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8月 21日讯 （记者 王皓）
记者从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获悉，今年
1至 7月，全区法院共受理案件 58.4 万
件 、结 案 46.9 万 件 ，审 限 内 结 案 率
97.52%。在人民法院审判质量管理指
标体系 26项指标中，全区法院有 23项
优于或位于合理区间，实现了案件审理
由“快中向好”向“好中求好”的转变。

据悉，今年以来，全区法院以“如

我在诉”理念，持续做优“蒙马奔腾”审
判执行质效提升专项行动，通过狠抓
审判执行质效提升，不断抓牢上诉率、
申诉申请再审率、审限内结案率等指
标，全面施行阅核制，深化法答网应
用，依托人民法院案例库培树内蒙古
法院优秀案例，抓实诉源治理，提升实
质解纷水平，以能动司法做实审判工
作现代化。

1至 7月审限内结案率97.52%

全区法院持续做优“蒙马奔腾”
审 判 执 行 质 效 提 升 专 项 行 动

本报锡林郭勒 8 月 21 日 电
（记者 巴依斯古楞）8 月 19 日，
在锡林郭勒盟乌拉盖管理区哈拉
盖图牧场牧户李长青家，打草机
正在紧张作业，所经之处留下一
道道草带，空气中弥漫着牧草的
清香。

李长青告诉记者他家有 3000
亩草场，今年雨水非常充沛，草也长
得好，准备打2000亩就够用了。

从 8 月 15 日起，锡林郭勒盟

1500 万亩左右草场进入打草期，
打草作业将持续到 10 月。锡林郭
勒盟林业和草原局发布《关于加强
草原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严格
刈割时间，推行轮刈制度，各旗县
市 区 根 据 各 地 草 场 情 况 ，发 布
2024 年秋季打贮草管理工作的公
告，全力推进草原保护建设和草业
高质量发展，确保天然打草场永续
利用、畜牧业可持续发展和草原生
态安全。

锡林郭勒盟1500万亩草场进入打草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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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赤峰 8 月 21 日电 （记者
李雪瑶）8月 21日，“中华民族共同体与
红山文化”学术研讨会在赤峰市举行。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第一副院
长吉林，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
胡达古拉出席并致辞。

吉林说，要深入研究阐释习近平文
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
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为以中国式现
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胡达古拉希望与会专家学者深入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
重要思想，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工作主线，多提宝贵意见，共同抓好落实。

全国各省区市、副省级城市社会主义学
院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150余人参加会议。

8月 19 日至 21 日，吉林一行还到
内蒙古社会主义学院和赤峰博物馆、红
山遗址群等地考察调研。

“中华民族共同体与红山文化”
学 术 研 讨 会 在 我 区 举 行

吉林胡达古拉致辞
□本报记者 李玉琢

通讯员 孙勇 赵佳佳

初秋，在层峦叠嶂的阴山脚下，滔滔
东流的黄河之滨，有着“世界稀土之都”
美誉的包头，处处昂扬着向上的力量。

8月 14日，内蒙古森工集团矿业
公司与包钢集团矿业公司资源合作签
约仪式如期举行。

同为自治区大型国有企业，此次
合作是双方在新时代共同续写“东林
西铁”新篇章、协同助力内蒙古高质量
发展的一次生动实践。

内蒙古森工集团承担着维护我国
最大国有林区生态安全的重要任务，生
态功能区总面积10.67万平方公里。内
蒙古大兴安岭林区处于大兴安岭成矿
带北段和得尔布干成矿带的核心地段，
是金、银、铜、铁、铅、锌、钼等国家战略
性矿产和自治区优势矿产的主要聚集
区，是我国除新疆外，难得的一块区调、

矿调程度较低的地质空白区。
包钢集团是自治区冶金矿业开发

龙头企业，产业链完整，在冶金矿业产
业链上处于高端地位，汇集了资金、技
术、管理等方面的诸多优势。

强强联手促合作，优势互补谋共
赢。按照协议，双方将充分发挥内蒙
古森工集团地缘和矿业权优势与包钢
集团专业技术优势，建立矿产资源勘
查开发战略合作关系，在实施绿色勘
探、生态化矿业开发和安全矿业建设
中，为保障国家矿产资源安全作出国
有企业应有贡献。

此次合作，也是今年内蒙古森工
集团实现绿色转型“走出去”，扩大共
赢“朋友圈”的又一次成功实践。

4月 16日，内蒙古森工集团所属

风天林草公司中标呼和浩特市等 3个
盟市所辖的29个旗县（区）全民所有自
然资源资产清查、森林资源野外调查及
成果编制工程项目，标的金额429.5万
元。这个项目属“三北”工程建设基础
类项目，将为区域“三北”工程实施提供
翔实的基础数据和建设方案参考，标志
着内蒙古森工集团积极投身“三北”防
护林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

5月 19日，“醉”美 331国道莫（尔
道嘎）漠（河）线自驾游路线正式开
通。这条自驾游路线，连接起内蒙古
与黑龙江的旅游热点地区，形成地跨
两省区的“中国最北”旅游生态圈。

7月 25日，内蒙古森工集团与内
蒙古地质矿产集团在呼和浩特市签署
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此举对加快国

家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在内蒙古
大兴安岭林区的实施进程，推动内蒙
古大兴安岭林区产业转型和经济高质
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链”上发力，产业高质量发展逐
“绿”而行、向“新”而兴。今年以来，内
蒙古森工集团以改革创新为引领，以
加快构建现代林业产业体系为核心，
坚持走合资合作之路，高起点、高定
位、高端化打造森林旅游、林下经济、
林业碳汇、矿产业开发等现代林业产
业体系，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推动企业做强、做优、做大。

发展生态旅游“守绿换金”。内蒙
古森工集团以建设世界地标性生态旅
游目的地和独具中国北疆特色国内一
流的森林康养、自然教育综合体为目
标，深度融入自治区“乌阿海满”一体
化发展规划和呼伦贝尔市、兴安盟旅
游发展规划，重点打造了南部、东部、
北部三大旅游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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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工集团坚持走合资合作之路，加快构建现代林业产业体系

绿色转型“走出去” 扩大共赢“朋友圈”

本报 8月 21 日讯 （记者 冯雪
玉 王磊 潘佳慧）8月 21日，内蒙古
自治区博物馆协会在内蒙古博物院举
行揭匾仪式。

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协会由内蒙
古博物院等 8家单位共同发起，单位会
员由全区国家一级博物馆、各盟市博物
馆、重要旗县级博物馆组成，目前共有
30家。下设保管研究专业委员会、社会
教育专业委员会、展览陈列专业委员
会、安全管理专业委员会。

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协会的成立，
为整合全区博物馆资源、推动博物馆行
业发展搭建了更加广阔的平台。协会

成立后，将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积
极主动开展相关的业务活动，进一步深
化在学术研究、陈列展览、文物保护、社
会教育、人才培养等方面的交流合作，
推动全区博物馆事业高质量发展。

揭牌仪式后，内蒙古博物院举行了
第十届“博博会”专题讲座。中国博物
馆协会理事长刘曙光围绕本届“博博
会”主题“博物馆高质量发展：教研并
重 数实融合”作了“中国式现代化与博
物馆高质量发展”专题讲座，讲座深入
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博物
馆的使命与担当，为推动新时代博物馆
事业发展提供生动经验和理论支撑。

整合文博资源 搭建广阔平台

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协会成立

本报锡林郭勒8月21日电 （记者
张璐）8 月 21日，自治区第三届残疾人
就业创业创意赛在锡林郭勒盟开赛。

本次比赛由自治区残疾人联合会
主办，比赛设置创业组和创意组两个组
别，12个盟市共推荐 68个项目报名参
赛，通过前期网络初赛评审，最终 40个
项目晋级现场赛。参赛项目涵盖人工
智能创新、非遗传承、电商联盟、残疾人
就业创业等多个行业。

据了解，评委将结合参赛选手的现

场表现、项目带动残疾人就业创业可行
性以及项目复制推广难易程度等综合
因素，评审出一二三等奖、自强之星以
及残疾人大学生创业之星。

呼和浩特市融爱助残服务中心负责
人庞振寰带着“第二人生助力‘心’青年
职业重建梦”项目参加了创业组比赛，她
告诉记者：“我们服务的对象主要是孤独
症、发育迟缓等群体，想办法为他们安置
工作。目前，我们已成功安置50名智力
残疾人就业，服务对象达上万人次。”

自治区第三届残疾人就业创业创意赛开赛

加快落实“五大任务”推动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薛来

8月 5日，记者来到巴彦淖尔市乌
拉特后旗巴音前达门苏木哈拉图嘎查
队部（村委会），嘎查党支部书记敖特
根兴奋地介绍：“去年10月，我们队部
通了高压电，还覆盖了周边 7 户牧
民。至此，全旗50个嘎查村队部实现
了通电全覆盖，大家为这项惠民工程
连连点赞。”

记者见到牧民图娅时，她正在给
羊群添加草料。当了解了记者的来意
后，她激动地搓着双手说：“通电后，我
们的生产生活方便多了，感谢党和政
府对我们的关心关爱。”

在图娅家的屋外后墙处，装着变
压器的水泥电线杆高高耸立，顶端电
线与电线杆呈 35度夹角斜插入地下。

“这是真正的惠民工程，我们只买了家
里的电路用线，工作人员帮我们布好
线后，连口水都没喝就走了。”对此，图

娅感激不已。
据了解，20世纪 90年代前，巴彦

淖尔市3个边境旗县没有通电，牧民照
明用蜡烛，做饭取暖用牛、羊、驼粪。
进入 90 年代，牧民开始购买风机发
电。21世纪初期，巴彦淖尔市陆续实
施风光互补发电项目，哈拉图嘎查于5
年前争取到该项目，牧民用电条件日
益改善。

但由于风电不稳定，2023年，巴彦
淖尔市扎实推进“水电路讯”等基础设

施军地一体化三年行动，投入 298 万
元，实施了哈拉图嘎查民生通电工程，
从213省道79公里处至哈拉图嘎查队
部拉电线 16.7 公里，解决了最后一个
未通网电嘎查队部的通电问题。

“现在任何电器都能使用，我们
还准备买一台饲料搅拌机。”图娅笑
着说。

据了解，巴音前达门苏木下辖9个
嘎查，常住户 350户。“虽然嘎查村队
部全部通了电，但由于地广人稀，居住
分散，仍有230户牧民未通电，我们也
在努力申请项目，争取让通电工程覆
盖更多牧民。”苏木党委副书记、政法
委员王磊表示。

“大家为这项惠民工程连连点赞”本报乌兰察布 8月 21 日电 （记
者 皇甫美鲜 海军）8月21日，第二届
全国机关企事业单位健身气功·八段锦交
流比赛大会在乌兰察布市体育馆开幕。
来自全国1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43
支队伍264名健身气功八段锦爱好者齐
聚一堂，弘扬传统文化，交流健身心得。

本次大会由国家体育总局健身气
功管理中心、中国健身气功协会、内蒙
古自治区体育局主办，内蒙古自治区社
会体育服务中心、乌兰察布市文化旅游
体育局承办。竞赛项目为国家体育总
局健身气功管理中心推广的缩短版普
及功法，分集体组、个人男子组、个人女
子组三个组别。竞赛期间，除八段锦交
流比赛外，还将举行健身气功健康养生
讲座、八段锦“进社区”科学指导活动。

在最先举行的集体组比赛中，经过
激烈角逐，天津滨海新区教育体育局、
上海武术院、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体育
中心、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齐鲁工业
大学等代表队获得集体组第一名。

据了解，八段锦起源于北宋，已有
800多年历史，古人把这套动作比喻为

“锦”，意为五颜六色、美而华贵，此功法分
为八段，每段一个动作，故名“八段锦”。

近年来，内蒙古自治区健身气功事
业蓬勃发展，健身气功影响力持续提
升，健身气功站点已覆盖全区103个旗
县区。参与健身气功运动的群众人数
明显增加，全区国民体质检测合格率不
断提升，特别是老年人体测合格率得到
显著提高，高水平全民健身服务体系不
断完善。

全国机关企事业单位健身气功·八段锦交流比赛大会开幕

本报呼和浩特 8月 21日讯 （记
者 刘洋 郭惠超）8月 20日，“国家生
猪技术创新中心内蒙古分中心”揭牌仪
式在呼和浩特市举行。

“国家生猪技术创新中心内蒙古分
中心”的揭牌，标志着内蒙古自治区动
物疫苗技术创新中心正式加入“国家
队”。下一步，在自治区科技厅、呼和浩

特市政府的支持下，国家生猪技术创新
中心将依托金宇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联动高校、科研院所共同建设国家
生猪技术创新中心内蒙古分中心，建立
辐射全国的猪用疫苗和诊断试剂研发、
中试及产业化科技创新平台，攻关生猪
疫病防控领域关键技术，提升生猪产业
领域创新能力。

国家生猪技术创新中心内蒙古分中心揭牌

□本报记者 高敏娜 实习生 李健萍

7万平方米的厂房内，巨大的轧机
缓缓启动，发出低沉而有力的轰鸣声，
原料区的巨型吊车灵活穿梭，将一块块
火红的钢坯精准送入加热炉中……8
月 17日，随着第一根合格的钢棒缓缓
下线，拥有8项国内外最先进的生产工
艺的双高棒生产线在敬业集团乌兰浩
特钢铁有限责任公司正式投产。

“双高棒技改工程投产后将形成
我们螺纹钢品种的全规格覆盖，对企
业产品提档升级、品种规格丰富拓展
意义重大，将会进一步拓宽我们产品
的销售市场，增加产品附加值。”敬业
集团乌兰浩特钢铁有限责任公司副总
经理吴兴波表示，根据测算，项目投产
后，生产效率将提高 3倍以上，不仅填
补了乌钢产品空白，而且将改变公司

只能生产普材的历史，提升和优化产
品结构，增强产品市场竞争力。

规模体量小、生态欠账多、产品结构
失衡……始建于1958年的乌钢是兴安
盟老牌工业企业，曾一度面临众多发展掣
肘。近年来，乌钢持续加大资金投入力
度，累计投入51亿元进行智能化技改，新
建1200立方米高炉、120吨转炉、240平
方米烧结机等重大技术改造项目。

如今的乌钢，各工序主要生产装备
全部退出国家限制类装备序列，全流程
实现超低排放。电耗、能耗和水耗与
2015 年重组前相比分别下降 36%、
8.6%和 28%，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
粒物排放量均达到国家排放标准，实现

了“轻装上阵”。连续 5年入选自治区
民营企业百强，获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
业、内蒙古科技创新民营企业 30强和
兴安盟“绿色转型优秀企业”。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双高棒装备
升级改造项目，乌钢全面贯彻“环保、
低碳”理念，全部采用绿色电力，选择
应用国内最先进的工艺和装备，同时
运用智能化、互联网和 5G技术，旨在
打造一个集绿色、低碳、环保、高效于
一体的新型钢铁企业，引领行业向高
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迈进。

“该项目采用了国内最先进的脱硫
脱硝技术和装备，既能满足国家环保要
求，又极大改善了员工工作环境。”轧钢

厂负责人齐晓朋介绍说，双高棒生产线
采用“柔性化高速棒材关键技术与装
备”，所使用的高速高承载力模块化轧
机和电控技术均为我国自主研发，可使
轧线运行更稳定，倍尺精度更高。

建设新产线、打造新产品，通过智
能化技改，数字化赋能等举措，全力激
活了乌钢发展的向“新”力。今日的乌
钢，在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引领下，
铁、钢、材的产值均创历史新高，工业产
值由 2014年的 9亿元提升至 2023年
的62.1亿元，实现了约6倍的增长。

“全球钢铁行业正加速进入‘绿色
转型时代’，低碳、绿色发展势在必行。
双高棒技改工程建成后，乌钢率先推行
新国标钢材产品，全力激活乌钢发展的
向‘新’力，以新质生产力积蓄产业创新
发展，为实现自治区闯新路、进中游目
标贡献更多乌钢力量。”敬业集团副总
经理兼乌钢总经理史二明说。

向“新”发力 向“绿”而行

乌 钢 双 高 棒 生 产 线 正 式 投 产

本报8月21日讯 （记者 冯雪玉）8月 21
日，“吉金之滇——古滇国青铜文化展”在内蒙古
博物院二楼展出。展览精选云南省博物馆、云南
李家山青铜器博物馆、昆明市晋宁区博物馆、内
蒙古博物院205件文物，带领观众一起探寻神秘
的古滇国和独具特色的青铜文化，感受多姿多
彩、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战国晚期，楚将军
庄蹻率军来到滇池盆地，后因秦国军队阻断归
途，庄蹻和他的军队遂滞留当地，遵循当地文化，
变服易俗，建国称王。这是最早记载滇国的文
献。然而，此后古滇国却逐渐隐去了影踪。直到
20世纪 50年代云南晋宁石寨山滇国王族墓地
的发现，数以万计文物出土，特别是“滇王之印”
的横空出世，才让古滇国的光辉重现。

“吉金之滇——古滇国青铜文化展”分为古
国重光、青铜铸史、融合一统三个部分，浓墨重彩
地展示了滇人巧夺天工的冶铸技巧和一件件青
铜杰作。

云南省博物馆馆长刘旭说:“这是‘吉金之滇’
展览第一次走进内蒙古，我们带来的28件一级文
物，基本代表了古滇国青铜器最精彩的部分，希望
内蒙古的观众通过这个展览，领略到古滇国青铜
文化的独特魅力，同时加强两地之间文化交流。”

“吉金之滇——古滇国青铜文化展”亮相内蒙古博物院

观众感受古滇国青铜文化的独特魅力。 本报记者 王磊 摄

■上接第1版 国际向日葵协会秘书长
艾蒂安·皮洛基表示。

五原县位于河套平原腹地，地处北
纬 41度黄金种植带，向日葵种植条件
得天独厚，年均种植 120万亩以上，年
出口产品10万吨左右。形成集种子研
发、基地种植、精深加工、市场营销、外
贸出口、观光旅游于一体的全产业链
条。五原向日葵获得国家农产品地理
标志登记保护，被认定为全国向日葵产
业示范基地、荣获全国首个“国家级出
口葵花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被命名
为中国“葵花之乡”，成为中国百强农产
品区域公用品牌，入选国家百个农产品
品牌名录。

“五原县是全国第一大向日葵主产
县，对全国向日葵发展及技术进步起着
引领作用。这次大会在此召开，将对全
国向日葵产量和品质提升起到积极的
推动作用。”国家特色油料产业体系首
席科学家张海洋说。

本次大会由国际向日葵协会、内蒙
古向日葵协会、内蒙古农业大学、袁隆
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主办，五原
县人民政府等单位承办，旨在全面展示
中国向日葵产业取得的重大成就，进一
步承接产业优势资源，完善科技自主创
新体系建设，创建以河套地区为中心的
世界向日葵产业中心，推动和引领中国
向日葵产业高质量发展。

第 21 届国际向日葵大会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