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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7日，小朋友在记录种子发芽状态。当日，呼和浩特市老牛儿童探索馆举
办“春意盎然”主题活动，邀请小朋友们一起“种春”“寻春”“品春”“悦春”，通过认识
植物种子、观察种子发芽等活动感受春天的气息。 本报记者 孟和朝鲁 摄

感受春天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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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3 月 17 日讯 （记者 章
奎）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
王莉霞3月15日主持召开政府常务会
议，传达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 2月 29
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央财经委第四
次会议上等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审议通过《加快构建优质高效服务业
新体系行动方案》《政府投资基金管理
办法》，研究过紧日子防范化解债务风
险、落实“一带一路”八项行动举措等
事项。

会议指出，要不折不扣贯彻好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
神，抓紧把工作部署到位，一刻不放松
地推进“六个工程”、京蒙协作“六个倍
增计划”、春耕春播、工业达量达产等
重点工作，努力实现一季度“开门
红”。要加快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
消费品以旧换新，促进物流降本增效、
交通运输产业壮大。

会议强调，要加快构建优质高效
服务业新体系，紧盯目标、聚焦产业，
发展壮大科研、体育、医疗、养老、托
育、信息技术、新能源运维等服务业
态，打好金融翻身仗。要深化户籍制
度改革，不断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
释放新市民消费潜能。

会议强调，要加强政府投资基金
管理，抓好管理办法宣传解读，提高基
金使用效益，更好发挥撬动社会投资、
引领产业发展的重要作用。

会议要求，自治区政府要带头过
紧日子，引领过紧日子成为一种习惯、
一种规范、一种文明。要大力落实和
宣传“四个一批”等举措，全力防范化
解债务风险。

会议要求，要高质量落实“一带一
路”八项行动，下功夫解决“酒肉穿肠
过”等问题，加快自贸区创建进程，打
造好我国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

自治区政府召开常务会议
王莉霞主持

□本报记者 王宗 郝飚

初春的黄河乌海段，已是波光粼
粼。黄河岸边的长城烽火台，无声地

“注视”着眼前的气象万千，夯土间，却
是蕴藏数千年的古老故事。

乌海是黄河进入内蒙古第一站。
大河穿城而过，流经里程 105 公里。
乌海因此也被形象地称为“种植在水
里的城市”。乌海地区在历史上是重
要的南北通道，在黄河“几字弯”地区
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古代王朝多在
此修筑长城。

大河浩荡，雄关漫道。两千多年
来，黄河温情地挽扶着长城，长城深情
地凝视着黄河，年轻的乌海依偎在黄
河和长城的臂弯里，正在奋力书写着
文化融合的时代新篇章。

城与河的“亲密接触”

3月初的一个下午，记者一行从海
勃湾区出发，驱车 40多公里，来到位

于海南区巴音陶
亥镇渡口村东的
大 桥 烽 火 台 遗
址 。 爬 上 10 多
米高的台体，站

在 500 多年前的制高点上举目四望，
黄河水滚滚奔流，贺兰山连绵逶迤，连
接乌海和宁夏石嘴山的黄河大桥上车
水马龙，好一处咽喉要冲！

在海南区文化旅游体育局工作人
员的带领下，记者来到位于渡口村旁
的一段明长城遗址。这段长城墙体夯
土隆起明显，分段用金属框架进行了
封闭保护。

查阅相关文献和资料，长城与黄河
在乌海地区三次相遇的脉络十分清晰。

公元前 214 年，秦始皇派大将蒙
恬在北方地区修筑长城，城墙从贺兰
山东麓过黄河延伸至今乌海市桌子山
地区，将整个桌子山包围起来。桌子

山长城的修筑，使长城与黄河在内蒙
古地区第一次亲密接触。而此处最为
知名的文化标识，便是黄河文化孕育
的桌子山岩画。

明成化十五年（1479年），由于军
事压力原因，由巡抚贾俊主持修筑了

“沿河边墙”。这道边墙位于宁夏横城
以北黄河东岸，南与“河东墙”相连，向
西过河与“旧北长城”相接，在宁夏北
境构成了一个闭合的长城防线。这道
边墙沿着北流黄河东岸南北向分布，
一部分在今天的乌海境内。

明嘉靖十五年（1536年），陕西三
边总制刘天和想要恢复黄河以西、贺
兰山以东、平虏城北至镇远关间的 70

里疆域，便在黄河东岸修堤一道，顺河
直抵横城大边墙。这道长堤主要分布
在宁夏原陶乐县境内，后世称为“陶乐
长堤”。从刘天和修堤的初衷，结合实
地勘察来看，“陶乐长堤”是在“沿河边
墙”的基础上修筑而成的。这段长城
有一部分自宁夏过都思兔河，进入乌
海，构成今天所见乌海明长城主体。

据乌海市文体旅游广电局文物科
谢晶介绍，乌海秦长城和明长城在全
国很有影响，最鲜明的特征就是与黄
河相依相伴，互成拱卫之势。

乌海境内秦长城由石嘴山市惠农
区，向东穿越黄河进入海南区巴音陶
亥镇东风农场十队，由西南向东北延
伸，经海勃湾区，至鄂尔多斯市鄂托克
旗。乌海境内北端止点位于海勃湾区
千里山镇千钢社区东北。秦长城墙体
沿线有烽火台8座，居住址7处。

乌海明长城分布在海南区巴音陶
亥镇北流黄河东岸，南接宁夏陶乐段，
沿平坦的谷地自南向北穿行，经农场
一队、二队、三队，一棵树村，巴音陶亥
村，巴音陶亥镇，东红村，绿化一队，农
场六队，农场七队，四道泉二队、六队，
至渡口村，过黄河进入宁夏石嘴山，全
长 16997.1米，遗存土墙长 3726.1米，
沿线有烽火台4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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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穿城过 一眼望千年
长城黄河在内蒙古五次拥抱

本报3月 17日讯 （记者 杨帆）
自治区财政厅最新消息：截至目前，自
治区财政已下达2024年就业补助资金
18.7 亿元（中央转移支付资金 14.42 亿
元、自治区财政资金 4.28亿元）。就业
补助资金可用于支持“春风行动”在内
的公共就业创业服务机构及其与高校
开展的招聘活动和创业服务。

2024 年是我国连续开展“春风行
动”的第20年。按照国家统一部署，今
年 1月下旬至 4月上旬，内蒙古全面启
动以“春风送岗促就业、精准服务促发
展”为主题的 2024年“春风行动”专项

服务活动。
“春风行动”是以稳定社会就业、

保障用工需求、促进企业发展、提振市
场信心、增进民生福祉为宗旨的行
动。据悉，自治区财政支持的“春风行
动”专项服务活动，紧盯春节前后劳动
者换岗流动高峰期和企业复工复产关
键期，聚焦农村劳动者和有用工需求
的单位，针对集中引导务工人员有序
外出、促进就近就业和返乡创业、组织
企业招聘用工等开展相关服务。截至
2 月 29 日，全区共组织线上线下招聘
活动555场，提供就业岗位23.93万个。

自治区财政下达 2024 年就业补助资金 18.7 亿元

□本报记者 王玉琢 毛锴彦

黄河北岸春风浩荡，众志成城誓
锁黄龙。

连日来，位于鄂尔多斯市鄂托克
前旗的毛乌素沙地上风口阻隔带及周
边集中连片裸露沙地治理会战正酣。

记者在现场看到，工人们正在进
行标距测量、划线和沙柳栽植，随着
一株株长30厘米的沙柳栽植进提前
画好的线上，纵横交错的网格沙障沿
着起伏的沙丘伸向远方。

该地区是毛乌素沙地西部源头
之一，也是蒙陕宁三省区集中连片裸
露沙地联防联治的主战场，重要性不
言而喻。

鄂托克前旗林业和草原局局长
何富云说：“ 今年，我们将把境内的
毛乌素沙地划分为‘一廊两带两区’
进行分区治理、重点攻克，即毛乌素
沙地南缘产业生态廊道、毛乌素沙地
上风口阻隔带、毛乌素沙地下风口阻
沙带、毛乌素沙地西部荒漠草原保护
修复区、毛乌素沙地生态红线巩固提
升区，从而牢牢牵住毛乌素沙地的

‘牛鼻子’，掌握治理主动权。”
虽然草木还未返青，但当记者

站在乌审旗国有乌兰陶勒盖治沙站
观景台上眺望时，依然可以感受到
震撼——四周间隔生长着的高大的
松树和杨树几乎一眼望不到边，脚下
各种繁茂的草灌木将黄沙牢牢锁固。

乌兰陶勒盖治沙站站长苏雅拉
巴雅尔说：“我们几代人和毛乌素沙
地斗争了近50年，摸索出了‘三元套
嵌’治沙模式，就是对于流动沙丘主
要采取‘立式沙障+乔灌混交林’治理
方式；对于固定半固定沙丘主要采取

‘平铺式沙障+灌草混交’治理方式；
对于滩涂低地主要采取‘灌草补播+
围栏封育’方式进行治理。”

截至目前，乌兰陶勒盖治沙站国
有生态公益林管护面积达 5万亩，区
域森林覆盖率达60%以上，取得了良
好的生态和经济效益。

今年56岁的杜世强是鄂托克前旗
昂素镇乌兰胡舒嘎查党支部书记，开春
以来，他每天都挨家挨户忙着给群众讲
解“百万亩柠条种植”项目的各种好处。

“自家的草场种植柠条不需要自
己花一分钱， ■下转第3版

鄂 尔 多 斯 毛 乌 素 沙 地 治 理 会 战 正 酣

真抓才能攻坚克难，实干才能梦想成真。真抓
实干，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两会期间多次强调的
重要要求。全区上下要从落实总书记重要要求、学
习全国两会新风貌中增强真抓实干的自觉，不折不
扣、雷厉风行、求真务实、敢作善为抓落实，齐心协
力把全国两会确定的目标任务变成北疆大地的美
好现实。

提振全社会的发展信心，党员干部首先要坚定
信心、真抓实干，以身作则、以上率下把各方面的干
劲带起来。要带头把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非凡成
就、发生的可喜变化讲出去，把国内外环境于我有
利的基本态势讲出去，把党中央深化改革、扩大开
放、加快发展的政治信号传递下去，向社会发出良
好预期，引导各个方面不断增强发展自信。对内蒙
古的干部来讲，光有信心还不够，还得有雄心。要
勇于争先晋位，锚定闯新路、进中游目标不松劲，抓
住一切有利时机，用好一切有利条件，只争朝夕地
紧干快干，今年争取再向前迈进一大步。

只有干出来的精彩，没有等出来的辉煌。过去
一年，内蒙古扬优势、补短板、强基础、提效能，靠实
干跑出了高质量发展加速度；新的起点上，贯彻落
实好全国两会精神，让内蒙古发展得更快更好，没
有捷径可走，唯有苦干实干、紧抓快干。广大干部
群众要涵养“实打实干”好作风、淬炼“干就干好”硬
本领，坚决当好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强化

“有解思维”，对实施“六个工程”、发展新质生产力、
打造具有内蒙古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等事关全
局和长远发展的重大问题，沉下心来研究、静下心
来解决，找出方法、拿出举措，攻坚克难、压茬推进，
不断打开工作新局面。

真抓才能有实“果”。全区从上到下、从每个机
关到每个干部，都要踏踏实实谋事、实实在在干事，
像习近平总书记讲的那样“不要光在那儿批评、指手
画脚，而是真正行动，解决一点是一点”，绝不把时间
和精力浪费在那些虚头巴脑的事情上。要坚决纠治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持续向“三多三少三慢”问题开
刀，优化精减各级各部门的运转程序，全面清理没有
实际意义的工作事项，让干部腾出更多精力干实事。各地各部门要进一步增
强报账意识、交卷意识、成果意识，对看准了、定下来的事，快马加鞭地干、争分
夺秒地推，拿结果说话、用实效作答，把各项工作往实里抓、往成了干。

蓝图绘就，正当乘风破浪；重任在肩，更需快马加鞭。只要全区上下拿出
身先士卒、扛事尽责的担当，砥砺敢打敢拼、善作善成的勇气，保持久久为功、
一抓到底的定力，撸起袖子加油干、凝心聚力抓落实，内蒙古定能赢得新发展、
实现新跨越，向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向全区各族人民交出一份合格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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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是以保障生态
功能和改善环境质量为目标，实施分区
域差异化精准管控的环境管理制度，是
提升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水平的重要
举措。实施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严守生
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
上线，科学指导各类开发保护建设活
动，对于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为加强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经党中央、
国务院同意，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加强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要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特别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
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落
实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部署，完

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
构建新发展格局，协同推进降碳、减
污、扩绿、增长，充分尊重自然规律和
区域差异，全面落实主体功能区战
略，充分衔接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
制，以高水平保护推动高质量发展、
创造高品质生活，努力建设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

■下转第3版

中 共 中 央 办 公 厅 国 务 院 办 公 厅
关于加强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意见

（2024年 3月 6日）

开栏的话
内蒙古现有长城 7500 多公里，长度和朝代跨度均居全国第一。黄河流

经内蒙古 843.5公里，是黄河“几字弯”的核心地带。令人叹为观止的是，在内
蒙古地区，长城与黄河有五次拥抱，绘就了长城文化与黄河文化融合发展的
壮美画卷。为更好打响北疆文化品牌，即日起，本报开设“长城黄河在内蒙古
五次拥抱”专栏，讲述“城”与“河”文化交流交融的生动故事，展现内蒙古各族
人民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自信。

本报锡林郭勒 3月 17 日电 （记
者 张璐）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工作是一项
解民忧、得民心的惠民工程。近年来，锡林
郭勒盟不断加大跨省异地就医工作力度，
全盟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总体运行平
稳向好，减轻群众异地就医跑腿报销和垫
资负担成效显著。2023年，该盟跨省异地
就医直接结算惠及参保群众17.215万人

次，减少参保群众垫付4.66108亿元，分别
较2022年增长398%、110%。

锡林郭勒盟住院费用跨省直接结算
规模进一步增长。2023年，全盟住院费
用跨省联网定点医疗机构达 31家，较
2022年增加13家。该盟住院费用跨省直
接结算惠及群众住院3.5867万人次，减少
个人垫付4.2378亿元， ■下转第2版

惠及锡林郭勒盟参保群众17.215万人次

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减负效果明显

本报 3月 17 日讯 （记者 韩
雪茹）记者从自治区农牧厅获悉，为
拓宽农牧民增收渠道，鼓励引导农牧
民就近就地就业创业，内蒙古将开展

“百乡千村万院”行动壮大庭院经济，
《乡村庭院经济“百乡千村万院”行
动方案》（以下简称《行动方案》）不久
前正式公布。

《行动方案》提出了发展一批庭
院特色种植、庭院特色养殖、庭院特
色手工业、庭院特色休闲旅游、庭院
生产生活服务以及探索一批庭院经
济发展路径 6个发展重点。并明确
了充分引导农牧户利用家庭院落、房
前屋后闲置空地，宜种则种、宜养则
养、宜加则加、宜商则商，发展乡村庭
院经济，拓展农牧民增收来源，到
2027 年重点打造 100 个苏木乡镇、
1000个嘎查村、10000个经营户，力
争带动 5 万户左右，实现户均增收
5000元以上的任务目标。

同时，《行动方案》强化政策支
持，鼓励盟市、旗县统筹使用各级财
政衔接资金、京蒙协作资金、定点帮
扶资金、中央财政支持新型经营主
体发展等现有资金，结合扶持嘎查
村发展新型农村牧区集体经济政
策，支持庭院经济发展。对工作推
进力度大、发展成效好的地区，自治
区涉农涉牧政策资金优先给予倾
斜，优先安排召开全区现场会观摩
学习。对承办全区现场会的旗县，
自治区给予 1000万元奖补，旗县对
具体承办的苏木乡镇和嘎查村，分
别给予 500万元、50万元奖补，用于
支持庭院经济提质扩面、发展乡村
产业。对带动庭院经济经营户发展
成效好的经营主体，优先评定为自
治区级合作社示范社和龙头企业。
支持庭院经济经营户优先参与本地
高标准农田“以工代赈”和后期管护
工程等工作。

引导农牧民就近就地就业创业

内蒙古将用“百乡千村万院”行动壮大庭院经济

□本报记者 高敏娜 通讯员 周新育

当春风从兴安岭上吹过，科尔沁
沙地歼灭战的冲锋号角又一次在兴
安盟科右中旗吹响。

3月 17日，在科尔沁沙地的最北
端，兴安盟“黄”“绿”交锋的主战场，
兴安盟科尔沁沙地歼灭战好腰苏木
战区全面开工。

地段整理、打点挖穴、苗木运
输、沙障设置、原材料准备等春季造

林前期准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
行着……1200多名干部群众向沙地
集结，锁黄沙，植新绿，构筑起一道
道绿色屏障。

“今年我们将拿出大会战的气魄
和超常规的力度，开展科尔沁沙地

‘灭黄、增绿、治白’三大行动，完成
5.9 万亩黄沙裸露地块歼灭任务、
17.15 万亩沙化土地治理任务和 13
万亩沙地光伏治沙任务，实现科右中
旗‘全域灭黄’。”科右中旗委书记蔡
宝军用铿锵的话语，释放出全力打好

打赢科尔沁沙地歼灭战的坚定信心
和决心。

在科右中旗好腰苏木镇花灯嘎
查的 5000亩半流动沙丘地带，一垛
垛干稻草和草捆绳码放整齐，伴着阵
阵轰鸣，拖拉机、打坑机、铲车等大型
机械正在忙着划线、开沟、铺草、压
沙，干了 20多年林草工作的科右中
旗林草局造林股股长罗春梅和农牧
民正干得热火朝天。

“现在治沙条件比以前好太多
了，机械设备节省人工、又提高了成

活率。我们在犁的基础上进行改良，
研发了稻草固沙机，不仅大大提高了
草方格的质量，而且一台机器一天作
业面积能达到200多亩，既缩减了人
工，又提高了效率。”罗春梅介绍。

另一边，在科右中旗好腰苏木镇
花灯嘎查西南侧的空地上，一台由蒙
草集团自主研发的综合生态指挥车
成为此次开工现场的治沙“利器”。
技术人员正手拿勘测仪，对总面积
1714亩的花灯嘎查治沙项目进行植
物、土壤、水质、 ■下转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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