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乌兰察布市地处国际公认的胡麻黄金种植带，生产出的胡麻油
远销北京、上海、广州等地，进一步打响了乌兰察布胡麻油品牌。

图为：工作人员正在检查桶装好的胡麻油。（郝建国 摄）

打响乌兰察布油料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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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走深走实

ZO N G H E G U A N G G A O2 综合·广告 2024年 9 月 24 日 星期二
编辑：王丰 美编：罗万玲 网址：www.nmgsb.com.cn

本报记者 迪威娜 通讯员 秦瑶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实现绿色发展

的根基和命脉，而绿色发展又是推动生
态环境治理的治本之策。

梭梭作为一种耐旱、耐寒、抗盐碱
的灌木，在防风固沙、改良土壤，恢复植
被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其根部嫁接的
肉苁蓉也具有较高的药用价值，被称为

“沙漠人参”。 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后旗
巴音查干嘎查万亩梭梭种植肉苁蓉嫁
接基地，地势南高北低，以半沙化、草

原、丘陵为主。
乌拉特后旗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理念，2022 年接种苁蓉
7000 亩、补植补种梭梭 6000 亩。2023
年，持续扩大生态建 设 规 模 ，补 植 补
种梭梭 5000 亩，发展壮大嘎查集体
经济，走上了“沙漠增绿、产业增
值、企业增效、牧民增收”的 良性循
环发展道路。

种植梭梭，增加“含绿量”。梭梭
林嫩枝可作饲草，富含脂肪酸及粗蛋

白，营养价值高，且亩产量也相当可观。
大面积种植梭梭不仅可以恢复荒漠植
被，固定流沙、改善土壤，对保护沙漠天
然植被、维护生态平衡、防止土地沙漠
化都有深远的意义，具有良好的生态效
益。

发展产业，提高“含金量”。肉苁蓉
不仅可作中药材，又是珍贵野生植物
资源。梭梭接种肉苁蓉，按照每公斤
30 元的干品市场价格计算，每亩肉
苁蓉纯收入可达 600 元以上。发展

梭梭接种肉苁蓉产业，将沙漠化治理产
业与乡村振兴相结合，对沙漠治理可持
续发展、地区农牧民脱贫致富具有重要
意义。

绿起来也要富起来，治沙也要致
富。随着梭梭林生态沙生产业的发展，
如今的巴音查干嘎查生态环境持续改
善，生态红利不断释放，在守护北疆绿
色生态屏障的同时，走出了一条生态、
经济、社会效益多得的生态文明建设之
路。

本报记者 王丰
攻坚，意味着逆水行舟、啃“硬骨

头”。但光有勇气不够，更得讲究方式和
方法。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批准发布了由内蒙古自治区林草局
提出，内蒙古自治区林业科学研究院、内
蒙古农业大学、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等9
家单位参与起草的《光伏项目防沙治沙
技术规程（DB15/T 3651-2024）》《沙化
土 地 综 合 治 理 技 术 规 程（DB15/T
3652-2024）》两项地方标准。这两项标
准的发布实施，为“三北”工程建设提供

了规范指引和技术支撑，对内蒙古打好
打赢“三北”工程攻坚战、筑牢我国北方
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具有积极的推动作
用。

内蒙古境内自西向东，分布有巴
丹吉林、腾格里、乌兰布和、库布其
等沙漠，以及毛乌素、浑善达克、科

尔沁等沙地，是全国防治荒漠化的主战
场之一。

“三北”工程攻坚战的三大标志性
战役中，两大战役的片区主要位于内
蒙古境内。此外，内蒙古还承担了河
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
的大量治沙任务。为落实好防沙治沙

的新部署，去年底，自治区专门把防沙
治沙和风电光伏一体化工程列为重点
工程。

向“绿”而行，久久为功。有关部门
要切实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接过治沙
前辈的光荣旗帜，以“咬定青山不放松”
的韧劲，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
我”的态度，将防沙治沙的各项工作做
深、做细、做实。持之以恒，筑牢祖国北
疆生态安全屏障。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让生
命之色在黄沙中浸染，让人与自然在绿
色中和谐共生。

近日，“同心共育石榴籽·高校学子
看首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学
活动在呼和浩特市城市展示中心启动。
来自内蒙古大学、呼和浩特民族学院的
100 名师生代表参加活动。

本次活动由呼和浩特市委统战部、
呼和浩特市民委、内蒙古大学、呼和浩
特民族学院共同主办，旨在深入开展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上好“开
学第一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思

政课”，促进各族青少年广泛交往、全面
交流、深度交融。

据悉，今年 5 月，呼和浩特市委统
战部与内蒙古大学等驻呼 8 所区属高
校签订协议，搭建校地合作新平台，此
次活动是对合作协议确定事项的深入
落实。参加研学活动的大学生将到呼和
浩特城市展示中心、伊利现代智慧健康
谷、内蒙古展览馆、蒙草种业中心 4 个
研学点进行研学。 （吕会生）

直言
《使至塞上》是唐代诗人王维的

一首五言律诗，全诗如下：
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
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翻译成现代诗文，应该是：乘单

车打算去慰问边关，路上经过的属
国已过了居延。转眼飞蓬已飘出汉
塞，远望大雁，正向北翱翔云天。天
边的沙漠只见孤雁直上，无尽的黄
河只见落日浑圆。到达萧关遇见了
侦察的骑士，告知我都护正在燕然。

这首诗是王维奉唐玄宗之命，
以监察御史的身份赴边疆慰问将士
途中所作的一首边塞诗，记述出
使塞 上的 旅 程 以 及 旅 程 中 所 见
的塞外风光。全诗有几个关键词
需要读懂。一是居延，即居延海，
在今天的阿拉善盟额济纳境内。二
是征蓬和归雁，是诗人自比像蓬草
一样漂泊在外的游子，像北归的大
雁一样进入茫茫大漠。雁是候鸟，春
天北飞，表明这个季节是春天。三是
单车，即一辆车，形容作者当时的处
境，因受朝廷排挤才出使边塞，只能
轻车简从。四是都护，是守卫边塞的

官员，这里指前敌统帅。作者到了边
塞，却没有见到要见的都护，侦察兵
(候骑 )告诉王维，首将正在燕然一
带的前线。

读懂了这几个关键词，就能了
解作者全诗的寓意了。作者擅长写
景，在这首诗里，作者把写景与叙事
融在一起，首先让我们看到了塞外
奇特壮丽的风光，“大 漠 孤 烟 直 ，
长 河落日圆”广 为传颂 ，成为 千
古名句。“孤”“直”“长”“圆”，写
尽了广阔无限的沙漠苍凉。其次
是寄托了诗人孤寂、伤感的情绪。面
对单调而又壮观的景色，表达了诗

人精神上的无奈与感叹。全诗的艺
术境界达到了一般人难以企及的高
度。

这首纪行诗用描绘塞上风光，
寄托对戍边将士的敬意。时下，我们
学习北疆文化，弘扬北疆文化，从诗
中可窥见前人的边塞情感，从而领
略北国风光的壮美。

北疆文化博大精深，要学习和
研究的内容浩如瀚海。其中，了解古
诗词中的人文理念，品读古诗词中
山河的雄奇之美，对于熏陶、净化、
升华我们热爱祖国、服务人民的情
操，有着非常现实的意义。

（上接 1 版）
2020 年，以鄂尔多斯机场为主运

营基地的北方快线通用航空实现首航，
开通鄂尔多斯—鄂托克前旗往返航线，
打通了服务旗区旅客出行“最后一公
里”，与乘坐地面交通工具近 4 个小时
相比，乘坐北方快线航空航班仅需 50
分钟。作为国内首家“干支通，全网联”
航空运输服务网络试点，2021 年 10
月，鄂尔多斯机场开通首条跨航司通程
航班航线鄂托克前旗—鄂尔多斯—北
京大兴航线，通过试点航线的打造，开
启了“干线 + 支线 + 通航”三网融合新
模式。

作为内蒙古首条“支支通”航线，呼
和浩特—锡林浩特—乌兰浩特航线于
2021 年 9 月 16 日正式开通。2024 年，
华夏航空 CRJ900 飞机从阿拉善左旗
机场腾空，经过包头市，在最东部的呼
伦贝尔市降落，这是国内航距最长的支

线机场间航线首次航行，让旅客 4 小时
从沙漠到林海，实现“上午冲沙晚住林
屋，空中俯瞰全内蒙古”的全新旅游体
验。

一条条航线的开辟见证着成长的
轨迹，一组组抢眼的数据印证着前进的
脚步。

目前，内蒙古已有 49 个民用机场，
开通 55 条“支支通”航线，实现区内盟
市全覆盖。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
乌兰察布、赤峰、通辽等地融入首都 2.5
小时“通勤圈”，促进了地区经济社会发
展。

“幸福 +”支线快线网络模式实现
了区内盟市全覆盖，并用其亲民票价，
赢得了 72.7%的平均客座率，自治区东
部机场间“折返飞”问题得到解决，实现
了打个“飞的”去串门，产生经济效益至
少 90.5 亿元。

如今，作为新质生产力的代表，低

空经济又成为培育发展新动能的重要
方向。

2023 年，国务院印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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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开展低空空域
改革，发展低空经济。

2024 年，自治区政府工作报告提
出“精心打造具有内蒙古特色的现代化
产业体系，推动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发
展”。同年 4 月，自治区政府办公厅印发

《内蒙古自治区通用航空产业发展实施
方案》，明确各通用机场持续延伸低空
经济应用场景边界，打造低空经济发展
模式。

随着国家和地方政策措施持续向
实、发展环境不断优化，内蒙古加快推
进低空旅游产业链的形成———赤峰市
阿鲁科尔沁旗作为中国航空运动协会、
航空飞行营地，已开展 7000 米高空跳
伞运动、滑翔伞等多个体验项目，累计

接待高空跳伞考证人员和体验者达 5
万多人次；呼伦贝尔巴彦库仁机场建有
天鹰航空飞行营地，提供空中游览、飞
行体验服务；锡林郭勒盟镶黄旗新宝格
拉机场实施月票无限飞，“门到门”接送
服务等惠民政策，目前已接待游客超 3
万人次。

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草原机
场”到低空经济，从“封闭堵塞”到“四通
八达”，从仅有几条航线，到“支支通”

“全网联”，在中国航空版图上，从祖国
北疆生长出的航线就像一条条生机勃
勃的大动脉，以充沛的运力和四通八达
的空中网络，助力百姓过上更有品质的
现代生活。

蓝天筑梦，空途无限。放眼祖国北
疆大地，蔚蓝的天空中涌动着澎湃的发
展活力，快速发展的内蒙古，正在拥抱
更广阔的天空。

（高慧）

山水林田湖草沙一起向“绿”系列报道

梭梭种植 治沙致富

“三北”精神中的内蒙古力量系列述评

两项技术规程“攻坚”防沙治沙

“同心共育石榴籽·高校学子看首府”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学活动启动

从草地机坪到低空经济
———75 载砥砺奋进之内蒙古航空事业发展篇

《使至塞上》：那一个春天，开阔雄浑中的悲壮与敬意

9 月以来，中国银行内蒙古分行以
“金融教育宣传月”活动为契机，广泛开
展形式多样、覆盖面广的金融知识普及
活动，不断完善金融惠民利民措施，提
升金融服务质效，推动行业诚信体系建
设，积极展现金融为民新风尚。

丰富教育活动形式
展示金融新风尚

中国银行内蒙古分行以“金融为民
谱新篇·守护权益防风险”为主题，围绕
群众对金融知识的迫切需求，通过多种
活动形式提升活动质效，提高金融教育
针对性、覆盖面和影响力。同时，结合各
地实际情况，加强对农村地区、口岸地
区、少数民族地区等重点区域的宣传普
及力度，展现金融教育新风尚。

包头分行走进满都拉口岸，通过拉
条幅、发放折页的方式向口岸工作人员
宣传金融消费者“八大权益”，提示金融
消费者远离非法集资，防范电信诈骗，
宣传个人客户信息保护等金融知识。巴
彦淖尔市分行深入中蒙边境贸易企业、
物流园区和煤炭企业进行金融知识宣
传，有效提高口岸消费者的金融安全意
识。锡林浩特分行组建“金融乌兰牧骑
小分队”，深入牧区的每一个角落，一对
一的向牧民们耐心讲解基础金融知识，
让大家了解如何合理规划资金、正确选
择金融产品。乌兰察布市分行成立“金
融知识宣讲团”，结合农村地区实际情
况，通过悬挂横幅、发放宣传折页、案例
讲解的方式宣传如何防范电信诈骗、非
法集资、个人信息保护及征信相关知
识。呼和浩特市新华支行、中山支行、新
城支行、通辽、鄂尔多斯、赤峰等分行积
极联合社会各机构，通过“学校 + 银行”
的金融宣传新模式，深入各级院校，上
好“开学第一课”，提升青少年风险风范

意识。呼伦贝尔、二连浩特、乌兰浩特等
分行走进县域农村，以“担当新使命 消
保县域行”活动为契机，宣传金融惠民
政策和反诈防非常识，打通金融知识宣
传“最后一公里”。同时，积极借助自有
线上渠道，通过手机银行、微信公众号
等平台，宣传金融知识，开展消费风险
提示，增强金融教育活动的传播力、引
导力，大力提升消费者金融素养。

完善惠民利民措施
提升金融服务质效

“金融教育宣传月”期间，中国银行
内蒙古分行组建“普惠金融突击队”“金
融乌兰牧骑小分队”进驻农村地区，对
农户宣传讲解基本金融知识，做好服务
乡村振兴的“行动派”；积极践行金融工
作政治性、人民性，坚持服务实体经济
初心，深入小微企业，推动基础金融服
务更加普及，当好服务普惠民生的“主
力军”。

锡林浩特分行与当地烟草局，以党
建共建活动为平台，开展“金融为民谱
新篇，守护权益防风险”宣传活动。通过
生动的案例分析，展示非法金融活动的
各种形式。呼和浩特市玉泉支行充分发
挥自身专业优势，针对农村人群、个体
工商户等重点群体，普及基础金融知
识，宣传服务保障民生的举措。乌兰察

布市分行组织普惠条线相关工作人员

走访当地小微企业，对个体工商户讲解

金融消费者权益及金融惠民利民措施。
中国银行内蒙古分行深入贯彻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
面落实党的二十大、二十届三中全会精
神，坚持以人民中心的价值取向，聚焦
人民所需，发挥自身所长，用心、用情做
好金融服务。

（雅茹）

中国银行内蒙古分行持续
深入开展“金融教育宣传月”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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