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责任编辑：哈丹宝力格 版式策划：陈平 制图：王霞

2023年10月2日 星期一 / 要闻 /

本报呼和浩特 10 月 1 日讯 （记
者 王雅静 通讯员 杨彩霞）9月 30
日，大唐清水河万家寨 20万千瓦风水
互补项目成功全容量并网。

据了解，该项目位于清水河县喇嘛
湾镇与宏河镇，西邻黄河，是内蒙古自治
区保障性并网集中式风电、光伏发电项
目。项目新建一座220千伏升压站，8回
集电线路，配套建设 60MW/120MWh
储能站。所选风机容量6.7兆瓦，为当前
内蒙古西部地区风电最大机型，共布置
30台风电机组。机型塔筒高度110米，
相当于37层楼的高度，叶轮直径191米,

相当于4个标准足球场的大小。
据介绍，项目从今年 3 月正式开

工，先后高质量完成风机基础工程、道
路工程、吊装工程、变电站工程及集电
线路等工程。目前，项目新建的8回集
电线路全部一次送电成功，30台 6.7兆
瓦风机成功并网发电。

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10.79亿元，
投产后，年发电量 4.95亿度，与同等发
电量的火电项目相比，每年可以节约标
煤 15万吨，相应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
排放约 40 万吨、二氧化硫排放 3000
吨、氮氧化物排放4000吨。

大唐清水河万家寨20万千瓦
风水互补项目全容量并网

本报阿拉善 10 月 1 日电 （记者
刘宏章）九月的额济纳秋风送爽，胡杨
流金。9月 28日上午，2023中国（额济
纳）口岸国际商品博览会开幕。

据悉，本次商品博览会共设置展位
400多个，来自蒙古国、俄罗斯、巴基斯
坦等 11个国家和地区的企业，以及京
津冀、川渝闽、江浙沪等 15 个省市的
客商，带着近万种产品参展。“博览会
的环境非常好，十分有幸能参与这场
展会，让我们的传统木制产品走进中
国千家万户。”巴基斯坦参展商詹朱尔
告诉记者。

在阿拉善产品展区，记者看到奶
制品、驼乳化妆品、驼肉制品等琳琅满
目的优质农畜产品整齐摆放，不时有

国外客商前来对接洽谈。“通过这次展
会，结交了很多外国友人，他们对我们
生产的纯驼鲜奶相当认可，目前有好
多客商已与我们达成合作意向。”阿拉
善右旗神驼乳业科技有限公司销售经
理李苗苗说。

在为期 8天的博览会期间，还将举
行上合组织国家客厅商品展、“一带一
路”赏石艺术展、“阿拉善礼物”展、深圳
茶文化展和西部陆海新通道主题论坛、
招商推介等系列活动。

据了解，中国（额济纳）口岸国际商
品博览会是内蒙古自治区第二个“国字
号”品牌展会。创立至今，累计观展人
数达 63.5 万人次，现场成交额 9000余
万元。

2023中国（额济纳）口岸
国 际 商 品 博 览 会 开 幕

□本报记者 张璐

在这个秋高气爽的国庆假期，人
们赏名山大川、逛名胜古迹，到处都
是人山人海。也有一些朋友另辟蹊
径，到一些别具特色的乡村，来场说
走就走的休闲游。这几天，锡林郭勒
盟多伦县温塘河村旅游就很火，人们
在乡村旅游中拥抱自然、感受文化、
愉悦身心、也留住了乡愁。

10月 1日，北京游客孙先生带着
全家老小，来到温塘河村感受这里的
自然风光。坐在湖边垂钓的他说：“跟

家人一起到这里走走看看，呼吸新鲜
的空气，感觉心旷神怡，太放松了。”

游客们在温塘河村不但能享受
大自然的恩赐，还能在每一处“打卡
地”感受厚重的历史文化。这里有古
火山口、火山熔岩、火山弹、火山岩等
地貌，游客们可以领略大自然的神
奇。温塘河村还为游客展示了大自
然的活力——“多伦环”边缘地带多
处自涌泉。这些优质天然矿泉水温
度低、矿化度高，是非常好的弱碱性
水，有着“优质矿泉水、天然苏打水”
盛赞的自涌泉泉水，游客们喝完纷纷
竖起大拇指。

游客张女士兴奋地告诉记者，
在这里可以捡到漂亮的石头。说话
之时，张女士的儿子挽着裤腿、手里
拿着一个瓶子，瓶子里装着的是他
刚刚在河里抓的泥鳅，跑过来叫喊
着饿。

来到农家小院，扑鼻的香味阵阵
袭来。桌上有的摆上了香喷喷的“滦
河全鱼宴”、有的摆上了地道的非遗
美食“莜面宴”、有的摆上了原生态的

“麻豆腐宴”……此时，面对这一桌桌
饭菜，游客们吃得很满足，徐徐晚风
洗去一身疲惫，十分舒畅。

“今年起，村里的旅游不再是季

节性的了，而是天天有游客。村民们
都忙了起来，旅游业也越来越火了。”
温塘河村党支部书记孟祥军说，下一
步，村里将继续坚持以党建促旅游，
以旅游强党建，充分发挥党建在提升
现代旅游功能和旅游产业素质中的
主导作用，走出一条以党建工作引领
和服务旅游发展的路子。推出更多
融吃、住、行、游、娱、购于一体的旅游
消费业态，并将自然生态与民俗文化
和农特产品有机结合，大力推动农旅
融合发展，让游客不止记得住城市的
霓虹，更能记得住乡村的月光，让乡
村旅游不断为乡村振兴蓄势赋能。

多伦县温塘河村：旅游不是“一季热”而是“常年火”

本报巴彦淖尔 10 月 1 日电 （记
者 薄金凤）近日，2023全国鲜食玉米
博览会内蒙古专场展洽会在巴彦淖尔
市五原县举行，全国 100 多家企业参
展，集中展示鲜食玉米、农产品外包
装、机械设备等各类产品，打造出一
场“看得见、尝得到、摸得着、能体验、
可带走”的盛宴。

来自成都的参展商陶光平品尝
了五原县的鲜食玉米后赞不绝口：

“这里的玉米又甜又糯，我们准备在
成都地区销售。目前这里初步构建
起 鲜 食 玉 米 的 生 产 体 系 和 经 营 体
系，发展潜力大，下一步我们要在这
里建设代加工生产基地，进行深入

合作。”
据 悉 ，五 原 县 位 于 河 套 平 原 腹

地，是“八百里河套米粮川”的核心地
带，农业生产条件得天独厚，盛产玉
米，是国家级农产品主产区、全国重要
商品粮生产基地。近年来，该县将鲜
食玉米作为新兴特色产业，坚持政府
推动、项目带动、创新驱动，全县年均
种植鲜食玉米 3.5 万亩，年产玉米 1.3
亿棒，以大丰粮油为代表的全县鲜食
玉米产业集群，实现了全国直抽真空
玉米产业第一。此次中国鲜食玉米速
冻果蔬大会在五原县召开，将进一步
助力该县鲜食玉米产业提质升级，推
动鲜食玉米“河套名片”建设。

全 国 鲜 食 玉 米 博 览 会
内蒙古专场展洽会举行

□本报记者 李可新

未病先防，健康之道。集中供热
是系统性工程，涉及热源、管网、换热
站等多个环节，哪个环节出现缺陷和
问题，都会影响冬季供热的质量和效
果。冬季供暖效果好不好，关键看夏
季维检修工作细不细。

呼伦贝尔地区冬季异常寒冷、供
暖时间长、供热成本高，保供保热是关
乎民生的大事。自今年 5月供暖任务
结束后，呼伦贝尔市高度重视、高位推

动，通过地企合作方式开展“冬病夏
治”专项行动，为即将到来的供热季安
全平稳运行奠定基础。

在海拉尔区神宝小区换热站，工
作人员正在忙碌地更换循环泵和软连
接。这个换热站在去年冬季供暖时，
泵壳出现过漏水情况。为了及时消除
安全隐患，供热公司利用4天左右的时

间进行换新工作。
“在夏秋季维保期间，我们要把

上个采暖季出现的问题，在 9月管网
注水前全部解决，保证安全供热是我
们必须完成的任务。”呼伦贝尔双良
能源系统有限公司河东运营中心经
理史从波说。

像呼伦贝尔双良能源系统有限公

司这样的民营供热企业，在呼伦贝尔
市 共 有 13 家 ，占 该 市 供 热 企 业 的
46.4%。供热民营企业存在着规模小、
投入不足、运行不稳定、抗风险能力
差、供热质量难以保证和合同燃煤协
调困难等实际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呼伦贝尔市持续
推进城市供热项目建设，强化供热行
业管理。市委、市政府积极推动供热
企业国有化进程，多次召开专题会
议，有效推动华能蒙东公司接管牙克
石市、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供热
民营企业。 ■下转第4版

呼伦贝尔地企合作推进供热设施“未病先防”

学经验 重实干 闯新路

本报10月1日讯 （记
者 冯 雪 玉 见 习 记 者
孙柳）舞台上，演员们跳跃、
旋转间，勾勒出草原上快乐
而忙碌的生产生活场景。10
月1日，杂技剧《我们的美好
生活》在内蒙古艺术剧院音
乐厅上演，剧目讲述了两个
年轻人通过创新带领农牧民
过上美好生活的故事。

《我们的美好生活》演绎
了年轻人南迪不认同母亲对
刺绣因循守旧的传承理念，
与高中同学新呼携手筹建刺
绣加工厂的故事。在两个年
轻人的努力下，不仅传统“科
尔沁刺绣”成为了网红产品，
嘎查也成为以刺绣产业为龙
头的旅游村、网红村。该剧
以绚丽的表达手法，既展示
了内蒙古非遗刺绣的文化基
因，又凸显了生活在这里的
人们凭借聪明才智、勤劳肯
干推动乡村振兴的生活场
景，描绘出一幅藏在嘎查里
的新时代、新生活、新风貌的
美好画卷。

“剧目将杂技与舞台表
演合二为一，技巧性很强，
故事也很完整。看完这场
演出，我为内蒙古深厚的文
化底蕴和如今乡村的发展
感到骄傲。”观众孙琪说。
据悉，该剧目自 10 月 1 日
至6日连续上演。

《
我
们
的
美
好
生
活
》
解
锁
乡
村
振
兴
故
事 10 月 1 日，在呼和浩特市老牛儿童探索馆，小朋友正在参观剪纸、布贴作品。中秋国庆假日期间，老牛儿童探索

馆开展了“飞奔到月球”中秋国庆系列活动，吸引大量游客来打卡游玩。“加油玉兔”“中秋投壶”“太空飞行计划”等环
节让孩子们在游戏中了解中国传统文化。 本报记者 怀特乌勒斯 摄

乐享探索魅力

□本报记者 李雪瑶

“红山文化碧玉龙是目前发现的
体积最大、雕刻工艺最为精美的龙形
玉器。”走进赤峰博物院赤峰博物馆
馆区，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中华第一
龙”雕塑，讲解员马红蕾讲解着“中华
第一龙”的前世今生，为游客打开解
读历史、品鉴文化的窗口，文物仿佛

“活”了起来。
馆区门口，人头攒动，观众排起

了长队；馆区内，在“中华第一龙”前
打卡拍照的观众更是络绎不绝。来
自北京的游客郭永强刚进博物馆就
被吸引，久久驻足。“从进门开始，就
能看到各种带有‘中华第一龙’的装
饰，出土于赤峰市的这件玉龙，工艺
精湛，造型生动，非常美。这是赤峰

的名片，更是赤峰的骄傲。”郭永强不
禁竖起大拇指。

兴隆洼文化玉玦、红山文化勾云
形玉佩、夏家店下层文化嵌贝彩绘陶
鬲……说起博物馆的文物，赤峰人大
多能如数家珍。赤峰博物院赤峰博
物馆馆区是国家一级博物馆、国家
4A级旅游景区，1987年赤峰博物馆
建馆至今已经走过 36 年的发展历
程。红山文化在这里留下印记，草原
青铜文化在这里展示，辽文化在这里
呈现……

日出红山、古韵青铜、契丹华韵、

和同一家四个展厅，分别展示了赤峰
的史前文化、草原青铜文化、辽文化
以及元明清时期北方各民族共同创
造的物质和精神文化，一件件珍品镌
刻着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历史印记。

为让游客拥有更好的体验，假日
期间，赤峰博物馆馆区每天上午 10
点都会安排一名讲解员免费讲解，带
领游客深入了解赤峰悠久的历史和
厚重的文化底蕴。10月 3日，赤峰博
物馆馆区还将举办“国庆话‘中国’”
活动，让大家了解“中国”一词的含
义，并亲手制作国庆主题画，向祖国

母亲表达祝福。
“我们的活动分上、下午场，每

场各20人参与社教活动。在活动中
结合文物、史料进行知识讲解，帮助
大 家 拓 宽 视 野,厚 植 爱 国 主 义 情
怀。”赤峰博物馆馆区社会教育部主
任王迪说。

“了解一座城市，从当地的博物馆
开始。”成为越来越多游客的共识。假
期第一天，赤峰博物馆馆区就接待游
客1500多人，成为游客在赤峰必到的

“打卡地”，是展现赤峰魅力的重要窗
口和亮丽名片。

现在，赤峰市将赤峰博物院赤峰
博物馆馆区、辽代历史文化博物馆馆
区，与二道井子遗址博物馆、红山文
化博物馆等联合起来，打造博物馆专
题游径，让游客在探访中领略赤峰大
地的时代变迁。

打卡赤峰博物院 领略中华文化魅力
□本报记者 赵曦

“ 全 体 队 员 向 右 看 齐 ，向 前 看 ！
报数！”

10月1日上午8时，乌兰察布市集宁
区消防救援大队消防站全体消防员全副
武装奔赴乌兰察布市国庆节大型文化活
动现场，准备执行消防安保任务。

“越是过节，消防员越应该绷紧防
火弦。现场巡查，我们要细之又细做好
排查，任何微小火灾隐患都要紧急处
置。”集宁区泉山北街特勤站三级消防
长包山说。

包山是集宁区消防救援大队特勤
消防站三级消防长，也是特勤站站长助
理。今年38岁的他，已是一名老班长，
多年来，他的国庆节几乎都在工作中度
过。他淡定地说：“青春的价值在于奋
斗。作为内蒙古‘火焰蓝’的一员，我们
要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守

护一方平安。”
他对到场的 16名消防员和 4辆消

防车排兵布阵，确保全员全装备、全时
备勤、安全出警。为保证消防员作战展
开及时、搜救控火迅速，每位消防员全
副武装，身穿 14公斤战斗服徒步巡逻
13个小时。

夜幕降临，国庆节活动现场灯火辉
煌，前来观看的群众络绎不绝。消防员
则全副武装，在人群中穿梭，全力守护
人民群众的安全。

当地市民刘先生说：“国庆节期
间，我们看着市体育场两侧整齐停放
的消防车，看着随时出现在身边的消
防员，安全感满满。正是因为他们这
些人的节日坚守，我们才能尽情享受
节日的美好。”

国庆节当日，乌兰察布市消防救援
支队 300余名消防员坚守在工作岗位
上，用实际行动守护万家灯火，守护城
市平安。

“火焰蓝”守护万家平安

10月 1日，在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野生马鹿在觅食。近年来，
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不断向好，为野生动物提供了良好的栖息繁
殖场所，野生动物数量不断增加。目前，保护区共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75
种，其中野生岩羊有近 5 万只，野生马鹿有 7000 余头，时隔 66 年雪豹也再次现
身贺兰山。 本报记者 于涛 摄

贺兰山野生动物频频亮相

■上接第1版 总投资7802亿元，计划
完成投资1716亿元。截至目前，重大项
目开复工471个、开复工率99.8%，完成
投资1314亿元，投资完成率76.6%。

中秋、国庆假期，在包银高铁乌海
段，近 1000 名建设者坚守在施工一
线，在保障施工安全和工程质量的前
提下，争分夺秒保工期，全力以赴确保
完成年内施工目标。

在包银高铁乌海特大桥连续梁施
工现场，远远望去，呈曲线形的桥墩绵
延至远方，蔚为壮观。乌海特大桥全
长 6101.5 米，是全线的控制性工程。
据施工现场负责人李睿介绍，“双节”
期间恰逢施工关键期，项目部没有休
息，全力组织挖机、吊车、天泵等机械
重点针对乌海特大桥连续梁合龙段开
展施工，确保如期打通架梁通道，推进
全线建设进度。

在中铁二十局乌海北制梁场小型
预制构件厂，包银高铁在乌海市首条
小型预制构件自动化生产线开足马
力生产，这条生产线生产的预制构件
主要用于路基栅栏、电缆槽、遮板、盖
板、六棱砖等。“国庆假期虽然不能回
家，但和工友们奋战一线，抢工期、促
进度，用个人实际行动推进项目建
设，我有一种自豪感。”现场技术员朱
轩锋说。

今年以来，中铁二十局包银高铁
（内蒙古段）项目部积极统筹规划施工
节点，通过增设工作面、增加作业班
组、改善工艺工法等多项举措推动工
程建设提速提质提效。目前，碱柜铺
轨基地准备验收、乌海特大桥连续梁

即将合龙、乌海东站（原乌海站）改造
等多个项目施工进度不断刷新，整体
建设进度已达到56%左右。

走进赤峰中色锌业有限公司锌冶
炼工艺优化及浸出渣资源综合利用项
目施工现场，混凝土浇灌车来往穿梭，
搅拌声、钢筋的碰撞声相互交织。“目
前，正在进行 19个子项的土建及设备
调试安装工程，预计年底完成大部分
子项的主体施工，设备调试安装也会
在2024年 9月前陆续完成。为保证项
目能按计划完成，我们强化质量把控，
紧盯工程建设重要节点目标，提前安
排好下一步施工计划，确保工程保质
保量按时完工。”中色锌业办公室主任
肖常玲说道。

同样，克什克腾旗多个公路建设、
养护项目假期未停工，交通人把休闲
度假的“黄金周”变成工作和项目的

“攻坚周”，在工作岗位上度过节日。
省道 220线罕达罕至乌兰布统段公路
工程建设者正在进行路基填筑、涵洞
砌筑及中桥桩基钻孔灌注等工作面的
施工；在S304、S105、热阿线等多条公
路施工现场，机器轰鸣，车辆穿梭，工
人们紧张有序地进行基层、面层摊铺，
抢抓施工黄金期，确保工程进度。

今年，赤峰市计划实施总投资5000
万元以上重点项目700项，计划完成投资
1019亿元。截至目前，全市重点项目已开
复工682项，开复工率达到97.4%；完成投
资777.6亿元，投资完成率达到76.3%。

( 本 报记者 宋阿男 蔡冬梅
毛锴彦 郝飚 王塔娜 通讯员 冯
雪 曹丽平）

项目建设不停歇 全力奋战“黄金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