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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10 月 21 日 讯
（记者 白莲）连日来，内蒙
古科协科技教育和创新服务
中心联合有关盟市科协、高
校科协开展“讲述前辈故事，
弘扬科学精神，播撒科学种
子”科学家精神校园巡讲活
动。活动邀请黄大年事迹报
告团成员、中国科协科学家
精神报告团成员任波先后走
进乌海职业技术学院、河套
学院、内蒙古鸿德文理学院
开展黄大年先进事迹科学家
精神宣讲，各高校师生、科技
工作者1400余人参加活动。

任波以《心有大我 至诚
报国——“人民教育家”国家
荣誉称号获得者黄大年》为
题，为广大师生讲述了著名
地球物理学家、国家“千人计
划”专家黄大年教授恪尽职
守、任劳任怨，为祖国科技事
业奉献一生的先进事迹，展
现了以黄大年为代表的杰出
科学家们自强不息、勇于创
新、爱国奉献的伟大精神，激
励广大师生肩负起历史重
任，将科学追求融入到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
中去，不断朝着科技强国和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
阔步迈进。师生聆听报告后
深受感动，纷纷表示，要以黄
大年为榜样，学习他“心有大
我、至诚报国”的理想信念，
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贡献青春力量。

据悉，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
三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弘
扬科学家精神重要论述，引导广大高校
师生走近科学家、了解科学家精神，推
动形成崇尚科学、热爱科学的社会氛围
和为党成才、为国奉献的远大志向，内蒙
古科协举办了2024年“讲述前辈故事，弘
扬科学精神，播撒科学种子”科学家精神
校园巡讲活动。目前，活动已在全区20
余所高校、中小学开展，内蒙古科协科技
教育和创新服务中心还将联合各盟市科
协、高校科协，持续开展形式多样的科学
家精神宣讲活动，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
努力服务高校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为自
治区高质量发展、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
新篇章贡献更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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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永平是“草原七色花”服务队的
一员，5年来，他驾驶着精心改装的服务
车，走遍了服务区域的每一个角落，除了
满足用电需求，帮牧民解决生活中的问
题更是成为了常态。“牧区冬天雪大的时
候，家里吃的蔬菜、孩子用的文具等都是
服务队给我们带来的……”锡林郭勒盟
东乌珠穆沁旗呼热图淖尔苏木呼格吉勒
图嘎查牧民包锡林说道。

这样的党员服务队，在内蒙古电
力集团锡林郭勒供电公司共有 13支。
5年来，他们深入牧区宣讲党的理论和
电力政策200余次，覆盖各族群众1万
余人次。

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白
靖，将为民服务的行动播撒在千里草
原，成为牧民口中的好“安达”；自治区
最美家庭获得者于世佳长期帮扶各族
儿童，成为孩子们心中的“最美阿姨”；
暴风雪中营救牧民深陷车辆，洪水时
帮助牧民找寻丢失羊羔，一个个暖心
的举动，增进了各族群众与电力企业
的情谊，越来越多的农牧民自发成为
千里银线流动的“护线员”。

锡林郭勒盟总面积 20.3万平方公
里，边境线1103公里。因地域辽阔，人
员分散，部分农牧民用电依靠风光互

补设备，用上稳定长电是各族群众的
期盼。多年来，内蒙古电力集团锡林
郭勒供电公司扎根祖国北部边疆，以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创
新实施以电亮边陲、乡村振兴、暖心服
务、赋能时代为核心的“石榴籽”工程，
在兴边稳边固边上作模范，用澎湃电
能让边境线亮起来、特色产业强起来、
各族群众富起来。

内蒙古电力集团锡林郭勒供电公
司担负着锡林郭勒盟 111.9 万各族群
众生产生活供电，同时向蒙古国提供
跨国境供电服务。公司有在册职工
3200余人，来自全国18个省、市、自治
区，是一个多民族组成的大家庭。先
后荣获第九批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
单位、自治区首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教育实践基地等荣誉。

为了让稳定网电走进草原深处，
公司加快新能源转网电、抵边村寨通
电、机 井 通 电 等 惠 民 工 程 的 实 施 。
2019年以来，公司共计架设10千伏线

路 3756公里，安装变压器 2727台，使
5364户边远农牧民用上了“长明电”，
有15个边防哨所被点亮。

扎根基层，助力乡村振兴，是内蒙
古电力集团锡林郭勒供电公司的担当
体现。2021年以来，公司实施“电力赋
能乡村振兴行动”，以智慧牧场、高标
准农田、电气化车间等为核心的电气
化发展路子，已成为草原牧民增收致
富的新模式。截至目前，公司通过“三
零”“三省”服务为各族群众节约办电
成本7.37亿元，推动民族奶食品制作、
畜牧业养殖等特色产业取得新的发
展。“回家创业让我看到了未来！”在自
家电气化养殖牧场前，阿巴嘎旗大学
生特尼格尔满怀希望地说。

在多伦县和太仆寺旗，公司因地制
宜开展菌棒种植、溜达鸡养殖、肉猪养
殖项目，形成“企业+合作社+农牧户+消
费帮扶”多元发展模式，带动帮扶户年
均增收8000元左右。2020年，公司带
领全盟 8旗 1县 326人稳定脱贫，荣获

“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荣誉。
民族团结的种子，深深地扎根在每

名职工的心里，大家都是民族团结的
践行者、促进者和守护者。

零下 35度，鏖战 47天，全国首个
军民融合新能源示范项目在苏尼特右
旗按期并网，锡林郭勒供电公司在稳
边、固边上再次向国家交出了一份满
意的答卷。“2020年冬天，草原变成了
雪原，同志们在雪地里一干就是一整
天，很多时候都是扒拉一口带冰碴的
盒饭就继续施工……”工程建设部杨
明月回忆起那段艰苦的岁月，虽万分
自豪也难免哽咽。5年来，20项新能源
项目送出工程并网送电，蒙西电网在
锡林郭勒地区新能源装机容量突破
700万千瓦，占比达到 78%，高速行驶
在落实国家“双碳”目标的快车道上。

2023年，太锡铁路电气化改造配
套供电工程完工，点亮了草原儿女的
动车梦。疾驰的电气化火车，拉近了
草原儿女与首都北京的时空距离，使
各民族交往交流更加便捷。如今，在
锡林郭勒大地上，一张坚强智能电网

“向绿而行”，擦亮了民族地区现代化
发展绿色底色，让生活在这里的各族
儿女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郭成）

薪火相传送光明 兴边富民践初心

学先进 勇担当

本报呼和浩特 10 月 21 日 讯
（记者 皇甫秀玲）10 月 21 日，外媒
看青城“一带一路”青年友好交流活动
走进呼和浩特市。

活动邀请欧亚及阿拉伯19个“一
带一路”沿线友好国家的主流媒体青
年记者以及人民网多语种中外记者共
30余人走进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用笔
触、镜头记录和体验呼和浩特市的独有
魅力，讲述呼和浩特故事，传播呼和浩
特声音，展示呼和浩特形象，做好中国
式现代化呼和浩特实践的对外传播。

活动当天，记者们走进敕勒川草
原、伊利现代智慧健康谷、敕勒川生态
智慧牧场等地，观看了解了经过生态

修复后敕勒川草原成为草原风光旅游
景区、城市天然氧吧的生态建设成果
及其对该市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促进
作用；了解了“从一棵草到一杯奶”的
内蒙古绿色奶业发展之路及世界领先
的乳业数智化生产和管理模式等。

30多位记者还将走进中国烧麦
美食街、呼和浩特市城市展示中心、呼
和浩特市雕塑艺术馆、老牛湾黄河大
峡谷、昭君博物院等多地采风，感受当
地民俗文化、风土人情、了解这座城市
的文化背景、历史渊源及生态文明建
设、文化旅游发展等方面取得的成
果。活动将持续至25日。

“一带一路”倡议高举和平发展旗

帜，积极发展与伙伴国家经济合作伙
伴关系，不仅推动了中国发展与繁荣，
也为国际社会进步及国际新秩序建立
作出了重要贡献。按照自治区党委对
呼和浩特“走在前，作表率”要求，呼和
浩特正以培育“六大产业集群”，建设

“五宜城市”、打造现代化区域中心城
市，锚定自治区“闯新路、进中游”目
标，全力推进呼和浩特现代化建设跨
越发展，展现了新作为、取得了新成
效。此次活动旨在展示首府发挥地
方特色亮点，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
设大格局，共建“一带一路”取得的巨
大成就，不断扩大呼和浩特市国际影
响力。

外媒看青城“一带一路”青年友好交流活动走进呼和浩特

本报包头 10 月 21 日电 （记者
格日勒图）2024年以来，包头市统筹投
入各类资金超 1.3亿元，为中小企业高
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包头市通过加强梯度培育、强化项
目申报、增加财政奖补等措施全力支持
中小企业发展。2024年，新培育认定
自治区级创新型中小企业 93户，获得
奖励资金 1860万元；新培育认定自治
区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42户，获得
奖励资金 2100万元，共计 3960万元。
截至目前，包头市累计培育优质中小企
业 335户，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12户，自治区级“专精特新”中
小企业112户，自治区级创新型中小企
业211户。

2024 年，自治区新增 6 户国家级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包头市占 3
户，获得奖励资金300万元。在重点支
持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方面，包头天
石稀土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一
机集团瑞特精密工模具有限公司获得
国家重点支持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奖补，奖励资金最高600万元。

2024年，包头市争取到自治区工
业绿色化改造资金、工业设计中心奖励
资金等 7157万元，推动工业园区基础
设施建设、完善制造业创新体系建设以

及培育壮大绿色制造产业。积极为明
阳北方智慧能源（内蒙古）有限公司和
包头市炭研新型新材料有限公司争取
到自治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奖励资金
3400万元，助力包头市战略性新兴产
业加快发展。成功获评自治区制造业
数字化转型试点城市，共获得自治区奖
补资金5000万元，今年已下达3000万
元，计划两年改造企业 120户以上、建
成数字车间智能工厂 25个以上、数字
化示范标杆和小灯塔达到10个以上。

包头市支持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
群申报2024年度自治区中小企业特色
产业集群，目前稀土金属冶炼及应用产
业链集群、高纯稀土原料及精深加工产
业集群、达茂巴润工业园风力、光伏发
电新能源产业集群、铝业园区新能源汽
车配套特色产业集群等 6个项目全部
申报成功，共获得自治区奖励资金
1800万元。

依托“财惠通”——包头市惠企利
民综合服务平台，包头市将各类奖励资
金直接拨付至企业，为中小企业发展送
上“及时雨”。截至 2024年 8月，市本
级共兑现惠企政策 47147.01 万元，惠
及企业688户，以实际行动彰显了守信
践诺、支持企业发展的决心和力度，真
金白银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包头市真金白银支持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

■上接第1版 制造业中，装备制造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41.8%，高技术制造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 31.6%。从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主要产品产量看，全区原煤产
量 9.5 亿吨，同比增长 4.6%；发电量
5990.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9.6%；钢材
产量2550.6万吨，同比增长1.5%；稀土
化合物和多晶硅产量分别增长2.4倍和
1.2倍。其中，风力发电量 1105.1亿千
瓦时，同比增长20.9%。

服务业持续恢复。前三季度，全
区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4%。其
中，批发和零售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加
值同比增长 2.5%，金融业增加值同比
增长5.6%。

固定资产投资稳中加快。前三季
度，全区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
增长 11.0%，比 1-8月提高 0.6个百分
点。分重点投资看，基础设施投资同比
增 长 12.3% ，制 造 业 投 资 同 比 增 长

3.2%。分产业看，第一产业投资同比
增长 59.8%，第二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12.3%，第三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4.6%。
第 二 产 业 中 ，工 业 投 资 同 比 增 长
12.2%，对全部投资增长的贡献率为
65.4%。

市场销售稳步回升。前三季度，全
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909.1 亿元，
同比增长3.4%，比1-8月加快0.2个百
分点。按经营单位所在地分，城镇消费
品零售额同比增长 3.3%，乡村消费品
零售额同比增长 4.3%。与此同时，全
区限额以上单位体育娱乐用品类、新能
源汽车类、通讯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分别
同比增长63.5%、79.3%和89.3%。

居民收入稳步增长。前三季度，全
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9724元，同比
名义增长 5.0%。按常住地分，城镇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9070元，同比名义
增长 4.3%；农村牧区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14753元，同比名义增长6.4%。

前三季度内蒙古生产总值17875.5亿元

■上接第1版 以建设更高水平平安通
辽、法治通辽为目标，持续优化重大突
发公共事件处置保障机制和社会矛盾
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成功创建第二批市
域治理现代化合格城市，打造“执破融
合”改革通辽范式，库伦旗获评全国信
访工作示范县。以建设现代能源经济
示范市为抓手，推进绿能与产业协同开
发，有序推进增量配电试点改革和区域
微电网建设，新能源装机超过千万千
瓦、装机比提升至 57.8%，绿电占比突
破 30%。以建设千万亩现代农业示范
区和全国肉牛产业第一重镇为支撑，深
化农村牧区综合改革，今年新增高标准
农田 175.9 万亩、总面积达 607 万亩，

“小田并大田”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模
式在全区示范推广；肉牛存栏395.5万
头，通辽牛肉区域公用品牌价值达到
271.6亿元。以扩大内外合作为突破，
坚持“项目为王、招商为要”，持续深化
与沿边口岸和临近港口城市协作，打造
国家物流枢纽承载城市，通辽保税物流
中心（B型）获批设立，积极申建国家级
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争创全国民族

团结进步示范市。建立各项工作贯穿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主线的
统筹协调、审核把关、决策研究、督促落
实工作机制，成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促进会，科左中旗、库伦旗成功创
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旗。

三是坚守人民至上抓改革。找准
改革发力点和突破口，注重解决入学就
医、就业增收、“一老一小”等群众急难
愁盼问题。聚焦“就业难”，健全高质量
充分就业促进机制，统筹做好重点群体
就业服务保障，在全区率先实现“零工市
场”旗县全覆盖，年均实现农牧民转移就
业40万人以上。聚焦“上学难”，完善优
化区域教育资源配置体制机制，今年主
城区新增学位4320个，推行义务教育集
团化办学，全面推行“阳光招生、均衡分
班”，深化职普融通改革，让每个孩子都
能享受优质教育资源。聚焦“看病难”，
持续扩大优质医疗供给，扎实推进紧密
型城市医疗集团、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
设，加快打造自治区区域医疗中心，成功
打造“三明医改”库伦模式，医保DIP支
付改革获评全国典型案例。

释放改革活力 集聚发展动能
推动现代化通辽建设行稳致远

雨后的呼和浩特秋高气爽，市民们走出家门尽情观赏秋色美景。图为市民在乌兰夫公园赏秋游玩。
本报记者 王晓博 摄

赏秋

本报锡林郭勒10月21日电 （记
者 巴依斯古楞 张璐）10 月 21 日，
全球稀散金属龙头企业——先导科技
集团光学材料产业化项目和新型光电
子材料产业化项目在锡林浩特市正式
开工，总投资53亿元，建成投产后预计
实现产值超70亿元。

先导科技集团是全球稀散金属领
域龙头企业，硒、碲、铋、铟、镓、锗等产
品产量位居全球前列。今年，该集团首
次入选《财富》中国500强、全国工商联
民营企业、民营制造业 500强，连续 5
年入选《胡润》全球独角兽榜单。集团
拥有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国家级博
士后科研工作站、独立的先进材料研究
院，被科技部授予全国唯一的稀散金属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锡林郭勒盟战略性矿产资源非常
富集，已探明金、银、铌、钽等战略性矿
种 24种，锗资源保有量占到世界储量
的 38%；铬资源储量 90 万吨，居全国
第二位；钨、铋资源储量分别达到 30.8
万吨、9.6 万吨，居全区之首；铌、钽、
铷、铯等资源储量可观。锡林郭勒盟

境内的乌兰图嘎锗煤露天矿是目前国
内最大的锗矿，探明锗资源量 1217万
吨，平均品位 123.47 克/吨，年产含锗
褐煤90万吨。

先导集团在锡林郭勒盟投资建设
的2个项目依托公司超高纯锗单晶、大
尺寸高品质蓝宝石、高纯金属制备等核
心技术，构建从资源开发、金属提炼到
终端产品的全产业链，实现资源吃干榨
尽、高效循环利用。项目顺利开工建
设，不仅为锡林郭勒盟战略性矿产资源
转化利用、促进绿电消纳作出示范，也
为探索资源型地区转型发展提供新路
径，填补了光学、新型光电子材料产业
空白。

近年来，锡林郭勒盟依托资源、政
策、环境等组合优势，按照“绿电本地消
纳、资源就地转化”的思路，锚定行业龙
头、领军企业，大力开展全面招商引
资。入秋以来，该盟先导集团光学材料
产业化和新型光电子材料产业化项目、
中船装备制造产业园、赣锋锂业锂资源
综合利用等一批装备制造、新材料、先
进优质载能产业项目落地开工。

总投资53亿元 填补产业空白

锡林郭勒盟光学、光电子材料产业化项目开工
□本报记者 高敏娜 通讯员 王越

“现在政府部门的服务实在是太
贴心了，对于我们这些上了岁数的人
来说，网上办事也不是难题了。”家住
兴安盟阿尔山市明水河镇的赵大爷，
想为自家小店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
续期，但苦于不熟悉网上操作流程。
明水河镇党群服务中心帮办代办窗
口工作人员了解情况后，为他提供全
程网上操作帮助，最终顺利办理完成
续期手续。

党群服务中心不仅是党建阵地，
也是近距离服务党员、群众的重要窗
口。近年来，兴安盟持续开展党群服
务中心优化提升行动，打造“阵地有
用、服务实用、群众爱用”的党群服务
矩阵，让党群服务从“中心”走进群众
心中。

10月 20日恰逢周日，扎赉特旗繁
荣社区居民韩晓春来到党群服务中心
办理低保手续。虽是休息日，但社区
仍有工作人员在值班。“来社区办事挺
方便，周六、周日也有干部在岗。”韩晓
春说。

党群服务中心不仅为居民提供政
策咨询、协调解决生产生活难题、处置

突发事件，还针对行动不便人群提供
“上门服务”。

在乌兰浩特市城郊街道环山社区
85岁老人刘玉兰家中，社区工作人员
正认真核对其身份信息，按照系统要
求填报各项内容，帮助老人完成低保
认证。“我不会用智能手机，眼神也不
好，社区工作人员经常来家里帮忙，帮
我进行低保认证、残疾认证，怕我落
下。”刘玉兰说。

为让广大群众真正感受到办事速
度和服务温度，兴安盟持续优化党群
服务中心阵地服务功能，大力探索社
区“两委”干部坐班值班制度，推行

“上门办、延时办、预约办”模式。同
时，全面推进“党群服务中心—党群
服务站—网格党组织—单元长”四级
党群服务网络建设，切实把组织链条
延伸到基层治理的“神经末梢”，整合
各方资源和力量，让群众感受到时刻
身在网格、服务常在身边。

舞蹈《欢唱中国梦》、小合唱《太阳
出来走四方》、歌曲《歌唱祖国》等精彩
的节目接连上演，掌声、欢呼声不断；
居民带着各自的拿手好菜加入百家盛
宴，餐桌上菜品丰富，色香味俱全；大
家品着菜肴、聊着家常，其乐融融……
科右中旗党群服务中心布敦化社区北
疆文化润家园石榴籽邻里文化大集活
动现场，洋溢着浓浓的温馨气息，邻里
情在不知不觉中愈加增进、浓厚。

兴安盟各党群服务中心结合传统
节日，常态化举办趣味运动会、百家
宴、石榴籽邻里文化大集、睦邻节等活
动，居民群众欢聚一堂，齐参与、展厨
艺、话家常，共享“互嵌式”发展的幸福
成果。同时，扎实开展“六清理两强
化”专项行动，全面清理党群服务中心
无效无用的室内室外标识标牌，整合
优化功能室 2396个，将大部分空间留
给居民，打造“亲民”的党群活动场所。

“人老了，腿脚就不方便了。社区

经常开展爱心义诊活动，让我们在家
门口就能寻医问诊。”突泉县团结社区
居民杜玉芝高兴地说。突泉县中医医
院作为团结社区的“双报到”单位，不
定期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开展爱心义
诊活动，受到附近居民一致好评。

兴安盟坚持党群服务中心是连接
党员群众的窗口阵地，整合各部门各
类服务项目，将党员教育、技能培训、
文体活动、医疗服务、帮办代办等有机
融入群众工作生活，为群众提供综合
性的服务平台。依托“全域互联共
建”、在职党员干部“双报到、双服务、
双报告”星级管理、党代表“四定工作
法”等活动载体，常态化开展活动。截
至目前，3.1万名在职党员到社区报到；
150名党代表个人和23个党代表团队
示范带动全盟4900余名各级党代表，
累计收集民情民意1.1万条、化解矛盾
风险4600余件、信访代办146件、解决
实际困难5200余个。

“兴安盟将持续优化党群服务中
心阵地体系功能建设，立足群众需求，
盘活各类资源，将党建、治理、服务融
合一体推进，让党群服务中心真正成
为联系、引导、凝聚、服务党员群众的
桥梁。”兴安盟委组织部副部长赵新
友说。

兴安盟以党群服务“破圈” 为群众幸福“聚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