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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左旗

宁城县

稀土高新区

【观察】
昆都仑区

本报包头 4 月 27 日电 (记者 蔡冬梅
实习生 冯雪）这几天，走进包头市昆都仑区
各重大项目建设工地现场，机械设备轰鸣声此
起彼伏，建设者们忙碌的身影来回穿梭，所到
之处，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

今年以来，昆都仑区牢固树立“两新”导
向，注重发挥龙头项目的支撑作用，组织实施
了一批单体投资规模大、引领性强的重大项
目。实施政府投资 5000 万元以上、企业投
资亿元以上重大项目95个，总投资621亿元，
当年计划投资292.5亿元。其中，新建项目59
个，续建 36个。截至一季度，95 个重大项目
全部开复工，完成投资91.7亿元，完成投资率
31.3%。其中，产业类重大项目72个，完成投
资 86.1 亿元。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总量位
居包头市首位，同比增长39%。

挖掘机挥舞长臂、渣土车来回穿梭、洒水
车抑制扬尘……在总投资 100亿元的内蒙古
通威硅能源有限公司 20 万吨高纯晶硅项目

建设现场，建设者们正挥汗如雨地进行土地平
整。“我们的项目是高纯晶硅领域全球首个单
体20万吨级、投资过百亿元的高纯晶硅项目，
亩均投资约1100万元，整体项目预计于2024
年 7月竣工投产。”公司总经理张习松介绍，

“我们将创建全球单体规模最大、成本更优、人
效更高、各项指标全球领先的智能化、智慧化、
数字化的全新5G工厂。”

作为首家落户包头的硅料企业，内蒙古通
威硅能源有限公司自 2017年起，分两期建设
了规模 7.5 万吨高纯晶硅项目。在包头光伏
产业高速发展的大背景下，通威公司紧抓有利
时机，与昆都仑区签约建设了 20万吨多晶硅
项目。

据悉，该项目是光伏新能源头部硅料龙
头产业项目，也是建设光伏全产业链、构建新
能源生产应用生态低碳示范园区的关键项
目，产品居于产业头部终端。项目采用进一
步迭代升级的“第八代永祥法”，辅以一、二期

研究成果，在水电气、硅耗、氯耗、后处理损耗
等方面均大幅优化。项目年综合能耗 140万
吨标准煤，单位产品能耗 7 吨标准煤，处于
国内领先水平，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项目建
成后，年可新增产值 400 亿元，亩均产值
4396万元，年创税收40亿元，新增就业1500
人。

“除通威以外，我们还有投资超过 100亿
元的鑫元10万吨颗粒硅项目，投资78亿元的
北方稀土19.8万吨绿色冶炼项目，以及7个投
资超过10亿元的项目。这些项目全部位于产
业链上游，能够有效带动配套和集聚下游产
业，持续赋能地区高质量发展。”昆都仑区政府
副区长李红宇说。

在中油中保年产 40万吨螺旋/直缝钢管
及保温防腐项目施工现场，同样是一派繁忙景
象。挖掘机、铲车等轰鸣声不断，一辆辆渣土
车往来忙碌，工人们正忙着扎钢筋、架钢管、搭
模板，各个岗位鼓足干劲、齐头并进，确保项目

如期推进。
内蒙古中油中保管道科技有限公司项目

负责人顾靖介绍，项目总投资12亿元，亩均投
资约1500万元。主要建设螺旋及直缝钢管生
产、保温、防腐制造基地，并配套建设研发中
心、实验室等辅助设施。目前正在进行厂房主
体吊装，部分设备已进场。“项目分两期建设，
到明年的3月份可全部竣工投产。建成后，产
能将达到40万吨螺旋/直缝钢管，年可新增产
值28亿元、税金2亿元，亩均产值3500万元，
新增就业岗位 300个。”望着热火朝天的施工
现场，顾靖信心满满。

昆都仑区不断强化增量意识，扎实推动重
大项目投资稳增长，有效支撑固定资产投资增
长30%以上。其中，中油中保年产40万吨螺
旋/直缝钢管、赫博新材料洁净包装等26个项
目可以实现当年开工、当年投产，全年预计新
增工业产值 336亿元，重大项目“压舱石”“顶
梁柱”作用进一步凸显。

重大项目建设劲头十足重大项目建设劲头十足

本报通辽 4 月 27 日电 （记者 鲍庆
胜 通讯员 阿拉木斯 布仁）眼下正值春
耕备耕关键时期，库伦旗广大农户们忙着深
耕深翻、准备春灌，田野上呈现出一派不负
春光抢农时的繁忙景象。

在库伦旗库伦镇东皂户沁嘎查村民包
金泉家的田里，嘎查党组织领办合作社的大
型旋耕机来回穿梭，犁土翻地，一排排纵横
交错的田埂犹如一行行五线谱，奏响抢抓农
时忙春耕的“交响曲”。

库伦镇东皂户沁嘎查总耕地面积达1.1万
余亩，通过深耕深翻不仅可以提高耕地质量，
还可以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嘎查党支部

领办合作社新购入的旋耕一体机相比小型的
旋耕机，不仅效率高，更省下了不少人力。

在六家子镇达林稿村，村“两委”班子来
到田间地头，对机电井设施进行全面检查，
并进行试水，确保春灌渠道安全，水流畅通。

与此同时，为确保农业用电线路设备安全，
国网库伦旗供电公司组织工作人员深入田间地
头，对全旗各村嘎查涉及农灌的高低压线路、机
电井电力配套设施涉及的电力设备等认真排
查，修接破损线路，确保每一眼井正常运转。

据了解，2023年，库伦旗共有2.9万台农
机投入春耕生产，全旗春耕生产基本实现全
流程机械化操作。

万象“耕”新不负春库伦旗

突泉县

本报包头 4月 27日电 （记者 宋阿男 通
讯员 贾婷婷）连日来，位于包头稀土高新区的包
头东宝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研发中心实验室里
灯火通明、仪器设备高速运转，30余名科研人员连
续加班加点，加速进行明胶新产品的研发。

据悉，东宝生物研发中心拥有 2000余万元仪
器设备，建设了首批中国轻工业明胶重点实验室、
内蒙古自治区重点实验室、稀土高新区博士后科研
工作站企业分站等平台，与中科院理化技术研究所
开展胶原、生物医药等产学研项目近20项。

“东宝生物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工作，每年拿出
销售收入的3%至5%投入到科研中，研发团队硕士
学历占比60%以上，涵盖了明胶领域所涉及的生物
化学、生物工程、药剂学、营养学、高分子化学、精细
化工等专业学科人才。具备了年产13500吨明胶、
4300吨胶原蛋白的生产能力。”企业相关负责人介
绍说。

这几天，国家稀土功能材料创新中心技术骨干
李艳丽非常忙碌，她所在的研发团队经过近一年的
技术攻关，建成了可生产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高
性能钐钴永磁材料”产业化示范线。

“示范线以项目合作为纽带，引进以磁学专家
刘尕珍为技术带头人，且具有 10余年磁性材料研
发经验的成熟团队，在其原有研究成果上扩大研
究，对钐钴材料进行进一步开发应用，提升产品性
能，补齐北方地区钐钴产业链短板。”国家稀土功能
材料创新中心副总经理、内蒙古稀土功能材料创新
中心总经理邓沅表示。

企业是市场的主体，也是创新的主角。近年
来，包头稀土高新区积极引导企业建立政策补贴与
研发投入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增加年度科研投
入在同期销售收入总额比重，以研发投入激发创新
活力；优化人才结构，通过完善科研环境、投入科研
经费、累积学术资本、提高薪资待遇等，让科技人员
安安心心搞科研；提升软硬实力，设立独立完善的
科研场所，建立长期发展规划，提升科研成果转化
数量，加强产学研合作能力。

目前，包头稀土高新区集聚了研发中心、重点
实验室、新型研发机构、院士工作站、创新联合体、
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等各类研发平台158家，专业领
域入库人才达到 1821人，这些创新平台和科研团
队的力量，正成为区域创新体系的重要基础，也为
企业创新注入不竭动力。

科研为企业创新
注入不竭动力

□本报记者 郭洪申 通讯员 吴月丽 胡建华

初春时节，走进通辽市开鲁县开鲁镇飞机场村
设施农业小区刘云华家的暖棚，一片绿意盎然。大
小不一、顶花带刺的黄瓜缀满秧架。刘云华一会儿
摘瓜，一会儿除叶、落蔓、打杈，忙得不亦乐乎。

刘云华说，她去年腊月初十栽的黄瓜苗，今年
3月就能摘黄瓜卖了。“隔一天摘一次，一天能出
300斤至 400斤。刚开始两块八一斤，现在是两块
钱一斤，目前这个一亩地的棚子已经挣了一万多块
钱了。”说起收入，刘云华喜上眉梢。她说，黄瓜一
直能卖到7月份，7月末拉秧，8月中旬再栽上草莓
柿子，一个暖棚一年两茬能收入5万元到6万元。

人勤地不懒，四季无闲田。飞机场村以“党支
部+合作社+基地+农户”的发展模式种植反季大棚
蔬菜，让村集体经济“壮”起来，村民腰包“鼓”起
来。目前，全村共有大棚 518座，其中暖棚 82座，
年可实现产值 100多万元，村集体经营性收入达
50多万元，群众户均增收2万元。

飞机场村的大棚里果实累累，而吉日嘎郎吐镇
孟家屯村的春棚香瓜小区秧苗移栽现场也一派繁
忙。40 多位村民正在移栽香瓜秧苗、扣二层拱
膜。他们分工明确、配合默契。因为有了春棚小
区，群众又多了条“来钱道儿”。村民张丽昆告诉记
者，在这里干活每天能挣140元。

孟家屯村是远近闻名的香瓜特色种植专业
村。20多年来，这个村一直把发展香瓜产业作为
强村富民的甜蜜事业紧紧抓在手上，小香瓜在北
京、辽宁、吉林等地的一些大市场小有名气。今年，
孟家屯村变一家一户单打独斗为集中集约经营，村
集体整合 20 户村民的 100 亩土地，新建 44 座春
棚，统一品种、统一管理、统一销售。

69岁的村民董玉学以带地入股的形式把自家
的12亩地交由村集体经营管理，他感觉省心、省力
又增收：“一亩地村集体给 1300块钱流转费，我们
现在已拿到了500块钱现金，剩下的800块钱入股
村集体。到时大棚纯利润的5%给我们分红，一亩
地一年估计能收入1600到 1700块钱，我感觉这样
比较实惠。”

打反季牌，算增收账。孟家屯村党支部书记董
玉波介绍，春棚小区的建设，可以有效缩短土地闲
置期，提高土地综合利用率和产出率，让每座大棚
都成为村集体和群众双增收的“聚宝棚”。“头茬栽
香瓜，二茬栽草莓柿子。种植户棚均收入可达到1
万多元，村集体预计收入65万元左右，同时能解决
60人的务工问题，每人务工增收8000元左右。”董
玉波边指挥村民扣膜，边算着增收账。

近年来，开鲁县按照“区域化布局、规模化种
植、标准化生产、产业化经营、品牌化销售”的发展
理念，大力发展以暖棚、春棚为主的设施农业，反季
节种植各种果蔬抢占市场“鲜”机、种出高收益，让

“菜篮子”成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钱袋子”。目
前，全县设施农业面积已经发展到1.2万余亩，带动
2万余农户反季种植致富。

反季种植带富2万农户

开鲁县

【集市】

□本报记者 高敏娜 实习生 曾令刚

“李大爷，今天还有咳嗽、咳痰、鼻塞、流鼻
涕这些症状吗？”近日，兴安盟突泉县六户镇三
家子村家庭医生刘立军忙完了手头工作，便来
到村民李振波的家中。

李振波和老伴孙淑英都患有高血压和糖
尿病，李振波最近又有些感冒。基于这些情
况，他成为刘立军的重点关照对象。刘立军查
看了他的舌苔、血压，又仔细把脉后，开出药方
让其进行调理。自从和村卫生室签约了家庭
医生，李振波老两口不再为“看病难”犯愁了,
不管是大小病,第一时间总爱找家庭医生。

倍感温暖的不止李振波,如今在突泉县,
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孕产妇、婴幼童等重点人
群开始享受家庭医生的服务。

“2020年以来，六户镇太和卫生院加强家

庭医生团队对重点人群的签约服务，10支家
庭医生服务队伍成为辖区近万名村民的‘健康
守门人’，根据患基础疾病的情况、新冠疫苗接
种情况、感染后风险程度等因素，对管辖内的
村民进行健康评估，将他们分级管理，为村民
提供便捷有效的居家治疗咨询服务。”六户镇
太和卫生院院长孙伟介绍说。

看病就医一直是广大群众关注的民生实
事，群众不仅需要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更
希望能够“看好病、少得病”。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和乡镇卫生院是缓解“看病难”问题的重要一环，
家庭医生同时扮演着医疗服务“首站”和“最后一
公里”的角色，是群众生命健康的“守门人”。

在突泉县突泉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家庭
医生签约台前，64岁的刘贵绵与家庭医生正
式签约家庭医生服务协议书。记者在协议书
上看到，家庭医生的职责是提供一般健康检
查、家庭健康教育和咨询、慢性病患者健康管

理、预约上门服务等多项服务，凡在辖区居住
的居民可自愿签订。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推行7年多以来，从最
初带有任务性质签约到如今居民主动签约，从

“疾病治疗”到“健康管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越来越受到百姓认可。

“今天签约了家庭医生,又免费做了糖尿
病检查，受益的是我们。”刘贵绵说。

为了能更好地了解辖区内签约家庭医生的慢
性病患者的健康状况，突泉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在免费体检项目制定上也花了不少心思，区别于
普通体检，针对慢性病患者的体检，确定了肝功、肾
功、血常规、尿常规、心电图检查等多个项目。

慢性病患者的随访服务和老年人免费健
康体检活动的开展，提高了群众对家庭医生服
务的关注度，进一步扩大了家庭医生团队的影
响力，真正做到签而有约，惠及群众。

“目前，突泉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辖区内

共完成慢性病签约服务 5600 人次，签约率
100%；65岁以上老年人慢性病签约 3200人
次，签约率也是100%。”突泉镇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主任关志坚介绍说。

据了解，目前，突泉县已组建 216个家庭
医生服务团队，享受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 13
万 余 人 中 已 涵 盖 所 有 脱 贫 人 口 10318 户
19522人，监测对象1203户 2468人，老年人、
高血压、糖尿病等重点人群签约服务率达
90%以上，切实做到了“应管尽管、应签尽签、
签约一人、履约一人、做实一人”，有效防止了
脱贫人口因病返贫致贫。

“接下来,我们还将进一步提升基层医疗机
构的服务能力，充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团队力
量，通过优化签约方式、提升服务内涵、开展宣讲
活动、完善签约服务保障机制等措施，切实做好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工作，为城乡居民的身心健康
保驾护航。”突泉县卫健委基层股股长朱凯说。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居民群众更有居民群众更有““医医””靠靠

海勃湾区

本报乌海 4月 27日电 （记者 郝飚）
扫一扫家门口的“智慧门牌”，缴纳水电费便可
轻松解决;平日里生活遇到困难，一扫码一打
电话，村里的网格员会第一时间上门服务。最
近一段时间，家门口悬挂的“智慧门牌”受到乌
海市海勃湾区千里山镇农区居民的集体点赞。

这是海勃湾区以数字化赋能乡村治理，
依托社会治理信息化平台，将“治理+服务”
送到百姓家门口的一个生动实践。

据介绍，美丽乡村“智慧门牌”二维码汇
集办事服务、生活缴费、百姓热点等3大类、
22条信息指南于一体。村民可通过手机扫描

“智慧门牌”二维码，了解便民服务事项的受

理范围、办理流程、所需资料等内容，实现官
方信息“掌上查”，政务服务“掌上办”，全程办
事“零跑腿”。网格员扫描“智慧门牌”二维
码，可实现人房信息的实时更新、动态掌握，
快速精准解决群众诉求，通过线上线下层级
处理、联动发力，实现矛盾纠纷多元化解。

目前，美丽乡村“智慧门牌”二维码已覆
盖海勃湾区千里山镇5个行政村、6000余户
村民。通过整合乡村全域、全类型、全要素
数据，以信息资源推动打造乡村数据信息

“一张网”，为乡村治理提供全方位、多层次
的精细化、现代化服务，进一步筑牢乡村治
理数字基座，打通基层服务“最后一米”。

“智慧门牌”激发乡村治理新活力

本报阿拉善 4月 27日电 （记者 刘
宏章）连日来，在腾格里沙漠腹地的阿拉善
左旗超格图呼热苏木，5.6 万亩蒙古扁桃花
竞相绽放，放眼望去，粉红色的桃花遍开大
漠原野，与金色沙漠相互映衬，宛如“世外桃
源”，游客们徜徉其中，尽享赏花踏青之乐。

在蒙古扁桃花怒放时节，超格图呼热苏
木第十五届蒙古扁桃花文化旅游节拉开序
幕。在绚烂夺目的花海旁，极具民族特色的

乌兰牧骑文艺演出、射箭、徒步等文体活动
项目及惠民服务同步开展。

“自2003年起至今，我们苏木共举办了
十五届蒙古扁桃花文化旅游节。近年来，我
们通过举办蒙古扁桃花文化旅游节，宣传展
示了苏木的自然风光及民俗文化的独特魅
力，同时也提升了文化旅游品质和内涵，助
推乡村振兴。”超格图呼热苏木党委副书记、
苏木达陶力德介绍说。

5.6万亩蒙古扁桃花竞相绽放

本报赤峰4月27日电 宁城县城市管理
综合行政执法局党支部紧紧围绕红色物业“三
聚焦”，不断提升城市管理服务水平，持续改善
群众居住环境，全力推进和谐宜居城市建设。

聚焦党建引领，实现力量凝聚最大化。积
极发挥党建引领作用，通过13个物业行业相
关职能部门组建宁城县物业行业党委，并将党
的工作融入到物业服务全过程、各方面，充分
调动激发“红色物业”的党建活力，彰显“红色
力量”；聚焦联动合力，提升物业服务效能。把
解决群众需求作为工作落脚点，打造“红色物
业议事厅”，定期组织召开物业行业联商联议

会，及时了解居民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聚焦
体系运用，确保服务运行有保障。运用物业管
理服务监督平台，将物业服务企业基本情况和
相关信息上报平台，按月公开物业服务“红黑
榜”，通过实行压责促动和正向激励相结合，实
现红色物业有人抓，有人做，见行动，现成效。

下步工作中，宁城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
执法局将坚持党建引领，加快构建创建标准
优、组织设置优、队伍建设优、运行机制优、
服务质量优的“红色物业”治理新格局，实现
物业管理从行业管理向社会治理的转变。

（李彩珍 付金秋）

“红色物业”激活城市管理新动能

□本报记者 李新军 实习生 塔娜 摄影报道

俄罗斯族一年中最盛大的节日“巴斯克
节”日前在额尔古纳市恩和俄罗斯民族乡揭开
序幕。当地民众穿起盛装，同慕名而来的游客
载歌载舞，共庆节日，每个人都手拿彩蛋互撞，
以示友好和祝福。

巴斯克节在每年春分后第一个月圆后的
第一个星期日，节日持续一周。节前人们刷房
子、打“列巴”、染彩蛋，每家每户早早做起节日
准备。一周前的“柳条节”好比春节前的小年
儿，人们早起踏青，沿河看柳，树前折枝，用毛
茸茸的红柳枝（当地俗称“毛毛狗”）拍打亲友，
驱除烦恼，祈愿祝福，再插在传统的木刻楞小
院门口，迎新巴斯克节的到来。

2011年，巴斯克节被列入《第三批中国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欢庆巴斯克节

节日里大家相互祝福。

当地俄罗斯族民众穿起盛装载歌载舞当地俄罗斯族民众穿起盛装载歌载舞。。

制作节日蛋糕制作节日蛋糕。。

撞彩蛋比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