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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诚信 展形象 开新局

加快落实“五大任务”推动高质量发展

本报3月30日讯 （记者 白丹）3
月30日下午，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举行“北
疆楷模”先进事迹发布会，授予“磴口模
式”治沙群体“北疆楷模”称号。

磴口县位于乌兰布和沙漠东北部，境
内沙漠面积426万亩，占全县总面积的
77%。上世纪50年代，磴口人就开始和
这片沙漠作斗争。历经70载，磴口县先后
实施了国家重点生态建设工程、天然林保
护工程等重点工程，乌兰布和沙区生态环
境全面好转。杨力生、谢恭德、黄伟、乌汉
图、韩应联、孙文明、张景波、何文强……一
代又一代的治沙人坚守一线，接续奋斗，
创造了新的治沙奇迹，探索出新时代防沙
治沙“磴口模式”，构建了以自然保护地、
农田防护林网、封沙育草区、防风阻沙区、
光伏治沙区为主的“一地一网三区”五位
一体综合治理体系，实现了生态效益、经

济效益、社会效益相统一。
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号召全区各族干

部群众，特别是广大党员干部要向“磴口
模式”治沙群体学习，学习他们“困难面
前不低头、敢把沙漠变绿洲”的奋斗精
神；学习他们“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
月换新天”的远大志向；学习他们坚持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造福人民群众
的高尚情怀。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
结合实际，广泛开展向“磴口模式”治沙
群体学习的宣传教育活动，教育引导广
大干部群众在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的
新征程上，守好主阵地、主战场，锲而不
舍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
让内蒙古的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努
力构筑牢不可破的北疆绿色长城和生态
安全屏障，为全面建设美丽中国贡献内
蒙古力量。

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授予“磴口模式”
治 沙 群 体“ 北 疆 楷 模 ”称 号

本报 3 月 30 日讯 （记
者 李永桃）我区是国家确定
的8个碳排放双控先行探索地
区之一，为完成好国家交办给
我区先行先试推动能耗双控逐
步转向碳排放双控工作任务，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推动能耗
双控逐步转向碳排放双控总体
要求，力争为全国探索出先行
先试工作成果，近日，内蒙古发
展改革委印发《内蒙古自治区
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转变先
行先试工作推进机制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

“《通知》的印发，进一步保障
我区先行先试推动能耗双控逐步
转向碳排放双控工作有序开展。
在统筹推进各项工作任务中建立
工作调度机制，在会商研究重要
事项上建立会商协调机制，在督
导推进重点任务上建立任务督导
机制，在重大事项、重大问题上建
立请示报告机制。”自治区发展改
革委有关负责人介绍。

《通知》在建立工作推进机
制的基础上制定了两个任务清
单，即工作要点任务清单和工作
方案任务清单。工作要点任务
清单围绕夯实碳排放统计核算
基础、建立健全碳排放双控核心
制度体系、健全碳排放双控配套
政策体系、完善能耗总量和强度
调控、组织实施重点行动和示范
工程五大内容细化44项重点任
务。工作方案任务清单围绕完善
能耗总量和强度调控、建立健全
碳排放双控核心制度体系、健全
碳排放双控配套政策体系三大内
容确定6项重点任务。同时，还
明确了机制联络员，强化上下联
动，部门协同，形成工作合力，全
力推进各项任务落地见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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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包头 3 月 30 日电 （记者
刘向平 通讯员 贾婷婷）日前，国家
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印发《关于批准成立
国家技术标准创新基地（稀土）的函》，
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牵头建设的创新基地批准成立，标
志着全国稀土领域唯一“国家技术标准
创新基地”正式落户包头。

据了解，国家技术标准创新基地是
我国标准化工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有效整合标准技术、检测认证、知识
产权、标准样品以及科技和产业等资

源，围绕全类型标准和标准化全生命周
期，创新标准化与科技互动发展方式、
标准实施应用方式、国内国际标准化工
作同步推进方式的重要平台。

国家技术标准创新基地（稀土）项
目的获批成立，将有效推进稀土标准化
管理体系和运行机制的健全完善，形成
稀土“产业链标准化、成果转化最大化、
节能降碳绿色化、行业标准国际化”协
同发展的良性发展模式，有效提升稀土
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和对经济社会发展
的贡献率。

全国稀土领域唯一

“国家技术标准创新基地”落户包头

□本报记者 王玉琢 毛锴彦 徐跃

黄河奔腾，沙漠浩瀚。
从卫星图上看，库布其沙漠横亘

于黄河“几字弯”南岸的鄂尔多斯高
原北部边缘。它西起杭锦旗巴拉贡，
东至准格尔旗，沙漠总长 400 公里，
宽度为 50 公里，总面积约 1.41 万平
方公里。

数十年来，当地群众饱受沙害之
苦，他们发扬“战天斗地”和“誓叫沙海
换新天”的精神，留下了一个个闪光的
治沙足迹。如今，站在新的历史征程，
库布其沙漠治理又翻开了新的篇章。

鄂尔多斯作为黄河“几字弯”攻坚
战的主战场、主阵地，今年全市的沙化
土地治理任务占黄河“几字弯”攻坚战
片区总面积的 70%左右，对取得攻坚
战的胜利举足轻重。

3月 13日，鄂尔多斯市吹响黄河
“几字弯”春季攻坚战的进攻号角——
6个生态修复项目、20个风电光伏项目
同时开工，在库布其沙漠和毛乌素沙地
布局实施防沙治沙和风电光伏一体化
工程，打造沙海里的“光伏长城 ”。

鄂尔多斯市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

柳天云表示，生态治理与能源开发的
融合发展，为防治荒漠化注入新的活
力，让防沙治沙的主动权掌握到了治
沙人手中。鄂尔多斯市将集中资源、
集中力量，集中连片打造库布其沙漠

“光伏长城”、联防联治等八大标志性
工程，努力将黄河“几字弯”攻坚战打
造成生态工程、发展工程、富民工程。

3月 29日，记者来到了杭锦旗库
布其沙漠腹地的朔方新能源大基地项
目建设现场，只见上百台推土机在3万
亩流动沙丘上来回穿梭。在最近4个
月的时间里，工人们通过铲高填平的
方式，将这里落差达70米的沙丘平整
到落差不超过5米。

据介绍，该项目位于库布其沙漠
西侧，总投资约115亿元，规划光伏装
机总容量为 13GW，距离黄河最近的
地方仅有5公里。

杭锦旗朔方新能源大基地项目现
场负责人李金裕说：“这个项目整体的
建设期大约为3年，共分三期建设，占
地面积约48.7万亩。是西北地区单体

容量最大的一个光伏基地，预计到今
年年底，可以实现先导工程1GW发电
容量的并网。到今年底，这里将建成
为黄河岸边一道防风固沙的城墙！”

“防沙治沙与荒漠光伏产业融合
前景广阔，光伏本身可以实现治沙，同
时光伏效益还可以反哺治沙，我市成
熟的林光互补、草光互补的模式，为企
业参与黄河‘几字弯’攻坚战提供了科
学可行的方案。”杭锦旗林业和草原局
林草事业发展中心主任杨金耀说，“在
实施光伏治沙后，我们将优先推荐周边
农牧民参与到项目中来，让他们通过出
租沙地、安装、清洗光伏板、参与种养殖
项目等多种方式实现增收致富。”

朔方新能源大基地项目一期建成
一年来，杭锦旗独贵塔拉镇沙日召嘎
查农民马猛感受到了身边发生的变
化，他说：“光伏区实施种树种草后，已
经固定住了黄河岸边的那片沙化土
地。我把耕地流转承包之后，还在光
伏电厂找到了日常维护的工作，每个
月工资5000多元。”

为了提高种植效率和苗木成活
率，微创气流植树法、风向数据法、无
人机飞播等创新技术被成功应用到治
沙工程建设中。

鄂尔多斯市林业和草原局治沙造
林科科长格希格图向记者介绍：“治沙
过程中，我们首先要根据风向大数据
模型精准规划，指导工人定位种植，促
使风吹、树挡、沙降的自然力与人力相
互作用。”

只见工人两人一组，一人手持水
枪在沙地上冲出种植微孔，另一人迅
速跟上点插树苗，10秒就能种下一棵
小树苗。

除了人工播种，无人机飞播技术
也将治沙效率大幅提升。用具有GPS
或 GNSS 卫星定位导航功能的无人
机，携带特殊处理的植物种子，通过大
数据技术进行高频度、精准计算株行
距后，采用弹射方式，将种子从低空弹
射进入飞播造林特定立地区域，从而
实现飞播造林种草。

一道道沙障与一粒粒草籽、一棵棵
树苗“携手”锁住黄沙的同时，一个个大
型风电光伏一体化工程，正在成为荒漠
化防治与新能源融合发展的新路径。

■下转第4版

春 来 织 锦 绣 风 过 起 翠 波
——来自库布其沙漠治理一线的报道

□本报记者 郝飚

三大沙漠交汇处的乌海市终年干
旱少雨，人均水资源量不足全国人均
水资源量的 20%，水资源的宝贵在这
里不言自明。近年来，乌海市坚持以

“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
发力”治水方针为指引，实施最严格水
资源管理，从工业、农业、生活、生态等
各领域加大节约用水力度，有效实现
水资源的节约保护和高效利用。

位于乌达区产业园的内蒙古东源
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是乌海市一家大型
可降解材料生产企业。从 2022 年开
始，企业积极改进污水处理工艺，以

“绿色脱盐”技术替代原来的双膜法脱
盐工艺，大幅提升了企业水资源循环

利用率，有效降低了企业生产成本的
同时，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
双赢。

“通过工艺的提升，我们水资源的
利用率大大提高，由以前的 56%提高
到现在的 96%。每年节约黄河水约
507 万吨。同时，废水排污率减少了
94.7%，纯盐水的吨水能耗降低了95%
以上。”企业动力事业部工作人员杨永
和说。

作为一座工业城市，乌海市工业用
水在总用水量中占比较高。这些年为
推进工业节水减排，乌海市强化“审、
批、取、供、用、节、排”全过程管理，通过
项目准入“源头节水”、管网改造“路径
节水”、技术改造“过程节水”和近零排
放“终端节水”等方式，全方位、多角度
推动节水减排，取得了良好效果。

据统计，2022 年以来，乌海市新
上项目全部达到领跑定额标准，19家
企业开展节水技术改造，节水量 637
万立方米。恒业成有机硅、君正化工
等5家企业获评2023年自治区级节水
型企业，乌达产业园被评为自治区级
节水型园区。

近年来，为持续推动水资源集约
节约利用，乌海市在自治区率先印发
《乌海市委、市人民政府关于开展深度
节水控水行动建设节水型社会的实施
意见》，确定了以“一个总量、六个效
率”为核心的“四水四定”目标体系。
同时，创新水资源管理体制机制，实行

“预算+计划+定额”的“3+”管理模式，
不断优化水资源配置格局。

在推进农业节水增效方面，乌海市
印发实施《乌海市解决“大水漫灌”问题

促进农业节水增效工作方案（2023—
2025年）》，2023年农业节水662万立
方米，农业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0.604，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实现了总量和强度
双下降，效率和效益双提升。

为推进城镇节水降损，乌海市大
力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加大老旧小区
地下水管网改造力度，降低管网漏
损。2023年全市完成新建、改造各类
市政管网 81.45 公里，实现“取水、供
水”环节节水。

与此同时，乌海市将非常规水源纳
入区域水资源统一配置，打造“工业第
二水源”。该市引入社会资本，先后实
施巴音陶亥苦咸水资源化利用项目、乌
兰淖尔微咸水资源化利用项目，挖掘非
常规水资源近2000万立方米，已解决
14个项目用水需求。 ■下转第4版

乌海强化全过程管理

“ 精 打 细 算 ”让 每 一 滴 水 发 挥 最 大 效 益

3月 29日，一批由美国发运的入境货物经天津港在呼和浩特综合保税区内通关，并完成查验等手续。此次通
关申报的 52个标准集装箱，货值约 360万元。呼和浩特综保区与天津港携手推出的“区港联动”模式，通过“一次
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提高了通关效能，为企业降低了运输成本与货损风险。 本报记者 怀特乌勒斯 摄

“区港联动”创新模式促进外贸发展

本报 3 月 30 日讯 （记者 白
莲）继3月 18日“钠离子混合型电容储
能技术”项目在鄂尔多斯市启动后，3
月 29日，又一“十四五”国家重点研发
计划“大规模可再生能源基地特高压
多端直流输电外送关键技术”在呼和浩
特市启动。针对无常规能源支撑情况
下，该项目将开展沙戈荒大规模新能源
基地特高压多端直流输电关键技术攻
关，并规划建设长距离新能源输电示范
工程。这是世界首个百分之百新能源

和应用高压大容量功率器件的特高压
柔性直流工程，将为我国沙戈荒地区大
规模可再生能源开发送出开辟一条全
新的技术途径。

当前，全区上下正奋力实施科技
“突围”工程，以科技创新为动力培育
新产业新赛道，打造新质生产力。储
能与新型电力系统是能源革命的关键
支撑技术，是国家布局的战略性新兴
产业，项目的实施对内蒙古建设国家
重要能源基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

产力、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意义重
大。“大规模可再生能源基地特高压多
端直流输电外送关键技术”项目由内
蒙古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牵头，
联合怀柔实验室、华北电力大学等 14
家国内优势高校、院所、企业以及 4个
院士团队、4家全国重点实验室、1家国
家工程技术中心等科研力量共同实
施，体现了引进全国乃至世界顶级专
家或创新团队搞研发，大力培育新产
业新赛道， ■下转第2版

我区科技“突围”工程开始实施

世界首个百分百新能源特高压柔性直流工程启动

本报赤峰 3 月 30 日电 （记者
肖璐）“原以为查询个人信用报告得去
服务网点，没想到在赤峰市住房公积金
中心就能一站查询。”日前，市民刘丽到
赤峰市住房公积金中心业务窗口办理
公积金住房贷款时，“一站式”的工作整
合，让她在不到1个小时办完全部手续，
刘女士感叹之余倍感欣喜。

为推动赤峰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营造良好信用环境，人民银行赤峰市分
行指导市住房公积金中心以人民银行
征信中心、住建部数据共享平台为依
托，以“总对总”直连的方式率先在全区
接入人民银行征信系统，实现“公积金
业务办理+征信查询”一站式服务，切实
做到“进一家门、办一件事”。

“未接入征信系统时，居民申请公

积金贷款需先到信用报告自助查询服
务网点查询个人信用报告，再携带报告
到住房公积金中心办理公积金贷款，办
理较为繁琐。”人民银行赤峰市分行征
信管理科赵明雪说，为了进一步织密合
规管理“一张网”，赤峰市分行先后2次
组织开展征信业务培训，从授权、审核、
报送、查询、使用、存储等环节，全面剖
析征信系统接入机构在征信合规管理
操作中容易发生的风险点，帮助赤峰市
住房公积金中心业务人员对征信合规
管理工作有了更深、更透的理解。

截至目前，赤峰市住房公积金中心
共报送个人信贷数据 2500多条，查询
个人信用报告 1000多笔，未发生因未
授权报送数据和未授权查询引发的征
信投诉事件。

全区领先

赤峰“住房公积金+征信查询”一站式通办

战火纷飞，勇往直前，这是骑兵们的忠贞勇敢；几番谢幕，
掌声雷动，这是全剧结束后学子们的喜爱之情。

景昃鸣禽集，水木湛清华。3月 30日晚 7时，内蒙古艺术
剧院原创舞剧《骑兵》，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礼堂——新清华学
堂，为师生们讲述了一段感人至深的骑兵故事，浪漫的革命主
义精神、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引发学子们深深的共情和共鸣。

“编舞、舞美、音乐都做到了教科书一般的完美，这是非常
动人的一部舞剧，观看时我几度落泪，我和同学们由衷喜爱这
部舞剧。”清华大学艺术教育中心舞蹈教师张伟道出了在场观
众的心声。

既是舞者也是老师的张伟说：“清华大学非常包容，这里的
舞台更多元、更开放，无论是主旋律剧还是先锋实验剧都可以
在这里演出，《骑兵》作为一部主旋律作品摆脱了说教式的叙
事，以革命浪漫主义情怀，人与马的不舍之情给学生们强烈的
直观感受，发自内心的感动，超越了艺术本体，这是一堂生动的
思政大课。”

清华大学物理学院学生祁楚迪说：“《骑兵》是一部精神内核
十分丰富的舞剧，剧中对战争场面的刻画、战争结束后人们对战
士纪念和缅怀都让我印象深刻。舞剧宏大的描述、对马形态的
模拟，都十分吸引我。《骑兵》是十分值得观看的一部作品。”

内蒙古艺术剧院党委书记、院长李莉说：“舞剧《骑兵》是感
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生动教材，通过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
我们安排舞剧《骑兵》到清华、北大巡演，宣传展示北疆文化的
艺术魅力。”

1911 年，一副“清华学堂”的匾额开启了清华大学的历
史。一百多年来，清华大学深深扎根中国大地，为国家、为民
族、为人民培养了无数杰出英才。清华园里，每一方砖瓦、每一
株草木，都见证着一代代清华师生爱国奉献、追求卓越的奋斗
足迹。有着清华大学“艺术殿堂”之称的新清华学堂，凝聚着清
华的百年积淀，在这里上演的剧目都是名品佳作，近期演出的
《吉赛尔》《山海情》《海上钢琴师》《如见》无一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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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3月 30日讯 （记者 冯
雪玉）“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
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3月 30日，

“北方有佳人——内蒙古自治区文物
考古研究院辽代女性文物展”在苏州
博物馆开展。

“北方有佳人”文物展以1986年
陈国公主墓、2003年吐尔基山女性墓、

2015年辽圣宗贵妃墓考古出土实物为
主，聚焦北方辽代贵族女子的精致生
活。展陈分“云鬓花颜金步摇”“玉盘珍
馐值万钱”“四时畋猎是生涯”三部分。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孙金松
说：“办这个展览是为了让北疆文化‘走
出去’，让更多人了解北疆文化，展览非
常火爆，今后7天都已预约满。这次展

览同时宣推内蒙古的旅游，让更多人
了解内蒙古，来内蒙古旅游。”

“北方有佳人”文物展是自治区文
物考古研究院近20年首次推出的院藏
出土文物展。此次展览由自治区文物
考古研究院与苏州博物馆联合策划主
办，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提供全部
展陈文物。展览将持续至6月30日。

“北方有佳人”文物展在苏州博物馆开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