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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杨 张鑫 林则志

来沙漠看海，赴民歌盛宴。 8 月 9 日晚，“唱响北

疆”2024 内蒙古民歌大会在乌海盛大开幕。 来自沿

黄九省区的民歌传承人，大家喜爱的歌唱家、演员

以及全国各地的小朋友们兴高采烈， 放歌乌海湖

畔。

热情洋溢的开场歌舞《乌海迎宾曲》点燃了现

场观众的热情。 沿黄九省区的民歌节目轮番上阵。

漫瀚调《天下黄河九十九道弯》、山东民歌《沂蒙山

小调》、四川炉霍山歌《珠桑桑》、河南淅川锣鼓曲

《送吉祥》等经典曲目，在炫丽如画的舞台上完美呈

现，每一首都承载着浓郁的地域风情和深厚的文化

底蕴，令人沉醉，回味无穷。

腾格尔演唱的《牧歌响起》《天堂》与《蓝色的故

乡》，将晚会推向一个高潮，将观众的思绪带入广袤

无垠、生机盎然的草原。 阿都沁组合演唱的《黄河从

草原流过》让每一个心里有黄河、眼里有黄河的人，

在歌声中寻找自己的诗与远方。

赵洋洋演唱的《桃花红杏花白》、阿尔法表演的

《红歌串烧》《阿拉木汗》、孔维芳演唱的《咿呀咿令·

漫两声花儿是舒坦》以及内蒙古民歌《花斑马》、陕

北民歌联唱《歌从陕北来》、宁夏山花儿《一心儿想

着你》、大合唱《美丽的草原我的家》等节目也异彩

纷呈，展现了中华民族多元文化和谐共生、繁荣发

展的美好景象。

古朴悠远的《敕勒歌》生动的画面、温暖的回

忆，再现北疆儿女的家园情怀；歌曲《梨花又开放》

唤醒人们内心深处最真挚的情感共鸣；歌曲《灯火

里的中国》勾画出万家灯火、国泰民安的美丽图景。

唱不够的家乡美，恋不够的家乡情。 歌手阿比

亚斯与小石榴籽民族团结研学同心营带来的民歌

联唱，通过情景讲述与民歌的巧妙组合，把江南与

草原的情和美表达得淋漓尽致。

舞蹈《潮尔》是对蒙古族古老音乐“潮尔”文化

的生动诠释， 寓意着民间艺术传承者不忘初心，坚

守文脉相承。

创意舞蹈《黄河泥娃》以传统泥塑的形式演绎

着乌海厚重的历史文化和丰富的人文资源，一个个

憨态可掬的泥娃娃，用丰富的肢体语言和夸张的表

情，将一个个泥塑作品演绎得情趣盎然，惟妙惟肖。

“来来来来我们唱起来，让歌声传天外；来来来

来我们唱起来，为大中国喝彩；来来来来我们唱起

来，点赞美好新时代……”在 2024 内蒙古民歌大会

的舞台上，乌兰图雅演唱的《点赞新时代》《站在草

原望北京》两首耳熟能详的歌曲，将晚会再一次带

向高潮。 她那清亮而极具感染力的嗓音响彻乌海湖

畔， 为这场民歌盛宴增添了更多的色彩与活力，更

唱出了对祖国母亲的赞美与祝福。

山河万朵，九曲欢歌，一首首赞歌唱出了母亲

河畔的文化根深；风光涟漪，大河奔流，生长了千年

万年的天籁之音在记忆的长河中流转； 唱响北疆，

生生不息，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更好地担负起新

的文化使命，打响“北疆文化”鲜亮品牌。

“唱响北疆”2024 内蒙古民歌大会的启幕，不仅

为观众们带来一场全新的视听盛宴，更是一次地域

间文化的交流与碰撞，让人们真切体会了黄河文化

的博大精深与源远流长。 演出现场，看到孩子们对

音乐的喜爱、对民歌的敬仰，能够预见这些未来的歌者将继续唱响民歌、传递梦想，

担当起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使命。未来两天，2024 内蒙古民歌大会将继续以歌

会友、以乐传情，共同奏响新时代的华彩乐章。

记者从自治区农牧厅获悉，为提高

自然灾害和病虫害应对能力，全力以赴

夺取粮食丰收， 国家下达内蒙古 2024

年“一喷多促”一次性补助 1.583 亿元，

重点支持玉米、 大豆等粮食作物实施

“一喷多促”作业。

“一喷多促” 是指为作物一次性喷

施叶面肥、生长调节剂、杀虫杀菌剂，从

而达到促壮稳长、促灾后恢复、促灌浆

成熟、促单产提升的目的。据了解，中央

财政重点对玉米、大豆等主要秋粮作物

喷施植物生长调节剂、叶面肥、抗逆剂、

杀虫杀菌剂等给予补助，支持农民合作

社、服务专业户、农业服务类企业、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供销合作社等符合条件

的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采取“统防统

治”方式推进喷施作业，为全年粮食丰

收提供有力保障。

当前正是内蒙古玉米、大豆产量形

成的重要阶段，也是病虫害高发期。 内

蒙古按照国家要求，支持通辽市、兴安

盟、呼伦贝尔市、赤峰市、巴彦淖尔市、

呼和浩特市、鄂尔多斯市和包头市 8 个

玉米、大豆主产盟市遭受干旱、低温、洪

涝等自然灾害地块、作物生育期延迟地

块以及病虫害偏重发生地块开展“一喷

多促”。同时，全量保障承担国家大豆玉

米生物育种试验示范及国家、自治区单

产提升工程需要实施“一喷多促”的地

块。 （韩雪茹）

呼和浩特市紧紧围绕“宜学城市”

建设目标，优化教育资源布局，积极推

进教育重点建设项目，今年计划当年投

入使用 20 个教育项目， 可新增 2.2 万

个学位。

按照建设任务， 呼和浩特今年 9

月可投入使用的 20 个项目中，中小学

项目 11 个，幼儿园项目 9 个。 目前这

些项目均已主体完工，工人正在抓紧时

间进行内外部装修及收尾施工。今年计

划投入使用的项目中，规模较大且比较

有代表性的项目包括新城区九年一贯

制学校(小学部)项目、玉泉区新建呼和

浩特市第四中学南校区项目、赛罕区双

台什学校项目。

据介绍，新城区九年一贯制学校建

设有行政办公楼、 共享中心综合楼、小

学教学楼、初中教学楼、报告厅及图书

馆、食堂及体育馆。 办学规模为 45 个

班，其中小学 30 个班，学生人数 1350

人；初中 15 个班，学生人数 750 人，学

生总人数 2100 人。 玉泉区新建呼和浩

特市第四中学南校区项目设置 72 个教

学班（小学部 48 个教学班、初中部 24

个教学班），新增学位 3600 个。 赛罕区

双台什学校项目设置 60 个教学班，可

新增学位 2700 个。

据了解， 新城区东河小学扩建、新

城区丁香路小学扩建、回民区太平街小

学祥生城校区、呼和浩特市第二十七中

学、第二中学金川校区、玉泉区西水磨

幼儿园、赛罕区江山风华幼儿园、赛罕

区亿利东区幼儿园、赛罕区万锦云玺幼

儿园、赛罕区万锦合泰幼儿园等项目均

计划在今年 9 月投入使用。

（王雅静）

近日，第 16 届中国包头·稀土产业

论坛在包头市开幕，600 多位来自国

家、自治区科研部门、企业等各界人士

共聚一堂，围绕建设“‘两个稀土’基地

赋能新质生产力”主题，共商稀土产业

发展大计。

中国·包头稀土产业论坛是我国稀

土行业的最高层次合作交流平台，自

2009 年首次举办以来，已成功举办 15

届。

作为“世界稀土之都”的包头，充分

发挥建设国家重要战略资源基地“主阵

地”作用，加快稀土产业由“世界级储

量”向“世界级产业”迈进。 2023 年，包

头市稀土企业增至 209 家、 规上工业

企业 85 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70 家，

全市稀土产值达到 829 亿元， 较 2022

年增长 22.4%。包头市聚焦建设全国最

大稀土新材料基地， 持续扩大产业优

势， 全市稀土新材料企业增至 97 家、

产能达到 22 万吨，成为国内规模最大

的稀土新材料基地。已落户永磁电机企

业 13 家，其中全国最大、全球第二的

永磁电机制造企业卧龙集团今年 5 月

份开工建设，年内竣工投产。同时，包头

市已建成较为完备的稀土技术创新体

系， 稀土领域国家级科研平台有 13

个，占全国一半以上。

本届论坛以“建设‘两个稀土基地’

赋能新质生产力”为主题，由自治区政

府、中国稀土学会、中国稀土行业协会

主办，包头市、稀土高新区、包钢集团、

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承

办。论坛活动期间，还发布了新华·包头

稀土产业链发展指数及《稀土学术研究

年度报告》《稀土行业发展年度报告》，

对稀土新材料领域的全国领军企业和

稀土应用领域全国领军企业进行表彰，

并为“国家稀土永磁电机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包头研究院”、 北方稀土和厦门钨

业“稀土新材料及应用联合实验室”揭

牌。 （蔡冬梅 张建芳）

“这个智慧水利系统实行‘全天候、

全覆盖、网格化’管理，实时监控每个河

段、水库的情况，还可以通过监控室、电

脑和手机实时查看各地的监控视频、卫

星图像、河湖水位、轨迹点和经纬度等

详细信息。 用科技守护江河安澜，让智

慧水利触手可及， 让水利管理更智能、

更便捷。 ”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水利局

河道管理负责人任争光说。

近日，记者走进鄂尔多斯市准格尔

旗水利局智慧水利系统监控室，水库淤

地坝监测、黄河综合监测、山洪预警监

测和水资源在线监测板块情况立刻映

入眼帘。

近年来，准格尔旗积极践行“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以“河长制”

促进“河长治”，共有旗、乡、村三级河长

539 人，并建立“五长”会商制度，实现

了河长全覆盖。 在此基础上，编制《一河

一策》和河湖健康档案，用上了无人机

巡河、智慧水利监测和卫星影像图等黑

科技，夯实“人防 + 智防”河湖管护机

制，让河流湖泊有了“健康管家”。

当日，记者跟随工作人员来到黄河

准格尔旗小滩子村段的岸边， 河水滔

滔、奔流而下。 循着黄河前行，工作人员

仔细查看沿岸环境卫生、 水生态等情

况。 结合人工巡河，准格尔旗开启无人

机巡河新模式， 相较之下， 人工巡河 1

公里大概需要 20 分钟， 无人机巡河只

需 3 分钟。 这一智慧巡河既打通了河湖

管护“最后一公里”，也夯实了“人防 +

智防”河湖管护基础。

截至目前，准格尔旗重点流域水质

优良比例总体达到 99%， 已设置标识

119.4 公里 2388 根，划定禁种管控高秆

作物农田范围 1.81 万亩；清理河道内生

活垃圾约 36 吨、 建筑及其他垃圾约

0.56 万吨， 清理土石方 8 万立方米，拆

除各类违章建筑 360 多平方米。

“为了更好地做好河湖管控工作，

我们在 238 公里的黄河干流上布设了

高清摄像头，实时掌握沿黄动态。 购置

了无人机， 对中小河流开展空中巡查，

并充分利用卫星遥感图像，及时发现涉

河违法问题，加大执法力度。 现在，群众

的河湖保护意识有了很大提高，我们希

望通过一系列新设备、新技术为建设美

丽河湖、幸福河湖保驾护航，让人民群

众真切感受到美丽河湖带来的幸福感

和获得感。 ”任争光说。

（毛锴彦）

从乌海市医疗保障局传来消息，乌

海市推动集采药品进药店试点工作一

年以来成绩喜人：乌海市销售集采药品

的药店已达 422 家， 覆盖全市 95%的

药店，以“零差价”的方式销售心脑血管

疾病、高血压、糖尿病、消炎、抗病毒等

46 种集采药品， 累计采购销售集采药

品 8 万余盒，减轻患者用药负担 90 万

元。

为有效破解群众“买药贵”“买药

难”等问题，乌海市于 2023 年 7 月在

自治区率先启动全域集采药品进药店

试点工作。 制定印发《乌海市关于将集

采药品纳入定点零售药店销售的实施

方案》等文件，全面推行统一挂牌、统一

专柜、统一标价、统一配送、统一监管；

公开进货价、公开销售价、公开药品目

录、公开专柜销售“五统一”专柜销售和

“四公开”机制，推动集采药品进药店试

点工作规范化、制度化。

在这过程中，乌海市医疗保障局加

强药品销售情况定期分析研判，多次召

开药店、配送企业三方座谈会、通气会、

保供会， 动态调整集采药品销售目录，

及时增加群众需求强烈的药品剂型、品

规、厂家。 开发上线微信小程序乌海市

“采集药店”电子地图，将辖区内集采药

品药店直观展示于“掌上地图”，群众使

用手机可精准定位、导航到达。同时，加

强宣传引导，面向群众讲清楚集采药品

进药店的意义和优势，帮助群众算清经

济账和惠民账。

为做好监督管理，乌海市医疗保障

局上线使用医保药品耗材追溯码信息

采集系统，实行集采药品“一物一码”，

实时上传销售价格、单次刷卡购药数量

等数据。通过对销售数据与医保结算数

据筛查分析，实现对不执行“零差价”销

售、单日刷卡次数频繁、单次刷卡购药

数量及费用明显超出合理范围等违规

行为的有效控制，进一步引导群众理性

购药。 （郝飚）

蔚蓝色的光伏板在阳光照射下熠

熠生辉， 风力发电机的叶片迎风飞转，

科技感与绿色减碳正有机结合……

近年来， 呼伦贝尔市阿荣旗立足

“风”“光”优势，积极践行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理念，坚持高效、节能、绿色、环

保的新能源建设发展思路，打造“风光

储一体化” 综合能源基地建设的主战

场，以“快”的节奏、“实”的举措全力抓

好新能源建设，着力培育壮大现代能源

产业，为阿荣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积

蓄绿色发展新动能。

阿荣旗是呼伦贝尔地区首家入围

国家能源局公布的全国整县屋顶分布

式光伏开发试点旗县，该项目由华能蒙

东公司投资建设，充分利用阿荣旗可用

于建设光伏的企事业单位、学校、城乡

居民等既有建筑物屋顶建设光伏电站，

实现并网发电。

据阿荣旗发改委能源股工作人员介

绍，项目建成后，年发电时长约 1327小时，

年平均发电量约 4707万千瓦时，该项目

作为阿荣旗首个分布式光伏项目，将有

效优化电力系统能源结构，通过分布式

的建设， 形成分散式的能源供应网络，

提高能源供应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同时

实现土地集约节约利用和能源绿色低

碳转型， 代替和减少化石燃料消耗，推

进清洁能源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华能蒙东伊穆直流外送岭东 100

万千瓦风光项目阿荣旗 20 万千瓦风

电工程项目并网发电，1.7 万千瓦分散

式风电及 35 千伏送出线路工程项目并

网投运。阿荣旗依托域内丰富的风光资

源，重点与新能源领军企业华能集团展

开深度合作在抓好既有项目建设的同

时，认真谋划延伸就地消纳和配套产业

建设，积极招引风电设备制造、储能电

站、新能源就地消纳制氢、制氨、制醇等

项目，着力打造“源网荷储”一体化零碳

产业园区，引进精细化工、生物科技、环

保新材料等能源需求较高的产业，全力

构建“当地风光发电产能—当地化工高

效转化”的能源延伸产业链条。

化潜力为实力、 变优势为胜势，阿

荣旗聚焦做大规模、做强链条、做优品

牌，经济发展“进”的态势在延续，营商

环境“好”的预期在巩固，开放活力“足”

的场景在显现，干事创业“拼”的劲头在

迸发， 各项事业呈现良好发展态势。

2024 年的阿荣旗经济建设主战场上，

更多诠释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新质生

产力的深刻变化在悄然发生。

（刘飞 田国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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缤纷绚烂的八月，鄂托克草原又一次迎来美景如画的时节。 美丽草原风

光迷人，在绿草与蓝天相接处，牛羊相互追逐，牧人举鞭歌唱，处处都是“风

吹草低见牛羊”的美丽景象。 (郝常明)

美丽草原 风光无限

国家下达 1.583亿元支持内蒙古

“一喷多促”保障粮食丰收

本报记者 王丰

今年的中伏从 7 月 25 日开始至

8 月 13 日结束。

为何热在中伏？ 其实过了夏至，

白昼一天天变短，但地表积热仍在逐

日增加，入伏后，地表积热渐渐接近

高峰，中伏期间达到了最热程度。

今年 7 月 15 日入伏后，“三伏

天”的威力就已显现，我国多地开启

“屋里蒸馒头，屋外铁板烧”的“烧烤

模式”。

民间有“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

烙饼摊鸡蛋”的说法。 进入中伏后，吃

面条成为了北方地区应对伏热的首

选， 各色面馆的生意也跟着红火起

来。

河套特产“猫耳朵”便是内蒙古

中西部地区盛行的面食之一。

“猫耳朵”又名“圪团儿”，是一种

传统的面食，因形状酷似猫耳朵而得

名。

“猫耳朵” 的原材料选取因地域

不同而不同。 在河套一带，人们以用

白面或高粱面制作为主。 在阴山以北

一带高寒地区，人们主要用莜面或荞

面制作。

河套地区土壤肥沃，日照充足晴

天多，昼夜温差大，自然环境优越，是

西北重要的农业区，特别有利于小麦

的种植。 在这里出产的小麦，都有一

个共同之处，口感柔韧筋道，麦香味

浓郁。

“猫耳朵”的做法比较简单，和成

软硬适度的面团后，擀成稍厚（约二

三厘米)的面片，切成多半厘米块头，

撒面粉， 用双拇指按住面块往前推，

按成猫耳朵状即成。 也有先搓成食指

粗的条，用右手掐小块，在左手掌碾

成猫耳朵。 之后下在开水锅煮熟，配

上各种打卤、浇头等。

资料图片

头伏饺子二伏面

河套“猫耳朵”有滋有味

呼和浩特今年可新增 2.2万个学位

中国包头·稀土产业论坛共商产业发展大计

传承中华文化 弘扬中华文明·节气与美食

深入草原腹地，风景尽收眼底 张正国 摄

准格尔旗河流湖泊

有了“健康管家”

舞蹈《潮尔》表演

乌海集采药覆盖 95%药店

阿荣旗：揽风借光 逐“新”提质

风力发电机的叶片迎风飞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