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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自治区发展改革委最新消息，

近期，自治区各部门认真落实自治区

党委、政府工作部署要求，主动作为、

真抓实干，推动政策落地工程取得新

进展。 其中，重大项目清单实施方面，

各地区强化要素保障、 加快前期工

作、做好组织实施。 截至目前，清单中

86 项重大项目已开工 54 个， 完成投

资 1105.64 亿元。

自治区发展改革委每周调度政

策落地工程推进落实情况，各方面工

作取得了积极成效。 重点任务清单推

进方面，189 项重点任务正在按时间

节点和进度要求有力有序推进，其中

8 项取得重大进展，16 项取得明显成

效，165 项取得新进展。如争取将重点

沙区旗县统筹纳入国家重大工程推

动实施，国家“三北”工程六期规划已

印发， 我区 103 个旗县 11 个重点项

目全部纳入规划实施范围。

争取配套政策出台方面，各部门

切实抓住了《国务院关于推动内蒙古

高质量发展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

新篇章的意见》出台的窗口期，加快

与对口部委沟通衔接。 截至目前，已

争取国家部委单位出台配套政策 32

项，拟出台 9 项，企业层面已出台配

套政策 4 项。

深挖国家战略潜力方面， 各地

区、各部门根据多年来的工作经验和

国家最新的政策导向，研究提出了工

作思路， 正在积极论证储备项目，全

力争取国家支持。对照 2024 年《政府

工作报告》， 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会同

相关部门梳理筛选出新增政策 29

项，已纳入政策落地工程清单统筹调

度、推动实施。“下一步，我们将强化

机制保障、加大争取力度、抓好项目

建设、紧盯重点任务，切实发挥好牵

头抓总作用，推动实现存量政策和增

量政策的叠加效应。 ”自治区发展改

革委有关负责人说。

（李永桃）

内蒙古 86项重大项目开工 54个

本报记者 迪威娜

春光明媚，微风徐徐。 在乌拉特中旗

温更镇“一镇一品”亿博十万只羊集约化

养殖示范产业园(�以下简称产业园)二期

项目建设现场，一派繁忙的景象，工人们

有条不紊进行施工作业， 紧锣密鼓地推

进工程进度。 该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出栏

乌拉特羊约 10 万只。

记者了解到， 该项目是深入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交给内蒙古自治区的五

大任务， 践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内蒙古

时作出的“抓好农畜产品精深加工和绿

色有机品牌打造， 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

发展，推动农牧业高质量发展”要求，扎

实推进旗域经济整体思路和“三四五”整

体布局，以发展“一镇一品”特色产业为

导向，按照“N+2+2+1+1”的“一镇一品”

特色产业总体布局， 通过招商引资方式

推动建设的“智能化、集约化、专业化”的

新型现代化示范性养殖产业园。

该产业园位于温更镇哈日朝鲁嘎查，

项目总投资 2800 万元，占地约 6 万平方

米， 建设内容包含 4 万平方米的智能化

集中饲养区一处， 集中饲养区配套草料

库、半封闭羊棚、双层养殖设施、青贮窖、

粪污处理及有机肥生产区。 据了解，产业

园践行“生态治理与镇域经济并举”理

念，采用光牧融合设计方案，建设约 3 万

平方米的光伏遮阳板，实现节能降耗，提

高冬季圈舍羊群越冬育肥效率。 同时，园

区还采取“党支部 + 合作社 + 养殖户 +

企业”的发展模式，形成党支部引领，合

作社代购代养，养殖户寄养，企业提供综

合化服务和全流程全生命周期运营，在

保障产业链原料供应、 增加集体和牧民

收入的同时有效减少草场载畜量。

2024 年， 预计完成智能化集中饲养

区约 4 万平方米， 集中饲养区配套饲草

料加工车间 1200 平方米，半封闭羊棚 6

座。

“温更镇草场地形复杂，牧草低矮丰

茂，生长着索胡、沙葱、荆棘、灌木等 600

多种野生优质牧草和 400 多种药用植

物。 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气候孕育出了‘二

狼山’白绒山羊、乌拉特熊猫羊等稀有而

珍贵的乌拉特羊品种。 ”乌拉特中旗温更

镇党委副书记、 政法委员都仁巴雅尔表

示， 亿博十万只羊集约化养殖产业园的

正式开工，加快推进牧业转型发展，实现

“生产、生活、生态”共融的良好局面，引

导牧民转变生产方式，转变经营方式，转

变产业结构。

产业园建成后， 预计带动嘎查集体

经济年增收 5 万元以上。 在销售体系、品

牌建设方面，依托“温更二狼山”

TM

商标，

培育区域公共品牌影响力，积极推动“蒙

餐输出”“草原文化输出”，借助乌拉特中

旗旗委、政府实施“蒙渝产业协作”方向，

大力拓展“川渝烤全羊”“火锅涮肉”市

场，结合冷鲜空运，通过“品牌双向赋能”

方式，提高“二狼山”绒山羊、“乌拉特熊

猫羊”品牌，做强养殖端、做精加工端、

做大消费端，打造集养殖、智慧畜牧、

溯源 、加工、冷链物流 、文化输出、连

锁商业于一体的牧民“乌拉特熊猫羊”

全产业链的特色产业，擦亮“乌拉特羊”

品牌，打响乌拉特生态有机羊肉招牌。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公室

举行自治区一季度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

布会。 据发布会介绍，一季度全区经济运

行稳中有升、开局良好。

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

一季度全区地区生产总值 5604 亿元，按

不变价格计算， 同比增长 5.9%。 分产业

看，第一产业增加值 177 亿元，同比增长

7.2%；第二产业增加值 2730 亿元，增长

8.1%；第三产业增加值 2697 亿元，增长

4.1%。

农业生产形势良好，畜牧业稳

定增长

一季度， 全区农林牧渔业增加值同

比增长 7.1%。春耕备耕有序推进，农业生

产要素保障充足。 畜牧业生产态势良好。

一季度，全区猪牛羊禽肉产量 44.0 万吨，

同比增长 8.0%。 其中，牛肉、羊肉产量分

别增长 9.8%和 4.9%。 牛奶产量增长

4.6%。 一季度末，全区生猪存栏 592.5 万

头，增长 2.6%；牛存栏 950.1 万头，增长

7.9%；羊存栏 6947.7 万只，增长 0.9%。

工业生产稳中有升，装备制造

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势较好

一季度， 全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 7.1%，比 1—2 月份加快 0.1 个

百分点。 分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增加值同

比增长 2.5%，制造业增长 12.1%，电力、

热力、 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长

13.1%。 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5.8%， 比 1—2 月份加快 2.2 个百分

点 ； 高 技 术 制 造 业 增 加 值 增 长

38.3%，加快 2.2 个百分点。分经济类

型看，国有控股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1%； 股份制企业增长 7.1%， 外商

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增长 10.5%。 分行业

看，七成行业增加值实现增长，超五成行

业较上年同期增速加快。 从规模以上工

业主要产品产量看， 原煤产量 3.2 亿吨，

同比增长 2.9%； 发电量 1950.4 亿千瓦

时，增长 12.3%，其中，风力发电量 372.1

亿千瓦时，增长 12.9%；乳制品产量 114.2

万吨，增长 2.1%；钢材产量 853.3 万吨，

增长 12.1%。 1—2 月份，全区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营业收入 4391.6 亿元， 实现利润

总额 444.3 亿元。

服务业稳定增长，现代服务业

增长较快

一季度， 全区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

长 4.1%。其中，批发和零售业增加值同比

增长 4.2%，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长

9.0%，住宿和餐饮业增长 4.7%。 1—2 月

份， 全区规模以上服务业营业收入同比

增长 3.4%。全区规模以上服务业 10 个行

业门类中，8 个行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现代服务业增长较快，信息传输、软件和

信息技术服务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1.3%，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增长

12.7%。

（下转 2版）

本报记者 王子旺

黑城蒙古语为“哈日浩特”，位于阿

拉善盟额济纳旗东南， 是“草原丝绸之

路”上现存最完整、规模最宏大的古城遗

址。

黑城始建于西夏时期， 是河西走廊

通往漠北的必经之路和交通枢纽， 在历

史上占有非比寻常之位。 1226 年，成吉思

汗率领大军征伐西夏， 首先攻克了黑水

城， 并由此南下， 直取西夏的国都中兴

府，后西夏灭亡。 1372 年明军兵锋直指黑

城，攻克后此城再无人居住。

黑城确有宝藏，而在历史上，宝藏的

发掘者是来自俄国的探险家。 经过数次

疯狂地挖掘， 不计其数的文物被他们用

百峰骆驼运到圣彼得堡。

黑城出土的文物， 有大量的文书资

料，系宋、夏、金、元时期的写本和刻本，

均属珍本、善本或孤本，其历史价值与文

化价值弥足珍贵，距今已有 700 至 900 的

历史。 那些珍贵的书卷和文物中，有一种

已经在人类历史中消失了的神秘文

字———西夏文。

据记载，西夏文是西夏景宗李元昊命

大臣耶律仁荣创制，3 年始成，共 5000 余

字，结构仿汉字。 在黑城埋藏了几百年的

西夏文，褪去神秘，成为解读西夏王朝的

一把钥匙。

中国最早知道和接触黑城文书的学

者是罗振玉。 1912 年，他在圣彼得堡大学

看到了西夏文、汉文双解词典《番汉合时

掌中珠》中的一页，深知该书的重大学术

价值。 次年借得其中的 9 页，付诸影印。

直到 1987 年，中国学者史金波和李范文

才以中苏交换访问学者的身份来到圣彼

得堡， 首次亲自批阅了西夏文献。 1993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古籍出版社以

《俄藏黑水城文献》为名，编辑出版在圣

彼得堡收藏的黑城全部西夏文、 汉文及

部分其他文字文献。

2001 年， 黑城被列为国家级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并纳入居延遗址保护区。

本报记者 迪威娜 通讯员 郭苗苗

林果、林药、林企……近年来，赤

峰市林西县新城子镇结合实际明确

了走封山禁牧、植树造林、恢复植被、

大搞生态建设的发展之路。 依托地理

位置优势，发展林果产业、林下经济。

因地制宜搞栽植， 对准市场调结构，

向生态效益要经济效益， 经过 20 多

年的不懈努力和一系列有效举措的

落实，形成了林上有果、林下有药、林

边有企的生态美、 产业兴的新景象。

目前，当地果树进入盛果期，亩收入

稳定在 4000 元左右， 通过在经济林

下种植中草药， 每亩总收入可达

8000 元以上。

林上有果。 新城子镇人民政府牵

头，联合赤峰市林业科学研究所等科

研单位和有关企业，建立野果基生态

基地标准化示范点，全面推动标准化

生产，夯实本地林果产业发展林果产

业基础建设，辐射带动全镇建立起集

栽植、生产、收储为一体的完整林果

产业链条， 实现果树栽培标准化、产

业化、品牌化、规模化的良性循环，实

现可持续发展，提高综合效益。 目前，

新城子镇有吉红 123 小苹果、锦秀海

棠、安国梨等经济林 4 万余亩，年产

鲜果 3 万吨，总产值达 9000 万元。形

成了 5 个生态经济林产业园区，覆盖

8 个行政村、4000 户农户。

林下有药。 在稳定发展林果产业

的基础上，同时发展林下经济———林

下中草药种植。 先后在七合堂村经济

林下种植赤芍、苍术 1000 余亩，在海

棠湖村经济林下种植桔梗等 800 余

亩，在大金沟村经济林下种植中草药

1200 余亩，中药材种植达到 2 万亩，

并一直带动周边农户不断扩大种植

面积， 品种主要包括苍术、 桔梗、防

风、白芍、白鲜皮、黄芩、苦参、棉芪

等， 平均每年亩产净收入约为 5000

元。

林边有企。 通过成立“九佛山”野

果种植专业合作社等，从推广多元化

品种经济林种植出发，在重点栽植内

蒙野果吉红 123 的基础上， 培育了

K9、安国梨、黄太平等 10 余个易受消

费者青睐的品种，推行“三统一”经营

模式，闯出了“内蒙古野果”品牌，内

蒙古野果目前通过合作社及经销商

已销售到缅甸、 泰国等东南亚国家。

其次，从延伸产业链条，提高果品附

加值出发，引进“天拜山”果饮、蒙果

鲜等农牧业龙头企业，配备大型水果

冷藏窖等相关设施， 建立了“企业 +

合作社支部 + 农户” 利益联结机制，

形成了产业链，实现新鲜水果就地转

化增值。 在中草药方面，建立内蒙古

草原中药材交易市场，实现了中药材

产品展示、线上线下交易、晾晒分拣、

初加工、仓储物流、农机服务、专业技

术培训、计量检测、信息发布等功能。

以前靠山吃山，现在是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

近年来，新城子镇以“村党总支 +

合作社 + 市场 + 订单” 模式为引擎，

依托万亩经济林，大力推行经济林下

种植中草药模式，做足“林业 +”文章，

规范化林药间作带动果农实施更加

精细化的果树田间管理， 林果药

材互利互惠， 产业结构实现了从

“单一化”到“多元化”的转变，促

进林地增绿、林农增收、林业增效，奋

力走出一条林下经济绿色高质量发

展之路。

本报记者 王丰

在内蒙古，防沙治沙从来不是一

道“要不要做”的选择题，而是“必须

要做”的必答题。 把沙漠、荒山变绿

地，再从绿地收获财富，内蒙古人在

与风沙持久的斗争中逐渐掌握主动

权，实现了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

退”再到“人沙和谐”的巨大转变，走

出了一条具有内蒙古特色的防沙治

沙道路，为根治土地荒漠化、沙化这

个“地球的癌症”贡献了“内蒙古智

慧”。

据 2014 年第五次荒漠化和沙化

土地监测结果显示，内蒙古荒漠化土

地面积由 2009 年的 61.34 万平方公

里减少到 60.92 万平方公里，净减少

4169 平方公里；沙化土地由 2009 年

的 41.13 万平方公里减少到 40.79 万

平方公里，净减少 3432 平方公里。 全

区森林覆盖率由 2003 年的 17.51%

提高到 2021 年的 23%， 草原综合植

被盖度由 2000 年的 30%提高到

2021 年的 45.03%，实现森林覆盖率、

草原综合植被盖度持续“双提高”。

今年内蒙古计划高质量完成沙

化土地综合治理 1500 万亩， 同时加

快推进防沙治沙和风电光伏一体化

工程建设，全年新增新能源装机 1320

万千瓦、配套完成沙化土地综合治理

230 万亩。

如今，内蒙古多措并举，把防沙

治沙与发展地方经济、增加农牧民收

入紧密结合，探索出多种类型的产业

化防治模式，重点培育发展沙生植物

种植与开发利用、特种药用植物种

植与加工经营、 沙漠景观旅游等

产业，走出一条“行政推动、政策

促动、产业拉动、典型带动”的防沙治

沙新路子。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随着沙

地综合治理力度的不断加大，内蒙古

利用沙、水、光、热等资源，发展风电

光伏一体化工程，实施农牧林沙综合

经营，走出治理与开发相结合，生态

效益与经济效益相促进、人与自然和

谐相处的新路子。

“草木植成，国之富也。 ”良好生

态本身蕴含着经济社会价值。 当人与

自然和谐相处时，自然的回报必是慷

慨的。

4 月 21 日，包头市一季度重大项目观摩推进会拉开帷幕，在重点项目建设现场的“春忙图”上，处处呈现着追赶

超越、全力奔跑的“速度”和“热度”。 各旗县区正以项目建设之“进”，书写包头经济发展“春天的故事”。

图为：包头市盛达鑫金属有限公司新建年产 8 万吨 PC钢棒生产线。 （刘晓婷 宫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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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