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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模式求解草原过牧问题》，欢迎阅读。

改革开放内蒙古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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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 全区消费市场持续恢

复。 ”近日，自治区统计局贸易外经统计

处处长莎仁高娃接受采访时说。

自治区统计公报显示： 今年 1—7

月， 内蒙古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逼近

3000 亿元，同比增长速度（3.0%）较一

季度、上半年均有所加快。

具体看，五个亮点诠释内蒙古消费

市场稳步回升。

亮点一： 城乡消费市场协调发展。

今年 1—7 月， 全区城镇市场消费品零

售额同比增长 2.9%， 乡村市场消费品

零售额同比增长 3.9%， 乡村市场销售

快于城镇市场 1.0 个百分点。

亮点二： 商品零售延续增长态势。

今年 1—7 月， 全区商品零售额同比增

长 2.3%， 较上半年加快 0.3 个百分点。

其中，限额以上单位商品零售额同比增

长 1.1%（较上半年加快 0.4 个百分点），

粮油食品类、饮料类、烟酒类商品零售

额同比分别增长 19.9%、26.5%和 5.1%，

中西药品类、日用品类商品零售额同比

分别增长 5.1%和 16.8%。

亮点三：网上消费支撑有力。 今年

1—7 月，全区限额以上单位网上零售额

同比增长 33.1%，高于全区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增速 30.1 个百分点。

亮点四：汽车类商品需求释放。 今

年以来，受益于全区汽车以旧换新财政

补贴政策及部分盟市相关政策持续加

码， 自治区汽车类商品零售额持续增

长。 今年 1—7 月，全区限额以上单位汽

车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 1.5%， 高于

全国平均水平 3.2 个百分点。其中，新能

源汽车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 66.7%，

较上半年加快 1.6 个百分点。

亮点五：餐饮消费稳定增长。 今年

1—7 月，全区餐饮收入同比增长 9.4%，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2.3 个百分点。其中，

限额以上单位餐饮收入同比增长

1.6%，高于全区限额以上单位商品零售

额增速 0.5 个百分点。 （杨威）

本报讯（记者 迪威娜）据呼和浩特

盛乐国际机场项目现场指挥部消息，8

月 24 日， 呼和浩特盛乐国际机场顺利

实现飞行区场道工程五、六标段道面混

凝土封仓。

飞行区场道工程各标段将陆续完

成道面混凝土浇筑，飞行区全面进入道

面标志标线、助航灯光、机坪照明等民

航专业设备安装的最后冲刺阶段。

呼和浩特盛乐国际机场本期建设

一组相距 2000m 的平行跑道。 北跑道

长 3400m，宽 45m，飞行区等级为 4E；

南跑道长 3800m，宽 45m，飞行区等级

为 4F。

飞行区场道工程道面混凝土开工

以来，建设人员在施工一线，加班加点，

昼夜施工，连续奋战，严把质量关，狠抓

安全管理，巧用 BIM 技术，全力推进工

程建设。

飞行区道面混凝土顺利封仓，标志

着飞行区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胜利，为

圆满完成年度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同

时向着呼和浩特新机场建成投运更进

一步。

入秋后的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奋

斗镇和平村已有了明显凉意。在一处大

棚里，该村绿康合作社的负责人朱宝财

在收割了一茬新鲜蒜苗和两把茼蒿后，

就在自动化分级设备上进行了示范操

作：“我们引进的这套自动化分级分拣

包装果蔬设备，可以自动清洗、包装、识

别长度、迅速装袋……整个流程现在最

多两个人就可以完成，以前需要五六个

人协同合作，要多产生不少人工成本。”

据介绍，这套设备 1 小时最高产能

达到近千袋，受惠的农户近百家，每年

增加村集体净收入 6 万元左右。

自打毕业回到和平村后，朱宝财多

年来在农业领域深耕，带领和平村的农

户们开展技术改良和新品种引进。他们

先后引进了马铃薯新品种实现增产，通

过农田改造变大水漫灌为节水滴灌减

少浪费，研究不同种类果蔬秧苗的创造

性嫁接，促进瓜果丰收。 近两年实验的

林下中蒙草药种植，打开了蒙药产业市

场，拓宽了增收致富的新产业通道。

对于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

“要健全便捷高效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

系，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构建产权

明晰、分配合理的运行机制，赋予农民

更加充分的财产权益”， 朱宝财进行了

深入学习和分析，觉得这为健全推动乡

村全面振兴的长效机制指明了方向。

在朱宝财看来，奋斗镇凭借海拉尔

区城中村的地缘优势和地产蔬菜过硬

的优良品质，在发展近郊农业方面有着

极大的潜力。但和平村和海拉尔区很多

村庄一样，都不同程度出现了种植户老

龄化的问题。 不少家庭年轻人外出打

工，只剩老两口在家务农，打理大片的

农田和大棚。

这主要产生了两个问题。 其一，各

农户的采摘收割、择根去泥、分垛捆扎

都是各自为战，难以形成统一的地产产

品标识，更无法和商超内精美包装的袋

装蔬菜打擂台；二是增加了人力、运力

成本， 等于间接压缩了农户一部分收

入。

在和平村“两委”班子的支持下，朱

宝财引进了自动化分级分拣包装果蔬

设备，对地产菜进行分拣、清洗、捆扎、

包装，既节省了人力成本，也提高了与

商超同类产品的竞争力。 此外，依托绿

康合作社这个平台，他打造的“绿康”绿

色蔬果品牌，既方便消费者识别，也提

高了地产菜的附加值。朱宝财近期的打

算是，在抖音、快手等平台开辟直播间，

扩大地产菜销售的辐射范围。

朱宝财的目标是率先在呼伦贝尔

地区实现地产果蔬的“产、检、包、供、

销”全链条一体化发展，带动农民增收。

朱宝财认为， 他的目标是可以实现的。

他的信心源于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

出的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完

善强农惠农富农支持制度。 朱宝财说，

有党的好政策支持，农民完全能念好自

己的产业经。

（李玉琢 高兴 赵丹）

本报记者 张鑫

绿色，是美丽中国的厚重底色。兴

绿，是国土绿化的增值路径；护绿，是

国土绿化的重要保障。

让青山持续焕发生机， 要久久为

功。巴彦淖尔市加强林草资源保护，坚

持造林与护林并重， 提高林草资源保

护管理水平，强化林业有害生物防控，

以“护绿 2024”行动为抓手，多措并举

开展光肩星天牛防控工作。

巴彦淖尔市在常态化监测林草有

害生物的同时， 重点监测光肩星天牛

的发生发展。乌拉特前旗、临河区和磴

口县林业有害生物国家级中心测报点

密切关注光肩星天牛的生活史状况，

准确测算出全市光肩星天牛成虫羽化

始盛期和防治适期， 为巴彦淖尔市光

肩星天牛防控工作提供了依据。

从 3 月初开始， 各旗县区陆续开

展人工模拟鸟巢悬挂、打孔注药、地面

机械喷雾、 无人机喷雾多种措施进行

防治。临河区制定印发工作方案，组建

工作组，明确分工，细化防控区域，确

定责任单位、 责任人、 防治方法和时

间，做到系统防控、协同防控和全面防

控。截至目前，巴彦淖尔市完成打孔注

药 26.32 万株， 地面机械喷雾 8.82 万

亩 。

此外，针对木材加工企业，加大检

疫检查力度。 巴彦淖尔市林长办印发

《全市光肩星天牛羽化期禁采禁运通

知》，巴彦淖尔市、旗县区两级林草有

害生物防治机构进行跟踪检疫检查，

对存放天牛木的企业现场发放除害处

理通知单，并紧盯督办，监督企业采取

罩网、喷药、解板、旋皮、熏蒸、粉碎等

方式进行处理。

巴彦淖尔市与包头市、乌海市、鄂

尔多斯市签订了重大林业有害生物联

防联控合作协议， 建立了相邻盟市间

信息共享、联防联治联检机制，健全旗

县、乡（镇）间联防联控机制，提高协作

防控能力和防治成效。

与此同时， 为进一步加强森林草

原湿地资源保护管理，日前，巴彦淖尔

市发布 2024 年第 3 号林长令。要求各

级各部门要以更高站位、更新理念、更

大力度、 更实举措， 加强资源保护管

理，严厉打击破坏林草湿资源行为，全

力推动扩绿、兴绿、护绿，助力打好打

赢黄河“几字弯”攻坚战。

草木植成，国之富也。巴彦淖尔市

将继续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以生态文明建设为抓手， 推动经济社

会全面绿色转型， 为实现高质量发展

贡献更多“绿色力量”。

本报记者王丰

如何将“不毛之地”变为“发展沃

土”，是摆在内蒙古经济社会发展面前

的一道重要课题。

“十四五”以来，内蒙古累计防沙

治沙超过 3000 万亩，日均治沙超过 2

万亩，跑出了防沙治沙的“加速度”。

内蒙古每年安排专项资金用于生

态保护建设和防沙治沙项目， 并通过

金融支持和税收优惠等政策， 引导和

鼓励社会力量参与。

全区规划，到 2030 年，“一体化工

程” 中光伏、 风电等新能源装机达到

1.19 亿千瓦，综合治理沙化土地 1151

万亩。

沙漠增绿， 资源增值……这就是

内蒙古在防沙治沙路上迈出的一大

步。

经过 40 多年不懈努力，内蒙古重

点治理区域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

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荒漠化和土地

沙化实现“双缩减”，保护生态与改善

民生步入良性循环。巨大成就表明，内

蒙古走出了一条符合自然规律的防沙

治沙道路。

目前，内蒙古荒漠化、沙化土地治

理呈现出“整体好转、改善加速”的良

好态势，但沙化土地面积大、分布广、

程度重、 治理难的基本面尚未根本改

变。因此，必须充分认识防沙治沙工作

的长期性、 艰巨性、 反复性和不确定

性，进一步提高站位，增强使命感和紧

迫感，坚持系统观念，突出治理重点，

方能筑牢我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

走好新时代防沙治沙路， 不仅是

促进国家生态安全与可持续发展的关

键，更是人类共同生存与发展的选择。

在这一进程中，我们应在科学技术、社

会参与及区域合作等方面不断努力，

以有效遏制沙漠化，保护生态环境，为

把祖国北疆这道绿色屏障构筑得更加

牢固接续奋斗。

近年来， 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

旗多点开发芦苇产业， 不断延长产

业链，铺就花样致富路。

发展家居制品产业。 投资 2.6

亿元建成年产 20 万立方米“芦花”

牌无醛芦芯板生产项目， 芦芯板在

生产过程中不使用任何含醛原料或

辅料，产品安全环保，进一步实现了

乌梁素海区域芦苇无害化处理、资

源化利用， 填补了自治区胶合板无

醛行业空白。 今年 1—7 月，累计生

产无醛芦芯板 52898 立方米， 消耗

芦苇 63337 吨， 产值达 7808.92 万

元， 带动就业 148 人， 纳税 80 万

元。

支持“三北”防护林工程。 利用

芦苇可降解、抗风沙、抗日晒、防风

雪等优势，生产芦苇沙障、芦苇固沙

帘、 蒲草垫及芦苇方格， 主要用于

“三北”防护林工程。 今年 1—7 月，

累计完成 19 万平方米的订单，销售

额达 60 万元，带动就业 50 余人。

发展特色芦耳产业。 利用黄河

沿岸、 环乌梁素海等地区重度盐碱

地地上空间， 以粉碎的芦苇秆为

食用菌基质 ， 生产吊袋芦耳菌

棒。 芦耳种植基地每栋棚可挂吊

袋芦耳菌棒 2.8 万棒（袋），一年

两茬可生产芦耳干耳 7000 斤 ，

每栋棚收益达 5 万元。 截至目前，

乌拉特前旗已建成 213 栋芦耳生产

棚，可年产富硒干耳 745.5 吨，带动

就业 530 人。

生产芦苇工艺品。 利用芦苇和

蒲草编织装饰画、工艺摆件、手提袋

等工艺品。 今年 1—7 月， 销量达

300 多件，销售额达 20 万元。

（黄景莲 胡东育）

呼和浩特盛乐国际机场

飞行区场道工程两标段道面混凝土封仓

一个城中村的全链条发展“产业经”

无醛芦芯板项目

五个亮点诠释内蒙古消费市场稳步回升

山水林田湖草沙一起向“绿”系列报道之

增绿护绿 向绿而行

乌拉特前旗：多点开发芦苇产业

“三北”精神中的内蒙古力量系列述评

走好新时代防沙治沙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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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光”无限

内蒙古清洁能源点亮绿色发展之路

“蒙聚新动能”

第二届国家向北开放商洽会

全面构建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