势。

内蒙古发展增势蓄能“快”。全区
焦炭、电石、PVC、烧碱、氟化氢产能稳
居全国前列，计划到 2025 年我区煤化
工产业集群产值突破 2000 亿元，带
来的发展机遇前所未有。

内蒙古技术创新前景“广”。内蒙
古拥有现代煤化工专利技术 100 多
项，建成了世界首套催化气化和加氢
气化装置等，煤制油气产业装备自主
化率达到 90%以上，多项技术走在国
家乃至世界前列。 （李永桃）

内蒙古煤制气产能居全国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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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杨净毓）6 月 24 日，
由中央宣传部会同中央统战部、国家民
委举办的“铸牢共同体 中华一家亲”
主题宣传活动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乌
兰浩特市内蒙古民族解放纪念馆启动。

红色兴安，绿色发展。
了解内蒙古，从兴安盟开始。
兴安盟委书记苏和说，兴安盟作为

党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最早实践地、全
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盟和国家生态文
明建设示范盟、全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实践创新基地，具有优良的红色基
因和厚重的绿色底蕴。

1947 年 5 月 1 日，中国共产党领

导 的 第 一 个 省 级 少 数 民 族 自 治 政
权———内蒙古自治政府在兴安盟诞生。
在先后两次获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
范盟”的基础上，又被确定为打造新时
代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的样板区、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示范区、向世界展
示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优
越性的重要窗口试点。

兴安盟红色文化底蕴深厚，民族工
作基础扎实，成立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理论研究基地和实践研究中心，
创设 1088 个“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促进会”，全覆盖开展宣传教育，并在
全区率先启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示范盟”建设工作。
“我们着力打造‘兴安岭上兴安盟’

共有精神家园，推动各族群众人心归
聚、精神相依。全盟所有民语授课中小
学全部推行使用三科国家统编教材，打
造全区首个‘蒙古马精神’主题教室和

‘兴安领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体验
馆’，并发布全国首个域牌形象———‘兴
安岭上兴安盟’，各族群众归属感、认同
感全面凝聚，宣传家乡、建设家园的热
情空前高涨。 ”苏和说。 据了解，此次
主题宣传活动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为主线，组织媒体赴内蒙古、广西、
西藏、宁夏、新疆等地采访调研，第一批

次主题采访活动地点为内蒙古地区，主
题为“塞北草原谱新曲”，分为东线（兴
安盟、赤峰市）、西线（呼和浩特市、包头
市、鄂尔多斯市）同步开展。

《中国民族报》安宁宁说，作为一名
民族新闻工作者，讲好“中华民族一家
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故事，是一种责
任，更是一种情怀。

“我很庆幸自己是这个伟大时代的
亲历者、见证者，能用自己的镜头和笔，
记录民族地区面貌的日新月异、少数民
族群众生活的蒸蒸日上、各民族同胞携
手奋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昂扬激情。”
安宁宁说。

讲好“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故事，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种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