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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赤峰 8 月 12 日电 （记者
王塔娜）8月12日，2022赤峰市全域旅
游高质量发展大会暨蒙冀辽五城文旅
联盟成立大会召开。会上，赤峰市、承
德市、朝阳市、通辽市、锡林郭勒盟签署
了蒙冀辽五城文旅联盟成立协议，宣布
蒙冀辽五城文旅联盟成立。

为积极融入国家发展战略，有效推
动内蒙古旅游与环渤海、京津冀等区域
协同发展，充分发挥文旅媒介桥梁作
用，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经自治
区文化和旅游厅批准，由赤峰市发起，
联合承德市、朝阳市、通辽市、锡林郭勒
盟共同组建了蒙冀辽五城文旅联盟。

四市一盟处于京津冀蒙辽协同发展
战略合作的核心地位，地缘相近，资源互
补，交流合作密切，文化旅游协同发展契
合实际、意义重大。赤峰市位于四市一盟
的中心位置，距三市一盟均在200公里以
内，区位明显，交通便捷。成立蒙冀辽五
城文旅联盟，创新推动五地文旅合作，有
利于蒙辽地区对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
促进区域融合共建，有利于相互学习借

鉴、互为比学赶超、推动高品质景区景点
建设、扩大区域优质文旅产品供给，有利
于开发环京津冀千里草原旅游带跨区域
精品线路、开展多层次区域交流合作。

蒙冀辽五城文旅联盟成立后，将启
动蒙冀辽五城文旅协同发展工作机制，
共同培育精品旅游线路，构建无障碍旅
游区；加强旅游宣传促销合作，共同开
发客源市场；加强旅游企业之间的合
作，搭建企业互动平台；加强文化活动
交流合作，促进文旅深层次融合；建立
合作保障机制，促进活动有序开展。

据了解，自 2019年起，3年时间，
赤峰市分品牌、分区域、分年度举办全
市旅游产业发展大会，通过现场观摩示
范带动，加强交流借鉴、倒逼思想解放、
激发比学赶超，加快推动旅游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达到了“点上突破、面上开
花”的效果，全市旅游产业发展得到了
质和效的提升，为全域旅游发展奠定了
坚实基础。全市三届旅游发展大会，累
计实施旅游产业项目 122个，总投资
462.1亿元，已完成投资109.95亿元。

蒙 冀 辽 五 城 文 旅 联 盟 成 立

本报8月12日讯 （记者 薛来）
日前，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发布
2022年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创建名单，
全国共入选100个农业现代化示范区，
其中，我区兴安盟突泉县、赤峰市宁城
县、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3地入选。

据了解，农业现代化示范区是综合
考虑各地农业资源禀赋、基础设施条
件、特色产业发展等因素，围绕粮食产
业、优势特色产业、都市农业、智慧农
业、高效旱作农业和脱贫地区“小而精”
特色产业等发展，以县（市、区）为单位，
分区分类创建的。

农业现代化示范区的创建任务主
要是聚焦“两个要害”，强化现代农业基
础支撑；聚焦农业多种功能和乡村多元

价值，做优乡村特色产业；聚焦产业集
聚发展，打造现代农业园区载体；聚焦
农业生产“三品一标”，推动农业全面绿
色转型；聚焦信息技术与农机农艺融
合，推进智慧农业发展。

农业现代化示范区的创建是按照
粮食生产稳面积提产能、产业发展稳基
础提效益、乡村建设稳步伐提质量、农民
增收稳势头提后劲的工作布局，围绕守
住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
贫两条底线，扎实有序推进乡村发展、乡
村建设、乡村治理重点工作，探索建立农
业现代化工作体系、政策体系和制度体
系，促进农业设施化、园区化、融合化、绿
色化、数字化发展，为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我区3地入选2022年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创建名单

本报8月12日讯 （记者 白丹）
8月12日，自治区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
心组召开集体学习扩大会议，传达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
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围绕学
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开展研
讨交流。自治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李
秀领主持会议并讲话。

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政
协党组副书记胡达古拉，自治区政协副
主席罗志虎、郑福田、张华、欧阳晓晖、
魏国楠及秘书长狄瑞明出席会议并作
交流发言。

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习近平总书
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
上重要讲话的重大意义，准确把握核心
要义和思想内涵，在举什么旗、走什么
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朝着什么样
的目标继续前进等根本问题上与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
致，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要求上来。

会议指出，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
政》第四卷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

理，与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前三卷
紧密结合；与理解中国之路、中国之治、
中国之理相结合。要紧密联系2020年
以来党中央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统
筹“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
个全面”战略布局，统筹发展与安全，统
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伟大实
践；联系党的十八大以来10年间，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国人民
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取得的
历史性成就、实现的历史性变革，做到深
学细学反复学，学出“四个自信”“四个意
识”，学出理论清醒、政治坚定和“两个维
护”的思想和行动自觉，学出坚持和运用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立场观点
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本领。

会议要求，政协组织和政协委员要
坚持学以致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好的精神状
态、好的作风、好的质量，认真做好当前
各项工作，自觉维护协商民主和全过程
人民民主形象，维护内蒙古形象，以实
际行动和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
利召开。

自治区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
心组召开集体学习扩大会议

李秀领主持并讲话

新华社北京8月 12日电 为进一
步推进“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国
务院日前印发《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罚
款事项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取消
和调整了公安、交通运输、市场监管领域
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设定的53个罚款
事项，其中，取消29个罚款事项，调整24
个罚款事项。这些罚款事项主要集中在
与企业和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社会关注
度较高的领域，取消和调整的目的是切
实减轻企业和群众负担，让企业和群众
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决定》明确了
这些罚款事项的名称、设定依据、处理决

定和替代监管措施。
取消和调整上述罚款事项，严格执

行国务院明确的“三个一律”的清理标
准：凡是违反法定权限和程序设定的罚
款事项，一律取消；凡是罚款事项不适应
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有违“放管服”改革
精神、不利于优化营商环境的，或者有失
公允、过罚不当的，一律取消或调整；凡
是罚款事项可采取其他方式进行规范或
管理的，一律取消。

《决定》取消和调整的53个罚款事
项，共涉及修改11部行政法规，修改和
废止20部部门规章。为了最大限度推

进清理成果落地见效，《决定》对修改行
政法规、修改和废止部门规章提出了明
确的时间要求，有关部门要在《决定》印
发之日起60日内向国务院报送有关行
政法规修改草案送审稿，并完成有关部
门规章修改和废止工作，部门规章需要
根据修改后的行政法规调整的，要在相
关行政法规公布后60日内完成修改和
废止工作。

为了保护人民群众和市场主体合法
权益，维护行政管理秩序和公共利益，
《决定》强调，罚款事项取消后，确需制定
替代监管措施的， ■下转第2版

国务院印发《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罚款事项的决定》

新华社北京 8月 12日电 8月 12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向
国际民间社会共同落实全球发展倡议交
流大会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
恒主题，各国人民热切期盼通过发展实

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当前，全球经济
发展受到多重因素影响，联合国2030年
可持续发展议程落实进程受阻。面对困
难和挑战，我们只有坚定信心、和衷共
济，坚定不移抗击疫情，齐心协力促进发
展，切实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

议程，各国人民才能过上好日子，人类社
会才能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

习近平表示，国际社会应不断凝聚促
进发展的强大共识，努力营造有利于发展
的国际环境，积极培育全球发展新动能，
携手构建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我相信，国

际民间社会将为推进全球发展倡议落地
落实构筑更加坚实的民意基础，提供更加
有力的民心支撑。中方愿同各方携手努
力，加速推进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
议程，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创
繁荣发展新时代作出更大贡献。

习近平向国际民间社会共同落实全球发展倡议交流大会致贺信

本报8月12日讯 （记者 赵曦）8
月11日，自治区妇联与北京市妇联签订
《京蒙妇联2022年东西部协作意向书》，
就新时代新阶段两地妇女心手相牵、守
望相助、共同发展达成共识。

北京市妇联、北京妇女儿童发展基
金会向自治区妇联捐赠 20万元助学
款。

2016年8月以来，北京市妇联、自
治区妇联全面落实两地对口协作工作
安排，共同签署了《北京市妇联、内蒙古
自治区妇联妇女发展对口协作框架协
议》，加强两地妇联组织之间的交流合

作，促进两地协同发展。
截至目前，北京市共投入捐赠、培

训等各类资金509.8万元。下一步，内
蒙古自治区妇联将与北京市妇联开展
更宽领域、更高层次的产业合作和创新
合作；围绕提升志愿服务、心理服务、宣
传工作能力等，依托北京人才优势，优
化师资和教育资源；加强就业创业服务
合作，提高内蒙古妇女就业创业能力；
拓展内蒙古“妇”字号产品进京销售渠
道；推动北京市与呼和浩特市、鄂尔多
斯市建设成为妇女友好城市、儿童友好
城市。

京蒙妇联签订2022年东西部协作意向书

“当音乐响起，站在舞台那一刹那，我仿佛就是于海俊局长。
母子戏的时候，结尾处的时候，每人一句话的时候，我都会忍不住
热泪盈眶。”8月12日，纪实情景剧《林海俊杰》演出结束后，扮演
于海俊的演员江鑫激动地对记者说。

由内蒙古森工集团精心打造的大型原创纪实情景剧《林海俊
杰》，频频出现令人感动的情景，每当演出谢幕，观众们都争相涌
上舞台，兴奋地与扮演于海俊、刘文庆的演员合影留念。

《林海俊杰》是以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烈士于海俊为原型创作
的大型原创情景舞台剧，8月11日下午在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开
始首演。

据悉，《林海俊杰》，从剧本创作到带妆彩排，经历了两年多的时间。为了彰显内
蒙古大兴安岭林区特色，剧组制作了1300件道具、700多套演出服装，使用前置纱
幕投影、20多种音效，真实再现了于海俊同志生前工作生活的场景。

为了让观众有身临其境的感觉，扑灭林火一幕，内蒙古大兴安岭森林消防支队
50多名队员本色出演，灭火机具全部为真实物品，火场在舞台上被生动地再现出
来。

“于海俊同志是林区的骄傲，也是全国的优秀党员代表。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
我们能够把这部剧推出来，首先是对林区人一个巨大的鼓舞，同时也是对每一位党
员思想上的净化和洗礼，这就是这部剧创作、排练和演出最后的真正意义。”《林海俊
杰》导演李良在首演后感慨地说。

2019年6月19日，原内蒙古大兴安岭重点国有林管理局根河林业局副局长于
海俊在扑救上央格气林场山火时壮烈牺牲，年仅55岁。《林海俊杰》用朴实的话语，
生动的画面，讲述了于海俊扎根林区、勇于担当，拼搏实干、敬业奉献的一生，再现了
以于海俊为代表的务林人艰苦卓绝的奋斗史， ■下转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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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宏章

8月的阿拉善大地，漠海翻绿，漠草
飘香，生机盎然。

党的十八大以来，阿拉善盟坚定不
移地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道路，加快推
进生态文明建设，营造健康稳定的生态
系统；依托沙漠丰富的沙生植物资源，因
地制宜着力培育高质量发展的特色沙产
业，实现生态治理、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
共赢；聚力打造国际旅游目的地，深入挖
掘文旅资源，不断发展壮大文旅产业体
系，文旅产业魅力四射；着力打造亿千瓦
级新能源基地，让“风光无限”成为推动
全盟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引擎……如今，
绿色产业经济加速崛起，绿色发展质量
稳步提升，阿拉善戈壁沙山变为了富民
的金山银山。

加快生态文明建设 沙海绿
起来富起来

踏进阿左旗头道沙子飞播造林区，
登高俯瞰，成片的花棒、沙拐枣、白沙蒿
等沙生植物郁郁葱葱密布在沙丘上，在
初秋漠风的吹拂下摇曳生姿，林内的鸟
鸣声此起彼伏，让曾经荒芜的沙海焕发
出勃勃生机。

“过去这里沙漠多、植被少，风沙
也特别大，通过飞播造林，植被多了、

环境美了，风沙也小了。”护林员阿拉
腾图格说。

曾经27万平方公里的阿拉善，生态
脆弱区占到整个面积的94%，是自治区
乃至祖国西部生态安全的咽喉和要塞。

为了改善恶劣的生态环境，近年来，
阿拉善盟以绿色发展理念统领发展全局，
围绕建设祖国北疆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的
战略目标，相继实施了天然林保护工程、
退耕还林（草）、“三北”和野生动植物保护
及自然保护区建设等生态重点建设工程，
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治理。采
取“以灌为主、灌乔草相结合，以封为主、封
飞造相结合”的防沙治沙技术措施，形成
了围栏封育—飞播造林—人工造林“三位
一体”的生态治理格局。全盟生态环境得
到了有效改善，自然植被得以休养生息。

截至2021年末，全盟累计完成荒漠
化治理任务8940.43万亩，实现了连续7
年每年完成营造林生产任务超过百万
亩，全盟草原和森林资源总面积分别达
到28005.67万亩和3580.42万亩。生态
环境恶化趋势得到整体遏制、重点治理
区域生态环境明显好转。

截至 2021 年底，累计飞播造林
675.7万亩，有效遏制了腾格里沙漠和乌
兰布和沙漠的前侵蔓延，形成了“绿带锁
黄龙”的壮丽景观，飞播造林治沙已成为
阿拉善生态建设的最大亮点和全国治沙
示范。

2022年，阿拉善盟提出完成林草生
态保护建设任务1100万亩。绿色在阿
拉善大地持续铺展……

既要生态绿色，又要生态财富。在推
进生态建设中，阿拉善把沙漠生态劣势变
为资源优势，依托以梭梭林等丰富的沙生
植物资源，向沙漠要绿色、要效益，因地制
宜着力培育肉苁蓉、锁阳、沙地葡萄、文冠
果等为主的特色沙产业，实现生态治理和
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共赢。

让生态沙生产业形成产业化，阿拉
善以“沙地绿起来、企业强起来、牧民富
起来”为目标，依托肉苁蓉、锁阳等沙草
充足的原料资源，先后培育和引进了44
家企业投资沙产业，大力实施“企业+基
地+科研+合作社+农牧民”的产业化模
式发展沙产业。形成了集种植、加工、生
产、销售于一体的产业链，加工转化率达

到68%。仅“十三五”期间，全盟林草产
业产值达199.5亿元。

如今，蓬勃发展的生态沙产业已成
为农牧民增收致富的新路子。通过“公
司+基地+科研+合作社+农牧户”的模
式直接和间接从事生态沙生产业的农牧
民达 3万多人，人均年收入 3万到 5万
元，部分牧户达到10万至 30万元。实
现了“沙漠增绿、产业增值、企业增效、农
牧民增收”的可持续发展。

打造国际旅游目的地 文旅
产业成为富民支柱产业

这几天，孪井滩生态移民示范区乌
兰哈达嘎查经营大漠民宿的牧民狄广平
特别忙，每天要接待几批来沙漠冲浪的
外省游客。走进狄广平的大漠民宿，一
顶顶洁白的牧家游蒙古包错落有序，墙
面和大门绘制的民族特色图案，在阳光
的照耀下分外夺目。

“自从开起民宿，每年纯收入达30
多万元，旅游让我们嘎查家家户户过上
了小康生活！”狄广平乐呵呵地说道。

近年来，阿拉善盟依托丰富独特的
文旅资源，紧紧围绕做强做亮“苍天般的
阿拉善”旅游品牌，以打造“国际旅游目
的地”为目标，着力构筑起“大沙漠、大胡
杨、大航天、大居延、大民俗”的大旅游发
展格局，充分发挥文化节庆活动对旅游
发展的撬动作用， ■下转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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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2日，通辽市扎鲁特旗鲁北镇小黑山村优源乳制品厂工作人员正在制作
奶皮子。据了解，该村依托村里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的资源，发展奶食品产业，村
里现有 8 家奶食品制作户，通过订单式销售，奶食品供给全区各地的商超、专营
店。 本报记者 孟和朝鲁 摄

小黑山村乳飘香

于海俊与妻子刘文庆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