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盟市专线

近日，在阿拉善盟孪井滩生态移民示范
区嘉尔嘎勒赛汉镇“大豁子”灌区入水口，黄
河水顺着引黄干渠顺势而下，激起层层浪花，
纵横交错的灌溉水渠间，春潮涌动，一渠春水
带着农民丰收的希望缓缓淌进灌区蓄水池。

“去年，我们完成10/110kv输电线路的
更新改造，将大幅减少因供电线路故障造成
泵站机组频繁跳闸停机后的水方溢流损失，
为扬黄工程安全运行和更有效节水打下了
坚实基础。”孪井滩黄河高扬程灌溉事业发
展中心副主任唐培新说。

孪井滩灌区开发建设初期，由于灌溉方
式落后，水资源使用效率低。为有效解决水
资源短缺矛盾，自2012年起，孪井滩灌区陆
续争取多方资金实施节水改造工程，采用滴
灌和水肥一体化设备，实现远程自动化调
控，不仅节省了人力，管理更为精细，在助农
增收的同时，节水率也得到极大提高。2022
年，孪井滩灌区被水利部评定为“节水型灌
区”，实现了自治区及阿拉善盟节水型灌区

“零突破”。
孪井滩灌区的实践，只是阿拉善盟着力

破解缺水用水难题，扎实推进水资源节约集

约利用的一个缩影。近年来，立足水情实
际，该盟坚持“四水四定”，把水资源作为最
大刚性约束，精打细算用好水资源，积极推
动和实现农业节水增效、工业节水减排、城
镇节水降损，使“节水优先”成为全社会的
共识和自觉。该盟还围绕水利项目建设攻
坚提速、水资源刚性约束持续加力、防汛抗
旱和供水保障能力持续提升、河湖长制工
作纵深推进、水土保持工作加速提质、管水
治水能力全面提升等重点，展开了一系列
扎实有效的工作。

工业是阿拉善盟经济发展的主战场，
也是用水节水的主阵地。龙头企业做好

“水文章”，不仅能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
益、环境效益共赢，更能推动提升整个行业
的节水能力。走进位于阿拉善高新区的中
盐内蒙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氯碱厂区，刚
刚改造完成的2套干湿联合闭式冷却塔已
投入使用。据相关负责人介绍，通过将过
去间冷开式循环冷却水系统改为干湿联合
循环水冷却系统，大幅度降低了循环冷却
系统蒸发损耗，同时改善了设备冷却端的
运行工况，降低了设备腐蚀、泄漏、结垢等

风险，有效减少了循环水系统的污水排放
量及新水补充量，实现了用水量、排水量的
逐年降低。2021年以来，公司在节水减排
方面先后投入 1.01 亿元，实现节水量 200
多万立方米，年经济效益约1400万元。其
中，2023年全年用水量同比减少 123万立
方米，污水排放量较上年减少 55 万立方
米，交出了一份出色的“节水答卷”。

应用先进节水技术，追求“零排放”，是
推动高耗水工业项目节水增效的共同做
法，类似这样的工业节水减排如今在阿拉
善比比皆是——内蒙古泰兴泰丰化工有限
公司投资2.2亿元，通过对各车间产品耗能
（耗水）进行定额管理、推广节水技术改造
等措施，实现年节约黄河水约 200万立方
米，彻底实现了污水零排放……

阿拉善盟还将节水工作贯穿到经济社
会发展的全过程、各领域，持续提升水资源
利用水平，推动各行业用水向节约集约转
变。为切实解决“水困”问题，阿右旗积极
开展县域节水型社会达标建设工作，采取
用水定额和计划用水的规范化管理，加强
用水计量工作，建立水价机制，开展节水型

载体建设，多措并举推进全社会节水工作，
取得良好成效。2023年 10月，阿右旗获评
全国第六批节水型社会建设达标县（区）。

迈进新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对水资
源保障提出了更高要求。今年的阿拉善盟
委（扩大）会议提出要深入实施“七大工
程”，其中之一就是要实施水资源节约集约
利用工程，做好开源和节流两篇文章，千方
百计扩大水资源增量，以超常规力度推进
各领域节水增效。

“为进一步做好各项工作，我们将从扎
实推动水利工程建设、全面推进水资源节
约集约利用、持续提升水生态保护治理力
度、持续强化水安全保障能力建设等方面
发力，千方百计节约水、用好水，精打细算，
算好节水账；并立足地域特点和水资源条
件，全力以赴做好项目建设，加大水网建设
推动力度，深入实施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工程，提升水旱灾害综合防范水平，加快推
进水生态保护修复，夯实农村牧区民生水
利基础，提高水利行业管理效能，为办好两
件大事提供坚实的水安全保障。”阿拉善盟
水务局党组书记、局长罗晓春说。

念好“节水经” 激活“水动能”
□本报记者 刘宏章 实习生 纳日娜

阿拉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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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林郭勒

初夏午后，兴安领创·展示体验
中心又迎来了一批小游客，来自乌
兰浩特市的336名学生在这里体验
了“一站式”文旅盛宴。在“永不消
逝的电波”红色文化体验区，学生们
围着讲解员孟莹，听她讲述20世纪
40年代隐蔽战线先辈们的英雄事
迹，重温峥嵘岁月，感悟革命精神。

作为一位95后讲解员，孟莹平
均每天要进行4场讲解，2万多字的
讲解词早已烂熟于心。但是对她来
说，讲解不止于背
稿，更要让民族文
化活起来，让文化
真正浸润到听众
心中。

“在每一次的
讲解中，我都力求
将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和民族精神
传递给每一位听
众，在兴安领创·
展示体验中心，陪
伴各族群众和游
客共同体验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
博大精深，增进文化认同，我觉得这
是特别有意义的事情，也十分享受
这个过程。”孟莹自豪地说。

非遗展示、主题购物、演出展
览、旅游参观……自 2023 年 10 月
兴安盟重点打造的文旅商业融合新
地标——兴安领创·展示体验中心
运营以来，兴安人的朋友圈有关文
化活动的分享不断刷屏，马头琴演
奏、剪纸、奥日雅玛拉刺绣等非遗文
化项目向大家款款走来，让参观者
有机会近距离领略非遗的风采。

在马头琴非遗工坊，各种工艺
的马头琴被一一排列展示，这里不
仅承载着非遗文化古老而优良的传

统，更见证了非遗文化的精彩传
承。盟级非遗项目传承人旺盛正在
演奏马头琴，悠扬动听的旋律仿佛
让人置身于广袤的草原，如痴如醉。

“对于我们马头琴制作人来说，
每把琴都是有生命的，把手艺发扬
光大，让悠扬的琴声传向更远的地
方，是我作为匠人最大的心愿。”旺
盛告诉记者，从 2008年返乡创业以
来，他培养了60余名马头琴制作人。

“兴安领创·展示体验中心给

了我们民族传统技艺集中展示和
交流的平台，让非遗技艺被更多人
看到和了解，为我们非物质文化遗
产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供
了更多可能。我作为非遗传承人，
将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把个人艺术追求与中华民族传统
文化紧密结合，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传承和发展贡献一份力量。”旺
盛坚定地说。

兴安领创·展示体验中心位于
乌兰浩特市前街步行街内，紧邻国
家4A级旅游景区成吉思汗公园，总
建筑面积3000平方米。这里是兴安
岭上生动的“两创”实践，把非遗进

行市场化创新，是传统工艺与现代
生活的时尚表达，同时把文旅进行
创造性整合，使大众“一站式”领略
兴安画卷。

“想不到非遗文化还可以用这
样生动直观的形式来展现，在这里
我还体验了红色文化、农耕文化、草
原文化，看到了兴安盟的剪纸、银器
制作等特色产品，深刻感受到了兴
安盟深厚的文化底蕴，领略了什么
叫民族团结一家亲。”乌兰浩特市居

民伊旭升说。
兴安领创·展

示体验中心共分
为 三 层 ，一 层 以

“兴安剧场”为主
题，设置圆剧场、
T型舞台等场景，
定期举办非遗技
艺 展 演、服 饰 走
秀、文创集市等活
动。二层以“兴安
兴邦”为主题，打
造民族刺绣工坊、
民乐坊、中华传统
服 饰 虚 拟 3D 试

穿、特色美食加工制作等综合性展
览展示空间。三层以“大观兴安”为
主题，生动还原兴安盟6个旗县市特
色建筑场景，展示销售全盟优秀的
非遗、文创展品和特色手工艺品等。

自兴安领创·展示体验中心运
营以来，紧扣中华民族传统节日和
重要时间节点开展系列活动，盘活
用好场馆资源，不断丰富市民游客
的体验感和参与感，使各族群众在
这里了解感受大美兴安的同时，领
略历久弥新的非遗风采，让根植在
北疆大地的优秀文化活起来、火起
来，努力构筑各民族共有共享的精
神家园。

兴 安 领 创
实力“出圈”

□本报记者 高敏娜 兴安盟融媒体中心记者 韩雨格

乌海

兴安

呼伦贝尔

□□本报记者 郑学良 通讯员 乌力更 摄影报道

近日，内蒙古金达威药业有限公司合成生物新项目奠基仪
式在托克托经济技术开发区举行。

合成生物新项目（9号区）总占地面积488亩，该公司力争
将9号区打造成为全球领先的生物代糖系列产品生产基地、食
品与保健品生产基地、医药与原料药生产基地、医美与化妆品
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

“合成生物学技术更加绿色、安全、环保，是发展新质生产
力的生动体现，公司将用3至5年完成9号区项目建设，预计新
增产值40亿元。”厦门金达威集团副总经理、内蒙古金达威药
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詹光煌介绍说。

内蒙古金达威药业有限公司是国家级重点高新技术企
业。公司致力于生物医药领域的创新和发展，生产的营养强化
剂和生物医药类产品远销全球数十个国家和地区。主要产品
辅酶Q10被认定为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全球市场占有率
超过50%；维生素K2、NMN产能全球第一。

项目的开工，填补了自治区保健品成品生产线的空白，标志着
托克托县打造“一粒玉米到一颗胶囊”全产业链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新增产值约新增产值约4040亿元合成生物项目开工亿元合成生物项目开工

本报锡林郭勒5月 19日电 （实习记者 朱媛丽）“社区
给我们安了共享晾衣架，我们住在一楼的租户们再也不用在屋里晾
衣服了，全是潮气不说还占空间。”83岁的居民唐秀莲满脸笑容。

5月19日，记者在锡林浩特市额尔敦街道葛根敖包社区都
市花园小区内，看到崭新的共享晾衣架根根矗立，风雨无阻。

“我们小区外来务工人员和陪读老人较多，入户发现‘晾衣难’
问题。有的居民把衣物晾在绿化带、健身器材等地，既不美观也不
安全。于是，我就和社区负责人反应此事。”网格员姚雅慧说。

经该社区党委深入走访调研了解居民实际需求，广泛收集
居民群众意见建议后，组织召开党员代表大会、居民代表大会
商议决定为居民设置“共享晾衣架”。在实地勘察、规划后，寻
找到合适安装点位。

“以前在家晾衣服，滴的满地都是水，还怕家里老人、孩子
滑倒，特别不方便。没想到社区这么贴心，真的太高兴了。”居
民王凤琴大姐一边往共享衣架上挂衣服，一边开心地说。

如今，12个共享晾衣架应居民需求及时“上岗”，不仅解决
了居民“晾衣难”的问题，同时也进一步优化了小区环境。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以服务群众为落脚点，用‘真心、耐
心、诚心’帮助社区居民排忧解难，继续开展入户走访，与居民
近距离交流，了解居民需求，听取居民意见，把为群众办实事落
到实处，切实提升辖区居民幸福感、满意度。”锡林浩特市额尔
敦街道葛根敖包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阿斯罕说。

共享晾衣架 “晒”出大民生走进毕拉河走进毕拉河 共赴一场杜鹃花海之约共赴一场杜鹃花海之约

本报通辽5月 19日电 （记者 郭洪申 薛一群）日前，
通辽市行政审批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正式成立，以“高效办
成一件事”为抓手，深入推动“互联网+政务服务”“无证明城
市”“一表通”等重点任务，标志着通辽市全面提升政务服务效
能工作取得又一阶段性成果。

通辽市把“高效办成一件事”作为优化政务服务、提升行政效
能的重要抓手，进一步梳理优化全市政务服务事项，大力推进线上
办事“一网通办”，最大限度满足企业群众办事需求，推动更多高频
事项网上办、掌上办、一次办，实现从网上可办向好办易办转变。

通过优化网上办事流程、证照证明电子化、部门间数据共享
等方式，推动更多政务服务事项“全程网办”，公布市本级“全程
网办”事项清单，涵盖40个部门1101项政务服务事项，全程网
办比率达到80.19%，较2023年提高了8个百分点。根据企业和
群众需求，全面整合各级、各部门政务服务事项线上咨询和办事
入口，将公积金、社保医保、住房交通等各类热点事项、高频服务
全部纳入政务服务网，市本级759项政务服务事项实现了“进一
网、能通办”。优化“蒙速办”移动端功能，积极推行“掌上办”“免
证办”，目前，“蒙速办”移动端已汇集特色应用832项，全市6677
个事项实现“掌上办”，全市194类电子证照完成汇聚，累计共享
调用量达5052万次，“免证办”办件量3万余件。

深化“一网通办”改革 提升政务服务效能

家庭农场里，“头雁”积极向养殖户传授科
学养殖技术，携手走向规模化养殖道路；农民
专业合作社里，“头雁”通过引进深加工项目，
增加农产品附加值。乌海市大力实施乡村产
业振兴带头人“头雁”培育项目，将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带头人培育成为乡村产业振兴“头雁”，
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人才支撑。

“大棚需要增开一个侧门，方便种植工人
出入，同时防止棚内温度流失。”在海南区拉
僧庙镇曙光村高效农业示范园内，乌海市新
义丰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马骏和种
植户们查找温室大棚存在的问题，制定优化
大棚基础设施方案。成为“头雁”以来，马骏
积极响应乌海市盘活闲置温室工作，于去年3
月承担起了该农业示范园 104栋闲置温室大
棚和 20 公顷撂荒地的改造建设任务。目前
已成功引入 6户种植户进行设施农业生产，
63栋温室大棚重新焕发生机，农产品陆续上
市，效益可观。

在海勃湾区千里山镇王元地村鸿星田地
专业合作社原味馒头厂，负责人林茂一大早便
走进馒头加工车间，指挥调度生产。这段时间
馒头大卖，日销量维持在4000到 5000个。“去
年，我参加了一系列‘头雁’项目培训活动。在

浙江大学的学习让我收获满满。去年11月，浙江大学导师团
还到乌海回访，实地帮扶指导我们在产业发展中遇到的实际问
题，让我受益匪浅。”林茂说。今年，林茂计划引进一条鲜食玉
米加工生产线，丰富农产品深加工品种，带动更多农区居民就
近实现就业。

乌海市农牧局相关负责人张竞介绍，乌海市积极贯彻《农业
农村部、财政部关于印发〈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培育“头雁”项目
实施方案〉的通知》，在经济作物、畜牧养殖、农牧业机械、农牧业
生产服务等方向精准遴选干得好、有潜力、能带动的带头人，纳
入“头雁”培育范围，形成“4个一”培育模式，组织“头雁”开展为
期1年的定制化、体验式、孵化型培育。

截至目前，乌海市成功培育“头雁”16名，他们在联农带
农、兴农富农等方面积极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带动乌海市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形成“雁阵”，共同描绘乡村振兴新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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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赤峰5月 19日电 （记者 李雪瑶）“招聘会的举办
让民营企业找到适配人才，增强企业的活力和创造力。目前，3
名应聘者进入试用期。”这两天，刚刚参加完“职引未来——
2024年赤峰市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的内蒙古盖仑工程项
目管理有限公司造价部经理江美娜说。

2024年以来，赤峰市已开展线上线下招聘会 57场，涵盖
生产制造业、互联网科技等领域，参与企业2273家次，提供就
业岗位 39267个，达成就业意向 3440人，应聘者实现稳定就
业，民营企业有人可招、有才可用。

近年来，赤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采取稳定就业岗位、
出台相关政策、培育技能人才等措施，助力民营企业发展壮大。

举办招聘会稳定就业岗位的同时，赤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全面落实“降、贷、返、补、提”助企纾困政策，“真金白银”
为企业减负保就业。

“截至目前，通过阶段性降低社会保险费率为企业减负
2.24亿元，发放创业担保贷款2506万元，为116户企业发放稳
岗返还资金 106万元，为 1188人发放技能提升补贴 183.3 万
元。”赤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吕彦涵说。2024年 3
月，《赤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助力民营企业发展若干措
施》出台，扩大民营企业技术技能人才供给、优化民营企业就业
创业服务等5方面33条措施将为民营企业发展助力。

民营企业想要提档升级发展，培育高技能人才是关键。赤
峰市拓宽技能人才发展通道，建立“新八级”职业技能等级制
度，鼓励企业结合生产管理实际开展自主评价。2023年，新增
高技能人才4796人。

在赤峰市，减负稳岗保就业、政策支撑促发展、人才助力促创
新、支持创业带就业，一项项举措必将护航民营经济行稳致远。

援企稳岗育人才 助力民营企业发展壮大

呼和浩特

被花海簇拥的达尔滨湖被花海簇拥的达尔滨湖。。

游客身着民族服饰与花海亲密互动游客身着民族服饰与花海亲密互动。。

争相绽放的杜鹃花争相绽放的杜鹃花。。

□本报记者 刘玉荣 摄影报道

五月的内蒙古大兴安岭，万木吐绿，杜鹃
飘香，“赏万顷杜鹃，游浩瀚林海”的壮丽场面
在这里上演，走进毕拉河达尔滨湖国家森林公
园，共赴一场万顷杜鹃花海的视觉盛宴。5月
8日，内蒙古大兴安岭 2024年杜鹃花季暨越
野车穿越正式启动，景区内游人如织，游客在
亲近自然、与花共舞、饱览美景的同时领略民
俗文化，尽情享受内蒙古大兴安岭春日的美好
时光。

花海盛开的毕拉河达尔滨湖国家森林公
园是一处集观光旅游、休闲养生、探寻北方少
数民族文化渊源于一体的高品质自然生态旅
游度假区，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文景观，
可赏可游可玩的美景打卡地令人目不暇接。
有无边花海的熔岩杜鹃林，石壁如削的神指
峡，鸢飞鱼跃的达尔滨罗，巍峨壮观的四方山，
怪石林立的石海黄菠萝……这些大森林里的

宝藏之地吸引着游客如约而来、乐而忘返，在
高山峡谷、林木葱茏、绿意盎然和怒放的花海
中，寻觅心中的“诗与远方”。

“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行走
在大森林里，我与花草树木这么近，可以闻见
花香，听见鸟鸣，真的很奇妙。”一位前来游玩
的小朋友兴奋地说。

在这里，除了欣赏美丽的杜鹃花海外，还
有丰富多样的文娱和越野车穿越活动，让前来
赏花的人们在欣赏美景的同时，感受到达尔滨
湖国家森林公园独特的文化魅力和激情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