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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落实“五大任务” 推动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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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疆文化之历史长廊

从自治区财政厅传来消息：6 月，

自治区财政下达首批汽车以旧换新补

贴 2.14 亿元，支持在全区范围内开展

汽车以旧换新。

为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

以旧换新， 着力促进内蒙古汽车消费

市场升温，进一步打造高效能、低能耗

产业发展格局， 按照国务院相关工作

部署和《内蒙古自治区汽车消费品以

旧换新实施方案》要求，自治区财政厅

积极统筹财力，加大财政补助力度，在

中央财政补贴基础上， 将补贴标准提

高 2000 元 / 辆。 即：对符合相关条件

的个人消费者购买非营运新能源乘用

车、2.0L（含）排放标准以下的非营运

燃油乘用车，分别按照 12000 元 / 辆、

9000 元 / 辆的补贴标准给予补贴。

下一步， 自治区财政厅将按照汽

车以旧换新工作进度， 会同有关部门

拨付后续补贴资金， 助力全区大规模

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 进一步

促进自治区汽车消费升级， 推动绿色

低碳发展，激发市场活力。

(杨帆)

本报记者 张鑫

今年以来，包钢股份把加快发展新

质生产力、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作为重

点工作任务，坚持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

级，“点燃”产业向新、向高、向绿进阶新

引擎，从既有生产力中蝶变生成新质生

产力，绘就出一幅“新兴”向荣的发展实

景图 。

近日，包钢股份成功批量生产出口

H400 级过共析高强耐磨钢轨， 标志着

包钢钢轨在国际高端重载铁路市场推

广应用中取得历史性重大突破。

重载铁路运输因其运能大、 效率

高、成本低受到世界各国铁路部门的广

泛关注。 近年来，在中国、澳大利亚、巴

西、 美国等重载铁路密集的国家和地

区，随着重载货车轴重、速度和年运量

的持续增加，对钢轨选材及运输安全等

方面提出了更高要求。 在重载线路钢轨

服役过程中，面临磨耗大、剥离等问题，

通过全世界行业内钢轨产品对比应用

表明， 过共析钢轨具有更高的强度、硬

度和耐磨性，在大轴重线路、小半径曲

线中表现出良好的综合服役能力，相比

现有标准中高性能 H370 级钢轨得到

明显改善。

产业发展，稳中有进需要新质生产

力。 针对用户此次对产品高性能指标等

要求， 包钢股份技术中心接到订单后，

迅速展开攻关， 依托包钢铌资源优势，

自主设计 H400 级过共析钢轨成分体

系，与炼钢厂制定高碳钢铸坯中心低偏

析、 高洁净度过共析钢轨钢控制技术。

与轨梁厂共同制定在线热处理工艺，三

天内高效完成两次工业试验，掌握了过

共析钢轨精准热处理技术，同时采用万

能轧制工艺和低应力矫直技术，保证成

品钢轨尺寸精度和高的平直度要求，

最终实现了从研发到批量生产，按

期完成 H400 级过共析钢轨生产供

货， 钢轨各项性能检验均超额满足

技术要求。 包钢集团作为我国乃至世界

重要的钢轨生产基地之一，自在线热处

理生产线投产运营以来，不断推进产品

升级换代，开发高强耐磨热处理钢轨和

自主稀土轨品牌产品，目前已实现国内

外钢轨标准 H320 至 H370 级钢轨批量

生产能力。 近年来，瞄准国内外重载线

路用钢轨要求， 包钢股份深入开展

H400 级过共析钢轨研制， 为我国重载

铁路线路维护成本降低、行车安全提升

提供优质产品。

此次高强耐磨过共析钢轨成功批

量生产，标志着包钢股份钢轨研发生产

能力进入世界一流水平，有效增强了我

国重载钢轨产品和技术在国际市场的

竞争力、影响力。

6�月 30�日， 包钢稀土钢板材厂 1�

号 RH�精炼炉蒸汽泵改造工程正式投

产。 该工程标志着该厂在提高生产效

率、优化产品质量和推动绿色制造方面

迈出重要一步，为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

展、打造绿色高效产线奠定基础。

“钢铁产业要积极发展并拥抱新质

生产力，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 而产业

发展的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正在形

成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

色生产力。 ”包钢集团国贸公司总经理

袁斌介绍，稀土被誉为“现代工业维生

素”和“21 世纪新材料宝库”，加入到钢

中， 能够极大提高钢铁材料的塑性、韧

性、耐磨性与耐蚀性，物理性能也能得

到极大改善，包钢股份在技术和研发上

推动了稀土钢产品的迭代升级，突出了

稀土钢的功能性， 用途更加精确化，产

品更具竞争力。 此外，在采购和销售端，

围绕稀土钢的结合进行大力推广，目前

产品的国内国际市场认可度在进一步

提升。

“绿色低碳转型是高质量发展的客

观要求。 包钢股份坚持把实现绿色低碳

发展作为企业重任，推动产品向‘绿’聚

焦、向‘绿’而行。 ”袁斌表示，今年以来，

包钢开展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推动更多新产

品、新技术、新业务开发应用，绿色高端

的“包钢制造”在交通建设、基建工程、

新能源等领域熠熠生辉。

本报记者 王子旺

在黄河北岸，有一片古老而神秘

的土地———和林格尔。 这里不仅以其

丰富的自然资源闻名遐迩，更因其深

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而备受关注。 尤其

是土城子遗址， 更是见证了从春秋、

战国、秦汉到魏晋、隋唐、辽金元这两

千多年间的风云变幻。

土城子遗址位于和林格尔境内，

是内蒙古地区沿用年代最长的古城。

战国时期，土城子遗址属于赵国的云

中郡，称边城；汉朝为定襄郡，称成乐

县；三国时期，拓跋鲜卑南下，在成乐

城址上建立了北都，改称盛乐，北魏

定都盛乐 ，后迁都平城（大同）定为国

都，但仍然将盛乐城作为北都；到了

唐代设立云州都督府，后来改为单于

大都护府。

唐代以后虽然没有大规模的营

建，但是到了金代、辽代、元代，这个

地区还有相应的行政建制。

经过多年的考古发掘，这里出土

了大量珍贵的文物，涵盖了从春秋到

元朝各个历史时期的遗迹。 这些文物

不仅展示了古代人们的生产生活状

况，还揭示了不同文化在此地的交流

与融合。

在土城子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出

土了大量的陶器、青铜器、铁器、瓷器

等文物。 这些文物不仅种类繁多，工

艺精湛，而且保存完好，为研究中国

古代历史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例

如，战国时期的青铜剑、秦汉时期的

陶罐、隋唐时期的瓷器、辽金元时期

的建筑构件等，每一件文物都诉说着

属于那个时代的独特故事。

土城子遗址不仅是内蒙古地区

重要的历史文化遗存，更是古代东西

方文化交流的重要节点。 通过这条古

老的丝绸之路，中原文化和草原文化

在这里交汇，推动了中华民族多元一

体格局的形成。 此外，该遗址还反映

了古代城市管理、社会结构、经济发

展的状况， 具有极高的历史研究价

值。

为了更好地保护和利用这一宝

贵的文化遗产，当地政府采取了一系

列措施， 积极推动文化遗产旅游，让

更多的人了解和感受这段辉煌的历

史。 土城子遗址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

和悠久的历史文化，成为中华文明的

重要组成部分。

本报记者 迪威娜

通讯员 斯日古冷 赵泽华

“不与良田争地， 不和草木为敌，

不怕山高林深，不负山青水绿。 ”这四

个“不”是对巴彦淖尔林下产业发展的

形象描述。

近年来，巴彦淖尔市依托境内山、

水、林、田、湖、草、沙生态要素，不断做

大做强经济林产业， 高标准发展梨果

产业。 巴彦淖尔市与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签订了合作框架协议，引进“西农栽

培模式”，建成杭锦后旗、五原县经济

林试验站，强化示范引领作用。

截至 2023 年底，巴彦淖尔市梨果

类面积超 14 万亩、产量超 12 万吨，梨

果类经济林标准化示范园 59 个，已陆

续打造出“河套酥梨”“二丑”等 10 多

个梨果品牌。 各旗县区利用电商平台

开启优质果品“触电上网”销售方式，

全市 50%的鸡心果、20%的河套酥梨

通过线上销售。

规模化推动酿酒葡萄产业。目前，

已建成年产 500 吨有机高端葡萄酒

庄 1 座，引进赤霞珠等酿酒葡萄品

种 18 个、红提等鲜食葡萄品种 10

个， 内蒙古诺民农林开发有限公

司、 磴口县盛世千源农林有限公司等

企业累计种植酿酒葡萄近 0.15 万亩。

诺民公司已经生产出了品质很高的漠

北金爵葡萄酒， 设计年产 300 吨的葡

萄酒窖、酒庄等已经投产，目前年产葡

萄酒 120 吨， 酿酒葡萄产业的经济效

益已经显现。

巴彦淖尔市属西北道地药材产区

带， 是内蒙古自治区重要的中药材原

产地和主产地。多年来，大力推广肉苁

蓉产业。 截至 2023 年底，该市梭梭接

种肉苁蓉面积约 21.1 万亩， 年产量

970 吨。 引种推广中草药产业。 2020

年以来， 杭锦后旗引进内蒙古得乐沃

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开展林下中草药

种植试验示范。 先后引种以皂角、酸

枣、连翘、金银花为主的木本类和以白

芍、赤芍、防风、板蓝根、射干为主的宿

根类中草药品种 29 种。

2024 年， 乌拉特前旗种植芍药、

甘草、黄芪、桔梗等 2320 亩。 目前，乌

兰布和沙区引进金丰、 王爷地等中草

药企业 40 余家，主要种植甘草、锁阳、

黄芪、枸杞等。

此外，积极发展林农结合、林畜结

合模式，有效促进林下资源的开发。 乌

拉特前旗积极打造契丹香果、鸡心果、

杜梨 + 小麦、沙葱、葫芦、小米和酸枣

+ 辣椒等林下间种模式，2024 年，间

种面积达到 5281 亩。 五原县、杭锦后

旗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探索试验林下

放养鹅、鸡模式，解决林间杂草和害虫

清理问题，同时，鸡鹅粪还田还能提高

土壤肥力。

早在 2011 年，磴口县就率先开展

光伏治沙项目， 将光伏发电与生态治

理相结合，大力推行“以光锁沙、以草

固沙、以树挡沙、以沙生金”的林草光

互补治沙新模式。 在实施防沙治沙和

风电光伏一体化工程方面， 巴彦淖尔

市本着“因地制宜、科学治理，治用并

举、三生共赢”的思路和原则，优化布

局，分沙漠沙地、阴山北麓、河套平原 3

大区域。光伏 + 生态治理，统筹防沙治

沙和管沙用沙，既防沙害，又用沙利，

系统推进增绿、增能、增收，板上发电、

板间种植、板下修复，大力发展有机种

养殖、中药材种植等产业，实现新能源

开发、 生态修复和产业发展“一举三

得”。

生态美连着旅游旺。 巴彦淖尔市

积极推动保护生态和发展生态旅游相

得益彰，已建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地 24

处，其中自然保护区 9 处、沙漠公园 4

处、地质公园 2 处、森林公园 2 处、湿

地公园 7 处， 丰富的生态资源为旅游

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2024 年，巴彦淖尔市计划创建自

治区级绿化美化示范县 1 个、 森林乡

镇 5 个、绿化美化示范村 70 个。 巴彦

淖尔市在国有场圃建设 5 处保障性苗

圃， 新增育苗面积 2000 亩、4000 万

株，为打好黄河“几字弯”攻坚战发挥

好保障性苗圃的支撑保障作用。

从春的播种、 夏的繁茂至秋的收

获、 冬的蕴藏， 每一株高大挺拔的树

木，每一片铺青叠翠的山林，每一张因

绿而富的笑脸，都映射着巴彦淖尔“林

+”模式走出的坚实步伐、收获的累累

硕果和绿色振兴的澎湃力量。

本报记者 王丰

产业是高质量发展的根基。 动能

转换，聚力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就要

不断夯实产业这个根基， 光伏治沙也

是如此。

鄂尔多斯市在库布其沙漠北缘、

黄河南岸将规划建设总长约 400 公

里、平均宽约 5 公里的“光伏长城”，实

现光伏治沙 300 万亩， 生态治沙 900

万亩。 在毛乌素沙地建设长约 280 公

里“一廊多点”风电光伏项目，实现光

伏治沙 70 万亩，生态治沙 230 万亩。

到“十四五”末，通辽市新能源装

机将达到 2000 万千瓦以上，占总电力

装机的 60%以上； 新能源发电量 500

亿千瓦时以上， 与火电发电量基本持

平。其中，通过增量负荷实施绿电替代

工程， 成为通辽市促进新能源就地消

纳的重要举措。

内蒙古沙漠资源丰富， 中国八大

沙漠有 4 个在内蒙古， 中国的四大沙

地都在内蒙古， 这为内蒙古利用沙漠

资源，向沙漠要效益、向沙漠要产业提

供了先决条件。

光伏发电本来与治沙并不相关，

但它却给治沙带来了新的希望， 也给

沙漠带来了新的产业。 由于光伏板可

降低风速，减少地表蒸发量，清洗光

伏板的水源还能灌溉板下土地，发

展板下种植养殖 ， 实现“光牧互

补”，在发电的同时还能治沙，改善

生态环境。 板下可种植优质牧草和药

材等作物，板间可养鸡和养羊，畜禽粪

便还田治沙改土，达到“板上发电、板

下种植、板间养殖、治沙改土、乡村振

兴”的效果。

向沙漠要效益、向沙漠要产业。 就

要步步为营，久久为功，随着一个又一

个短期目标实现，积少成多，由量变带

来质变，内蒙古光伏治沙新产业的“脊

梁”必然挺得更直更高，内蒙古绿色低

碳高质量发展必将迎来灿烂明天。

近年来， 乌兰察布市兴和县积极调整

种植业结构，因地制宜发展冷凉蔬菜产业，

初步形成了蔬菜种植、仓储、加工、销售为

一体的产业链条。 今年，大库联乡蔬菜种

植面积达 3.15 万亩， 种植蔬菜有西芹、甘

蓝、白菜、辣椒等 10 余个品种，并建成恒

温库 5 座， 库容累计达到 2 万立方米，农

产品储藏能力提升至 12000 吨，同时带动

周边群众 1000 多人务工就业， 预计人均

年增收 4.5 万元。

图为：7 月 3 日在兴和县大库联乡曹

四夭村蔬菜种植基地，科技特派员向种植

户讲解大棚栽培技术管理、病虫害防治等

相关知识。 （张晓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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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下达 2.14亿元支持汽车以旧换新

对符合相关条件的个人消费者购买非营运新能源乘用车、2.0L

（含）排放标准以下的非营运燃油乘用车，分别按照 12000 元 / 辆、9000

元 /辆的补贴标准给予补贴

生产车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