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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 包 线 第 一 阶 段

集中检修期间，中国铁

路 呼 和 浩 特 局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包 头 工 务 段 运

用标准化施工流程，由

技 术 骨 干 组 成 回 检 小

队 ，严 把 施 工 质 量 关 ，

做到施工一处、安全一

处 、达 标 一 处 ，全 力 以

赴 提 升 管 内 设 备 质

量 。 图 为 包 头 工 务 段

东 兴 车 间 职 工 正 在 对

捣 固 后 的 线 路 进 行 全

面质量回检。

郭成 摄影报道

一树一策

保护古树名木资源 让城市更绿更宜居

呼和浩特市 2024年古树保护
与复壮项目按照序时进度安排，已
全面进入施工阶段。

呼和浩特市 2024年古树保护
与复壮项目总投资41万元，工程施
工根据技术规程，严格按照设计方
案要求，采取“一树一策”对17株古
树实施保护与复壮。这 17株古树
分布在呼和浩特市4个旗县区的 7
个乡镇 10个村内，涉及 5个树种，
其中：榆树11株、旱柳2株、糖槭树
2株、小叶杨 1株、文冠果 1株。工
程将结合每株古树生长态势、立地
条件、周边环境等情况，采取枯

（腐）枝处理、封堵树洞、树干支撑、
新建树池（围栏）、避雷设施安装、
土壤处理、透气铺装、器官及根部
复壮、叶面施肥、病虫害防治等措
施进行保护复壮。

古树名木被誉为“有生命的文
物”，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生态、
景观和经济价值。自 2021 年以
来，呼和浩特市先后对84株古树进
行科学抢救与复壮，有效延长了古
树的生命周期，对传承珍贵自然遗
产，维持生态平衡，弘扬生态文化、
建设生态文明具有重要的意义和
作用。 （刘洋）

大型采挖机来回穿梭，随着采
挖机的前行，生长了近 3年的甘草
被连根拔起，堆成一条条甘草捆，
空气中混合着甘草独特的草本香
味，地里的农民正忙着捡拾、垄堆。

近年来，随着气候变化等因素
影响，种植葵花的风险增加，鄂尔
多斯市杭锦旗吉日嘎朗图镇碱柜
村因地制宜，紧扣“一村一品”，科
学调整产业结构，积极发展甘草种
植、肉牛养殖、肉羊繁育、水产养殖
和设施农业等特色产业，推动农牧

业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让农牧民搭
上产业振兴的“顺风车”，走上增收
致富的“快车道”。

甘草种植不仅盘活了土地，还通
过甘草育苗、烘干和切片加工等方式
延伸了甘草产业链，让“苦”产业甜了
农户心。碱柜村锚定“产业富村”的
目标，带动村民发展规模化甘草种
植。为发挥甘草神奇的“药引子”作
用，碱柜村多方引进中药企业，采取

“村集体+企业+农户”的模式，为集
体经济每年增收9万元。 （丁宁）

华丽转身

盐碱地种植中药材 甘草让日子甜起来

为贯彻落实《阿拉善盟·乌海
市区域协同高质量发展合作协
议》，推动落地“口岸+腹地经济”发
展事宜，促进乌海市与阿拉善盟的
区域经济合作发展，近日，乌海市
商务局邀请阿拉善盟商务局党组
成员一行来乌海考察交流。

考察交流期间，双方实地走访
了中蒙俄特色贸易区，了解了中蒙
俄特色贸易区运营情况、进口国外
商品的渠道等内容，并围绕策克口
岸边民互市贸易区与中蒙俄特色

贸易区如何有效开展合作、在乌海
市设立“互市贸易进口商品展示交
易中心”等内容进行深入交流，并
签署了《乌海市商务局与阿拉善盟
商务局合作框架协议》。

根据协议，双方合力探索“口
岸+腹地经济”发展模式，支持策克
口岸边民互市贸易区与中蒙俄特
色贸易区开展合作，围绕优化口岸
环境、提高综合协调管理服务水
平、促进对外贸易和国际物流发展
等方面加强交流合作。 （郭伟伟）

合作共赢

持续壮大口岸经济 为高质量发展赋能

近年来，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
把选优配强驻村工作队伍作为推
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始终坚持
加强驻村帮扶队伍管理、提升驻村
帮扶实效，聚焦精准选派、聚焦精
细部署、聚焦精准施策，推动驻村
帮扶工作扎实深入，跑出乡村振兴

“加速度”。
聚焦精准选派，优化驻村结

构。通过调研摸底，掌握干部驻村
意愿，明确驻村扶贫工作队调整轮
换的目标任务、资格条件、调整范
围和调整方式，对驻嘎查村干部进
行优化调整。

聚焦精细部署，压实驻村责
任。聚焦驻村工作职责，及时摸清

村内实情，了解群众诉求，找准突
出问题，有针对性提出解决措施，
制定帮扶计划和年度任务清单，推
动帮扶工作落实落细。

聚焦精准施策，带动农牧民增
收。探索利用本村资源优势，盘活
集体土地、闲置资产等方式多渠道
增加集体经济收入。探索村党组
织创办领办合作社,壮大集体经济
规模，扎实开展“双孵化”行动，采
取一对一“问诊把脉”方式推动落
实，创建如宝昌镇向阳村编织袋加
工生产企业、红旗镇红喜村集体种
植专业合作社等一批“先试先行”
示范村，54%的嘎查村集体经济收
入达20万元以上。 （郭成）

三个聚焦

扎实开展帮扶工作 全力推动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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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成果转化为农牧民增收推进器

夏日的大兴安岭，万木峥嵘，碧草

连天。在距离内蒙古森工集团根河森

工公司所在地60公里处的下央格气林

场123林班内的林间空地内，59岁的林

场造林队队长刘军带领16名职工穿梭

在大山间进行着退化林修复工作。

“今年的林场退化林修复任务有

6900 多亩，我们每天早上 6点出发一

直干到晚上 5 点返回，确保完成任

务。”刘军蹲在地上，一边说着话一边

用镐在提前挖好的穴坑内刨了一个小

坑，从桶内轻轻取出幼苗，栽植到坑

内，用手按实。站在一旁的杨国栋则

在幼苗周围撒上鼠药，“幼苗有甜味，

老鼠喜欢啃食，撒上鼠药，是为了保护

树苗。”杨国栋和队友们深知每一颗幼

苗的珍贵，也懂得这片林子里小动物

的习性。

正午时分，队员张军招呼大伙儿吃

午饭休息一下，大家放下手里的活儿，

从包里翻出馒头、咸菜和方便面，围坐

在一起吃了起来。“因为作业场地与驻

地距离远，徒步需要 1个多小时，为了

赶工期，大家每天中午都是在山上对付

一口。”张军边啃着馒头边说，“这块作

业场地原来只有为数不多的桦树，而且

长势不好，分布也不均，为了优化林分

结构，持续改善林相，提升林分质量，又

种上了云杉和樟子松。”

当前，正值顶浆造林黄金期，根河

森工公司组织精干力量，全力开展退化

林修复工作，目前已完成 3.20812 万

亩。根河森工公司森林经营管理部部

长庞洪斌介绍：“2024年，内蒙古森工

集团退化林修复任务为 25万亩，根河

森工公司承担 11万亩，绰源、阿里河、

甘河森工公司3个远征单位承担14万

亩。”

2024 年，内蒙古森工集团全力落

实《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

工程总体规划(2021-2035 年)》，造林

总面积达 100.0431 万亩，组织实施

2024年额尔古纳河流域生态保护恢复

综合治理工程建设任务 94.275 万亩，

其中退化林修复93.5万亩。

为切实承接好、组织好、完成好国

家生态保育工程任务，内蒙古森工集

团在综合考虑苗木适应性等因素的基

础上，打破“以生态功能区为界”的传

统生产经营组织方式，统筹安排额尔

古纳河流域之外的阿尔山、大杨树、毕

拉河等 9个森工（林业）公司参加远征

造林，远征单位按照安排任务量自行

组织人员、自带苗木，做到人员与苗木

同步调配。

在下央格气林场以北10公里处的

一处山坡上，甘河森工公司乌里依特林

场远征造林队的41名职工也在紧张有

序地忙碌着。“为了完成好远征造林任

务，甘河森工公司共组织 6个林场 290

余名职工参与，我们林场承担的退化林

修复任务是0.4778万亩。大家每天早

上6点就到山上现场作业，每人每天能

完成 7亩左右的任务。”乌里依特林场

党支部书记、主任赖登林说，为了保证

退化林修复作业质量，甘河森工公司森

林经营管理处专业技术人员和林场班

子成员全程跟班作业，安全员现场监督

安全、防火等工作，目前，退化林修复任

务正在有序推进中。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夕

阳西下，退化林修复现场工作的人们

脸上豆大的汗珠顺着脸颊往下流，他

们倾情倾力将绿色根植于林间，不久

的将来，一棵棵树苗必将拔地而起，蔚

然成林。 （郭伟伟 赵兴祖）

政务诚信建设是诚信建设工程的

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营造市场化、法治

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的重要抓手和

坚实支撑。近年来，通辽市持续推动优

化营商环境，为办好两件大事、闯新路

进中游、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良好政务

服务支撑。推出“高效办成一件事”服

务套餐，健全“信用+政务服务”体系，

完善“信用+容缺”制度；实行审管联动

新模式，提高服务效率，全面提升了政

府公信力和行政效率。

近日，在通辽市政务服务大厅，内

蒙古锦博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的办事员

梁继增前来办理法人变更业务，仅用1

小时就办理完成。“‘信用+承诺+容缺’

服务让我们办理业务的门槛更低了，程

序更简化了，不仅大大减少办事的时间

成本，更让我们企业充分体会到了诚实

守信所带来的实惠和便利，这是对我们

诚信企业一种实实在在的激励和认

可。”梁继增高兴地说。

据介绍，“信用+承诺+容缺”服务

新模式，是通辽市推出的一项以清楚告

知、企业群众诚信守诺为基础，对风险

可控、纠错成本低且能够通过事中事后

监管有效防范风险的政务服务事项。

通过为守信主体提供“容缺受理”“告知

承诺”“帮办代办”“双向免费邮寄”“延

时预约”等多种服务，简化办事流程，提

高服务效率；设立“诚信建设诉求”窗

口，系统受理诚信建设诉求；以线上线

下相结合的方式大力宣传办事指南、办

理流程，全力提高办事企业、群众对诚

信建设的获得感和办事体验感。

年初以来，通辽市为持续推进“放

管服”改革，进一步落实政务服务便利

化要求，积极探索以信用服务、政务诚

信为基础的政务服务机制，组织市旗两

级重新公布“告知承诺”“容缺受理”事

项清单，公布“告知承诺”事项 501项、

“容缺受理”事项 1438项，其中市本级

公布“告知承诺”事项 65 项、“容缺受

理”事项 194项，并将信用承诺嵌入事

项办理流程，以数据赋能实现企业信用

信息核查，通过“信用+容缺受理”“信

用+告知承诺”，建立起信用审批新模

式，有效推动政务服务质量再提升、事

项办理速度再提升、群众满意度再提

升。截至目前，“告知承诺”办理 3718

件，“容缺受理”办理177件。

下一步，通辽市行政审批政务服务

与数据管理局将聚焦企业群众办事难

点、堵点问题，持续优化审批服务流程，

创新服务模式，着力提升企业群众办事

满意度和获得感，助推通辽市政务诚信

建设再升级。 （郭成 陈曦照）

特别关注

更新造林 补植补造
奏响大兴安岭生态版图绿色渐变曲

办实事 开新局

以三联动模式扎实推进诚信建设

地方撷英

新亮点

为充分发挥党支部引领产业
发展的“领头羊”作用，包头市达茂
旗白音花镇白音敖包嘎查党支部
创办新型市场化合作社，发展壮大
集体经济，带领牧民共同致富。

作为达茂旗牧区基层合作社
的试点之一，该合作社注册资本
100 万元，设 100 股，嘎查集体经
济组织出资 51万元、占出资总额
51%，26名牧民现金出资49万元、
占出资总额 49%。合作社利用有
效作业面积达 2.8 万亩的区位优

势，承接农机社会化服务项目，服
务区域涉及全旗查干哈达、巴音敖
包、巴音花、石宝、百灵庙等5个苏
木乡镇，面向农牧民提供耕、种、
防、收、地膜回收等全程机械化服
务，预计年收入可达 35万元。今
年，合作社将吸纳大型拖拉机、玉
米收割机、播种机等各类农机设备
28台（套），并对 15台作业拖拉机
安装北斗农机监测设备，实现了全
程作业精准监控。

（王林喜 郭晓宇）

支部引领

创办市场化合作社 带动牧民共同致富

联合执法

整治拉客揽客乱象 维护边境旅游秩序

为进一步规范旅游市场秩序，
维护景区周边良好的旅游环境，满
洲里市文体旅游广电局与公安局
互市贸易区边防派出所、旅游警察
大队组成联合执法队伍，开展针对
中俄边境旅游区“拉客揽客”乱象
专项整治联合检查行动。

此次专项整治行动中，各部
门就“拉客揽客”问题进行了实地
调研和深入探讨，明确责任和分
工，通过宣传引导、批评教育等方

式对景区周边闲散人员的“拉客
揽客”行为进行劝阻和制止，并通
过宣传提高了游客对非法“拉客
揽客”行为的认识，从而减少此类
行为的发生。

另外，文体旅游广电局将会同
各执法部门持续加大对违法“拉客
揽客”等一系列行为的查处力度，
进一步维护旅游者的合法权益，为
游客创造一个诚信、安全、有序的
旅游市场环境。 （郭伟伟）

在位于巴彦淖尔市的内蒙古富川

现代肉羊产业化循环经济科技示范园

区，一排排标识清楚的圈舍内，比普通

羊身体高大、壮实的“华蒙肉羊”正在有

序地啃食着草料。园区饲养管理人员

介绍：“通过‘企业核心育种场+标准化

扩繁户+规模化生产群’育繁推体系，

推动园区‘华蒙肉羊’快速形成标准化

生产、品牌化运营。繁殖力高、肉用性

能突出、适应性强的‘华蒙肉羊’，带动

乡镇合作社和周边农牧民快速实现增

收。”

“华蒙肉羊”是内蒙古大学等多个

科研单位联合培育的一个肉羊新品种，

是巴彦淖尔继“巴美肉羊”之后又一个

肉羊新品种。作为2023年内蒙古农牧

业十大科技成果之一，该品种以白头杜

泊羊为父本，以小尾寒羊和蒙古羊通过

级进杂交形成的寒蒙 F2代为母本，利

用复杂杂交技术培育而成，是肉羊产业

高质量发展的优质种源。“华蒙肉羊”的

出现，让农牧民在养殖中以“小成本”换

来“大收益”，极大地提高了巴彦淖尔肉

羊产业的核心竞争力。

内蒙古大学长江学者李光鹏教授

团队，历经 15 年不懈努力，通过分子

设计、体细胞克隆、胚胎移植等现代

生物技术，创新培育的“双肌肉牛”新

品种，个头大、生长速度快、脂肪沉积

较少、肌肉较多、体重和产肉率显著

高于普通牛，获得农业农村部认证，

并得到了“国际同类研究领先水平，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成果评价。“双肌

肉牛”基因中由于没有肌肉生长抑制

素，使肉牛生长速度比原品种提高 20

至 30%，产肉率提高 15 至 25%。成

为广大农牧民发展养牛产业的“宝

贝”。

由于饲养成本低、生长速度快、产

肉率高，“双肌肉牛”得到了偏远地区养

殖户的喜爱。在包头市达茂旗石宝镇，

“双肌牛肉”特色养殖打开农民群众“致

富门”。该镇富民农牧业农民专业合作

联合社与丰裕农牧渔专业合作社深度

合作，将有养殖意愿的农牧民先期组织

起来，通过购买或置换“双肌肉牛”，按

照科学的配方进行统一饲养繁育，3至

4个月后按协议价格由专业合作社进

行订单收购。由于养殖效益明显，更多

的农牧民参与到“双肌肉牛”的养殖中

来，加快了当地肉牛品种改良步伐。在

养殖过程中，合作社还以高于市场的价

格，收购养殖户的淘汰牛，既为养殖户

降低了风险，又增加了收益。逐步形成

合作社统一提供配种技术和受孕母体，

农民统一饲养的合作模式。不仅彻底

解决了当地养殖普通肉牛体型小、生长

慢、产肉少等制约肉牛养殖业发展的瓶

颈问题，同时，从根本上实现了肉牛品

质的提升，成功打造出达茂旗“双肌肉

牛”品牌。

仓廪实而民心安，农业强则百业

兴。在巴彦淖尔市种植示范基地，

“巴麦”12号、13号、20号等系列高产

硬质小麦新品种得到大面积种植。

由于普遍高产和具有优质强筋品质，

适合用于高端面粉及配粉、高端面

条、拉面及延面生产的特点，产品一

度热销，受到客户和种植户的广泛青

睐。“巴麦”13号是“十三五”期间西北

春麦区仅有的 3 个国审品种之一，

2023 年万亩连片大面积示范收割机

实收测产亩产为 1366.92 斤，创造了

我区小麦大面积示范实收测产高产

纪录。

近年来，“巴麦”系列小麦新品种

被河套地区中大型面粉加工企业订单

应用，订单收购价格达到 1.8元/斤，远

高于市场小麦价格，大幅提高了小麦

种植效益。累计在西北地区推广示范

300余万亩，平均亩增产50公斤以上，

总计增产 3亿多斤，总增收产值 4.5亿

多元。

而马铃薯新品种——“内大 1号”

在鄂尔多斯、锡林郭勒、呼和浩特，河北

围场等地种植后效益明显。“内大1号”

生育期75天，早熟，可提早15至30天，

能够在加工企业5至8月份原料短缺期

上市，是北方地区马铃薯种植的又一新

品种。高效的科技成果转化成为乡村

振兴、农牧民增收的“推进器”。

围绕农牧业科技成果转化的应用

实践，我区农牧业产业化效益逐年攀

升，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农牧业产业带动

农牧民实现致富的生动实例。站在新

的起点上，我区将以典型示范为切入

点，重点推进科研成果与应用场景高效

互动衔接，以农牧业创新科技成果转化

为核心，推动农牧业产业化种养殖效益

实现整体持续提升。 （王林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