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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呼和浩特，遇见土炉焙子

从自治区工信厅传来消息，今年上

半年，全区生物医药产业总体呈现稳中

有升的良好态势。 1—6 月，全区生物医

药产业实现工业产值约 143.8 亿元，同

比增长 6.3%；工业增加值增速 5.7%，高

于全国 3.7 个百分点。

生物医药产业是自治区着力推进

建设的 8 大产业集群之一。 目前，全区

正按照《内蒙古自治区先进制造业集群

建设行动方案》， 重点建设生物医药先

进制造业集群。 按照计划，将以呼和浩

特、通辽、赤峰、巴彦淖尔、呼伦贝尔为

核心，以金宇保灵、双奇药业、圣雪大

成、蒙药股份、联邦制药、奥特奇蒙药、

齐鲁药业等企业为龙头，依托生物疫苗

创新中心和兽用疫苗国家工程实验室

等创新平台， 确立集群发展促进组织，

加快非洲猪瘟等重大动物疫病、布鲁氏

菌病等人畜共患病、牛结节性皮肤病等

疫病疫苗研发， 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

术，重点推动生物疫苗提档升级、原料

药企业向成品药和制剂延伸，打造全球

领先的动物疫苗研发生产基地、小品种

氨基酸生产基地和全国原料药生产基

地， 建设培育自治区级先进制造业集

群。

今年以来，全区各盟市立足各地优

势特色，在布局谋划、招商引资、项目落

地、要素供给等方面发力，着力推动生

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呼和浩特市正

在重点围绕动物疫苗开展研发、攻关和

延链强链，全力打造国内一流的生物疫

苗研制基地， 预计到 2025 年总产值突

破 500 亿元；通辽市把生物医药产业作

为全市重要支柱产业，聚焦生物医药产

业延链补链强链精准招商，全力推动生

物医药产业规模化、集聚化发展；赤峰

市着力打造百亿级医药产业集群，如

今，已形成涵盖化学药、原料药、中蒙

药、医药中间体、兽用药品和医疗器械

的赤峰医药产业体系……上半年，全区

各盟市生物医药产业招商引资积极性

和靶向性不断增强，全区共举办招商引

资活动 60 余次，洽谈项目 70 余个，落

地项目 20 多个。 全年计划开工生物医

药项目 62 个，总投资 142.8 亿元，其中

新建项目 29 个，续建项目 33 个，完成

投资 31.2 亿元。 （康丽娜）

本报讯（记者 迪威娜）日前，呼和

浩特盛乐国际机场航站楼指廊建设工

程弱电系统桥架敷设通过阶段性验收，

标志着航站楼指廊建设工程弱电系统

正式进入下一阶段的任务推进，为后续

工作奠定了基础。

此次阶段性验收涉及航站楼指廊

建设工程弱电系统桥架安装， 涵盖南、

北指廊一层和二层， 验收组对桥架、跨

接线、伸缩节、支架等内容进行了严格

的检查和评估，对设计方案、安全技术

交底、施工组织设计、施工日志等进行

了认真检查， 认为符合建设的规范性，

内业资料完整，同意通过阶段性验收。

据悉，盛乐机场定位为国内重要的

干线机场、区域枢纽机场，是京津冀机

场群的主备降机场和“一带一路”倡议

的重要交通节点，被定位为连接中国与

俄罗斯、蒙古国、亚太区域和欧洲的重

要纽带，肩负着“一带一路”西北驿站和

中国向北开放“桥头堡”的重要责任。

其航站楼主楼、飞行区跑道滑行道

系统按照满足 2030 年旅客吞吐量

2800 万人次、 货邮吞吐量 32 万吨、飞

机起降 24.4 万架次需求设计， 对于促

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满足人民出行

需求具有重要意义。 该机场力争今年年

底竣工验收，2025�年四季度通航。

“工业用水不仅实现了循环利用，

而且还实现了污水零排放……”8 月 2

日，记者来到位于乌海市乌达产业园的

内蒙古恒业成有机硅有限公司，在企业

的循环水站，企业工程技术部工程师纪

海双兴致勃勃地向记者介绍去年投入

使用的废水处理再利用系统。

“通过利用电化学原理将水中的成

垢离子以水垢的形式预先析出，一次性

解决了工业循环水结垢、菌藻滋生及腐

蚀三大问题， 既提高了设备使用寿命，

也提高了循环水系统运行浓缩倍数，降

低了排污水量和补充水量，现在每年可

节水约 30 万吨，节约费用上百万元。 ”

纪海双说，在这套系统的加持下，循环

水通过电化学装置处理后变成了洁净

水，不仅可以作为生产水回用，而且降

低了新水补充量。

如今，通过“管理 + 技改”相结合的

方式，内蒙古恒业成有机硅有限公司水

资源利用效率取得了新突破，实现了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赢，企业还成功

获评自治区节水标杆企业。

作为一座沙漠交汇处的城市，乌海

市常年干旱少雨，人均水资源量远低于

全国平均水平， 同时作为一座工业城

市，乌海市工业用水在总用水量中占比

较高。 如何“精打细算”，让工业企业用

好水资源对乌海市尤为重要。

这些年为推进工业节水减排，乌海

市完善市、 区两级取用水管控体系，强

化“审、批、取、供、用、节、排”全过程管

理，要求新上工业项目全部达到领跑定

额标准。

同时，在全国率先开始水预算管理

探索，借鉴财政零基“预算”管理模式，

树立“像管钱一样管水”的理念，制定

《乌海市水资源预算管理实施方案》，按

照“先预算、后用水，无预算、禁用水”的

基本原则，对配置水量细化分解、逐月

调度、动态调整，将节余的水指标纳入

市场化配置，鼓励进行水权流转，推动

实现水资源动态精细化管理。

2023 年以来， 乌海市建成自治区

级节水标杆企业 1 家，自治区级节水型

企业 6 家，乌达产业园被评为自治区级

节水型园区，8 家企业获评市、区级节水

型企业。 19 家企业实施节水技改，共节

水 637 万立方米。

一方面，乌海市推动工业企业“节

流”用好每一滴水，另一方面，乌海市通

过“开源”不断破解工业缺水之忧。

这些天， 在海南区巴音陶亥镇，乌

海市巴音陶亥非常规水资源化建设工

程建设正酣。 工人们各司其职，加快施

工进度，为 8 月中旬工程建成投用奠定

基础。

“这个工程将有效收集处理巴音陶

亥镇万亩滩灌区退水、盐碱化治理降水

及居民生活污水等非常规水。 这些收集

上来的非常规水在经过处理之后通过

加压泵站和管道输送至与之相隔 10 多

公里的乌海市低碳产业园，为园区企业

生产提供用水补充。 ”乌海高新供排水

公司副经理董海亮介绍，工程投用后预

计每年可提供非常规水 1200 万立方

米，此举在最大程度降低巴音陶亥万亩

滩地区耕地盐碱化程度的同时，还将有

效解决低碳产业园水资源紧缺状况，实

现水资源综合利用。

如今，乌海市的再生水、矿井水、苦

咸水、微咸水、积蓄雨水等非常规水源

正在被纳入区域水资源统一配置，成为

“工业第二水源”。 2023 年，乌海市再生

水利用量达 0.25 亿立方米、 再生水利

用率达 94%。

与此同时，乌海市还创新推动“以

工补农，以农哺工”跨行业水权交易，省

内跨区域水权交易以及本市企业间水

权交易，并探索跨省区水权交易，努力

让水资源的价值实现最大化。

目前，乌海市累计购入巴彦淖尔市

外调水指标 5545 万立方米， 有效解决

90 余户工业企业用水问题； 率先在自

治区建成地级市水权交易电子平台，累

计指导企业完成水权交易 52 笔， 盘活

水指标 2958 万立方米。

“乌海市将坚持‘开源、节流、挖潜、

建机制、布水网’多措并举，不断完善预

算 + 计划 + 定额‘3+’ 水资源管理制

度，高质量建设国家典型地区再生水利

用配置优秀试点城市、全国水预算试点

城市，走出一条水资源节约集约安全高

效利用的特色路子。 ”乌海市政协党组

成员、乌海市水务局局长李和平说。

（据《内蒙古日报》）

本报记者 王子旺

在历史的长河中， 有些地方因其独特的

地理位置和文化背景而成为时代的见证者。

位于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的沃野镇故

城便是这样一个地方。 作为北魏六镇起义的

发生地，这里不仅承载了丰富的历史文化，如

今也在现代化进程中焕发出新的生机。

沃野镇故城，是北魏时期六镇之一。公元

5 世纪至 6 世纪初， 北魏王朝为了防御柔然

的侵扰， 在北方边境设立了 6 个重要军事据

点，自西而东为沃野、怀朔、武川、抚冥、柔玄、

怀荒 6 镇。这些城镇不仅是军事重地，也是当

时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的中心。北魏孝明帝

末年，权贵奢侈，守宰暴敛，赋役、兵役繁重，

百姓纷纷逃亡或依附豪强。 而长期戍守北边

的沃野等六镇的将卒因待遇骤降而不满，遂

于正光四年（523）爆发“六镇起义”。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沃野镇故城因山

洪和黄河水冲刷致使城墙倒塌，被沙土覆盖，

最终消亡。

故城为中、东、西三城连城，呈“凸”字形。

城内到处遗有砖瓦和碎陶片， 曾出土有瘦莲

花纹瓦当，均属北魏遗物。城墙早已坍塌成土

垄，现存垄宽 40 米，残高 1—2 米，中城向南

开一门，门东、西两侧有高大土堆，残高 8 米，

为古镇城的瞭望楼遗址。

近年来， 随着国家对文化遗产保护力度

的加大以及地方经济的发展， 沃野镇故城重

新进入人们的视野。 当地政府在保护历史遗

址的同时，积极推动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使

得沃野镇故城焕发出了新的活力。

2006 年 5 月，沃野镇故城作为南北朝古

遗址， 被国务院核定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

盛夏的呼伦贝尔市阿荣旗复兴镇，

郁郁葱葱的沙棘林遍布曾经的荒山。

从 2021 年起，该镇选择沙棘作为当地

绿化荒山的主要树种， 先后在地房子

村、大兴村等 6 个村种植沙棘 25 万余

株，全镇完成荒山绿化面积达到 1950

余亩。其中天台岭村、大兴村等先行村

植被恢复成效显著， 在典型的裸露砒

砂岩区域，出现了沙棘林，林下植被也

日趋多样化。

为保证沙棘成活率， 该镇派技术

人员逐村指导的同时， 会对各村沙棘

的成活率及长势进行验收， 督促农户

对沙棘苗木精养护、 严管理， 自觉禁

牧、不断补植。 通过连续 3 年的努力，

全镇沙棘整体成活率达 90%以上。 除

了种植养护， 镇里还把林下经济作为

荒山资源转型发展的重要依托， 通过

在沙棘林下养殖家禽、 种植中草药获

取经济效益， 有效度过沙棘结果前的

经济空窗期。

2023 年起，该镇党委政府制定了

镇域内沙棘栽植 1 万亩 100 万株的总

体规划， 并在现有苗木的基础上逐年

扩大种植规模。 预计在 2024 年底，可

实现全镇沙棘种植面积达到 3000 亩

的第一阶段目标。

在扩大种植规模的同时， 全镇积

极谋划沙棘深加工产业链建设， 以期

通过开发制成沙棘原浆、沙棘汁、沙棘

含片、沙棘果粉等天然维生素 C 产品，

大幅提升沙棘每亩经济效益， 撬动乡

村经济发展。

（李国萍 吴楠）

本报记者 王丰

在内蒙古， 一场关于生态环境与

经济发展的新实践正在悄然展开。 通

过创新的产业治沙模式， 这片土地正

迎来绿色的希望。

内蒙古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区

之一。 长期以来，土地荒漠化问题严重

威胁着当地及周边地区的生态环境和

经济发展。近年来，在国家政策的支持

下， 内蒙古积极探索产业治沙的新路

径， 力求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

双赢。

在库布其沙漠，通过种植甘草、肉

苁蓉等中药材，不仅有效固沙，还带动

了相关产业链的发展。 随着治沙工作

的推进， 内蒙古逐步开发了以沙漠景

观为主题的生态旅游项目。 游客可以

体验沙漠徒步、滑沙、骑骆驼等活动，

感受大自然的神奇魅力。 旅游业的发

展不仅为当地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

益，也进一步提升了生态保护意识。 同

时， 通过引进先进的节水灌溉技术和

设备，提高了水资源利用率，减少了水

分蒸发和流失。

经过多年的努力， 内蒙古的产业

治沙取得了显著成效。 今年已完成防

沙治沙 604 万亩， 是去年同期完成量

的近 4 倍。极大地改善了生态环境，减

少了风沙危害。与此同时，依托治沙带

来的产业基础， 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

得到了显著提升。 成绩的取得得益于

国家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鼓

励和支持企业和社会各方参与治沙工

作。 同时，通过建立多方合作机制，整

合资源和技术优势， 形成了全社会共

同参与的良好局面。

内蒙古的产业治沙模式不仅在国

内得到广泛认可， 也在国际上产生了

积极影响。 作为中国防治荒漠化的成

功案例， 内蒙古的经验为全球生态环

境治理提供了有益借鉴。

循道而行，方能致远。做好防沙治

沙工作，要以产业治沙为基础，因地制

宜、 科学推广应用行之有效的治理模

式，全面提升生态系统的质量和稳定

性。

今年以来，包头市大力招引“3+5+N”重点产业集群的延链补链强链项目，尤其是对稀土新材料和稀土应用等

成长性好的产业。稀土领域共实施重点项目 54 个，1—6 月，已竣工投产 11 个。上半年，包头市稀土产业工业增加值

增长 32.6%，成为全市工业经济的强力支撑。

图为：安德稀耐新材料有限公司生产线。 （李楷谨）

又一项重要工程完成阶段性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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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野镇故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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