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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郝雪莲 实习生 胡珍川

总投资超478亿元的内蒙古宝丰煤基新
材料年产 260万吨煤制烯烃和配套年产 40
万吨植入绿氢耦合制烯烃项目累计完成投资
261.2亿元，开创国内国际行业技术“18项第
一”，首条生产线即将生产出产品；总投资
590亿元的汇能卓正新材料项目全面重启建
设，有效盘活7个停建缓建项目、处置消化闲
置土地资源3544亩；总投资185亿元的中煤
图克绿色低碳产业示范园区重点项目、总投
资 96亿元的白家海子煤矿、总投资 96.32亿
元的陶忽图煤矿等在建项目顺利推进中……

初冬时节，走进鄂尔多斯市乌审旗，随处
可见谋项目、抓项目、建项目的火热场面。今
年以来，乌审旗凝心聚力谋发展，项目建设呈
现出“建设规模大、示范引领强、科技含量足、

基础保障实”的良好局面，用速度和力度向人
民交上了一份高质量发展“答卷”。

2024年乌审旗实施市级调度重点项目
30个，总投资 1462.11亿元，截至目前，已完
成投资 221.41 亿元。谋划储备政府投资
5000万元以上、企业投资1亿元以上重大项
目64个，总投资3334亿元。其中，正在建设
和谋划开工的 100亿元以上项目达到 8个，
50亿元至 100亿元项目达到 6个，大项目引
领大发展的格局已经基本形成。

乌审旗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优势，以
科技创新引领煤化工产业向“精”“深”迈进，积
极探索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升级。2024年以
来，紧紧围绕新能源、煤基新材料、精细化工、
科技创新等9条产业链，签约引进各类项目17
个，签约资金528亿元。其中，上海石化3万
吨碳纤维项目完成选址等工作，耀宁科技6万
吨高端聚甲醛项目合资公司已完成注册，破题

发展“煤基车用新材料”产业。围绕落实科技
“突围”工程，投资4.5亿元建设自治区首家现
代煤化工创新技术中试基地，目前共筹划和推
进中试项目10个。按照已建成化工项目“掺
绿”减排，新建化工项目“植绿”降碳的思路，全
力推进中煤10万吨液态阳光、中天合创绿色
降碳升级改造、宝丰源网荷储及风光制氢、中
天合创3万吨风光融合绿氢等重大项目，并率
先规划建设未来能源岛，扎实推进建设现代煤
化工与新能源耦合示范基地。

在铆足干劲抓工业的同时，乌审旗坚持做
强一产、做优三产，加大重点领域补短板调结
构力度。引进认养一头牛、雄安华牛等项目，
全力打造内蒙古西部地区最大的高端肉牛全
产业链现代化基地，加快培育肉牛、鄂尔多斯
细毛羊、生猪等产业发展。扎实推进乡村振兴
战略，持续做大“村投公司”，带动全旗嘎查村
前三季度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达到1.2亿元。

萨拉乌苏文化旅游带一体化运营工作有序展
开，“河套人之夜”“乌审红街”等便民夜市建成
投用。前三季度，全旗累计接待游客136万人
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32.9亿元。启动实施
园区基础设施建设三年提升行动，实施基础设
施项目57个，总投资50亿元。

与此同时，坚决打好黄河“几字弯”毛乌
素沙地歼灭战，扎实推进“三北”防护林等工
程，完成林草生态建设任务83万亩。把落实
诚信建设工程作为优化营商环境的首要任
务，持续打响“优乌止境”营商环境品牌，创新
推出“鄂能办·乌优办”平台，深化项目手续办
理“帮办、代办、领办”，1500多项政务服务事
项实现“零跑腿”。新建高级中学、图书馆、职
工职业教育培训中心等一大批民生工程陆续
建成投用，“温暖工程”年度计划项目全面完
工，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
续、安全感更有保障。

重点项目已完成投资超221亿元
乌审旗

□本报记者 薛来
临河区融媒体中心记者 王辉业

清晨的龙赓公园格外热闹，
伴着音乐，三五成群的市民跳
起节奏欢快的广场舞，各种各
样的健身器材前，也聚集了很
多人，他们伸伸腿、弯弯腰、扭
扭肩……一日之计在于晨，从
春到冬，巴彦淖尔市临河区龙
赓公园的每个角落都充满了欢
声笑语。

“过去，这里的环境脏乱差，
上下水不通，居民生活不便。经
过改造后，现在绿荫环绕，健身器
材齐全，景观带错落有致，周边规
划了多个功能区，还新建了住宅
小区，这些都要感谢政府的付
出！”11月 27日，正在龙赓公园锻
炼的市民张新红高兴地说。

北边渠曾是临河主城区的主
要水系之一，随着城市建设，北边
渠城区段成为典型的棚户区，渠
系两侧乱建乱搭，环境差，公共设
施缺失。

2017 年至今，巴彦淖尔市、
临河区两级党委政府全力实施
北边渠城区段改造工程，计划改

造西起水源路，东到朔方路，南
到曙光街，北到光明街总长 6.1
公里任务，目前已完成水源路至
建设路段 3 公里改造任务，建成
18.4万平方米的龙赓公园。过去
污 水 横 流 、垃 圾 乱 飞 的“ 龙 须
沟”，逐渐变成设施齐全、舒适优
美的城市花园，与现代化的高铁
站交相辉映。

“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龙文
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公园的名字叫‘龙赓’，
寓意就是赓续自强不息、厚德载
物的龙之精神，弘扬和传承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也彰显着市、区两
级党委政府和广大干部始终坚持
人民至上，锲而不舍、攻坚克难，
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的为民情怀。”
临河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刘志
强说。

民生连着民心，民心凝聚民
力。龙赓公园是巴彦淖尔市民生
工程的一个缩影，一张张幸福洋
溢的笑脸，正是老百姓发自内心
对龙赓公园改造的肯定。未来，
临河区将继续积极推进龙赓公园
建设路到朔方路段的后续改造建
设，为市民提供更好的休闲娱乐
与生活环境。

北边渠好看了

□本报记者 郭洪申 薛一群
开鲁县融媒体中心记者
吴月丽 张楠

冬日，在通辽市开鲁县东风
镇敖包村，公益性岗位人员正在
清扫路面，清运生活垃圾，营造干
净整洁、美丽宜居的乡村环境。

“我在公益岗工作有四五年
了，在家门口就业，工作方便也不
累，一年还有不少收入，政府挺照
顾我们脱贫户的。”敖包村脱贫户
王世龙说。

公益“小岗位”托起就业“大
民生”。据了解，开鲁县设立了
村级保洁员、乡村环境卫生清
扫、垃圾运输清理等公益性岗
位，优先安置符合岗位条件的脱
贫人口。2021年以来，全县累计
安置公益性岗位1315人，其中脱
贫劳动力 441 人，每人每月岗位
补贴 925 元，并为其购买意外伤
害商业保险，充分为无法离乡、
无业可扶的脱贫人口提供兜底就
业保障。

这些公益性岗位不仅解决了
脱贫劳动力的就业问题，还改善
了乡村环境，提升了乡村治理水
平。与此同时，开鲁县充分发挥
县内重点企业带动就业力度,预
留部分计划招聘岗位安置建档立

卡脱贫户家庭成员，月工资不低
于2000元。

赵泉是开鲁县保安农场四分
场的脱贫户，家里只有父女二人，
因为需要照顾女儿读书，不能外出
务工。去年，赵泉通过县里举办的
用工企业招聘会，成功应聘为内蒙
古中晖药业有限公司的叉车工，每
月可以收入4千元左右的工资，还
有固定4天的调休日，稳定的经济
收入让赵泉干劲儿更足了。

据统计，2021 年以来，全县
累 计 有 33 名 像 赵 泉 一 样 的 脱
贫户家庭成员在本地企业实现
就业。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工程、民
心工程、根基工程。开鲁县强化
精准服务,通过建立脱贫户人口
数据库,形成脱贫劳动力就业人
员、失业人员、有意愿外出务工人
员清单，积极提供岗位信息等援
助服务，采取线上平台招聘和线
下现场招聘相结合方式，积极搭
建就业信息平台，及时掌握企业
用工及劳动者务工意愿，强化公
益性岗位安置、技能培训提升、优
化服务吸纳、县内重点企业招聘、
创业园和合作社灵活就业、庭院
经济带动、互联互通帮扶，促进脱
贫人口就近就地就业。今年以
来，全县有就业意愿并实现务工
的脱贫劳动力达1956 人。

用好公益岗位服务就业民生

近年来，阿拉善盟孪井滩生态移民示范区
高度重视“四好农村路”建设，以“建好、管好、
护好、运营好”农村公路为目标，着力优化农村
公路路网结构，完善农村公路管理体制，全力
打造百姓出行的幸福路、乡村振兴的致富路。

该示范区葡萄墩工业园区北出口——
S218公路工程建设项目于近日完工。该项目
是示范区今年农村公路建设工程项目之一，项
目的实施一方面解决了乌兰呼都格嘎查牧民
的出行问题，另一方面还为园区企业运送固废
提供了便利。

“葡萄墩工业园区北出口——S218公路
工程建设项目总投资 1039 万元，公路总长
9.034公里，路基宽 8米，路面宽 7米，两侧为
0.5米砂砾加固路肩，这条路的修通，不仅解决
了牧民出行难题，也更好地助力乡村产业振
兴。”孪井滩生态移民示范区住房城乡建设和
交通局公路建设办主任李旭说。

近年来，随着孪井滩生态移民示范区区域

经济发展，交通量快速增长，重载车辆不断增
加，农村公路路面容易出现裂缝、露骨、错台、
断板等问题，影响了道路的使用和行车的舒适
性。为此，该示范区以路面、路肩、边沟等为重
点，及时进行整修填补、清理疏通，切实消除道
路安全隐患，净化路域环境面貌，全面消除道
路风险隐患，确保道路安全畅通。

X761线是通往该示范区嘉尔嘎勒赛汉镇
查汗鄂木嘎查的必经路，是一条简易砂石路，
由于年久失修，晴天尘土飞扬，雨天泥泞不堪，
给周边牧民和企业通行带来极大不便。今年

随着 X761线——查汗鄂木嘎查 10.6 公里公
路项目的完工，以前群众抱怨的“烦心路”，如
今变为焕然一新的“暖心路”。

“原来这条路特别难走，修好这条路确
实是一件大好事，在方便我们牧民拉草拉
料、拉水和出行的同时，也成为当地的连心
路、致富路。”查汗鄂木嘎查牧民孟柯那生高
兴地说。

据了解，近年来，孪井滩生态移民示范区
扎实推动“四好农村路”建设与乡村振兴协调
发展，在建设上攻坚克难，在管理上加强创新，

在养护上精准施策，在运营上提升品质，努力
营造更加便捷、高效、安全、舒适的出行环
境。2024年，该示范区共实施4项公路工程，
其中农村公路建设工程 2项，农村公路养护
工程 2项，总投资 3652.269万元，新建农村公
路总里程 19.634 公里，实施养护工程总里程
38.3 公里，一条条整洁宽阔的农村公路连接
农村牧区、通达产业园区，为示范区带来了勃
勃生机。

“现在我们示范区的农村路的确是好走多
了，政府修补得很及时，为我们的行车安全提
供了保障。”查汗鄂木嘎查牧民刘彦举说。

“我们示范区将坚持把‘四好农村路’建设
纳入经济社会总体发展规划、一体统筹，全面
建成‘畅通安全、美丽富民、治理高效、智慧绿
色’的农村交通运输体系，为深入推进乡村振
兴战略、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有力的
交通支撑。”孪井滩生态移民示范区住房城乡
建设和交通局副局长杨磊说。

““四好农村四好农村路路””连起新希望连起新希望
□本报记者 刘宏章 实习生 杨欣

孪井滩生态移民示范区

开鲁县

临河区

科右前旗

武川县

固阳县

【一线】

阿荣旗

本报呼伦贝尔11月28日电 （记者 李可
新）这段时间，在阿荣旗六合镇的侵蚀沟治理施工
现场，工人们正在熟练操作各种机械，挖掘机也在
不停地运转。中振建设有限公司阿荣旗分公司现
场负责人刘宇磊表示，他们承担的是施工一标段的
侵蚀沟综合治理工程任务，共需要治理侵蚀沟100
条，工程总造价是4087.2万元。目前，现场已投入
46台设备，治理沟道的工作进度也已达60%。

侵蚀沟治理措施的实施旨在有效制止沟道溯
源侵蚀，防止沟岸崩塌扩张，并抬高沟道侵蚀基准
面，从而制止沟床下切。今年的治理措施主要包
括沟头防护、铅丝石笼谷坊、铅丝石笼护坡、生态
袋护坡、沟底植树和沟坡植草等。这些措施将有
效控制沟道下切和沟岸扩展，显著遏制侵蚀沟的
蔓延，进一步改善农业耕作条件。

阿荣旗水利部门将严格按照既定进度计划
推进工程建设，并加强质量监督与检查工作，以
确保工程质量达到标准。

据悉，东北黑土区侵蚀沟综合治理工程阿荣
旗 2024年度项目覆盖了兴安镇和六合镇的 11
个行政村，共需要治理侵蚀沟270条。该工程总
投资1.22亿元，预计今年12月完工。

推进黑土区侵蚀沟综合治理

本报呼和浩特11月28日讯 （记者 郑学
良 郭惠超）日前，武川县中药材（蒙药材）产业
高质量发展大会召开。

本次大会以“中药材（蒙药材）产业链协同与
共赢发展”为主题，以主旨演讲、圆桌讨论、资源
对接等形式，探讨交流中药材（蒙药材）发展的新
理念、新路径，推动中药材（蒙药材）产业链上中
下游的交流合作与资源互享，更好形成政府、企
业、院校、本地种植户的发展合力。

与会专家学者与企业代表就药材种植技术、
种质资源保护开发、质量控制与标准化、中蒙药材
市场趋势分析、产业创新与发展策略等方面建言献
策，共谋中蒙药材产业高质量发展路径。

武川县药材种植历史悠久，药材资源丰富，
是我国黄芪道地产区之一，药材种植面积3万余
亩，其中黄芪、黄芩种植面积2.2万余亩，是国内
公认的黄芪之乡，现已形成集种植、加工、销售于
一体的完整产业链。全县野生中药材近300种，
人工栽培药材 10余种，预计今年全县中药材产
值将达1亿元左右。

武川县人民政府副县长牛元哲表示，武川县
将以本次大会为新的契机、以龙头企业为引领，
依托自身资源禀赋，加强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
加快以深加工为重点的全产业链发展，推动中药
材（蒙药材）产业向更高水平、更高质量迈进。

为中蒙药材产业发展把脉

本报包头 11月 28日电 （记者 蔡冬梅）
“在家门口就可以上大学，可真方便，我平常喜欢
学声乐，之前只是自学，没有进行系统规范的学
习，这次遇到老年大学揭牌，还开设了声乐班，我
第一时间就报名了，这是我退休后一段新生活的
开始。”近日，在包头市老年大学固阳分校揭牌
仪式上，学员范金祥满心欢喜地说。

增长知识、丰富生活、陶冶情操、促进健康、
服务社会已成为当代老年人的时代风貌和精神
追求，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开始走进老年大学继续
学习。在开班现场，记者看到，220多名老人正
在认真听聘任教师授课，并专心作着记录。

据介绍，固阳县老年大学开设书法、素描等
9个专业，每周安排2课时，每课时90分钟，周一
至周五按照专业邀请教师授课，学制为 2年。
固阳县创办老年大学不仅满足了本县离退休干
部职工参与学习的愿望，同时也是对老年教育多
种形式办学进行的有益探索和尝试，是固阳县职
业教育在老年教育发展过程中的一次拓展。

“固阳县老年大学的揭牌成立，是对老同志政
治上尊重、思想上关心、生活上照顾的具体体现，
更是固阳县离退休职工老年生活中的一件喜事。
我们想尽最大努力满足老同志求知、求乐的愿望
和兴趣爱好，丰富大家的晚年文化生活。”固阳县
委组织部部长、老年大学名誉校长王祥林表示。

小县城有了老年大学

本报兴安 11月 28日电 （记者 高敏娜）
11月27日，走进科右前旗鑫鑫保门粉条有限公司
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在生产即食土豆湿粉。打芡、
冷却、称重、冷冻，洁白的土豆淀粉经过多个工序
后，华丽变身为一盒盒包装精美的即食土豆湿粉。

今年，科右前旗鑫鑫保门粉条有限公司引进
新生产线，延长马铃薯产业链，填补了兴安盟地区
即食土豆湿粉产业的空白。“我们不仅在产品种类
和口味上进行了全面升级，由原先的单一口味拓
展至现在的4种口味，并已经全部投入生产。同
时，第二条生产线也已到位，预计12月末正式投
入使用。未来，我们还将推出火锅湿粉这一新品
种，并将日产量从2万盒提升至4万盒。”科右前旗
鑫鑫保门粉条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海虹介绍。

企业的蓬勃发展不仅为地方经济注入了新
的活力，更为当地村民提供了在家门口务工增收
的机会。科右前旗居力很镇万宝村的李宏民便
是其中的受益者之一，自2021年起，他便利用农
闲时间在这里工作，每天可获得 150元的收入。

“和我一样在这里打工的村民有30多人，这里离
家近，方便我们照顾家庭，同时也解决了我们的
就业难题。”李宏民感慨地说。

据了解，科右前旗鑫鑫保门粉条有限公司今
年共收购 1000多吨马铃薯，预计可生产 125万
盒即食土豆湿粉。

延长马铃薯产业链

□本报记者 郝飚 摄影报道

近日，“约惠乌海·畅享生活”为主题的以旧换新惠民
车展在乌海市海南区人民广场举办，37家经销商携40个
品牌车参展。车展推出“报废更新+地方补贴”“置换更
新+地方补贴”等购车补贴方式，并设置了消费品以旧换
新政策宣传专区，专业讲解员现场讲解，吸引了大批消费
者前往看展、购车、咨询相关政策。

今年以来，随着一系列支持汽车以旧换新的政策举措
接连落地，消费者得到了“真金白银”的实惠。报废旧车并
购买新能源车和燃油车，补贴标准分别为 2万元和 1.5万
元；置换更新新能源车和燃油车的消费者最高可获得1.8
万元和1.5万元的补贴。这些优惠政策极大地激发了消费
者的购买热情，促进了消费市场的繁荣。此次车展期间，
现场签订车辆购置订单 646台，其中新能源汽车 304台，
燃油车和混动车342台，累计销售金额达9185万元。

为让“真金白银”的政策红利以最快的速度直达消费
者，乌海市商务部门持续优化汽车报废更新与置换更新审
核工作，缩短报废、置换平台线上审核工作时间，提升“高
效办成一件事”质量水平，提升消费体验。

以旧换新促消费以旧换新促消费

车展现场人头攒动车展现场人头攒动。。

消费者详细了解补贴政策消费者详细了解补贴政策。。

国产新能源汽车成为主角国产新能源汽车成为主角。。

选购爱车选购爱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