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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林田湖草沙一起向“绿”系列报道

“森林乡镇” 拥抱绿色

内蒙古 2024 年

原煤产量居全国第一

本报讯（记者 张鑫 通讯员 康伟）

1 月 16 日，主题为“贯彻自治区党委十

一届九次全会精神，推动区域合作深化

行动见行见效” 的第 87 期内蒙古发展

改革论坛在呼和浩特举行。

与会专家表示，开展区域合作深化行

动，全方位服务和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新

发展格局，有利于推动各类投资要素汇

聚融合、优化配置，将极大拓展内蒙古

开放合作的新空间，不断提升自治区发

展的质量和效益，是推动自治区高质量

发展、完成好“五大任务”的重要抓手。

与会专家纷纷提出宝贵建议。

创新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拓展呼包

鄂乌发展新空间。 创建以呼包鄂乌为核

心区块的内蒙古自贸合作区，构建自贸

区范式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拓展“呼包

鄂乌 + 国内区域 +‘一带一路’”开放型

经济新空间， 建设我国向北开放核心区，

全方位融入国家“双循环”发展大局。

以“东北振兴”战略为契机，加强区

域合作推动蒙东地区高质量发展。 在赤

峰、通辽国家级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内

对飞地模式、利益联结、人才合作等进

行探索和创新，积极承接产业链整体转

移和关联产业协同转移，重点承接冶金

化工、生物医药、轻工纺织、矿产开发加

工、新能源、食品制造等优势传统产业

的延链、补链、强链项目。

建立优势互补的交界区域合作，积

极发展海陆合作。 发挥内蒙古乌兰察

布、山西大同和河北张家口 3 个地级市

的比较优势，深化科技、能源、文旅等全

方位合作， 多领域融入“一带一路”建

设、京津冀协同发展。 发挥赤峰市的区

位优势，深化与锦州港、天津港和唐山

港的合作，加快建设次临港经济区和国

家承接产业转移合作示范区，打通内蒙

古外向型经济发展陆海联动大通道。

以企业合作推动产业合作，促进内

蒙古与粤港澳大湾区在重点领域达成

深度合作。 进一步强化与粤港澳大湾区

的紧密联系与精准对接，全力以赴推动

更多跨区域合作项目落地，促进内蒙古

与粤港澳大湾区在生物医药、 文旅、低

空经济、农畜产品等重点领域达成深度

合作，实现“走出去、请进来”协同高效

的发展格局。

冬季茫茫草原，一派静寂景象。1 月

18 日，“嗡嗡嗡”的声音从空中传来，抬

头循声望去，一架无人机正在达茂草原

上空进行巡视，远处无人机操作员通过

屏幕查看是否有人违规放牧，信号同步

被传送回达茂旗林草局，工作人员在电

脑上远程查看禁牧区实时情况。

“一些步行需要走很久才能到达的

地方，无人机一会儿就飞过去了，非常

方便。 如果发现有违规放牧的，通过

高空视角，AI 羊群数量识别模型，牲

畜数量、种类、所处位置坐标等信息清

楚可辨，可准确地判断禁牧休牧区内的

情况……”无人机操作员一边紧盯屏幕

一边告诉记者。

达茂旗地处祖国北疆，全旗共有草

原 2341.46 万亩 ， 可利用草地面积

2229.77 万亩。 禁牧休牧作为加强草原

保护修复的重要途径，是促进草原休养

生息、 加快恢复草原植被的主要措施。

在以往草原巡护工作中，执法人员常常

面对找不到羊、找不到路、取证和固定

证据不便等困难。 相较于地面人工巡

查，无人机具有速度快 、范围广 、精

度高、成本低等优势，能够显著提升

巡查效率，同时减轻了人员负担，针

对偏远及车辆难以到达的区域进行

无死角监控， 实时拍摄并传输巡查

区域情况，使巡查人员能够直观、准确

地掌握现场情况，为开展草原巡查提供

了新模式。

据了解，达茂旗建立了“空中 + 地

面”“人防 + 技防”的立体巡查体系。 同

时，达茂旗林草局还组织专业人员深

入各苏木乡镇采取“理论 + 实践 ”

模式开展无人机驾驶及 AI 视觉识

别知识培训， 确保参训人员能够熟

练地掌握无人机操作技能，独立完成巡

查任务。

据达茂旗林草局党组书记吕志刚

介绍，该林草局从上级财政部门争取禁

牧休牧网格化管理资金， 集中采购了

14 台大疆无人机，12 个苏木乡镇各配

发一台，主要用于达茂旗禁牧休牧以及

森林草原防火的巡查监管。同时搭建无

人机数据管理平台，创新采取“常态巡

查 + 突击巡查 + 抽检牧户 + 交叉执法

+ 广泛监督 + 科技赋能”的综合监管模

式，开展过牧巡检巡查，做到严监督、强

管理，有力提升了达茂旗禁牧休牧管护

科技水平。 同时，还聘用 149 名草管员

实行网格化监管， 开展常态 + 突击巡

查，建立及时报告、立即处理的工作流

程，为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工作提供有

力保障。“无人机让草原巡护工作从‘苦

力活’变成‘技术活’，让传统巡护工作

模式与科技巡护有机结合，为保护达茂

草原资源，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提供了坚

实保障。 ”吕志刚表示。

（蔡冬梅 赵楠）

从内蒙古农牧厅传来消息， 目前，

内蒙古 12 个盟市 103 个旗县共聘任

“金融副村长”11300 名，实现全区行政

村（含涉农街道、社区）选聘全覆盖。

2023 年， 内蒙古在全区范围推广

“金融副村长”服务模式。 该模式以“建

机制、搭平台、强队伍”为核心，按照“一

村一名”的标准在嘎查村“两委”成员、

致富带头人、返乡创业能人等人员中选

聘“金融副村长”， 实行服务期制度管

理，“金融副村长”与所服务苏木乡镇签

订服务协议。

“金融副村长” 服务模式为改善城

乡金融资源配置提供了人才支撑，有利

于完善农村牧区金融服务体系，打通金

融服务农村牧区的“最后一公里”。“内

蒙古自治区推广‘金融副村长’服务模

式工作案例” 入选农业农村部 2023 年

度金融支农十大典型案例。目前，“金融

副村长”协助金融机构对接授信各类农

牧业经营主体 8.9 万户，授信额度达到

125.6 亿元。

下一步，自治区农牧厅将继续加强

与金融监管部门、 金融机构的沟通协

调，充分发挥“金融副村长”连接金融机

构与农牧民的桥梁纽带作用。会同相关

部门加强对“金融副村长”的培育指导

力度，拓宽培训内容，推动“金融副村

长”做好惠农政策宣传、金融知识普及

等工作， 形成共建共育共享的发展格

局。

（韩雪茹）

本报记者 张鑫

在北疆大地的版图上， 有这样一

些乡镇，它们被茂密森林环绕，青山连

绵起伏，绿水潺潺流淌。 这些“森林乡

镇” 正以最热烈的姿态拥抱绿色，它

们以绿色为底色， 积极践行生态发展

理念，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活力。

近日， 内蒙古自治区绿化委员会

办公室授予了全区 5 个“自治区森林

城市”及 27 个“自治区森林乡镇”，其

中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右翼前旗土贵乌

拉镇、玫瑰营镇，卓资县十八台镇、卓

资山镇，凉城县蛮汉镇、麦胡图镇 6 个

地区被授予了“自治区森林乡镇”的荣

誉称号。

建设森林城市、 森林乡镇是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生态文明的生动实践。

近年来， 乌兰察布全面落实“五大任

务”，探索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

向的高质量发展道路， 科学开展国土

绿化，不断优化森林空间布局，提升全

市森林质量，改善农村生态环境，增进

民生福祉，弘扬生态文化，实现生态与

发展共赢， 为全力打造和美乌兰察布

提供生态保障。

在察哈尔右翼前旗土贵乌拉镇，

当地高度重视创建工作， 成立领导小

组，统筹推进森林乡镇创建工作。卓资

山镇将生态建设放在优先发展的突出

地位，确立以自然修复为主、生态恢复

与建设相结合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全

镇森林面积、森林蓄积量、森林覆盖率

已连续多年实现增长。 凉城县蛮汉镇

二龙什台国家森林公园， 四季景观别

具特色，有着塞外天山的美誉。这里有

树木、药材等植物 430 多种。已发现脊

椎动物 178 种， 其中二级以上保护动

物 8 种， 森林覆盖率达到 80.25%，地

表水质量、 空气细菌含量等属于优质

级别，适宜开展森林医院、森林保健中

心、高水平度假区、登山健身、观光休

闲、露营养生等项目。

“森林乡镇” 不仅是荣誉的象征，

更是乌兰察布市在绿色发展道路上的

坚实脚印。 此次 6 个地区获得“自治

区森林乡镇”的称号，是对乌兰察布市

生态建设工作的充分肯定。 在新的起

点上，乌兰察布市将继续践行“让森林

走进城市、让城市拥抱森林”的宗旨，

持续深入推进自治区森林城市、 森林

乡镇建设工作。充分挖掘绿化空间，把

“保护”和“发展”有机结合起来，持续

开展造林绿化工作， 加大生态保护力

度。 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推进，加强四

旁绿化、道路绿化，加大乡土树种使用

率，不断改善乡村人居环境，助力乡村

绿色发展， 守护好祖国北疆生态安全

屏障。

有理由相信，乌兰察布市的山会更

绿、水会更清，人民生活也会因这一片片

绿色而更加美好， 北疆生态安全屏障

也将在这绿色的守护下愈发稳固。

本报记者 王丰

近年来， 内蒙古大力推进生态产

业化， 加快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

制，不断拓宽“以绿生金”“养绿引金”

“点绿成金”的渠道，做好林草沙产业

文章、林草碳汇文章，让更多群众端上

“绿饭碗”、吃上“生态饭”。

2024 年，赤峰市翁牛特旗完成沙

地综合治理 42.1 万亩，完成年度治沙

任务的 120%。

2024 年，通辽市开鲁县完成科尔

沁沙地综合治理示范区治沙 7000 多

亩， 产业治沙推动生态建设由“输血

式”变成“造血式”，为“三北”工程攻坚

战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2024 年，内蒙古防沙治沙迈出历

史性步伐：“三北” 工程三大标志性战

役深入推进， 全区上下坚定自觉当主

力、打主攻，以日均治沙 6 万亩的骄人

战绩领跑全国。

保护与发展协同共进， 这是推进

生态建设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举措。

一个地方发展后劲强不强， 关键

在于生态。 生态好，投资环境就优，高

质量发展底色就浓。 绿色是内蒙古的

自然财富，也是社会财富，不仅带来环

境的改善，而且成为经济新的增长点。

作为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

障，保护好生态环境，是内蒙古义不容

辞的责任，也是对国家最大的贡献。

党的十八大以来， 内蒙古正确处

理保护与发展的关系， 始终把保护生

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坚决摒弃“先

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和以牺牲生态环

境换取一时一地经济增长的做法，

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开展生态

文明建设， 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

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

化。

内蒙古最大的价值在生态、 最大

的责任在生态、最大的潜力也在生态。

内蒙古的绿水青山里， 蕴藏着一本长

远账。

生态环境保护要想全领域转型，

内蒙古就要持续在增绿、治沙、转型等

方面下功夫，淘汰落后产能，遏制两高

项目盲目扩张， 推动传统产业向高端

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

达茂草原生态保护有了“空中之翼”

内蒙古行政村全部选聘“金融副村长”

本报记者 王丰 李姝廷

“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冰上

走……”这是《数九歌》里对北方地区

天气寒冷的描述。

时下，正值四九之时，寒风凛冽，

滴水成冰。 但策克口岸货运通道依旧

是一派火热的景象。

一辆辆满载煤炭的货车缓缓驶入

“十进六出”货运通道，经边检站民警

和海关关员联合查验后快速通关，

2024 年策克口岸通关过货量累计超

2400 万吨， 完成年度目标的 100%，

创开关以来历史新高。

策克口岸是自治区第二大煤炭进

口口岸，开放 32 年来，从临时过货到

季节性口岸，再到国家常年开放口岸，

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已经成为中蒙经

贸合作的重要桥梁。

值得关注的是，策克口岸是全国

首个实现“自动驾驶”的陆路口岸，自

创新实施 AGV 无人驾驶和 5G 通信

系统无人驾驶跨境运输以来， 产业

附加值和运输效率得到进一步提

升，入驻企业营商环境得到进一步

优化， 口岸发展活力得到进一步释

放。

AGV 无人驾驶跨境运输实现运

行管理一张图、 智慧验放一体化、消

杀管控一条链、远程指挥一站通。 目

前共投入使用 23 台 AGV 无人驾驶

车辆， 全年累计通关车辆 1.5 万余辆

次，实现 110 万吨通关过货量，本项

目可以实现单日多次往返运输，做到

安全方面零事故。 去年策克口岸提前

40 多天完成全年通关过货目标任务，

同时，助力属地企业完成首批 5 吨蔬

菜出口。

如今， 策克口岸正逐渐改变在进

口煤炭中仓储保存的“中转站”定位，

以改革思维破解“酒肉穿肠过”问题，

努力将区位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积

极承接内地产业转移，大力发展煤炭

洗选产业，累计引进煤炭洗选企业 12

家。

在自治区人大代表， 额济纳旗委

副书记、旗长，策克口岸经济开发区党

工委书记布和眼里， 在 2400 万吨货

物中，有 850 余万吨进口煤炭进入企

业加工增值后被运往全国各地， 工业

总产值突破 35 亿元， 相比 5 年前翻

了一番以上，这又一次刷新了策克口

岸的历史 ， 进一步加快了口岸经

济与腹地经济的联动、 过路经济

向落地经济的转型。

下一步， 策克口岸将用好用活国

家和自治区出台的一系列优惠政策，

积极构建联通内外、辐射周边、资源

集聚集散 、 要素融汇融通的全域

开放平台 ， 以基础设施和服务功

能现代化提升为重点， 做好国际

化现代化口岸“文章 ”，更好地在

内蒙古西部地区带头开放、 带动开

放， 为建设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贡献

更大力量。

策克口岸新目标！ 加速构建“口岸 + 腹地”联动发展格局

持续推动区域合作 第 87期发展改革论坛在呼和浩特举行

1 月 19 日，“草原涮肉·锡林郭勒” 内蒙古首届草原涮肉节

在锡林浩特市锡林湖火热开幕。 激情洋溢的音乐、活力四射的

舞蹈，现场气氛迅速升温，参加活动的市民以及远道而来的海

内外游客尽情享受这一欢乐时刻。 （详见 8版）

内蒙古首届草原涮肉节热动锡林郭勒

因春节假期，本报休刊 3 期。休刊期间，新媒体持续更新，敬

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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