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简讯
本报锡林郭勒 7月 23日电 日

前，由中建路桥集团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等单位参建的二广高速公路二连浩
特至赛汉塔拉段工程全线完成交工验
收，项目全长 99.5公里。进场以来，广
大建设者本着“保护生态、绿色施工”
的原则，不断优化施工方案，克服施工

条件艰苦等不利因素，有力推进了项
目建设。

（王振）
本报呼伦贝尔 7月 23日电 近

日，扎兰屯输变电工区输电专业积极
组织运检人员对线路进行全面细致的
巡视检查，对线路杆基是否下沉、拉线
是否松动等进行了仔细摸排，并及时
采取措施消除安全隐患，夯实了迎峰
度夏基础，确保电网安全度汛。

（高恩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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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年的从医历程，二十三年孜孜不倦的追
求，曾经为了梦想而执著，如今为了圆梦而拼搏。
她把医生的誓言铭刻在心中，她就是赤峰市阿鲁科
尔沁旗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周晓方。

2000年 7月，周晓方从内蒙古民族大学毕业，
就职于阿鲁科尔沁旗医院内科，2013年被医院聘为
副主任医师。从医期间，周晓方不断研究业务知识，
熟练掌握各种操作技术，并且全面掌握各类医疗器
械的结构、技能和应用。为了提高自己的医疗水平，
她先后到内蒙古医学院附属医院、北京垂柳医院进
修，期间详细记录并收集医学材料，写出了上万字的
学习笔记。

通过学习，她在治疗糖尿病、肾病上都有了新的
突破。尤其在治疗糖尿病方面，开展胰岛素泵治疗
顽固性高血糖取得了可喜的效果，填补了阿鲁科尔
沁旗糖尿病治疗方面的一项空白。

“病人以命相托，医者以诚相待”，这是周晓方的
人生格言。深夜的电话铃声已成了她的出诊命令，
零点出诊对她而言不是偶然，星期天休息对她来说
只是奢求。可即使这样，在患者面前，她总是精神
饱满，笑容满面，把每名患者都当作自己的亲人一
样对待。

去年的冬天，周晓方收治一名农村小孩儿，当
了解孩子家境贫寒，她与主治医生制定出了最佳
治疗方案，而且在用药方面尽量使用便宜见效快的药品，尽量帮他们节省医
疗费用，还在患者痊愈出院时，悄悄给患者家属塞钱并嘱咐给孩子买套防寒
衣服；80 岁的彭云起老人，脾气很不好，经常和大夫护士发脾气，在住院期
间，他总是不信任地把人家给撵走，唯独信任周晓方，稍有点不舒服就给她
打电话，周晓方每次都及时过来，细心查看老人病情，甚至在老人出院后，老
人半夜打来的电话她也从不曾漏接，而是耐心地安慰和指导老人应注意的
事项。

这样的故事很多，但是问起她本人的时候，她只是微微一笑说：“每天看病人
忙不过来，好多事不记得了”。周晓方每年大概收治病人 1000余人，治愈率达
95％以上，严谨的工作作风使她多年来从未出现过差错。

在她奋进的步履中，20多面锦旗镌绣着她的为民情怀，一张张荣誉证书刻
印着她的精湛医术。她曾先后获得阿鲁科尔沁旗政府授予的“三等功”、阿鲁科
尔沁旗首届医师节“十佳医生”、“阿鲁科尔沁旗优秀科技工作者”、“2020年中国
家庭健康守门人”等荣誉称号。

“荣誉是成功的标志，奖励是奋发的动力，我会为百姓的健康保驾护航而不
懈奋斗！”周晓方坚定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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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锋就在身边

□本报记者 郭洪申 通讯员 王彦春

“妈妈，走累了咱就在这椅子上歇
一会儿，这里景致多好啊！姑娘不要
乱跑，要爱护这里的花草啊！”7月 3日
傍晚，通辽市民王女士领着 7 岁的女
儿和老母亲从小区出来，溜达到位于
经济技术开发区二道河大街与门达路
交汇处名为“缀园”的“口袋公园”，被
这里的精美环境和方便的设施吸引，
坐下来小憩。

放眼望去，园内小路用红色透水
混凝土铺装，色彩鲜艳，廊架、座椅等
休闲设施错落有致。4块绿地统一设
计，形成一个“圆”；使用美国红枫、木
绣球为基调树种造景，增加季相景观，
让人感觉独具匠心，赏心悦目。

为全面提升中心城区城市园林
绿化景观，提高居民生活的幸福感和
归属感，去年开始，通辽市提出深挖
城市闲置土地，结合裸土覆绿、老旧
小区改造、拆迁腾退地、城市边角地
等，为市民提供更多休闲游憩的户外
空间。

从 2022 年 5 月份起，北京养护集
团通辽分公司按照市政府的规划要

求，结合通辽市园林绿化工作实际，创
新思路招法，通过丰富绿植、适量增加
地面铺装、增设桌椅、安装健身器材、
增加儿童游戏设施等方式，把原有绿
地、边角地、闲置地打造成环境优美、
设施齐全的“口袋公园”，方便市民就
近游园。

见缝插针，用好一块块“边角料”。
“口袋公园”，利用的就是城市中

的边角地、废弃地、闲置地，“边角料”
如何在建设者的手中用“绣花功”变成
了“上好料”？

通辽市蒙古族小学的西南角，有
块绿地，这个公司将其进行改造，取名

“履园”，寓意孩子们“读万卷书，行万
里路”。这里以“书简”为廊架意向，蓝
色塑胶颗粒做铺装，植配以金、绿、红
为主。通过赋予主题，提升了“口袋公
园”的开放度、可达性，构建新的服务
场景、复合功能等，激发了这块绿地活
力和动能。“以前这里活动空间小、没
有休息设施，色彩灰暗，与校内格格不
入，是一处使用率很低的灰色空间。
现在好了，成了学生课余学习、休闲的
乐园。”阿丽玛老师说道。

位于西拉木伦大街与永安路交汇
处东北角有个“宁园”，占地面积约

1300 平方米，种植绿篱约 110 平方
米，种植地被 776平方米，设置休闲座
椅 2 套，此园小巧玲珑、环境幽雅、午
后的暖阳下，附近居住的老人们聚坐
在公园内，闲话家常、休闲小憩。装靓
了城市微空间，提升着市民幸福感，让
城市更可爱更宜居。

开门有景，推窗见绿，通辽城的方
寸之美就藏在家门口大大小小的“口
袋公园”里。

据了解，到目前通辽市主城区已
有 59处街道、街角闲置空地得到了改
造提升，打造成了环境优美、设施齐全
的“口袋公园”。经济技术开发区已完
成提升改造和新建“口袋公园”项目34
项，占地约 47751平方米，包括二道河
大街与门达路街角游园、胜利河街心
游园、阿古拉大街胜利北路东北角游
园等，其中 18 个为改造提升“口袋公
园”，面积约 31671 平方米。16 个“口
袋公园”为精细化养护，面积约 16080
平方米。

科尔沁区完成提升改造和新建
“口袋公园”项目共 25项，占地约 9万
平方米，其中 9 个“口袋公园”改造提
升，面积约 30030 平方米，16个“口袋
公园”为精细化养护，面积约 60780平

方米。包括种植绿篱色带、种植替换
地被、种植替换行道树、种植花灌木；
更换路缘石；公园绿道、广场铺装、凉
亭花架、儿童活动设施、花坛、雕塑小
品的维修增设；健身器材、音响设备、
照明设备、卫生保洁设施维修更新，标
识标牌设置等。

正在位于阿古拉大街以北，保康
路以西的“径园”休闲的张先生激动地
说：“用见缝插针的方式布局城市公
园，见缝插绿、增绿补绿，小而美、看似
不起眼的‘口袋公园’，不仅提高了市
民对绿地的感知度和获取度，也扮靓
了城市微空间，让居民们转角邂逅精
致生活，成为提升城市品质、装扮美好
生活的点睛之笔”。

北京养护集团通辽分公司常务副
经理孟召阳表示，“口袋公园”真正点
亮城市的微空间，要在建设上费思量，
同时也要在维护上下功夫。这既需要
城市不断提升精细化治理水平，也需
要全社会共治共享，今年还将继续建
设 11 个“口袋公园”，在建设中下足

“绣花功”，全力打造“一步一景致”“一
园一特色”独具魅力的公园城市，画好

“工笔画”，让在家门口的“诗和远方”
触手可及。

把绿地、边角地、闲置地打造成环境优美、设施齐全的“口袋公园”

通辽市：让在家门口的“诗和远方”触手可及

■上接第 1版 站在曾经黄沙遍地的
巴彦茫哈苏木哈吐布其嘎查举目四
望，沙棘连片成网，牢牢锁住黄沙。“没
错，过去这儿一年两次风，一次刮半
年。如今草木多了，风沙少了，走路再
也不会一嘴土、一脸沙了。”当地人自
豪地说。

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科右
中旗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努力。

植树造林大会战、治沙治水、小流
域恢复，一系列组合拳，使“绿色版图”
持续扩张：科右中旗森林覆盖率和草
原综合植被盖度，从2017年的 17.64%
和 35.17%提高到 18.54%和 76.14%；
沙化土地面积由 611 万亩减少到 498
万亩。

倒逼之战催生理念之变。兴安盟
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清醒地认识
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一场统
筹山水林田湖草沙，全方位、全地域的
生态环境保卫战已然打响——

兴安盟全境，构建“一山六河十
地”生态保护格局、建设“一圈两轴八
带”生态廊道体系。在北部、中部和
南部，分别加强对林草生态安全屏障
区、黑土地生态建管区、科尔沁沙地
锁边区和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地的生
态建设和保护。

“它们又回来了！”
科尔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局长白建华一再重复。“它们”，是指有
着“鸟界国宝”之称的东方白鹳，2022
年春天，时隔 20多年再次在保护区筑
巢繁殖。

极目远望，保护区内，阿林湖、巴林
湖、毛仁塔拉湿地等湖泊湿地星罗棋
布，低矮如伞状的蒙古黄榆倒映在清澈
的湖面上，无言地诉说着过往沧桑。“以
前，风一起沙子就跟着起来了。最差的
时候只剩下几个不大的水泡子。”白建
华说。

科尔沁保护区命运的转折点，是兴
安盟推进以水为核心、以流域治理为重
点的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河湖
连通、水系成线，保护区恢复了重要生
态功能。

“三北”防护林建设、天然林保
护、重点区域绿化、退耕还林、退牧还
草……大手笔的生态建设项目次第展
开，黄色褪去、绿染兴安——

全盟森林面积达 2554.08万亩，覆
盖率 28.97%，高于全区 8个百分点，高
于全国 6 个百分点；草原总面积达
2683.88 万 亩 ，平 均 植 被 覆 盖 度
74.14%，高于全区30个百分点，高于全
国18个百分点。

（二）修复之功——在取与
舍之间着眼河山重塑

生态地位极端重要的兴安盟，也
遭遇过“成长的烦恼”。曾几何时，
千里沃野、繁茂草木由于掠夺式开
发、气候变迁，环境恶劣、水土流失、
沟壑纵横。

大自然的道道“伤痕”，令人触
目惊心。生态修复，河山重塑，迫在
眉睫。

夏日，乌兰浩特市天骄天骏生态
旅游度假区山水相依、鸟语花香、游
人如织。很难想象，就在几年前，这
里还是“刮风灰尘飞、下雨泥浆流”的
废弃采石坑。农闲时，附近村民还常到
这里继续采挖，破败景象愈演愈烈。

要一座青山，还是要一堆石料？
取舍没有悬念。2017 年，乌兰浩

特市全面启动“城市修补、生态修复”，
对5座废弃矿坑修复改造，重建植被群
落，2000多亩多层次绿化景观，采石坑
蝶变旅游景区。

“伤痕”被抚平，曾经的“采石人”变
成了“护山人”。“家乡的环境好了，我成

为景区的绿化工人，一年能赚 3万元。
每天瞅着这美景，干活都不觉得累。”村
民王哲文很惬意。

治山理水，打造万顷城市森林、
洮儿河国家湿地公园、罕山生态修复
示范区、神骏湾生态体验区……大地
山川靓丽容颜重现，强健红城“绿肺”
功能。

生态修复，重在久久为功、接续奋
斗、战略定力。

兴安盟地处大兴安岭向松嫩平
原过渡地带，土壤抗蚀性较弱，水土
流失面积达 2.07 万平方公里，还有
2.65 万条侵蚀沟发育，是水土流失的
主要策源地。

过去的 10年间，兴安盟共实施国
家水土保持重点工程 81个，治理水土
流失面积1340平方公里。

天高云淡，科右中旗额木庭高勒苏
木甲哈达嘎查，一棵棵文冠果、小苹果
树壮实挺拔、枝繁叶茂，曾被村民笑称

“跑过去一只耗子都看得见”的荒山，经
小流域综合治理满眼是绿。

“这些果树都是我们自己种的，村
里也没人放牧了，大家特别珍惜来之不
易的好生态。”村民白桂荣自豪地说。

造林难，护林更难。2020年，兴安
盟在内蒙古率先实施林草长制，构建起
盟、旗县市、苏木乡镇、嘎查村四级工作
体系。

一大早，乌兰浩特市义勒力特镇
义勒力特嘎查党支部书记、村级林长
李德生像往常一样，带上工具开车往
山里跑。“我们这儿是城市后花园，责
任重着呢，每天不进林子转一圈，心里
就不踏实。”

两年多来，全盟 2310 名林草长累
计巡山护林 20366 次，森林草原有了

“贴身管家”，林长制促进了“林长治”。
定 力 显 担 当 ，定 力 见 成 效 。 生

态修复、增绿护绿，兴安盟每年减少土
壤侵蚀近 60%，林草植被盖度提高
25%。

（三）转型之择——在改与
调之间探寻升级动能

选择，考验的是历史眼光。
当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出现

矛盾时，该如何抉择？兴安盟作答：坚
决把生态环境保护挺在前面，坚决走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该停的停下来：大兴安岭“挂斧停
锯”，草原上停止新上矿产资源开发项
目，淘汰过剩落后产能，遏制“两高一
低”项目盲目发展；

该调的调过来：加快产业结构转型
升级，改变粗放型资源开发模式、农牧
业生产经营方式，推进产业发展高端
化、智能化、绿色化。

65 年前，伴随着第一炉铁水的流
出，兴安盟最大工业企业乌兰浩特钢铁
厂建成投产。

然而随着时代发展，环保滞后、
产业单一、后劲不足成为乌钢最大的
绊脚石。

“那时候我们去一趟生产现场，回
来鼻孔都是黑的。”在乌钢工作了30多
年的马宝义回忆。乌钢恶劣的生产环
境一度成为制约兴安盟可持续发展的
突出因素。

2014 年以来，重组后的乌钢累计
投资 60多亿元，对环保、设备、工艺全
面升级改造，加快绿色低碳转型。今天
的乌钢，建成内蒙古首个“干式超净＋”
超低排放环保改造和中水利用项目，实
现“用矿不见矿”“用煤不见煤”“运料不
见料”，废水零排放，电耗、能耗分别下
降24％、8％。

把经济增长限定在生态环境承载
能力范围之内，兴安盟加快烟草、冶金、
建材、化工等传统产业绿色化改造，让

工业“减碳”，让发展“增绿”。
转型是责任，更是机遇。2022年，

乌钢等 8户年产值超 10亿元企业实现
产值248亿元、增长20.7%。

湛蓝的天空下，绿茵茵的青草地一
望无际……通过“改羊增牛”、舍饲养殖
等措施，兴安盟推进畜牧业绿色转型，
为草原“减压”。

科右前旗特门乌拉养殖专业合作
社负责人韩恩成卖掉自家 200只羊后
引进了优质西门塔尔牛，肉牛存栏量由
6 头发展到 270 多头，年收入达 80 万
元。“和养羊相比，养牛收入高，对草场
伤害也更少。”韩恩成说。

以更高标准打好蓝天、碧水、净土
保卫战，深入推进大气面源、农业面源
污染治理和工业污染源深度治理，着力
补齐环境基础设施短板。

43.5%的国土面积被纳入生态红
线 保 护 范 围 ，18 个 自 然 保 护 地“ 绿
盾”出击强化监管，查处各类破坏生
态问题。

当这些行动一一落实落细，就变成
一片苍翠林海、一片碧绿草原、一汪澄
澈湖泊……2022 年，兴安盟空气优良
天数比例达97.5%，综合指数位于全区
前列，10个国考断面水质全部达到优
良标准。

“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是解决
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本出路。”兴安盟生
态环境正发生着历史性、转折性、全局
性改变。

下篇：转化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既是生
态命题也是发展课题，蕴含着对生态保
护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深邃思考。

以绿色提高“质”的成色，激发“进”
的潜能，意味着必须跳出原有思维和路
径依赖，以更宽视野、更大作为创造“绿
动力”、激活“绿动能”。

算长远账、算整体账、算综合账，兴
安盟以生态转化为突破、产业转型为
重点，掀起一场深层次的调整和变革，
以生态之力不断开辟新的转化路径、
拓展新的转化空间，让生态“高颜值”
带来经济“高价值”，高质量发展之势
愈发强劲。

（一）守绿换金——在结构
调整中加速绿水青山“变现”

“如果说全盟有哪一个产业最能发
挥地方整体优势，以一业兴带动百业
旺，将来能在全国全区占有一席之地，
旅游业当仁不让。”张晓兵说。

兴 安 盟 的 核 心 竞 争 力 是 什 么 ？
非绿水青山莫属。怎样把生态价值
转化为经济价值？兴安盟人形成共
识 ：旅 游 业 一 马 当 先 ，是 最 重 要 的

“转换器”。
5 月 19 日，中国旅游日当天，阿

尔山市用一朵花开的时间，唤醒整个
春天。第十五届阿尔山杜鹃文化旅
游节浪漫开幕，广东潮州的“驴友”、
黑龙江佳木斯的游客，五湖四海的人
们纷至沓来，小小阿尔山短短 10 天
就接待游客 15.14 万人次，实现旅游
收入 2.18 亿元。

把绿水青山成功“变现”！价值转
化故事从 10年前开始。2012年，阿尔
山调整产业结构，在内蒙古率先实现国
有林场全面停伐。

“刚禁伐时，我们真不知道该干点
啥？”曾经的伐木工人郑晓林回忆。随
着阿尔山大力发展旅游业，响应“放下
斧头当导游，小康路上不用愁”号召，郑
晓林很快完成了身份的转变。每年 7
月至 10月旅游旺季，他的鹿园能接待
游客 10万人次，他所在的鹿村也通过
发展民宿、餐饮、手工艺等，人人是老

板，户户有产业。
10年来，阿尔山调结构、转动能，

“守绿换金”勃发“绿色之力”——
累计实施天保工程725万亩、人工

造林 106 万亩；森林覆盖率 81.2%，绿
色植被覆盖率95%；生态产品总价值量
1229.33亿元，占全盟26.05%。

10年间，每年接待游客量从200万
增加到峰值500余万人次，旅游从业人
数从近 1万人增加到 1.4 万人，旅游收
入由千万增加到30余亿元。

时光流转，今天的阿尔山，继续调
结构、提质量，持续延伸转化路径、加速
绿水青山“变现”步伐——

当年运木材的山间小道，被改造成
原生态枕木步道。沿“氧心森林浴道”
循阶而上领略运动康养、无感疗愈等多
种业态，传统看风景式的浅层森林旅
游，升级为沉浸式深度体验。

鹿角湾温泉度假营地、哈拉哈漂流
公园、“阿尔鹿”文创产品店……高水准
产品业态不断涌现，让黑龙江游客孙英
义不禁感叹：“从2006年起我多次来阿
尔山，每次都有不一样的收获。”

草木植成，国之富也。从阿尔山放
眼兴安大地，从乌兰浩特的“红色之旅”
到科右中旗的“枫情马镇”，从科右前旗
的“杭盖草原”到扎赉特旗的“神山珍
鸟”……以点串线、以线带面，在“绿色
发展”的视域下，兴安盟要让旅游在全
域火起来、四季热起来。

“与山盟，与水盟，与兴安盟。”2023
年 1-6月，兴安盟接待国内游客632.62
万人次，同比增长63.28%；实现旅游收
入57.75亿元,同比增长148.28%。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兴安
盟的故事告诉人们：绿水青山和金山银
山绝不是对立的，只要用新思维认识绿
水青山、用新理念推动价值转化，绿水
青山就一定能变成金山银山。

（二）融绿同金——在互融
共赢中打通“双向”转化通道

绿水青山的兴安盟，有一个独有
“身份”：世界公认的寒地水稻黄金带、
玉米黄金种植带和最佳养牛带，是我国
重要的农畜产品生产基地。

手握生态和农牧业双重资源底牌，
兴安盟通过“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
等转换形式，打通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

“双向”转化通道——生态建设和经济
发展，互融共赢；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融绿同金”。
7月中旬，科右前旗俄体镇齐心村

凝绿滴翠，沿着被称为“乡村振兴路”的
柏油路盘山而上，覆盖了整个山体的沙
果树，串串晶莹碧绿的果子已挂满枝
头，一丛丛、一树树扮靓山野间。

齐心村坐落在两座山之间，自从把
绿色生态融入林果产业，曾经只有三五
片树林的大山变成了 4.6万亩森林，森
林覆盖率达 75%。通过“企业+基地+
农户”模式，每年有 1万吨鲜果被制成
果干、果脯、果汁远销全国各地。

小果子做出大文章，齐心村只是兴
安盟“藏绿于林、藏富于果”发展林果
产业的缩影。目前全盟林果种植达
65 万亩，年产鲜果近 4 亿斤、产值近
3.2亿元。

一个“绿”字，一头连着生态向
好，一头连着产业发展。品牌带动、
科技引领，则是转化之路越走越宽的

“催化剂”。
“兴安盟大米”，品牌溢价已超

20%，成为兴安盟最响亮的名片之一。
以“兴安产，安心选”为品牌口号，

通过区域公用品牌建设，形成品牌矩
阵，让“优质”更“优价”。小沙果年产值
1.2 亿元，兴安盟大米品牌估值超 180
亿元……类似山水“溢价”的故事不断
上演。

2022 年，科右中旗白茫茫的盐碱
地里，长出了亩产超 540.3 公斤的水
稻。

几年来，兴安盟成立“袁隆平水
稻院士专家工作站”，着力改良盐碱
地；建立顶级科研团队为主体的科技
创新体系，发展绿色生态农业。如同
一场接力赛，通过科技引领，兴安盟
递出发展关键一棒。

“融绿同金”，把“产业融合型”
“科技引领型”“品牌带动型”等价值
转化模式有机组合、互相促进，绿水
青山释放巨大经济潜力——

2022 年 ，兴 安 盟 粮 食 总 产 量
134.3 亿斤，实现“十三连丰”，蝉联内
蒙古人均粮食商品量第一名。畜牧
业生产“九连稳”，牧业年度牲畜存栏
1206 万 头 只 ，呈 现 出 生 态 美、产 业
兴、百姓富的喜人景象。

成绩属于过去，兴安盟人深知：
农畜产品加工转化率低，产业结构单
一，仍然是制约农牧业转型升级的突
出短板。

这表明，要在“绿水青山”上持续
着墨，更要在“金山银山”上重点着
力。为此，抓项目、强基地，推进“两米”

“两牛”全产业链体系建设，兴安盟要让
“兴安岭下米粮仓，草原深处好厨房”越
唱越响亮。

（三）逐 绿 生 金 —— 在
加“ 新 ”升 值 中 实 现 绿 色 转
型突破

今日之兴安，追寻绿色发展方式，
新动能释放新活力。

2021 年，兴安盟研究与试验发展
经费投入增速和投入强度增速均位列
内蒙古第一位。

2022 年，兴安盟新能源、新材料、
节能环保、绿色冶金建材等产业板块加
速壮大，工业经济全速挺进高端化、智
能化、绿色化。

逐绿而行、聚绿生金，绿水青山加
“新”升值。

站在兴安岭的浅山丘陵上极目远
眺，绵延数公里的晶硅板整齐排列，
在阳光下闪烁着耀眼蓝光。视线尽
头，我国首个单体百万千瓦级陆上风
电基地——中广核一期 100万千瓦风
电场的 229台风电机组，桨叶旋舞、化
风为电。

兴安盟风、光资源富集，全年日照
时数达4400小时，风能储量4000万千
瓦。风和光，本就是绿水青山的一抹

“底色”，更是金山银山不可或缺的“成
色”。新能源发展风口，为兴安盟“两
山”转化之路推开一扇新的大门。

2022 年，全盟规上新能源发电量
63.9亿千瓦时，比上年增长52.3%。

63.9 亿 千 瓦 时 是 个 什 么 概 念 ？
2022 年，兴安盟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

10.8 亿千瓦时。63.88 亿千瓦时，可以
满足全兴安盟人五、六年生活用电所
需，相当于节约184.73万吨标准煤。

一道简单的算术题，算出了经济账
和绿色账，也算出了兴安盟大力发展现
代能源经济的决心与动力。

2023 年，兴安盟计划实施新能源
重大项目 15个，计划投资 175.5 亿元，
占全盟年度计划投资的 96.4%。截至
目前，兴安盟电力总装机规模684万千
瓦，新能源装机规模 432万千瓦，占比
达到63%。兴安盟，已成为内蒙古新能
源发展增速最快的盟市之一。

兴安岭上劲吹的风、恣意抛洒的
光，转化成实实在在的生态效益、经济
效益和社会效益：

天合科右中旗 150兆瓦光伏储能
综合治沙项目，通过“板上发电、板下修
复、板间种植”，固沙保水，有效改善当
地生态环境；金风6万千瓦风电绿电微
网项目，年发电量1.9亿千瓦时，可替代
兴安盟经济技术开发区现有用电量的
40%。

接下来，兴安盟将继续蓄力积势，
实现绿色转型新突破：全力推进中广核
200万千瓦等大项目建设，大力发展新
能源装备制造业和运维服务业，推动全
产业链集群发展……

绿水青山，价值几何？
2022年 3月，兴安盟率先发布内蒙

古首份盟市级生态产品总值（GEP）核
算成果，兴安盟“生态身价”达4718.7亿
元。

GEP 即 生 态 系 统 生 产 总 值 ，和
GDP都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评价标准体
系。GEP 核算有利于推动 GDP、GEP
双增长，并促进GEP向GDP有效转化，
这正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
的题中应有之义。

自此，兴安盟在深度践行“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历史进程中，
揭开了崭新一页。

以此为起点，兴安盟持续放大生态
优势，探寻、打通、拓展更多转化通道。
1月 16日，基于GEP核算报告，兴安盟
与内蒙古森工集团签订林草碳汇经济
发展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以阿尔山市、
突泉县作为首批林草碳汇开发试点，启
动“碳”寻之旅。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
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推进治沙、治水、治山全要素管理，
全力打好科尔沁沙地歼灭战；聚力现
代绿色农牧业、清洁低碳工业、生态
文化旅游业，全力构建绿色低碳产业
体系……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高度谋划发展，兴安盟进一步开启高
质量发展绿色“密码”。

心怀“国之大者”，深度践行“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兴安岭上兴
安盟”正在以“千篇一绿”的身姿，踔厉
奋发、勇毅前行，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
化内蒙古新篇章。

解码深度践行“两山”理念的兴安盟样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