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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6月 8日讯 （记者 白莲）
近日，自治区科技厅公布《2024年内蒙
古自治区科技创新重大示范工程“揭榜
挂帅”项目立项名单》，10个低碳能源
领域科技创新重大示范工程项目和 15
个防沙治沙重大示范工程项目获批实
施，共吸引 25家创新联合体和区内创
新主体揭榜，项目资金达1.69亿元。

此次防沙治沙重大示范工程项目
瞄准“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区域

生态治理难点靶点开展科技攻关，聚焦
黄河“几字弯”、科尔沁和浑善达克沙
地、河西走廊沙漠边缘三大防沙治沙
区，开展关键技术集成创新和应用示
范，集中科技力量支撑“三北”工程攻坚
战，为自治区荒漠化综合防治与绿色发
展提供成熟技术和系统方案。低碳能
源重大示范工程项目主要围绕国家重
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建设，聚焦新能
源、氢能、储能、煤炭清洁高效利用、节

能降碳等领域重大创新需求组织实施，
为推动我区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提供
成熟技术和系统方案。

近年来，围绕落实“五大任务”和自治
区重点产业链创新发展，根据自治区党委、
政府重大决策部署，自治区科技厅按照“以
需求定任务，以任务配资源”和“成熟一批，
启动一批”的原则，采取“揭榜挂帅”组织方
式，有力集聚区内外优势创新资源开展关
键技术攻关， ■下转第2版

聚焦低碳能源和防沙治沙领域

25个科技创新“揭榜挂帅”项目实施

本报 6月 8日讯 （记者 韩雪
茹）连日来，《人民日报》《新华每日电
讯》《经济日报》均在头版刊发报道，对

“三北”工程攻坚战全面打响一年来，
内蒙古掀起的集中会战、规模防沙治
沙热潮进行了全方位报道。此外，新
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
《光明日报》等多家央媒也以文、图、视
频等形式多角度关注“三北”工程攻坚
战取得的成效。

6月6日，《人民日报》头版刊发题
为《筑牢北疆绿色长城——写在“三北”
工程攻坚战全面打响一年之际》的文
章，报道了“三北”工程攻坚战全面打响
一年来，掀起了集中会战、规模治沙的
热潮，“三北”工程攻坚战实现良好开
局，一片片绿色不断延伸、扩展，祖国北
疆绿色长城更加牢固；《经济日报》头版
头条刊发题为《去年内蒙古林沙草产业
总产值超八百七十亿元——推进一体
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文章，报道了作

为我国治理荒漠化的主战场、防御沙尘
暴的主防线，2023年，内蒙古完成沙化
土地治理950万亩，超过国家下达任务
50%。今年，内蒙古已完成沙化土地治
理700多万亩，是去年同期完成量的4
倍多；《新华每日电讯》头版刊发题为
《为了绿色长城万里长》的文章，报道了
一年来，“三北”工程攻坚战围绕荒漠化
治理的重点、难点加速推进，更加浓郁
的绿色在祖国北疆不断铺展。

今年以来，《人民日报》、新华社、
中央电视台、《光明日报》《经济日报》
等央媒多平台、多层次、多角度向世界
展示了内蒙古防沙治沙的生动实践。

央媒密集聚焦内蒙古，集中展示
了内蒙古高度重视、高位推动，按照党
中央关于推进“三北”工程的战略部署，
从“国之大者”的高度统筹推进山水林
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全面
打响“三北”工程攻坚战和三大标志性
战役的坚强决心和铿锵步伐。

实力“吸睛”，央媒聚焦内蒙古

本报 6 月 8 日讯 （记者 高
慧）记者从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集团
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端午小长假铁
路运输自 6月 7日启动,至 6月 11日
结束,共计 5天。期间铁路部门实行
高峰线列车运行图，全力满足旅客出
行需求。

目前内蒙古已进入降水充沛、草
长羊肥的“草原游”黄金时节，端午假
期恰逢全国高考结束，内蒙古中西部
城市进京和区域内城际间短途出行
需求旺盛，铁路客流将呈现旅游、探
亲和学生流叠加趋势。

为方便游客前往草原游玩，铁路

部门加开临时旅客列车 7对，分别为
包头至深圳东、包头至杭州、包头至
广州、包头至银川、呼和浩特东至临
汾（太原）以及包头至大同（2对）。为
满足内蒙古中西部城市进京旅客出
行需求，铁路部门每日在呼和浩特、
包头与北京间安排 42对高铁动车，
其中重联运行 11对。为满足内蒙古
中西部城际间短途旅客出行需求，加
开呼和浩特东至临河、呼和浩特东至
鄂尔多斯城际列车 2对，以及包头至
呼和浩特东、呼和浩特东至巴彦高
勒、巴彦高勒至包头、包头至丰镇、包
头至集宁南的中短途旅客列车。

铁路部门实行高峰线列车运行图

本报6月 8日讯 （记者 冯雪
玉）6月 8日，端午假期首日，恰逢文化
和自然遗产日，内蒙古文旅厅、内蒙古
文物局发布了全区首批 10 条“读历
史 游北疆”文物主题游径。

文物主题游径，是以不可移动文
物为主干，以特定主题为主线，有机关
联、串珠成链，集中展示专题历史文化
的文化遗产旅游线路。内蒙古是文物
资源大省区，为了让文物“活”起来，讲
好北疆文化故事，多渠道提升北疆文
化传播力，更好展示中华文明风采，因
此推出首批文物主题游径。

10 条游径涵盖了全区各具特色
的遗址遗迹，龙乡寻龙历史文化游径，
相约“中华第一龙”出土地，沐浴八千
年风雨，踏寻“文明太阳升起的地方”；
辽风古韵历史文化游径，追溯契丹人
的足迹，徜徉历史的长河，领略辽文化
的魅力，品味千年来各族人民相依相
伴、交往交融的故事；红色城川历史文
化游径，在城川镇追寻红色足迹，重温
战火纷飞的激情岁月，聆听革命先辈
的英雄事迹，将革命精神代代相传；黄
河“几字弯”历史文化游径，黄河古韵，
石窟瑰宝，兵团遗迹，沙漠绿洲，踏着

黄河“几字弯”的足迹探寻黄河魂；
“牍”懂丝路历史文化游径，额济纳旗
承载着书写在简牍上的故事，经过千
年岁月的洗礼，述说着丝路古道的峥
嵘岁月；探寻大漠遗珍历史文化游径，
在阿拉善左旗观蜿蜒逶迤的长城，访
黄河古渡边的盐仓，寻革命先辈的足
迹，感受北疆文化的独特魅力；青城印
象历史文化游径，古今特色建筑展现
了土默川平原上“昭君文化”与“草原
文化”的碰撞与融合，跟随这幅画卷去
领悟青城历史的魅力；大国重工历史
文化游径，包头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工

业城市，它将工业、历史、科技相结合，
沿着大国重工历史文化游径去了解工
业制造，探究大国重器，感悟历史文
化；红色记忆历史文化游径，在兴安盟
沿着前辈的足迹，感受红色热土，体验
革命圣地，传承红色精神；古建匠意历
史文化游径，聆听古建新声，欣赏藏式
白塔，品味科尔沁文化。

读 历 史 游 北 疆

内蒙古推出首批10条文物主题游径

本报6月 8日讯 （记者 李国
萍）粽叶飘香五月五，浓情端午共安
康。连日来，内蒙古各地市场监管部
门从生产环节源头管控、流通环节安
全监管、靶向抽检精准发力等多方面
入手，开展端午节食品安全专项检查，
全力守护节日食品安全。

据悉，在呼和浩特市，市场监管
执法人员聚焦粽子、凉糕、咸鸭蛋等
端午节热销食品，深入辖区粽子生产
加工小作坊进行隐患排查，重点检查
进货原料、供货厂商资质、台账记录、
生产流程投料记录、成品库存及出厂
检验等内容。 ■下转第2版

市 场 监 管 部门专项检查食品安全

6月8日，小朋友在伊利萌宠互动乐园与小牛互动。当日是端午节假期的首日，短途
游、周边游成为不少市民的首选，主题乐园、动植物园、博物馆等景区景点受到欢迎，内蒙
古各地纷纷推出个性化旅游线路和服务，满足市民需求。 本报记者 于涛 摄

花样过端午

本报锡林郭勒6月 8日电 （记
者 巴依斯古楞）6月 7日，在2024年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由自治
区林业和草原局主办的“保护世界遗
产 建设美丽中国”主题宣传周活动
在锡林浩特市启动。

启动仪式现场，安排了法律法
规宣传和锡林郭勒草原火山地质
公园图片展。自治区林草局还提

前策划了专场线下讲座，邀请中国
地质大学（北京）白志达教授做了
题为“内蒙古的神奇火山与生态环
境”的科普讲座。

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
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
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
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
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近年来，自治区林草
部门通过建立国家公园、
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
区、湿地公园、森林公园、

地质公园、沙漠公园等自然保护地，
加强对自然遗产的发掘保护。同时，
积极申报“巴丹吉林沙漠-沙山湖泊
群”世界自然遗产，2023年已完成世
界自然遗产外国专家现场考察，今年
有望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该项
自然遗产申报成功将填补我区世界
自然遗产的空白。

据悉，下一步，全区各级林草部
门将全面推进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
加大自然保护地管理保护力度，发掘
好、保护好、宣传好更多有代表性和
珍稀价值的自然遗产。

保 护 自 然 遗 产 建 设 美 丽 中 国

本报阿拉善6月 8日
电 （记者 刘宏章 通讯
员 张春生）6月8日，2024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内蒙古
自治区文物保护主会场活动
在阿拉善盟额济纳旗举办。
本次活动由内蒙古文旅厅、内
蒙古文物局、阿拉善盟行政公
署主办，主会场设在额济纳旗
湿地文化公园航天剧院。

活动开幕式上公布了内
蒙古自治区首批“读历史 游
北疆”文物主题游径，共推介
龙乡寻龙、辽风古韵、红色城
川等 10条文物主题游径。
活动现场，还举办了文物普
法宣传、文物普查、文物主题
游径展，居延遗址考古讲座
等系列活动，结合非物质文
化遗产，开设了非遗展览和
集市等活动。此次活动共组
织传统手工技艺类传承人32
名，布置展位30个，非遗项目
展板21个，让广大居民群众
和游客近距离接触并深入了
解额济纳旗的传统非遗项
目，亲身感受非遗文化的独
特魅力。

“此次活动旨在以文旅融
合的创新模式，让文物活起
来，满足人民群众多样性、高
品质的旅游需求，除了额济纳
旗主会场活动以外，各地还围
绕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主题，
组织开展了390余项精彩纷
呈的文物展览展示和惠民活
动。”内蒙古文物局文物保护
与考古处处长侯俊说。

据了解，近年来，自治区
各级党委、政府以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为工作主线，树
立大保护理念，构建大保护格

局，着力打造北疆文化品牌，各级文物部门
全面开展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不断提高
文物保护、管理和利用水平，努力开创文物
保护工作的新局面，取得了显著成绩。截
至目前，内蒙古有21099处不可移动文
物，国家一级博物馆9家，全区馆藏文物共
112.5万件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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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6月 8日讯 （记者 冯雪
玉）近日，“茶和天下·雅集”活动在白
俄罗斯首都明斯克市中心自由广场举
办。内蒙古的非遗展示、歌舞表演赢
得白俄罗斯民众赞叹，让他们充分感
受到了包括内蒙古茶文化在内的中国
文化内涵。

本次活动由文化和旅游部、中国
驻白俄罗斯使馆与明斯克市政府联合
主办，由明斯克中国文化中心、内蒙古
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及明斯克市政府
文化局承办。

“茶和天下”活动已连续两年在白
俄罗斯举办，成为中白人文交流的又
一张亮丽名片。千百年来，茶文化涵
养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性格，
体现了中国人民和平合作、和而不同
的文化理念，茶所蕴含的和谐、包容理
念与“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的时代潮
流高度契合。据史料记载，茶早在16
世纪就开始从中国传入白俄罗斯，到
17世纪后期，饮茶之风已普及到社会
各个阶层。茶就像一道友谊的桥梁，
将远隔万里的中白两国紧密相连。如
今，白俄罗斯不但有许多喜欢茶、爱喝
茶的朋友，还有专卖中国茶和茶具的
商家店铺。茶早已经融入了白俄罗斯
人民的生活，为中白友好交往写下又

一个生动注脚。
本次活动包含文艺演出、非遗展

示、文创展览、美食品鉴、宣传推广
等内容。在演出现场，内蒙古鄂尔
多斯市乌兰牧骑举办了专场演出
《魅力非遗——“乐·舞”鄂尔多斯》，
精选地区极具代表性的原生态文艺
节目，如乐舞《黑缎子坎肩》、长调民
歌《辽阔的草原》、马头琴曲目《万马
奔腾》、呼麦组合《茉莉花》等，引来
现场观众阵阵掌声。白俄罗斯“哈
罗什基”国家模范歌舞团，以及“同
龄人”模范功勋歌舞团穿插演出了
《美丽的春天》《喀马林舞曲》《古萨
乔克舞》《布拉斯拉夫斯基波尔卡舞
曲》等白俄罗斯民族歌舞，现场观众
反响热烈，频频喝彩。

作为向北开放的重要桥头堡，内
蒙古自然风光壮美多姿，民族风情
绚 丽 多 彩 ，旅 游 资 源 禀 赋 优 势 突
出。近年来，内蒙古推出“百万人互
游计划”海外升级版，深化中俄、中
蒙、中哈文化旅游交流合作，开行伊
尔库茨克—乌兰巴托—呼和浩特等

“万里茶道”高铁旅游专列，积极发
展跨境旅游，今后将创造更多文旅
深度融合的看点、亮点、卖点，让游客
来得更多、留得更久。

“茶和天下·雅集”活动架起友谊桥梁

内蒙古元素惊艳白俄罗斯

6月8日，在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境内，来自马来西亚的华人游客与上海骑友正在体验马背穿越项目。旅客们根据自身需求
选择 90 公里、120 公里、160 公里涵盖不同地形的草原穿越路线，在连续数日穿越旅行中领略北疆丰富的文化底蕴。

本报记者 怀特乌勒斯 摄

6月 8日 17:00，随着外语
科目考试宣布“停止作答”，内蒙
古2024年高考顺利落下帷幕。

十年磨一剑，一朝露锋
芒。走出考场，学子们又将奔
赴另一段旅程，探索人生的无
限可能。

考试结束，鄂尔多斯市杭
锦旗中学考点考生王雅祺在
工作人员的引导下，轻松走出
考场。她是今年全区唯一使
用盲文试卷参加高考的盲人
考生。由于大脑皮层先天发
育不良导致双眼全盲，王雅祺
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个缤纷的
世界，但她从不悲观。相反，
她有着超强的耐心和韧性，从
不气馁，不仅学习成绩优异，
还多次在各级琵琶演奏比赛
中获奖。今年初，王雅祺已经
拿到了中央音乐学院琵琶专
业合格证，只要文化课达到合
格线，她就能进入理想的大学
学习。“你若不放弃自己，命运
终将会为你打开一扇门。”走
出考场，王雅祺激动地说。

“终于考完了！离我的下
一个目标不远了！”在呼和浩
特市第二十九中学考点外，朵
兰娜尔迫不及待走到等候多时的妈妈
和姥姥面前，笑着对她们说。朵兰娜
尔早已经定好了高考小目标——去自
己喜欢的城市西安上大学。“西安是一
座历史悠久的城市，我太喜欢它的厚
重了，想更深入地了解它，在那里更深
切感受我们中华文明的辉煌灿烂。”朵
兰娜尔说。

前路漫漫，任重道远；心之所向，

不负流年。对于未来，许多考
生已经有了清晰的规划——

呼和浩特市第十四中学
高考生郎姝涵在考前根据自
己的历次成绩分析、合理评
估，已经制定好了志愿填报方
案：东北林业大学奥林学院的
计算机科学与计算专业、成都
理工大学的软件工程专业、天
津中医药大学五年制临床药
学专业，这些院校都是“双一
流”高校，专业也都是她和家
人精挑细选的。

杨浩日娃是一名艺考生，
她已经在年初的中国传媒大
学校考中，拿到了播音主持
（中英双语）合格证。如果文
化课过线，她将踏上国际传播
的寻梦之旅。

“我的理想是当一名剧作
家或者文物修复师，因为我喜
欢静下心来做一件事，而且通
过这些职业能得到更多的文
化熏陶，这会让我很享受。”金
科嘉期待能挑选到自己心仪
的专业。

呼和浩特市第十四中学
英语教师迟怡然正好教这届
高三学生，高考这两天，她每天

和同事守在考点门口送考，跟学生击
掌，传递力量。考试结束，迟怡然也感
觉轻松了许多，但她依然不忘鼓励同学
们：“走出高考考场，你们的人生也将进
入多维世界，勇敢接受各种挑战，开发
潜能，这个过程中你可能会发现，你比
自己想象的还要优秀！永远向着光向
着希望，让热烈的青春纵情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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