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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高慧 邓玉霞

金秋时节，兴安盟洮儿河两岸秋风
送爽，稻浪飘香。在308省道伊（尔施）
柴（桥）一级公路施工现场，各种机械往
来穿梭作业，一派繁忙景象。

“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我们克服
了阿尔山地区有效施工期短、旅游高峰
期错峰施工、施工地质环境差等困难，
超额完成了本年度建设目标任务，部分
路段也已对社会车辆临时开放通行。”
公路项目办副主任郑春明说。

该项目是308省道碾子山至阿尔
山公路中的一段，也是通往阿尔山和柴
河旅游景区的主要公路。项目全长
87.2公里，总投资23.27亿元。这只是
内蒙古今年基础设施建设加力提速的
一个缩影。

今年，我区目标完成公路水路交通
运输固定资产投资320亿元以上，公路
建设规模1.3万公里，建设农村牧区公
路7000公里。1-8月份，我区公路水
路交通运输固定资产投资已完成153.7
亿元，全区农村牧区公路建设项目开工
里程达 4867 公里，已完成年度目标
69.4%。林区公路开工里程1662公里，
已超额完成年度目标。

基础设施建设是稳投资、扩内需、
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促
升级、优结构、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的重
要环节。今年，我区突出抓好以交通为

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同时着力推进棚
户区、老旧小区改造、加强城市建设管理、
开展节能城市建设，进一步深化工程项目
审批制度改革，按下基础设施建设“快进
键”，助推内蒙古发展迈向更高层次，不断
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以前上厕所难，倒脏水难，冬季取
暖更难。自从棚改以后，倒脏水、上厕
所方便了，冬天再也不用生火加炭、掏
灰挖火了。”74岁的周美玲感叹道。乌
兰察布市察右前旗土贵乌拉镇的平房
改造工程，给她的晚年生活带来了极大
的便利。

棚户区、老旧小区改造让“忧居”变
“优居”。今年，内蒙古持续推进棚户区
改造，加大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力度。截
至 6 月底，全区棚户区改造已开工
10468套，基本建成2987套，完成投资
8.3亿元；全区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已开工
19.4万户，开工率91.2%，改造工作进度
在全国排第4名，完成投资13.2亿元。

为打造宜居环境，内蒙古采取控源
截污、垃圾清理、清淤疏浚、生态修复等
综合措施，加强城市黑臭水体治理。根
据国家黑臭水体治理平台填报数据显
示，目前我区13个城市黑臭水体实现

“长制久清”。
推进海绵城市建设、开展城市体检

工作、推开盟市所在地生活垃圾分类、
落实污水处理提质增效3年行动……
内蒙古的城乡面貌正在以惊人的速度
发生嬗变。

随着节能降碳理念深入人心，绿色
发展成为城市建设的新底色。

为推进建筑节能，内蒙古明确了8
个领域17项重点任务；统筹实施城镇
老旧小区与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计
划完成300万平方米以上既改任务；将
绿色生态小区、绿色蒙古包、装配式混
凝土剪力墙结构、装饰保温一体板等
14项标准列为2021年制修订计划；强
化新建建筑标准在规划、设计、施工、竣
工验收等环节的节能监管，落实各方主
体建筑节能质量责任，严格按照标准进
行设计建造。

为推动绿色建筑发展，内蒙古制定
印发《2021年全区绿色建筑发展行动
计划》，明确年内城镇竣工的绿色建筑
占新建建筑竣工面积比例力争达到
55%。截至6月底，全区新建建筑按照
绿色建筑标准设计建造工程共计889
项、1641.13万平方米，绿色建材推广应
用面积约142万平方米。

工程项目审批制度改革是打好优
化营商环境攻坚战的关键之举，也是促
进经济持续恢复和高质量发展的迫切

需要。
今年，内蒙古建成并启用项目储备

库和实施库系统。要求各地发改部门
将拟实施项目录入项目储备库，自然资
源部门依托技术支撑平台对录入项目
进行审核。目前全区共录入储备库项
目1548个，转入实施库项目574个；在
实现申报单位（企业）线上“一网申报”
阶段性改革目标的基础上，将自治区本
级和除呼伦贝尔市和巴彦淖尔市外10
个盟市工程审批系统接入“蒙速办”
APP；推动各地根据事项清单持续推进
区域评估报告编制和报批工作，目前，
全区开展区域评估的园区共121个，涉
及区域评估事项520个，已完成区域评
估成果134个；各盟市建立工程建设项
目审批综合窗口，实现了“一窗办理”，
全区组建600余人的专业队伍提供代
办帮办服务……

内蒙古工程项目审批制度改革正
在跑出新速度。据统计，上半年全区工
程审批系统完成4108个项目，在线审
批较去年同期增长 168%，办理审批
9814件，较去年同期增长213%。

一串串数字记录内蒙古基础建设
的发展速度，一个个突破见证内蒙古补
齐短板的发展决心。

迈入新发展阶段，内蒙古有信心、
有底气、有能力，在基础设施建设上实
现更大作为，为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和社
会和谐稳定、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提供
强有力的支撑。

加力提速！内蒙古按下基础设施建设“快进键”

秋日的乌梁素海碧波荡漾，成群结队的候鸟在海面
上觅食翱翔。近年来，巴彦淖尔市高标准实施乌梁素海
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生态保护修复国家试点工程，同步
开展点源、面源、内源综合治理，乌梁素海水质明显改
善，整体达到Ⅴ类标准，局部达到Ⅳ类标准。

本报记者 图古斯毕力格 摄

本报兴安10月4日电 （记者 胡
日查 高敏娜）在兴安盟扎赉特旗五道
河子村3000多亩旱作水稻秋收现场，
一台无人驾驶收割机，正在按照提前规
划设定好的路径，自主进行收割作业。

“我家种了200多亩水稻，今年用
了这台无人驾驶收割机，每个小时能收
70亩，我家这片地 3个多小时就能收
完。”五道河子村种植户黄宇感慨地
说。他现在自己成了农忙时节的“闲

人”，从春种到秋收一切都是机械化，种
地又快又高效。“我以前种70亩地，现
在种了200多亩，收入翻了好几倍，当
农民幸福感杠杠的。”

天上飞着无人机，手里操作着

APP，和黄宇一样，如今在扎赉特旗，好
多种了大半辈子地的农民从会种地升
级到了“慧”种地 。机械化、自动化、智
能化的现代农业，让大家解放了双手，
农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了。

扎赉特旗在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建设进程中，坚持数字赋能乡村发
展，互通共享数据资源，推进传统农
业与信息技术有效融合，将“智慧”赋
能于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从播种、
田管到收获，从靠经验到看数据，实
现了由传统农业“看天”向智慧农业
看“屏幕”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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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会种地到“慧”种地

扎赉特旗“数字化”为现代农业赋能增效

新华社北京10月4日电 10月
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岸田文雄，
祝贺他当选日本首相。

习近平指出，中日一衣带水，发展
中日睦邻友好合作关系，符合两国和

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也有利于亚洲和
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中日双方应该
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确立的各项原
则，加强对话沟通，增进互信合作，努
力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

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致电祝贺
岸田文雄当选日本首相，表示双方应该
维护政治共识，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两
国关系沿着正确轨道健康稳定发展，共
同迎接明年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

习近平致电祝贺岸田文雄当选日本首相
李克强向岸田文雄致贺电

本报锡林郭勒10月4日电 （记
者 巴依斯古楞）秋天是草原的丰收
季节。时下，锡林郭勒大庄园肉业有
限公司的生产线正开足马力，迎接一
年里的生产高峰期。

“这条线上下来的可都是有‘身
份’的可追溯肉羊产品，客户只要扫
一扫包装上的二维码，所有信息就
一目了然了。”公司总经理武耀介绍
说，从开始接羔时，公司便和牧民
签订羊追溯养殖协议，给羔羊打耳
标，对养殖环境、品种和方式进行
严格要求，并在生长期全程监管，
保证羊源的安全性。出栏时，企业
对追溯羊的信息进行补充，让到达
消费者餐桌上的每一块羊肉产品都
能扫码寻源。

生长在锡林郭勒草原上的生态羊
以其零膻味、肉质鲜嫩、营养丰富享誉
国内外，一直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青
睐，代表了绿色、有机、生态、营养、美
味的高端羊肉品质。为保护好“锡林
郭勒羊”这一金字招牌，2019年底，锡
林郭勒盟启动了“锡林郭勒羊区域公
用品牌”建设工作，开展品牌战略规划
研究，制定出台配套政策措施，提炼

“纯正品种传承”“草原自然放牧”“肉
质鲜美零膻味”等品牌核心价值，赋予

品牌“草原上的领头羊”以全新形象。
2020年 11月 17日，锡林郭勒羊区域
公用品牌在北京正式发布，大庄园、羊
羊牧业、额尔敦羊业等3家羊肉加工企
业被授予品牌使用权。

品质是品牌建设的基石。为从源
头保证品牌产品品质，今年，锡林郭
勒盟组织3家被授权企业实施草原追
溯羊工程，为17万只羔羊佩戴了追
溯耳标，颁发了“二代身份证”，严
格界定以佩戴耳标的草原追溯羊作为
生产加工锡林郭勒羊区域公用品牌产
品的唯一羊源。在此基础上，开发建
立了品牌产品追溯防伪系统，采取

“批次加工+按重限额赋码”方式，实
现对品牌产品的边界控制以及养殖、
加工、销售全流程质量监控和信息追
溯。羊肉加工企业在加工追溯羊时，
按照牧户设置批次，一户一批次，同
一批次追溯羊的屠宰、冷却排酸、分割
加工、包装成品、现场赋码同步实施，
使得追溯码段在同一批次间分配，令

“羊”和“肉”溯源信息匹配更加精准，
并实现“追溯羊”和“品牌产品”的总量
匹配，保证每一个锡林郭勒羊区域公
用品牌产品都是真材实料的锡林郭勒
草原追溯羊。

■下转第3版

锡林郭勒高端草原羊实现
“扫码寻源”了

新华社呼和浩特 10 月 4 日电
（记者 哈丽娜）记者从内蒙古自治区
文物局了解到，近日，国家文物局与内
蒙古自治区文物局联合组织专家组对
武安州辽塔保护修缮项目进行了初步
验收，经过实地查看、听取汇报、审查
资料、质询提问，专家组一致同意通过
竣工初步验收。

武安州辽塔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赤
峰市敖汉旗丰收乡白塔子村，为八角
形密檐空心砖塔，属第七批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武安州遗址的组成部
分。

据了解，自2020年 5月武安州辽
塔保护修缮项目启动以来，先后完成
了抢险加固和保护修缮工作，使用传
统工艺及材料，系统解决了武安州辽
塔结构安全和塔檐、塔身、塔台病害问
题。

武安州辽塔保护修缮项目坚持

“不改变文物原状”“最小干预”等国际
文物保护准则，让辽塔所蕴含的历史
信息得以真实、完整地展现在广大群
众面前。在勘察设计和施工过程中，
主动采用大量科技手段，如塔体振动
监测、三维扫描、裂缝监测、数字建模
等获取丰富信息，科学研判辽塔建造
工艺、病害程度和发展趋势等，辅助维
修工作顺利开展。同时，施工中坚持
考古发掘与维修紧密结合，在施工前
全面发掘了辽塔塔基，进一步明确了
辽塔构造、建造和使用年代，为深化项
目设计方案、科学阐释辽塔所蕴含的
历史信息，提供了扎实的考古依据。

与武安州辽塔保护修缮项目同
步，地方人民政府还关注辽塔历史风
貌的整体展示，开展了武安州辽塔周
边环境整治工程，种植大量观赏性小
米和格桑花花带。新建的武安州辽塔
陈列馆也计划于10月中旬对外开放。

武安州辽塔保护修缮项目
通过初步验收

□本报记者 陈春艳

建国、国庆、国旗、国忠、国荣、国
强、国梁、国栋、爱国、卫国……一个个
与“国”相系的名字，承载着相同的期
望和信仰。

国庆期间，在阿拉善警营，有这样
一批名字里有“国”字的民警辅警，他
们身穿藏蓝色警服，在各自的岗位上
忙碌，守护着百姓平安。

额济纳旗公安局交管大队辅警陈
建国说，他的名字是爷爷起的，希望他
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创造美好的生活，
建设美丽的祖国。“岗位在路上，职责
在肩上。我和战友们在节日坚守，只
为让人民群众出行的路更畅通、更安
全，我们在，平安在。”陈建国这样诠释
自己的岗位职责。

周国庆是阿右旗公安局反恐怖和
特巡警大队辅警，生于国庆节，在普天
同庆的气氛中体会双重的欢喜，感受
祖国的伟大、繁荣与富强，让他倍感自
豪。“我愿以坚如磐石的信心、只争朝
夕的劲头、坚韧不拔的毅力，全力投入
国庆安保攻坚战，坚决维护社会治安
平安稳定。”周国庆话语铿锵。

生逢10月，阿拉善盟边境管理支
队算井子派出所教导员岳国旗的父亲
满怀激动地为他取名“国旗”，希望他
永远热爱祖国。长大后，他如愿成为
一名保家卫国的人民警察，将一颗滚

烫的爱国心种在了巴丹吉林沙漠腹地
的边境一线。“请祖国放心，请人民放
心，我将不忘初心、坚守岗位，在‘生命
禁区’守好祖国北大门。”岳国旗说，每
年国庆节，派出所全体民警辅警都会
在心中的精神高地——大红山上举行
升国旗仪式，让鲜红的国旗高高飘扬
在祖国北疆的边境线！

“祖国在心中，忠诚勇担当。从选
择成为人民警察的那天起，我就牢记
着肩负的使命荣光。”阿左旗公安局警
务保障室副主任聂国忠说，“警务保障
也是战斗力，让一线执勤战友上勤能
安心，下勤能有可口饭菜吃、有热水
喝、有备勤室休息，是我们警务保障民
警全力以赴的目标。”

范爱国，是阿拉善盟边境管理支
队机要科科长，他从事的机要密码工
作神秘而重要。“一桌一椅一世界，一
牵一挂一职责。在平凡与非凡间，我
愿意这样默默地奉献和付出，因为这
就是我所选择的爱国方式。”范爱国坚
定地说。

保家卫国写忠诚，是人民警察代
代相传融入血脉的魂，更是日复一日
无悔坚守的职责。阿左旗公安局治安
大队教导员王卫国表示，每日大量摸
排走访，对重点单位、酒店、娱乐场所、
流动人口等进行全面清查，尽最大可
能消除安全隐患，只为确保节日期间
人民群众的安全。

岁月静好，是因为有人负重前行。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

草原草原、、河流与骏马河流与骏马。。

谋发展 促转型 抓项目

秋日的岱海碧波荡漾，水天一色。付瑞新 摄

深秋的呼伦湖秋色连波，湖水涟漪。呼伦湖是内蒙古第一大湖，随着近年来一系列治理项目的实施，
环呼伦湖植被明显恢复，植被覆盖率逐步提升，草地退化、沙化得到有效遏制，呼伦湖流域的生态环境呈现
出持续向好的发展态势。 本报记者 李新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