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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解 国务院关于推动内蒙古高质量发展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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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序释放煤电油气先进产
能，加快推进煤炭储备项目建设。

■ 优先支持内蒙古开展煤炭
产能储备，建立一定规模的煤炭调
峰储备产能。

■ 强化煤电兜底保障，加快推
进国家规划内煤电建设，储备一批
煤电项目。

■ 全面推进煤电机组“三改联
动”。

■ 持续推动淘汰煤电落后产
能，按照延寿运行、淘汰关停和“关
而不拆”转为应急备用电源分类处
置。

■ 支持内蒙古油气勘探开发，
加大油气勘查区块出让力度，推进
鄂尔多斯非常规天然气勘探开发，
高质量建设鄂尔多斯现代煤化工产
业示范区和煤制油气战略基地，带
动煤基新材料高端化发展。

■ 加快建设库布其、腾格里、乌
兰布和、巴丹吉林等沙漠、戈壁、荒漠
地区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支撑性电源
及外送通道。

■ 研究推动浑善达克沙地至京
津冀输电通道建设。

■ 坚持规模化与分布式开发相
结合，同步配置高效储能调峰装置，
积极发展光热发电。

■ 支持内蒙古建设新型电力系
统重大示范工程，鼓励开展新能源微
电网应用。

■ 研究优化蒙西电网与华北电
网联网方式。

■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优化
500千伏电网工程纳规程序。

■ 加强电源电网在规划、核准、
建设、运行等环节统筹协调。

■ 研究设立区域煤炭交易中心。
■ 完善适应新能源参与的电力市场规

则，探索开展蒙西电网电力容量市场交易试
点，建立可再生能源配套煤电项目容量补偿
机制。

■ 开展内蒙古电力市场绿色电力交
易。

■ 加快新能源产业关键材料、装备及
零部件等全产业链发展，壮大风光氢储产业
集群，建设国家级新能源装备制造基地。

■ 开展大规模风光制氢、新型储能技
术攻关，推进绿氢制绿氨、绿醇及氢冶金产
业化应用。

■ 在完善行业标准等前提下，推动乌
兰察布至燕山石化输氢管道建设。

■ 支持低碳零碳负碳工程建设。
■ 鼓励新能源就地消纳，支持先进绿

色高载能产业向内蒙古低碳零碳园区转移
布局。

■ 支持内蒙古战略性矿
产资源系统性勘查评价、保护
性开发、高质化利用、规范化管
理，提升稀土、铁、镍、铜、钨、
锡、钼、金、萤石、晶质石墨、锂、
铀、氦气等战略性矿产资源保
障能力。

■ 加快发展高纯稀土金
属、高性能稀土永磁、高性能抛
光等高端稀土功能材料。

■ 扩大稀土催化材料在
钢铁、水泥、玻璃、汽车、火电等
行业应用。

■ 支持包头稀土产品交
易所依法合规建设面向全国的
稀土产品交易中心，将包头建
设成为全国最大的稀土新材料
基地和全球领先的稀土应用基
地。

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增强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保供能力

七个方面主要任务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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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特别报道特别报道

本报10月20日讯 （记者 王皓）
10月 20日，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杨伟东
到自治区总工会、红十字会、妇联基层
单位，调研群团组织为民办实事工作开
展情况。

杨伟东详细了解职工互助保障、就
业服务、志愿服务、备灾救灾、应急救
护、推动妇女创业就业等工作。他说，
工会组织要着力做好就业指导、供需对

接、职业技能培训等工作，努力创造条
件让职工实现稳定技能型就业。红十
字会要切实做到“哪里有应急救护，哪
里就有红十字会”，推动“光明行”等公
益活动向农村牧区覆盖，不断增强群众
获得感。妇联组织要做深做细婚姻家
庭纠纷调解、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维护等
工作，精心打造特色品牌，把妇女创业
就业的“小产品”做出“大市场”。

聚 焦 群 众 所 急 所 需
推 动 工 作 扎 深 做 实

杨伟东调研群团组织办实事工作

本报10月20日讯 （记者 白丹）
近日，北京市政协与自治区政协共同举
办专题学习讲座。中国科学院空天信
息创新研究院高级专务顾行发围绕“中
国航天遥感系统现状以及服务经济社
会发展的思考”作专题授课。自治区政
协副主席罗志虎、魏国楠、安润生、张佰

成及秘书长杨利民听取讲座。
此次专题讲座以视频方式举办，是

双方落实《“京蒙协作 政协助力”框架
协议》工作机制、合作共享学习资源的
具体实践。

部分住呼全国政协委员、自治区政
协委员和机关干部参加讲座。

北 京 市 政 协 与 自 治 区 政 协
共 同 举 办 专 题 学 习 讲 座

本报10月20日讯 （记者 刘志贤）
10月19日，中国艺术职业教育学会中等
艺术职业学校工作委员会成立大会在内
蒙古艺术学院附属中等艺术学校召开。

委员会的成立旨在推动新时代文化
艺术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发挥中职教
育在发展现代职业教育中的基础性作
用，推进“三教改革”，促进中国艺术职业
学校间的经验交流、成果共享；建立教学
质量评价机制，推动中等艺术学校向现
代职业教育的根本性转变；建立校际间交
流平台，建立青年教师教学能力、比赛和

评选的体制机制，推动各校深化内涵建
设，助力提升管理水平和办学质量，着力
培养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优秀人才。

大会产生了中国艺术职业教育学
会中职工委会成员并颁发聘书。作为
会议承办单位的内蒙古艺术学院附属
中等艺术学校，是教育部认定的国家级
重点中等职业学校，建校60多年以来，
学校为高等艺术院校培养了大批优质
生源，为地方艺术团体源源不断输送高
水平表演人才，培养了大批国内外著名
的优秀艺术人才。

中国艺术职业教育学会中职工委会在我区成立 □本报记者 刘宏章 通讯员 王晓春

风沙旋起、马达轰鸣，越野车如脱
缰的野马爬坡、腾空、急转……今年

“五一”和“十一”期间，地处阿拉善右
旗的内蒙古巴丹吉林旅游开发有限公
司精心策划了包括T3挑战赛、超级赛
道 T3 圈速赛、岩石挑战赛等经典赛
事，并新增了超级赛道体验、单车沙漠
挑战赛等，吸引了来自广东、北京、重
庆、四川、山东等 31个省份，100多个
赛队，6万余人参赛，期间完成现场直
播 8场，在线观看人数达 153.87 万人

次，浏览量超22亿。
“我们公司立足阿拉善右旗得

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坚持生态环境
保护和资源开发利用并重，培育新的
经济增长点，谋划布局巴丹吉林沙漠
旅游生态模式，形成‘地质公园（游客
中心）一点集散，巴丹湖、双海子、庙
海子三点辐射的旅游资源收缩利用
景区发展格局’，推动阿拉善右旗‘重
要的沙漠旅游目的地和旅游集散中
心’提档升级。”内蒙古巴丹吉林旅
游开发有限公司副经理李阿敏告诉
记者。

据了解，内蒙古巴丹吉林旅游开

发有限公司成立于2009年，主要经营
旗下3个景区和2家旅行社，分别为巴
丹吉林沙漠景区、曼德拉山岩画景区、
海森楚鲁怪石景区和巴丹大漠、大漠
人家两家旅行社，开展景区开发建设
经营和旅行社地接业务。在重点项目
建设上，重点打造越野e族英雄会项目
建设，在圆满完成第十七届越野e族英
雄会各项工作任务的同时持续加强与
越野e族的深度合作，瞄准游客和厂商
2个层面，高标准包装“巴丹吉林沙漠
驾校”和“巴丹吉林沙漠越野试车场”2
个专项产品，突出汽车文化和休闲生
活主题。在大众旅游产品方面，重点

包装企业团建、婚庆旅拍、研学游学、
露营体验等专项产品，深挖崇尚自然
的市场潜力。

近年来，该公司旅游项目包装的重
点转向自然体验、野奢度假和沙漠驾驶
培训体验、研（游）学、企业团建等专项
产品，提供丰富多样、个性突出、品质优
良的文化旅游产品。启动巴丹湖、庙海
子2个营地建设，巴丹吉林沙漠景区旅
游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建设内容契合生
态文明发展理念，重点以架空装配式营
地、帐篷酒店和智能化设备为主建方
向，满足群众多元化、个性化、品质化消
费需求。 ■下转第4版

内蒙古巴丹吉林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开拓沙漠旅游新模式 构建文旅市场新格局

□本报记者 李新军 通讯员 申珊

10月 18日，第十四届全国冬季运
动会主场馆内蒙古冰上运动训练中心
迎来蒙古国30余家旅行社代表团参观。

“重点推荐海拉尔区特色旅游资
源，营造良好舒适的旅游氛围，打造

‘吃住行游购娱’一体化高品质旅游产
品，吸引国内外更多的游客来海拉尔
看‘十四冬’。”呼伦贝尔千通国际旅行
社有限公司总经理贾峰介绍说。

蒙古国代表团共计39人受邀来海

拉尔区进行为期 5天的交流考察，除
“十四冬”场馆外，先后前往历史博物
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海拉尔纪念园等
精品景区旅游观光，了解历史文化、现
代文明以及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探索规
划两地旅游联合营销、特色路线开发、
产品互推、客源互送等业务合作。

当前，海拉尔区正借势“十四冬”，
多方面拓展冰雪旅游内容，持续做好
品牌冰雪活动，借助俄蒙地缘毗邻优
势，联合境内外旅行商拓展入境客源
市场，打造更多适合入境游客需求的
高品质冬季产品线路。

“十四冬”场馆迎来游客

相约十四冬

守望相助一家亲

近日，在赤峰市林西县福山生态旅游区，林间的草木披上秋的外衣，几
种颜色衬托出大大的“福”字，美不胜收。今年，林西县福山生态旅游区成功
入选国家 2A 级旅游景区，景区核心区大营子乡二八地村将传统村庄融入

“福”文化，在沿途打造福园玫瑰、福园道谷、福源油菜等生态景观 2000 亩，
为村庄发展创造了良好环境。 本报记者 肖璐 摄

““福福””进景区进景区 游客享游客享““福福””

□本报记者 秀花 郑学良 王雅静
敖日格乐 彩红 奈日嘎

3天吸引游客50万人次，带动呼和
浩特市旅游消费达 5 亿元以上——
2023年7月，一场生态恼包村音乐节再
次将大众的目光吸引到这个“网红村”上。

曾经这个依山而建的小山村靠天
吃饭、贫瘠破落，现在走进获评网红打
卡胜地的恼包村，亭台楼阁，游人如
织，翻天覆地的变化让人惊叹。

位于呼和浩特市东北部，隶属新
城区保合少镇的恼包村，是由来此地
垦荒谋生的山西籍移民聚集而居形成
的村落。恼包村现有 959户 3100人，
是个由汉、蒙、维、满、回五个民族组成
的多民族大家庭。各民族群众共同奋
斗，也共同见证了恼包村的巨变。

75岁的恼包村村民李林珍祖祖辈

辈都在恼包村生活，儿时的记忆里，村
里人种着几亩旱地，靠天吃饭，碰到天
灾连口粮都成问题。

“2009年，李书记回到村里后，村
子的面貌开始发生了变化。”李林珍老
人说。

老人口中的李书记是恼包村党总
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李恒彪。李恒彪也
是土生土长的恼包村人，自己外出打工
创业后，惦记着恼包村的父老乡亲，又
回到家乡，带领村民共同奋斗，将恼包
村建设成如今业兴村美的新农村。

恼包村党总支部、村委会深入贯
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经过全村上下
的共同努力，走出了一条“产业兴旺、
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的产

业兴村之路。该村先后荣获全国文明
村镇、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全国乡村
治理示范村、中国最美乡村旅游目的
地等国家级荣誉称号。

“左边是我们的文旅产业园区，那
儿是商业街，超市、饭馆都有。我们村
发展主要就靠‘生态+文旅’，目前全村
村民利用集体搭建的生态文化旅游平
台总创收超过3亿元，人均年收入已达
到5万元。”恼包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
主任李恒彪说。

截至 2022年底，恼包村建筑面积
33.8 万平方米，生态绿化面积 16.6 万
平方米，建成了恼包国际交流中心、旅
游接待中心，还成立了涉及文化旅游、
影视传媒、自来水、供热、物业、电子商

务、餐饮、酒店管理 8家集体制公司。
近年来该村接待国内外各地游客近
2000万人次，为当地村民提供就近就
业岗位 6000 多个。村集体搭建的文
旅产业平台年创收达 10.8 亿元，村民
人均年收入由 2012年的 1600元增加
到了2022年的35000元。

同恼包村的“生态+文旅”的发展
路径不同，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曙光村
走的是一条不同的产业发展路子，但
同样焕发着勃勃生机。

汽车在曙光村中驶过，一路所见
皆是高大敞亮的农家院落、整洁平坦
的乡间道路，车行到一处，“正北方云
仓”几个醒目的大字映入眼帘。

“这里以前是伊利的奶站，后来闲
置了，村里大学生毕业回来创业就提
供给他们了。”曙光村党支部书记高二
忠介绍道。

■下转第4版

新 农 村 里 创 造 新 佳 话

本报10月20日讯 （记者 白丹）
10月 18日，自治区政协围绕“依法保护
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优化民营
企业发展环境”组织开展专题民主监督
性三级联动视频协商。

受自治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延
昆委托，自治区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
席罗志虎主持会议。自治区副主席杨
进出席并作情况通报，自治区政协副主
席安润生围绕议题作调研情况说明，自

治区政协秘书长杨利民出席会议。
协商中，部分民主党派区委、盟市

和旗县（市、区）政协负责同志聚焦主题
作了发言，自治区有关厅局负责同志介
绍了工作情况，回应委员关切，共同为
内蒙古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同时，对
学习《国务院关于推动内蒙古高质量发
展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的意
见》和全区重点工作推进会精神提出要
求。

自 治 区 政 协 开 展 专 题 民 主
监 督 性 三 级 联 动 视 频 协 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