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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10 月 1 日讯 （记者 高
慧）9月 29日，中秋、国庆“双节”假期
首日，探亲流、旅游流叠加，自驾出行
需求强烈释放，内蒙古高速公路车流
量大幅增长，飙升至66.26万辆，比前
一日上升 44.50%，比 2022 年（假期
首日，下同）上升95.69%，比 2019年
同期上升1.4%。

高速公路客车流量激增，自驾小
客车占据绝对主力。客车流量达
59.88 万辆，占车流总量的 90.37%，

环比上升75.15%，比 2022年同期上
升 148.89% ，比 2019 年 同 期 上 升
4.70%。

当日车流8时至18时持续保持高
位运行，主要集中在鄂尔多斯市、赤峰
市、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市,车流量
合计占全区车流总量的58.21%。其
中，赤峰市最高，占比17.20%。关碾
房主线收费站、呼和浩特收费站、包头
收费站、赤峰南收费站、萨拉齐收费站
出口流量均超万辆。

“双节”假期首日 内蒙古
高速公路车流量迎来高峰

□本报记者

中秋、国庆长假期间，全区各地重
大项目建设不停工、重点企业生产不
打烊，“火力全开”奋战“黄金周”，以满
腔的热情和十足的干劲抢工期、赶进
度、忙生产、保安全，全力推进重点项
目建设，用汗水和奋斗向祖国献礼。

走进内蒙古通威 20万吨高纯晶
硅项目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在各自区
域紧张有序作业。自 7月 20日项目
全面开工建设以来，施工人员在保证
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倒排工期，抢
抓进度，建设现场日新月异。据了
解，该项目将在包头创建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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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标达110万吨超耐蚀

稀土锌铝镁合金项目一期厂房车间
内，大家正在忙碌着，公司副总经理兼
技术总监崔虎正与几位技术工人分析
试生产数据。该项目于9月23日热负
荷试车预热入试生产阶段。“我们全面
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加班加点、抢抓工
期，保质保量推进试生产，确保按期投
产，尽快顺产、达产。”崔虎说，项目全
面投产后将在包头市打造一个西部及
北方地区最大的超耐蚀镀层板带及其
深加工产品基地。

今年以来，包头市昆都仑区锚定
产业发展新赛道、新领域，全力服务
包头市“世界绿色硅都”“世界稀土之
都”建设，新引进稀土和硅产业项目
17 个，开工 9 个，实现产值 1015 亿
元。其中，美科 20GW 单晶拉棒、标
达年产 110 万吨稀土合金涂镀板带
等 8个项目竣工投产，拉动规上工业
增长 8.9 个百分点。乐橙年产 1000

吨碳纤维复合材料项目打破了国外
技术垄断，实现产品进口替代；标盛
达超耐蚀稀土多元合金光伏支架、昆
之道新能源装备资源化利用项目填
补了自治区产业空白。

“双节”期间，中铁十五局集团轨
道交通运营公司包神铁路运输处上
湾站全体员工坚守在包神铁路沿线，
为铁路煤炭运输安全保驾护航。供
暖季即将来临，包神铁路运输处坚持

“围绕生产抓党建，抓好党建促生产”
的工作思路，通过构筑基层支部堡
垒、树立党员标兵、完善考评机制促
进运输生产良性发展。

在鄂尔多斯市高新产业技术开
发区装备制造产业园，作为 2023 年
鄂尔多斯市重大项目之一，总投资
280亿元的晶澳太阳能全产业链低碳
示范基地项目建设工地一派热火朝
天的建设场景。项目经理李峰介绍：

“经过上半年的紧张施工，10GW 和
20GW单晶切片车间、10GW电池车
间、动力站及生产消防水池等单体均
已完成计划任务，目前正紧抓施工进
度，争取在11月15日前主体完工，为
后续室内施工创造条件。”

在准格尔经济开发区，总投资100
亿元的内蒙古玉晶优质特种玻璃深加
工一体化项目施工现场，一边是已经投
产的一期优质特种玻璃原片及玻璃深
加工项目几条生产线全速运转，工人们
坚守在生产一线，全力保障来自全国各
地接连不断的订单生产任务；另一边，
二期光伏背板深加工项目进入场平阶
段，挖掘机、运输车等工程车辆来回穿
梭，300多名建筑工人奋战在各个岗位
上，跑出了项目建设“加速度”。

今年，鄂尔多斯市计划实施政府投
资5000万元以上、企业投资亿元以上
重大项目472个， ■下转第2版

项目建设不停歇 全力奋战“黄金周”

本报 10 月 1 日讯 （记者 韩雪
茹）记者从自治区农牧厅获悉，内蒙古
聚焦解决当前奶业生产成本高、产销衔
接不紧密等问题，最新出台《推进奶产
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措施》，政策执
行期2023年 10月 1日至 2025年 12月
31日，“升级版”奶业振兴政策将进一步
加快推进奶产业转型提档。

据自治区农牧厅奶业处副处长王
红柳介绍，内蒙古从加强“草源”基地建
设、提升“种源”自给能力、稳固“奶源”
供给保障、做优做强乳制品加工、强化

品牌培育、强化消费引导、加强科技创
新、提高监管水平、完善保障措施 9个
方面提出33条具体支持举措。

2018年以来，内蒙古结合实际，制
定出台了《推进奶业振兴的实施意见》
《推进奶业振兴若干政策措施》《推进奶
业振兴九条政策措施》等系列政策措施，
持续加大对奶业的支持力度。在持续的
奶业利好政策引导与支持下，位于呼和
浩特市托克托县的恒富牧场发展成为一
座总存栏达到1万多头的现代化牧场。

“我们牧场从前存栏只有400多头，牧场

规模不断扩大，离不开各级政府和各项
政策的大力支持。”牧场负责人罗立恒介
绍，在“托克托县伊利18万头绿色智慧
养殖示范园区”产业集群的带动下，恒富
牧场正在投资建设一座新的万头牧场。

内蒙古在深入研究分析当前奶业
发展形势的基础上，按照现有政策仍发
挥作用的要保留、兄弟省区可借鉴的政
策要吸纳、需要补充的政策要补足的原
则，坚持问题导向、科技引领、链式思
维，研究制定了《推进奶产业高质量发
展若干政策措施》。

内蒙古出台“升级版”奶业振兴政策
加快推进奶业转型提档

本报 10月 1日讯 （记者 梅刚）
近日，记者从自治区医疗保障局、中国
建设银行内蒙古自治区分行举行的医
保智慧经办合作项目启动会上获悉，截
至目前，自治区医疗保障局在全区 335
家建行网点成立医保服务站（点），15项
医保业务可在网点智慧柜员机上直接
办理，满足群众“就近办”“家门口办”服
务需求。

据了解，为进一步方便群众就近办
理医保服务事项，借助建行网点多、分
布广的优势，自治区医疗保障局会同中
国建设银行内蒙古自治区分行，创新推
出医保智慧经办合作项目，在全区 335
家建行网点布放 1413 台智慧柜员机，
将医保服务事项嵌入到智慧柜员机上，
业务覆盖全区 12个盟市，包括医保信

息查询、医保费用报销等 15项参保人
员日常办理频次较高的业务，都可通过
就近的建行网点办理。

自治区医疗保障局党组书记、局长
金满义表示，此次合作是基于医保经办
服务下沉，广泛开展基层医保服务站
（点）建设基础上，对医银合作的进一步
深化和拓展，银行网点大多在基层，老
百姓的身边就可以实现医保经办，后续
将在智慧柜员机上逐步扩大业务范围。

据悉，在增加医保服务站（点）和智
慧柜员机的同时，为切实保证服务质
量，自治区医保局与建行签署合作协
议，明确服务规范标准和义务责任等。
同时，通过开展相关业务培训，不断提
升银行经办人员业务能力，确保群众在
建行网点享受优质高效服务。

覆盖全区！15项医保业务
可在335家建行网点办理

10 月 1 日，内蒙古博物院举办国庆快闪“五星红旗在我心，心手相连迎国庆”活动。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齐展巨幅国旗，共同高唱国歌，奋进新时代，携手奏华
章。此项活动自 2017年起至今日已举办 7年，成为国庆期间内蒙古博物院最受观众欢迎的活动，满满仪式感，浓浓爱国情。 本报记者 王磊 摄

五星红旗在我心

秋阳在天，但秋天的黍田更像太阳，密密匝
匝低垂的黍穗宛如千丝万缕的阳光。阳光普照，
大地一片灿烂，壮丽而辉煌。

相距千里之遥的敖汉旗和凉城县的田野上，
现在就是这个模样。

此时，丰收的喜悦，写满了王国军和李全喜
的双颊。王国军是敖汉旗惠隆杂粮种植农民
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李全喜是凉城县世纪粮行
有限公司的“掌门人”。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的特
点——种粮大户。

行行出状元。对于把种植、加工、推广黍
糜——黄米——粘豆包与油炸糕作为事业的王
国军和李全喜来说，他们有着非同一般的自信。
他们一致认为，事业自信，源于两地得天独厚的
文化自信。

黍子的“来头”

据考古发掘显示，早在八千多年以前的兴隆
洼文化时期，就已经有较为成熟的原始农业生产
技术。在兴隆洼遗址的窖穴中曾发现了碳化的
粟和黍，是目前所见中国最早的旱作农业的物
证。因此，兴隆洼文化所在地赤峰市敖汉旗被誉
为中国旱作农业的发祥地。

兴隆洼文化走过千年以后，凉城县岱海遗址
群又让考古界兴奋不已：“现在历史教科书上的
半坡文化遗址是土房矮房，而凉城的老虎山、园
子沟文化遗址则是高楼大厦，它们是中华民族五
千年文明的曙光”（中国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

“北方民族原来是由长城沿线的农业民族迁徙转
变而来，在距今 7000—6000 年的暖湿条件下，
仰韶时代早期岱海地区出现了农业文化”（《三联
生活周刊》2021年第40期）。

深厚的文化积淀和历史渊源，是王国军和李
全喜一路走来的原动力。二人种了近 30年黍
子，对黍子的过往，自然心中有数。

黍子的种植起源于中国，是我国驯化最早的
作物。据于省吾写的《商代的谷类作物》一文统
计，“黍”字出现了 300多次，这也反映出“黍”在
商代人民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一度上升到“五谷”
之首，是先人们赖以生存的主食。到了周代之
后，我国农业日趋发达，种植的粮食作物越来越
多，黍的地位一跌再跌。如今，黍（黄米）被归为“杂粮”之列。

“现如今，凉城县曹碾满族乡是一个普通的民族乡，但是300年前，曹碾是名传
绥远的‘皇庄旗地’，属内务府上三旗（正黄旗、镶黄旗、正白旗）庄田。来自曹碾的谷
子、黍子和糜子深受八旗将士的喜爱，成为‘宫廷贡米’。”说起凉城县黍糜史，李全喜
的眼睛里满是自豪。

■下转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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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10月 1日讯 （记者 高慧）
据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消息，1-8月，全
区综合交通客货运输实现较快增长，增
速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数据显示，1-8月，全区累计完成
货运量 15.4 亿吨、货物周转量 3602.6
亿吨公里，同比增长 10.2%和 5.5%，增
速高于全国平均 3.4 和 0.1 个百分点；
完成客运量 5917 万人次、旅客周转量
148.4 亿 人 公 里 ，同 比 增 长 84.5%和
110.9% ，增 速 高 于 全 国 平 均 32.1 和
19.3个百分点。

货运方面，全区工业品、农产品和
畜牧业物流需求向好，消费市场持续恢
复，对货运量和货运周转量的增长带来
较大贡献。铁路货运保持稳定增长，增

幅为9.4%；公路货运连续6个月保持稳
定增长态势。

客运方面，随着居民出行频次和出
行量不断提高，客运市场处于持续恢复
状态。铁路客运量和民航客运量均实
现 三 位 数 增 长 ，增 幅 达 到 145.3% 、
113.4%，已接近疫情前水平；公路客运
市场稳定有序，持续发挥保障农牧民基
本出行作用，客运量增速为16.3%。

“全区综合交通运输行业将继续坚
持‘稳中求进、稳中快进’，加快推进重
点项目建设，以联网、补网、强链为重
点，推动落实交通强国各项任务，着力
提升运输服务水平和运输效率，全力保
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自治区交通运
输厅相关负责人表示。

我区综合交通客货运输实现较快增长
增速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本报呼和浩特10月 1日讯 （记
者 郑学良 通讯员 祁晓燕）中秋
国庆假期，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启动
的“我看身边新变化”活动，在呼和浩
特市持续升温。

9 月 30 日晚 8 时许，“百年中山
路，华彩迎国庆”主题灯光秀震撼上
演。灯光秀以新华广场为核心，以其
周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旧址等 12栋
建筑为演绎载体，为市民和游客献上
一场流光溢彩的视听盛宴。

四面八方的人们涌入新华广场，
一边观看光与影的神奇变幻，一边和
着动感音乐挥动手中的五星红旗，不
时用手机记录这精彩时刻，喜迎共和
国74周年华诞。

振华广场北侧立面，12套 22000
流明投影设备投射出1100平方米的
巨型画面，回顾过往国庆盛典，展现祖
国壮美山河和人民和谐幸福的生活。

“在呼市生活了 30多年，咱们首
府变化太大了，赶上了好时代！”年逾
六旬的厍秉琴难掩激动之情。

“这是一个多彩幸福的夜晚，这
样庆祝共和国的生日非常有意义。
首府每天都在变化，一不留神我家小
区外就多了一个口袋公园，前几天又
有 27条路通车，大家出行更方便了，
幸福感和获得感一直在提升。”在呼
和浩特长大的“80后”市民吴淑娟感
慨地说。

“这座美好的城市越来越漂亮

了，无论是颜值还是内涵。毕业后，
我打算留在呼和浩特工作生活，作为
一份子参与第二故乡的建设。”来自
内蒙古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吴
广钰说。

的确，正如大家所说所感，如今
的首府城乡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生
态环境持续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稳步
提高。在这个普天同庆的日子里，在
绚烂灯火下，自豪感和幸福感流淌在
人们心中。

10月1日上午9时，“我看身边新
变化”活动中，30多名道德模范、身边
典型、新时代好少年、最美志愿者和
最美家庭代表，前往玉泉区塞上老街
文化休闲旅游街区大召广场，参加庆

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4周年升旗
仪式。

伴随着嘹亮国歌，五星红旗冉冉
升起，参加升旗仪式的全体人员高唱
国歌向国旗敬礼。崇高而庄严的氛
围感染着在场的每一个人。

随后，代表们参观了归化城展示
馆、绥蒙抗日救国会旧址等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回忆往昔历程，感叹今日幸福。

记者了解到，在当日开展的“我
看身边新变化”活动中，呼和浩特市
新城区组织群众到大青山红色文化
公园参观了大青山革命英烈展厅和
大青山革命历史展厅，赛罕区组织群
众观摩给水团老旧小区改造、大黑河
沿岸生态治理等。

看升国旗 赏灯光秀 感受身边新变化

首府群众庆祝共和国74周年华诞

本报阿拉善 10 月 1日电 （记
者 伊拉图 刘宏章 阿鲁斯 通
讯员 王晓春）10 月 1日，2023·第
十九届巴丹吉林沙漠文化旅游节暨
第十八届“越野 e族”阿拉善英雄会
在阿拉善右旗开幕。来自全国各地
众多越野爱好者相聚美丽的巴丹吉
林沙漠，体验越野的激情与魅力，领
略多彩的民俗风情。

开幕式上，来自全国各地的赛队
车手擎五星红旗和英雄会会旗依次

经过看台，展现越野人的别样魅力，
现场越野车手、嘉宾、游客同唱国歌，
向祖国献上最诚挚的祝福，祝愿祖国
繁荣昌盛。阿拉善右旗乌兰牧骑举
行了独具大漠风情的文艺演出，用热
情的歌舞喜迎八方宾客。

据了解，2023·第十九届巴丹吉林
沙漠文化旅游节暨第十八届“越野e
族”阿拉善英雄会的主题是“你好，巴丹
吉林”，在为期5天的活动中，有充满速
度与激情的越野赛事，■下转第4版

第十九届巴丹吉林沙漠
文 化 旅 游 节 开 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