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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中华文化 弘扬中华文明·地域与美食

本报讯(记者 迪威娜)据自治区财

政厅消息，为了积极响应上级部门关于

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号召，内蒙古自治

区财政厅积极采取措施，通过政府采购

政策全力支持中小企业的成长。根据最

新统计，内蒙古自治区在过去 3 年中为

中小企业预留了 347 亿元的政府采购

份额， 其中 2022 年为 55.2 亿元，2023

年为 174.8 亿元，2024 年 1 月 1 日至 7

月 31 日预留 117 亿元。

中小企业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

部分，在促进经济增长、推动创新和增

加就业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

用。 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积极响应上

级部门关于中小企业发展的号召，通过

加大政府采购的支持力度，为中小企业

创造更多的市场机会和发展空间。

为确保政策的有效实施，内蒙古自

治区财政厅明确了政府采购中面向中

小企业的预留份额，规定在采购限额标

准以上、200 万元以下的货物和服务，

以及 400 万元以下的工程，直接面向中

小企业进行采购。对于超过 200 万元的

货物和服务，预留项目总额的 30%面向

中小企业，其中小微企业的比例不得低

于 60%。 对于超过 400 万元的工程，预

留份额将从 30%以上逐步提高至 40%

以上，政策将持续至 2025 年底。这一政

策扩大了中小企业的市场份额，有助于

市场竞争的公平性。

此外，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还依托

政府采购“全区一张网”的制度优势，实

现了政府采购全流程的电子化，使中小

企业能够更便捷地参与政府采购活动，

降低了参与的门槛和成本。 同时，政府

采购合同融资服务的推出，为中小企业

提供了资金支持，有效缓解了融资难和

融资贵的问题。 据统计，目前已有 409

家中小企业通过政府采购合同融资服

务获得了 11.4 亿元的资金支持。

入秋以来， 呼和浩特市托克托

县 5.5 万亩向日葵进入盛开期，走

进托克托县伍什家镇大北窑村，道

路两旁盛开的向日葵似一幅金色画

卷映入眼帘， 层层叠叠的向日葵花

盘，在微风的轻拂下，化身金色的波

浪起伏涌动，美不胜收。置身于这片

广袤的花田间，犹如步入梦幻之境，

湛蓝的天空与金色的花海交相辉

映， 游客们被这美丽的田野风光吸

引，纷至沓来。

今年以来， 托克托县积极推动

农业规模化、标准化种植。深入调研

本地土壤特性后， 充分利用向日葵

耐碱、耐旱的显著优点，大力实施了

面积达 5.5 万亩的向日葵种植项

目。在积极发展农业的同时，逐渐探

索出一条独具特色的农旅一体化产

业之路。将农业与旅游业紧密结合，

一方面， 向日葵的规模化种植为农

业带来了稳定的产量和效益， 提升

了农产品的附加值；另一方面，那灿

烂如金的向日葵花海吸引了来自四

面八方的游客， 带动了当地旅游业

的蓬勃发展。

（特木其乎 乌力更）

本报记者 王丰

对于北方人来讲， 当地盛产小

麦，所以人们更喜欢吃饺子。茴香作

为北方家庭常见的蔬菜之一， 它在

馅料中的地位仅次于韭菜。 新鲜茴

香去除根部，去掉黄叶，洗净后切成

碎末， 与猪肉馅及切好的葱姜搅拌

均匀，加入适当调味品，简单调味，

拌好后放入擀好的面皮内并捏成合

适的形状， 美味的茴香饺子就做成

了。

托克托县地处阴山南麓， 黄河

北岸。 属温带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

候，全年四季分明、昼夜温差大，境

内水资源丰富，水质甘甜清凉，土地

肥沃，富含多种有益健康的矿物质，

适宜茴香生长。

每年黄河开河时， 托克托县开

河鱼香飘四海。 在惊叹开河鱼肉质

细腻、味道鲜美的同时，别忘了用托

克托县茴香炖鱼才是王道， 这样炖

出的鱼才算摄住了它的灵魂。

托克托县茴香不只是一种蔬

菜，也是一种有“料”的调味品。而且

是烧鱼炖肉、 制作卤制食品时的必

用之品。因它能除肉中腥膻之气，使

之重新添香，故曰“茴香”。

托克托县茴香的营养价值也颇

高，含有丰富的茴香油成分，这种成

分能够刺激胃肠神经和血管， 促进

消化液分泌和增加胃肠蠕动， 排除

积存的气体， 因此具有健胃和行气

的功效。

此外， 还能缓解痉挛和减轻疼

痛，对于一些消化系统方面的疾病，

有一定的辅助治疗作用。

记者从自治区科技厅获悉，2024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结果近日揭

晓，我区 20 家单位的 336 个项目(不含

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项目) 获得立项

资助，同比增长 2.6%；资助经费 1.1 亿

元，同比增加 2.6%；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立项数同比增加 40%。

据统计，2024 年我区获批项目中

重点项目和外国学者研究基金项

目———外国青年学者研究基金项目各 1

项，均实现零的突破，基金面上项目 23

项，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70 项，地区科学

基金项目 240 项，专项项目 1 项。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是国家层面资

助高水平基础研究的主渠道，获批项目

数量和资助经费能够反映一个地区基

础研究水平，也是衡量高校和科研机构

人才队伍建设和科研水平的重要标志。

近年来，自治区科技厅不断深化自然科

学基金计划管理改革，大幅增加经费投

入，2024 年投入较 2021 年增加一倍；

围绕“五大任务”组织开展应用基础研

究，提高了基础研究的针对性；加大对

青年人才的支持力度，通过推行科研经

费使用包干制等措施营造良好科研环

境，为科研人员冲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奠定了良好基础。

（据《内蒙古日报》）

8 月 28 日，以“以认证选真品 以品

牌促发展”为主题的 2024“蒙”字标大

草原优品推介会在北京举行。

天然、绿色、有机是内蒙古农畜产

品得天独厚的优势， 为了提升产品品

质，扩大品牌效益，赋能农牧业高质量

发展，2019 年内蒙古创新开展了“蒙”

字标认证工作， 创建了标准、 认证、产

业、质量管控和综合服务“五大体系”，

研制发布了认证标准 86 项。按照“高标

准、严认证、强监管、优服务”的原则，对

优质农畜产品进行质量和品牌认证。截

至目前，累计认证企业 65 家、产品 680

多种。 通过“蒙”字标认证，带动培育名

优特新农产品 818 个， 居全国首位;绿

色食品有机农产品 4127 个， 居全国第

九位。

凭借过硬的品质， 近年来，“蒙”字

标认证产品陆续进入大湾区、 长三角、

东三省市场，实现“大草原”与“大市场”

的信任链接和市场对接。

推介会上，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农业

食品标准化研究所课题组公布了 20 项

“蒙”字标标准评价，结果显示：“蒙”字

标产品认证要求系列标准全面符合国

家标准，质量特征指标突出，关键指标

优于国家标准且接轨国际标准；“蒙”字

标产品认证要求系列标准指标表现优

秀，技术水平处于国内领跑地位。 自治

区市场监管局发布了“蒙”字标大草原

优品企业品牌榜，16 家畜牧企业、22 家

粮油企业、6 家林下和果蔬企业、12 家

精深加工企业成为“蒙”字标大草原优

品走向全国的先锋力量。 同时发布的

《“蒙”字标品牌发展蓝皮书》，全面展示

了“蒙”字标品牌发展成果。 (李国萍)

本报讯(记者 张鑫)“功以才成，业

由才广”。 人才是支撑城市发展的第一

资源， 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支

撑。 近日，首届青城人才月———和林

格尔新区“智汇云谷 才聚青城”数智

赋能人才高质量发展活动在和林格尔

新区举办。

活动邀请了知名院士、专家、企业

家及高校代表，重点围绕“构建教育、科

技、人才‘三位一体’的人工智能人才培

养生态体系” 和“用好用活人才，提高

人才效能” 等方面进行了深入交流探

讨，共谋数智赋能人才高质量发展新篇

章。

会上，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

究院主任研究员胡小勇发布了《内蒙古

和林格尔新区促进人才高质量发展的

指导意见》。 该指导意见从提高政治站

位，增强责任感；创新人才政策，优化人

才发展环境；搭建科研平台，强化平台

引才聚才效应；强化服务保障，营造良

好人才成长环境； 坚持党管人才原则，

提升人才工作科学化水平五方面为和

林格尔新区的人才发展提供有力的政

策支持和坚实保障。

和林格尔新区作为自治区人才体

制机制改革先行区，在推动科技成果高

效转化、促进产学研用有机结合持续发

力， 创新推出人才服务新模式———“云

谷人才卡”，该卡根据社会贡献、专业程

度和学位等级分为 A、B、C、D 四类，持

卡人才可在“政治待遇、工作保障、创新

创业支持、生活服务”四大方面享受政

治荣誉、联系服务、社会认可、职称评

定、人才培育、项目申报、工商税务、创

业扶持、科研服务、住房保障、子女教

育、医疗健康、文化体育、交通出行等 15

个方面服务。

此外，和林格尔新区管委会与中智

智领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北京双高国

际人力资本集团有限公司等 6 家企业

举行了签约仪式，签约企业涉及人力资

源服务、人才测评、管理咨询、信息咨询

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等业务领域，

这些项目的签约将助力内蒙古云谷数

字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建成连通全国

的专业化、标准化、产业化的人力资源

服务产业集聚区，推动新区人力资源服

务产业高质量发展。

同时， 在研讨环节， 区内外相关领

域的知名专家及部分高校和业界代表

围绕“数字产业创新与人才发展”“AI 赋

能产业人才生态发展”“AI 赋能产业数

智化转型创新” 等主题开展专题报告、

研讨交流、实地调研，共谋数智赋能人

才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今年以来， 乌兰浩特市赴 18 个地

区开展招商引资 42 次，截至目前，乌兰

浩特市招商引资项目 46 个， 签约项目

15 个，签约额 31.02 亿元。

河北某企业今年多次到乌兰浩特

市考察，看中了风电资源优势、完善的

电网架构和稳定的能源通道，决定在此

投资 19.6 亿元，启动 200 兆瓦 /800 兆

瓦时电网侧独立压缩空气储能电站示

范项目，预计年内开工建设。

为吸引更多企业，乌兰浩特市开

设延时服务、 预约服务、 绿色通道

等，全流程提高效率，把企业设立审

批时限由原来法定 15 个工作日压缩至

0.5 个工作日， 为企业发展提供强有力

支持。

此外，乌兰浩特市积极扩大外贸业

务，勇闯国际大市场，截至目前，实现外

贸进出口额 1.8 亿元，同比大幅增长。

（马玉香）

清晨，天刚蒙蒙亮，内蒙古自治区

赤峰市巴林右旗罕山林场护林员鲍青

松就从位于半山腰的护林站出发，将

干粮、水壶和望远镜装进背包，拿起镰

刀， 顺着山间小路， 走进茫茫林海之

中，开始一天的巡山护林工作。

“1957 年我爷爷就开始在罕山林

场种树、护林，现在我的儿子鲍鹏宇也

加入到护林队伍， 算下来我们家 4 代

人守护这片林子超过 60 年了。 ”鲍青

松回忆说，小时候这里风沙很大，大人

们背着树苗上山种树， 山上林子越来

越密，风沙也就越来越少。“现在造林、

护林的使命落到了我的肩上， 我一定

要守护好这片绿色。 ”鲍青松说。

鲍青松一家 4 代人接续守护林场

的故事只是巴林右旗打造绿水青山的

一个缩影。 截至目前，巴林右旗罕山林

场林草综合植被覆盖度达到 89.97%，

与 2011 年相比，植物、鸟兽、菌物等生

物资源的种类增加了 590 种， 达到

3079 种。

随着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巴林右

旗依托森林资源引导村民科学发展林

下经济，开展林下中药材种植。“2021

年开始，我就在林下种植了苍术，每年

能增收 6000 元左右。 ”索博日嘎镇黑

山头村村民吴爱坤说。

“黑山头村有 50 余户村民参与林

下中药材种植，目前种植了 10 余种中

草药，面积达 2500 亩，每亩每年可增

收 1600 元左右。 ”黑山头村党支部书

记聂海军说， 现在越来越多的村民尝

到了保护自然环境的“甜头”，自觉保

护着家门口的“金山银山”。

1997 年， 巴林右旗政府在罕山林

场基础上建立了一个以保护森林、草

原、湿地、沙地等多样的生态系统及珍

稀濒危野生动植物为主的综合性自然

保护区———赛罕乌拉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进一步加强生态保护力度。 今年

3 月， 巴林右旗人大常委会还通过

了《关于进一步加强赛罕乌拉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的决定》， 从制度层面完善保护区

的保护工作。

“‘十三五’以来，巴林右旗已累计完

成沙地综合治理面积 87.2 万亩，森林覆

盖率由 25.6%提高到 28.01%， 草原综

合植被盖度由 50%提高到 60%�。 ”巴

林右旗副旗长敖木格图说。

初秋时节， 赛罕乌拉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内，湛蓝的天空、一碧万顷的草

原、 郁郁葱葱的林海构成了一幅多彩

画卷， 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观光打卡。

“这里的蓝天、 青山和草原真的太美

了，空气也特别清新，计划要在这多玩

几天。 ”湖北游客何友庆说。

“良好的生态环境带动了巴林右

旗旅游业的发展， 我们将生态保护和

文化旅游融合， 打造了翁根毛都沙漠

旅游区、 阿敦塔拉旅游区、 赛罕乌拉

‘暗夜星空保护地’星空营地等一系列

优质旅游目的地， 吸引各地游客前来

旅游观光。 ”巴林右旗文化旅游体育局

局长吴亚平介绍。

在阿敦塔拉旅游区， 周边 100 多

位农牧民吃上了“旅游饭”。“我负责管

理旅游区中的一个娱乐项目， 去年在

家门口就增收了 3 万元。 ”大板镇和布

特哈达村牧民吉雅夫高兴地说， 旅游

淡季时候， 还会和妻子一起主动巡护

草原，保护好草原生态环境。

“如今，山水正在变金银，农牧民

充分享受到生态带来的红利。 ”吴亚平

介绍，2024 年上半年，巴林右旗共接待

游客 112 万人次， 旅游综合收入 14.5

亿元， 旅游业已发展成为带动当地农

牧民就业增收的新渠道。

（侯维轶 王靖）

近年来， 鄂尔多斯市杭锦旗伊和

乌素苏木政府鼓励农牧民发展驼奶产

业，同时解决驼奶销售问题，农牧民积

极响应号召，大力发展骆驼养殖。 驼奶

产业的发展带动了农牧民增收致富，

开启了草原上的致富密码。

骆驼被誉为“沙漠之舟”，骆驼奶

也因为产量少、营养价值丰富，被誉为

“沙漠白金”。 骆驼奶富含人体所需的

部分营养，以及多种矿物质成分，可满

足不同年龄段人群的需求， 具有美容

养颜、补钙、助消化等功效。 杭锦旗伊

和乌素苏木的骆驼奶口感纯正， 在国

内各地驼乳中的蛋白质含量相对较

高。

杭锦旗伊和乌素苏木目前有

3000 多峰双峰骆驼。 1 峰骆驼日均产

奶 3 斤至 5 斤， 平均产奶期 10 至 14

个月，每峰骆驼年均产奶可达 1400 余

斤，按照 30 元 / 斤的收购价格，农牧

户年收入可达 4.2 万元，剔除单峰骆驼

每日饲喂成本 40 元，饲养一峰奶驼年

效益在 3 万元左右， 嘎查农牧民卖驼

奶一年收入达 30 万元的就有 20 多

户。

伊和乌素苏木牧民大力发展骆驼

养殖，提高驼奶产量，着力打造驼奶

产业强镇， 围绕“产加销一体”思

路，发展特色乳业，加大骆驼养殖技

术推广，形成全产业链条，推动驼奶向

基地化、规模化、品牌化、高端化方向

发展。

同时不断拓宽线上线下销售渠

道， 联合电信公司共同研发出网络销

售平台， 把农牧民的优质农畜产品与

全国市场深度链接， 推动信息技术与

现代特色畜牧业深度融合， 实现伊和

乌素传统畜牧业向“数字牧场”“智慧

草原”高质量发展的转变。 驼奶产业的

发展不仅带动了农牧民增收致富，也

开启了草原上的致富密码。

（据新华网）

内蒙古政府采购力促中小企业发展

三年预留 347亿元

总金额突破 1 亿元

我区 336个项目

获 2024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带动培育名优特新农产品 818 个

2024“蒙”字标大草原优品亮相北京

“智汇云谷 才聚青城”

首届青城人才月共谋数智赋能

人才高质量发展

乌兰浩特市招商引资签约额 31.02亿元

向日葵花海惹人醉

托克托县茴香：

一种有“料”的调味品

资料图片

游客们在花海中拍照留念

巴林右旗：

念活“山水经” 吃上“生态饭”

杭锦旗：用骆驼奶开启草原上的致富密码

翁根毛都沙漠旅游区景色

驼奶生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