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1月7日讯 （记者 李晗）新
年伊始，自治区迎来第一批前来洽谈合
作的企业家。1月 7日，自治区党委书
记孙绍骋，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
人民政府主席王莉霞在呼和浩特会见
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党组副书记、
总经理申彦锋，三一集团有限公司党委
书记、轮值董事长向文波。

孙绍骋对申彦锋、向文波一行表示
欢迎。他说，这两年内蒙古发展势头
好，主要得益于投资尤其是新能源领域

投资的有力拉动。今年我们部署实施
了“六个行动”，第一个就是重大项目谋
划行动。中核集团、三一集团在内蒙古
有不少项目，与自治区有着良好的合作
基础，这次来洽谈深化合作事宜，我们
非常欢迎。希望两家企业发挥在储能、
装备制造等方面的优势，在现有合作的
基础上把原有项目运营好、把新项目谋
划好。当前新能源发展主要受限于消
纳能力不足，地企双方要创新新能源合
作模式，探索消纳新方式新途径，推动

实现更高水平的合作共赢。去年我们
成立了民营经济发展服务局，下一步还
将设立专门机构为在我区投资发展的
央企和区外国企服务。这两个专门机
构要当好“店小二”，主动帮助各类企业

“跑”和“办”，提供细致周到的服务。对
承诺企业的事项，有关方面要实打实兑
现好。

申彦锋与向文波分别介绍了各自
企业发展及在内蒙古的投资情况。他
们表示，内蒙古是战略资源大区，是发

展的沃土，也是新能源领域的投资洼
地。当前，国家正在加快构建新型电力
系统，内蒙古资源禀赋得天独厚。两家
企业的发展定位与内蒙古的发展方向
高度契合，下一步愿充分发挥自身优
势，把先进技术、优质项目落地内蒙古，
特别是在防沙治沙和风电光伏一体化
工程等方面达成更多合作。在产业深
度融入的同时，希望全方位参与内蒙古
建设，分享内蒙古的发展机遇。

于立新参加会见。

孙绍骋王莉霞会见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总经理申彦锋三一集团轮值董事长向文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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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为进一步深化改革指明了前进
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深入贯彻党
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自治区党委和盟委工作
要求，紧紧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主线，因地
制宜谋划确定改革任务125项，全力以赴以“六个三”具体
举措办好两件大事，奋力书写阿拉善左旗进一步全面深化
改革新篇章，近日，记者采访了阿拉善盟委委员、阿拉善左
旗委书记刘志强。

内蒙古日报：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
代化，如何坚持以改革提升生态保护新成效？

刘志强：阿拉善左旗坚持把扎实抓好生态文明建设、
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作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
革的重要举措，统筹推进黄河流域与贺兰山一体化保护治
理，健全完善防沙治沙与新能源、守土戍边一体化发展工
作机制，聚焦大气、水、土壤等重点领域攻坚发力，全力破
解水困、沙害等瓶颈制约，以改革之力推进生态环境持续
改善。大胆创新、科学治沙，重点围绕沙漠周边进行“锁
边”治理，大力推行“飞、封、造、管”的成熟治沙模式，积极
探索“政府引导、企业主体和农牧民参与、社会协同”的社
会化造林绿化机制，政府做好造林规划、项目争取、技术支
持、质量把关，龙头企业牵头与农牧民合作建设梭梭、肉苁
蓉产业基地，依靠人工接种肉苁蓉、锁阳获得经济效益，极
大提高了农牧民参与造林的积极性，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
生态文明建设的大格局，实现生态、生产、生活“三生”共
赢。2024年，全旗完成防沙治沙191万亩，农牧民通过销
售肉苁蓉、锁阳获得收益1.34亿元。

内蒙古日报：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的首要任务，如何坚持以改革开辟产业发展新天地？

刘志强：阿拉善左旗牢牢牵住经济体制改革这个“牛
鼻子”，坚持把塑造产业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作为进一步全
面深化改革的主攻方向，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持续优
化重点产业发展布局，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
境，大力提升三次产业发展质量。在生态农牧业优质高效
发展上，走好生态建设产业化、产业发展生态化路子，用好
荒漠肉苁蓉这个“拳头产品”，成功推动荒漠肉苁蓉列入国
家食药同源目录，引进东阿阿胶肉苁蓉健康科技（阿拉善）
有限公司落户阿拉善左旗，首款“壮本”苁蓉滋补新品牌向
全球成功发布，一批高端人才、创新团队、科研平台相继入
驻阿拉善生态沙产业创新创业园，特色生态沙产业成果转
化、配套协作、综合生产、市场竞争等各方面能力不断提
升。在工业绿色转型升级上，进一步健全促进新能源、先进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
培育壮大机制，协同推进大型风光电基地建设和新能源装备制造产业发展，华电
腾格里新能源基地100万千瓦光伏发电项目成功并网，阿拉腾敖包500千伏输
变电工程建成投运，人和年产20万吨风机塔筒项目竣工投产， ■下转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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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落实“五大任务”推动高质量发展

锚定现代化 改革再深化

本报1月7日讯 （记
者 刘志贤）1 月 7 日，我
区教育系统举行学习宣传
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学
位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学
前教育法》专题辅导报告
会，邀请教育部政策法规
司副司长翟刚学做专题辅
导，旨在进一步提升干部
依法治教、依法治校的能
力水平。

报告会采取现场与视
频相结合的方式，在自治
区教育厅设主会场，在各
盟市教育（教体）局、各本
科高校、相关高职院校、教
育考试院等设分会场。据
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学
位法》于今年 1 月 1 日起
正式施行，《中华人民共和
国学前教育法》将于今年
6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翟
刚学长期从事教育法治
工 作 ，深 度 参 与 了 教 育
法、民办教育促进法及其
实施条例、学位法、学前
教育法等多部教育法律
法规和部门规章的制定、
修订工作，具有丰富的管
理和实践经验。报告会
上，他结合具体条文和实
际案例，对两部新法进行
了深入解读，讲座全面系
统、逻辑严谨、内容丰富、
案例翔实、深入浅出，大
家受益匪浅。

会议还强调，法律的
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

权威也在于实施。学位法已正式开
始施行，各学位授予单位要严格按照
有关规定，进一步完善学位工作机
制、明确学位授予条件和程序、加强
学位质量保障，以法律施行的成效提
高人才培养质量。学前教育法正式
施行后，各地要落实以政府举办为
主、大力发展普惠性学前教育的法定
要求，依法保障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安
全优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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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郑学良 实习生 梁良

一头是潮流店铺，一头是古城墙、
居民区。这里既有市井的烟火气，又不
乏时尚格调。旧时城墙与现代商街在
这里相映成趣，别有韵味。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护城河北街“蜕
变”了。咖啡店、烘焙店、茶馆……以各
自独特的方式，诠释着这条古老街道的
多元与包容。

“我们店是全天营业，有不少大学
生特意过来打卡，有路过的游客也会进
来看一看，不少是外地人。”“MUHE慕
和”烘焙店的老板韩镇宇告诉记者。

东护城河北街在网络上频繁“出
圈”，成为呼和浩特市“新晋”网红街之
一。

“看了小红书上的攻略，就特意来
打卡这条街了。每家店都有自己的特

色，不会让人感觉商业的生硬，很有呼
和浩特标签的存在，真的是不虚此行。”
想来北方感受一下的南方“小土豆”李
一狄笑着说，这条很有内蒙古特色的

“网红老街”颠覆了她对呼和浩特的初
印象。

事实上，不仅是第一次来到护城河
北街的游客对这里感到惊喜，从小在这
里长大的居民也惊叹这里的变化。

“我从小就在城墙边长大，从小学
一直到高中都在附近。上大学离开时
这里还是破破旧旧的，这几年变得我都
认不出了。”林燕燕指着一家店说，“这
家以前就是一个不起眼的骨头馆，生意
一般。你看现在，人来人往、车水马龙
的，刚才还有一群外国人来这儿喝咖啡
呢。”

的确，一直以来护城河北街隐匿于
城市喧嚣之中，如果没有北边那条古城
墙，和别的巷子别无二致。

这一切的变化始于2022年。新城
区东街街道通过“老城活化微更新”，与
房主深入洽谈街区内的闲置房产出租
事宜，换取老旧社区保护与发展的空
间，成功吸引多家品牌入驻，护城河北
街迎来了新活力。

“我2022年就来这里开店了，起初
只是看上这城墙古色古香的氛围感，觉
得跟我们围炉煮茶的调子很搭。社区
服务真的做得太好了，在这里发展又有
了归属感。”在“茶炉”主理人郝智看来，
护城河北街的整体营商环境好是各家
商户收入稳定向好的重要保障。

洽谈商铺、对接租金、规划发展方
向，东街街道坚持挑选适合的商户进
驻。横向盘活区域资源，纵向引导商铺
握指成拳，形成了整体业态、“扎堆效
应”。将各类资源“拧成一股绳”，让商
铺在街区“差异化”良性发展，避免了恶
意竞争，也将“引流效应”发挥到最大

化。
“引流效应”不仅吸引来了消费者，

还吸引了不少准备在这里创业的年轻
人，张锋就是其中之一。

“来这里开店是听朋友说这条街非
常有特色，在年轻人聚集的社交平台很
火。我们就过来实地考察了一番，发现
这条街整体规划跟我的定位不谋而
合。”张锋经营的是一家汉堡店，将西式
餐饮与传统街景相融合后，带来的是不
断增长的客单量。

“没想到这里的人文环境更好，商
户之间因为没有相同品类的竞争相处
融洽。街道社区的工作人员也会经常
来了解经营情况，及时帮我们解决问
题。”张锋笑着说，“我希望这条小街越
来越好，我们的生意越来越红火。”

护城河北街“火出圈”的背后，实则
是一场基层治理机制改革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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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城墙根儿，仿佛穿梭于历史与现实的时空隧道——

呼 和 浩 特 市 护 城 河 北 街 成 打 卡 新 地 标

本报乌兰察布 1月 7日电 （记者
海军 通讯员 王治国）记者从乌兰察
布京蒙合作产业开发区获悉，该开发区
2024年计划完成投资15.47亿元，已实
际完成投资9.1亿元。

据悉，2024年以来，乌兰察布京蒙
合作开发区将项目落地作为中心工作
来抓，主要领导 15次带队外出对接考
察项目，加快构建链群化、开放型的高
质量现代化产业体系，聚力打造乌兰察
布市工业增长新基地和自治区实体经
济高质量发展引领区。

把调整产业结构与高质量发展放
在突出位置来抓。依据地区资源禀
赋，紧密围绕新材料、新能源、现代装
备制造业以及农畜产品加工业四大产
业集群开展招商，在符合产业政策的
前提下引进项目，达不到要求的项目

一律不予准入。
同时，为解决开发区企业固废处理

问题，引进了3个固废处置回收再利用
项目，调整了产业结构，实现了现有产
业固废资源综合利用最大化，提高了企
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据介绍，2024年落地的项目中，新
能源等四大产业占落地项目总数的
79%，传统产业占落地项目总数的
9%。开发区整体产业结构得到进一步
优化，由原来的冶金化工、农畜产品为
主导的单一产业结构，逐渐向多元化产
业结构发展。

把现有产业的延链、补链、强链项
目作为重点内容来招。依据现有新能
源产业发展现状，引进了冶金废渣生产
金属锰项目，企业自身实现了废渣与产
品间的综合利用和资源循环利用，极大
地提高了产品附加值。为了让冶金化
工全产业链得到长足发展，引进了装备
制造与铸造项目，实现了现有产业的延
链、补链、强链，在强大的市场竞争中获
得了优势。2024 年签约落地延链、补
链项目新材料产业 18个，占落地企业
总数的42%。

盘活闲置资源。坚持“做好减法、

腾出空间，优先利用、精准招商”的原
则，通过筑巢引凤、腾笼换鸟等方式，开
发区将闲置资源盘活与招商引资紧密
结合起来。经过先期深入细致的准确
摸排，掌握信息，利用原有闲置场所，特
别是原有的空闲厂房、工地、设备等资
源优势，优先招募产业类别一致的企业
入驻。

2024 年落地项目中，租赁或利用
原有厂房落地项目 25个，占当年 43个
签约项目总数的58%，不仅解决了新签
约项目用地需求问题，而且为企业快速
落地提供了便利条件，达到了亩均投资
强度，提高了亩均效益，有效盘活了闲
置资源。

截至目前，该开发区有对接项目97
个、当年签约项目43个，协议总投资额
70.67亿元。

乌兰察布京蒙合作产业开发区完成投资 9.1 亿元

本报1月7日讯 （记者 薛晓芳）
1月 7日，记者从自治区公安厅召开的

“第五个中国人民警察节·向人民报告”
系列新闻发布会（第一场）上获悉，全区
公安机关聚焦重点、以打开路，组织开
展打击整治网络谣言专项行动，对网络
造谣、传谣行为依法亮剑。2024年，全
区公安机关共发现网络谣言线索1453

条，侦办谣言案事件 903起，依法查处
造谣传谣网民1324人。

为营造清朗有序的网络空间，全区公
安机关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强化大局
意识，不断完善工作机制，创新工作方法，
分级分类依法打击处理了一批恶意编造
传播谣言、插手炒作敏感案事件的组织
者、策划者和主要实施者，查处一批不履

行主体责任和义务的平台企业，宣传曝光
一批典型案例，切实推动网络舆论生态综
合治理，网络空间环境总体向好。

据悉，全区公安机关将持续推进打
击整治网络谣言专项行动纵深开展，坚
持“打防管控宣”一体推进，依法依规严
厉打击网络谣言、网络暴力等违法犯罪
活动，全力维护网络空间秩序。

内 蒙 古 营 造 清 朗 有 序 的 网 络 空 间

本报锡林郭勒 1月 7日电 （记
者 巴依斯古楞 张璐）1月 5日晚，
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锡林湖畔，一
场浪漫绝伦的烟花秀在夜空绚丽绽
放，伴随着现场数万名观众的阵阵欢
呼，歌游内蒙古·畅享锡林浩特“锡湖
冰雪欢乐汇”盛大开园。

开园仪式上，非遗节目火壶表演
与呼麦激情上演，万人蹦迪的热烈氛
围与潇洒飘逸的交谊舞相互交织，让
冬日的草原明珠——锡林浩特焕发出
无尽的活力。特色草原美食令人垂涎
欲滴，专业旅拍定格冰雪浪漫瞬间，妙
趣横生的冰雪互动节目更是让市民和
游客乐在其中，共同领略草原冰雪季

的独特魅力与火热激情。
本次“锡湖冰雪欢乐汇”将持续至2

月28日，涵盖冰上体育竞技、冰雪游乐
体验、雪雕观赏打卡和特色休闲购物4
个主题，活动区域分为运动区和娱乐观
赏区两大板块。运动区主打竞技类体
育活动，将举办冰上龙舟联赛、冰球、冰
壶、青少年雪合战对抗赛以及雪地足球
联赛等一系列精彩纷呈的赛事。娱乐
观赏区则汇聚了锡林记忆、十二生肖、
玫瑰墙等众多引人入胜的冰雕雪雕打
卡点，以及刺激的雪滑道、神秘的雪迷
宫等冰雪体验项目。丰富的冰雪活动
和每周末的大型主题活动，让市民和游
客在锡林浩特邂逅一场场冰雪奇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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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朱媛丽

“我感觉收获很大，不仅学会了如
何辨别一些违法违规事件，还学会了
如何解决问题。”锡林浩特市第六小学
学生杨佳欣高兴地说。

近日，在锡林浩特市第六小学法
制课堂上，锡林浩特市法院“温馨驿
站”特邀律师王力正以脱口秀的新颖
方式，用国通语为该校 3年级 4个班
160余名学生开展法制宣传教育，这
也是锡林浩特市家庭教育“星期天课
堂”的进一步延伸。

王力律师将校园中常见的偷窃抢
夺、编造谣言、欺骗撒谎、说脏话骂人
等微小事件，通过生动的ppt演示，做
了全方位的分析讲解，让同学们在轻
松的氛围中，学到了法律知识。

在“传音游戏”互动中，同学们积极踊
跃参与，用字正腔圆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回答问题。大胆畅谈自己的看法与认识，
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能力日渐凸显。

“通过这几年持续不断的推广，孩
子们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能力越
来越强。看到他们学习信心越来越足，
我特别欣慰。”教师郑旭东感慨地说，学
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孩子们学习其
他学科的基础，也是他们日常沟通、未

来走向社会的重要一环。可以说，国通
语是打开未来之门的金钥匙。

近年来，锡林浩特市第六小学聚焦
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工作，在原民族语言
授课班级和普通班级之间开展“手拉手
心连心、民族团结一家亲”主题实践活
动、校际间“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
中国梦”民族团结主题活动，以及联合锡
林浩特市第一中学党总支开展“共育石
榴树、绽放民族花”等主题党日活动。

为巩固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
育教学工作，该校积极组织政策解读、
教师培训、结对帮扶、国通语说课备课
等各类工作，同时结合“书香校园”创
建工作，在学生中广泛开展“经典诵写
讲”“小小讲书人”等相关活动。

为提升教师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
听、说、读、写能力，该校积极开展校际
间结对共建、民语班数学学科结对帮
扶、区域间结对帮扶支教活动。同时倡
导走出去学习培训、归来后向全体教师
汇报，进行二次培训，形成一人培训，众
人受益的良好学习模式，切实提高教师
整体专业素养和教育教学水平。

“我们以前也经常到学校开展类
似活动，与以往不同的是，今天感觉孩
子们对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理解和
表达能力都有了明显提升。”王力律师
感慨地说。

学好国通语 打牢学业根基

1月 7日，社区居民在体验腌制腊八蒜。当日是腊八节，为进一步加深群众对中国传统节日的认知，营造祥和的节日气
氛，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兴隆巷街道清泉街社区开展“浓情腊八节，温暖邻里情”主题活动，社区各族居民欢聚一堂，一起熬制
腊八粥、泡腊八蒜，了解腊八习俗，感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本报记者 王磊 摄

体验习俗 传承文化

本报 1月 7日讯 （记者 李存
霞）1月7日，2025年全区残联工作会议
在呼和浩特召开，总结2024年全区残
疾人工作，安排部署2025年工作任务。

据介绍，2024 年，全区各级残联
不断完善残疾人工作政策体系，着力
保障和改善残疾人民生，残疾人事业
亮点纷呈，成效显著。2024年全区新
增残疾人就业 13141人，完成全年任
务的164.3%；圆满完成残疾人就业三
年行动，3 年累计新增残疾人就业

28741人；残疾人“两项补贴”自治区
级指导标准均由每人每月100元提高
到每人每月 125 元；64023 名残疾人
得到基本康复服务，康复服务覆盖率
为 98.87%；28533名残疾人得到基本
型辅助器具适配服务，适配服务率为
98.96%；6215名残疾儿童得到康复救
助；为8101名符合条件的残疾人提供
托养服务；完成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
无障碍改造7077户，完成全年目标任
务的118%。

2024年全区新增残疾人就业13141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