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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璟 通讯员 田礼军

近年来，化德县以绿电赋能为核
心驱动力，以技术改造为重要抓手，以
产业链条延伸为突破口，全力推动合
金产业朝着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
向大步迈进，通过“能源革命+产业升
级”双轮驱动模式，加速构建全国领先
的绿钛产业基地和新能源综合应用示
范区，一幅产业发展的新画卷正在徐
徐展开。

绿电筑基，优化能源结构——
化德县充分依托当地丰富的风

光资源优势，创新实施“绿电+储能+
产业”融合发展模式。一系列重大项
目相继落地建成，其中三峡压缩空气
储能项目、大唐 30 万千瓦防沙治沙风
光一体化工程成绩斐然，实现了全区
首个当年核准、开工、并网“三同步”
的示范成果，为当地能源发展树立了

标杆。
2025 年，化德县的能源发展蓝图

更是宏伟壮阔。规划建设蒙能50万千
瓦新能源项目、光热发电与风电光伏一
体化工程，同时积极推动电网侧独立储
能示范项目、10万千瓦“千乡万村驭风
行动”以及25.48兆瓦村级光伏帮扶工
程。目前，化德县新能源总装机容量已
达 226.8 万千瓦，且年内即将突破 300
万千瓦大关。充足的绿电供应为合金
产业提供了超30%的清洁电力保障，从
源头上优化了产业的能源结构，为绿色
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技改驱动，提升产业质效——
化德县坚持“技术更新+绿电赋

能”双线突破的发展策略，让传统合金
产业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随着蒙
誉公司 3 万千伏安全密闭低钛铬铁转
产技改的顺利完成，以及雄伟光大、大
唐隆德等企业余热余气综合利用、数字

化全密闭车间改造等技改工程的相继
投产，合金产业在绿电应用方面取得了
显著成效。目前，合金产业绿电应用比
例已达到 30%，产能突破 189 万吨，产
值高达102亿元。

今年，山河化泰、蒙新景鑫等企
业源网荷储一体化项目陆续建设。
这些项目全部投产后，通过采用智能
控制系统，可实现能耗下降 15%的目
标，新建合金产业绿电应用比例将达
到60%以上。技改驱动不仅提升了产
业的生产效率和质量，还进一步降低
了能耗，实现了绿色发展与经济效益
的双赢。

链式拓展，崛起绿钛集群——
化德县紧紧聚焦钒钛基料这一战

略资源，大力引进合金上下游生产企
业，推动产业聚链发展，致力于建成全
国首个以钛铝合金引领，硅锰、铬铁、锰
铁、硅铬协同发展的绿电钛产业集群，

构建起“钛矿开发-基料制备-高端材
料”的全产业链条。

随着域潇蒙达65万吨钒钛基料项
目以及配套年产 2 万吨钛铝新材料项
目的开工建设，化德县从铸造用生铁到
钛铝新材料的梯度产品体系正在逐步
形成。特别是域潇蒙达在利用锭铝热
还原法还原高钛渣方面取得了重大技
术突破，大大缩短了钛合金工艺时间，
简化了工艺步骤，使钛合金生产进入高
效阶段，为全县绿钛产业的跨越式发展
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通过绿电赋能、技术革新、链群培
育的“三维发力”，化德县合金产业发
展前景广阔。预计合金产业年产值有
望突破 200 亿元，并将带动新能源装
备制造、储能技术应用等关联产业协
同发展，形成产业发展的强大合力，为
化德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
活力。

化德县：绿电赋能合金产业转型升级

□本报记者 孙国俊 通讯员 张蜀雁

“到西部去，到基层去，到祖国最需
要的地方去。”这一口号召唤着一批又
一批优秀大学毕业生支援西部，建功基
层，服务边疆，奉献青春。他们就是大
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

在四子王旗这片热土，也有这样一
群有志青年，他们积极投身于西部大开
发的壮丽画卷，以实际行动诠释着“请
党放心，强国有我”的铮铮誓言，让青春
在志愿服务中熠熠生辉。年仅24岁的
张俊，便是其中之一。

“大爷，我刚才给您读的医保政策
您听懂了吗？”“您一定要按时缴纳医
保，这样您就可以在治疗慢病期间享受
国家相关政策的补贴。”“您年龄大了，
我教您的 APP 使用流程，您记不住的
话，就随时给我打电话，我再帮您弄。”
初见张俊时，她正在四子王旗吉生太镇
养老服务中心，挨家挨户地宣传医保政
策，并手把手地教老人使用医保APP。

“刚来的时候，入户宣传对于我来
说有一定的困难，我讲的话老百姓听不
懂，后来我便用最接地气、最朴实的语
言进行宣传，他们就容易接受了。老乡
们对我的工作也很支持，因为他们很淳

朴很善良。”从养老服务中心出来，张俊
与记者边走边聊，“最近我在努力学习
当地方言，一来能更好地与老乡们沟通
交流，二来觉得说方言更亲切一些。”

于2024年7月毕业于柳州工学院的张
俊，来自山西省阳泉市，同年8月便积极响
应国家“报效祖国，建功西部”的号召，背起
行囊来到了四子王旗，服务于吉生太镇。

“刚来这里的第一个晚上，开窗睡
觉的我，闻到了一股浓烈的羊粪味儿，
当时我的脑袋都要炸了。想家，真的
想，也偷偷地哭……”手指飞快地在键
盘上跳跃着，张俊边写工作总结边说
道，“在这里，我最喜欢的工作就是‘下
大队’，跟着乡镇、村委、驻村工作队的
领导们走村入户，才能更深刻地体会到
什么叫‘扎根基层，服务人民’。”

“小张，忙的了？”吉生太镇民政助
理梁忠勇走进张俊办公室问道。

“还行，梁大哥，您有什么事儿？”张
俊热情地说。

“也没啥，就是想问问你那个‘小发
明’准备什么时候申请专利呀？”梁忠勇
笑呵呵地说。

“梁大哥，这几天镇里的工作挺多
的，还没顾上申请呢。”张俊腼腆地答道。

“专利？什么‘小发明’？”他们的对

话引起了记者的注意，急忙问道。
还没等张俊开口，梁忠勇激动地说：

“小张这娃娃，不仅工作认真负责，还爱
钻研，她跟着大家走村串户，发现养殖户
有个急事需要进城，就不能按时按点喂
羊，也就一周的时间，就琢磨发明了一个

‘自动喂羊器’，真是个好东西……”
“这么厉害，快带我们去看看。”记

者兴奋地说。
跟随着他们匆忙的脚步，我们来到梁忠

勇的羊棚，迫不及待地去看张俊的“小发明”。
“让你们见笑了，也不算什么‘小发

明’，我就是想着能用一种更加便捷的
方式，让养殖户更加省时省力。”张俊
说，“我在大学期间学的是电子信息工
程专业，没想到在这里居然能用上。”

“这只是一个简易的模型，它是由
筒装槽、齿轮、定时器组成。养殖户在
出门前往筒装槽内装好饲料，然后根据
羊的数量来定好齿轮速度的快慢，最后
再用定时器定好时间，决定投喂的间隔
时间，这样就可以解决养殖户有急事外
出而不能按时喂羊的问题了，也能极大
地解放养殖户的双手，让他们有充足的
时间做别的事情。”张俊详细地介绍，

“而且它的造价还低，按照养殖30只羊
来算，也就需要500元左右就够了。”

“这可不是个简单的‘小发明’啊，
如果能把这个‘自动喂羊器’进行设备
优化，再进行广泛推广，不管是喂羊、还
是喂牛，这得给养殖户们减轻多少劳动
负担啊！”团旗委书记赵斌连连称赞道。

“能用我学到的知识为当地老百姓
做一件让我终生难忘的事，我就很知足
了。”张俊表示，“西部计划，这一理想与
现实交织的旅程，对于每一位参与者而
言都意义非凡。在这片温暖的土地上，
我要不枉此行，不负青春。”

吉生太镇党委书记王云峰说：“小
张是个优秀的青年，工作兢兢业业、不
怕苦累、任劳任怨。她还积极参加乡镇
举办的扭秧歌、打腰鼓等文体娱乐活
动，更好地融入到当地的‘烟火气’中，
基层工作干得非常好！”

2024年，张俊先后被四子王旗社工
部和吉生太镇人民政府评为“优秀志愿
者”与“优秀干部”。

“每一天，我都会遇到新的挑战和
困难，也会在克服这些困难的过程中收
获成长与感动。我渐渐明白，参加西部
计划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志愿服务，也
是一次心灵的洗礼和成长的旅程。我
逐渐黝黑的皮肤，是我在这里最好的勋
章。”张俊信心百倍地讲道。

张俊：让青春在志愿服务中闪光

□本报记者 孙国俊 通讯员 王俊霞

春风拂面，冰雪消融。连日来，商
都县察汗淖尔、察汗淖海子等水域迎来
了一批批迁徙的赤麻鸭、天鹅、豆雁等
候鸟。候鸟的到来，让寂静的湖面呈现
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为守护候鸟安全迁徙，商都县林业
和草原局野生动植物保护中心和林草综
合行政执法股的工作人员积极开展保护
候鸟活动，不断地巡护和监测，向群众普
及鸟类知识，讲解关于野生动物保护的
相关法律法规，以带动更多人参与生态
保护，切实守护好候鸟等野生动物资源，

维护生物多样性，保障生态安全，建设人
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环境。

“每年 3 月中旬候鸟就来了，我们
主要工作就是巡护、救助，发现有受伤
的鸟类及时救助，并防止有人偷盗、捕
猎候鸟。”商都县林业和草原局野生动
物保护中心主任张汉东说。

近年来，商都县通过一系列生态保
护措施，不断提升生态环境质量，为野
生动物栖息繁衍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每到候鸟迁徙季，越来越多的候鸟选择
在此栖息。候鸟的到来，既增添了别样
的生态美景，也彰显了商都县在生态环
境保护方面取得的显著成效。

商都县：护佑候鸟迁徙 铸就美好生态

本报讯（记者 崔峻峰）3月25
日，由乌兰察布市野保站和集宁
区林草分局共同救助的1只猎隼
在救助站成功放飞。

在救助站内，记者看到“吃饱
喝足”的猎隼正紧紧地抓着防护
网，警惕地盯着拿着网兜的工作
人员。穿戴防护手套的工作人员
配合默契，小心翼翼地用网兜罩
住猎隼，再慢慢放进运输箱，将
其带至宽阔的林野区域。当箱口
打开后，猎隼毫不迟疑地扇动翅
膀一跃而起，瞬间飞向远方，直至
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

“这只受伤的猎隼送来时精
神萎靡，已丧失飞行能力。在我
们半个多月的精心喂养和照料
下，现在已经痊愈，经专业医师
检查具备放生标准后，决定让它
早日回归自然。”负责照顾猎隼
的市野保站工作人员任飞说道。

据了解，猎隼是隼形目隼科
猛禽，常栖息于草原、山地，以小
型哺乳动物为食，被列入《世界自
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
（濒危），为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
物（一级）。

本报讯（记 者 李敖民 通 讯 员
王宾 李晓慧）近日，记者走进凉城县
麦胡图镇光伏厂区，看见129组光伏压
柱均已经安装完毕，工人们正在加紧安
装支架，一排排光伏压柱整齐排列在山

顶，场面十分壮观。
据 了 解 ，凉 城 县 总 投 资

10790.43 万元，在六苏木镇、麦胡图
镇、鸿茅镇和岱海镇建设总规模为
25.46 兆 瓦 的 新 能 源 光 伏 帮 扶 村 级

电 站 5 座 。 该 项 目 厂 址 总 面 积 为
1307 亩 ，采用“林光互补 ”“草光互
补 ”模 式 建 设 。 项 目 建 成 后 ，产 权
归 村集体所有，光伏帮扶收益将覆
盖全县 2537 人。

项目负责人徐志刚介绍道：“光伏
项目从2024年11月底开工，现在支架
施工已经安装完成，预计本周五开始
组件安装，将于今年 5 月底完成全容
量并网。”

凉城县25.46兆瓦新能源光伏帮扶村级电站即将竣工

□本报记者 王丽宏 通讯员 常秀娟 张雪

随着气温回升，春季风干物燥，森林草原火
灾进入高发期。为切实提升应对森林草原火灾
的综合防控和应急处置能力，充分发挥森林草
原火灾联防协作整体优势，近日，兴和县多部门
齐聚苏木山，开展春季森林草原防灭火联防实
战演练。

演练以苏木山林场惊现烟点、紧急火情为背
景展开。联合指挥、战法运用、协同作战等关键
环节贯穿全程，现场共出动10辆车，60余名工作
人员严阵以待。

在演练现场，无人机灵活穿梭于林区上空，
机身上搭载的高清摄像头精准捕捉火场细节，
将火情信息实时回传至指挥中心，为指挥部的
决策提供了精准依据。随后，无人机启动投弹
灭火装置，精准投掷灭火弹，大量灭火剂瞬间释
放，火势初步得到有效遏制，为后续扑救争取宝
贵时间。

无人机完成高空侦察与前期灭火后，专业队
伍迅速在地面展开扑救行动。一组队员迅速启
动风力灭火机，借助强劲风力将熊熊火焰强行压
制；手持二号工具的队员瞅准时机，精准拍打火
苗；另一组队员熟练操作消防水泵，高压水柱直
逼火点。各小组遵循“多点突破、分进合击”战
术，从四面八方朝着火源发起全面进攻，全程配
合默契、衔接紧密，最终顺利扑灭模拟火情，圆满
完成演练任务。

兴和县林草局防火中心主任周峰表示，
本次演练是落实国家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会
议精神的重要行动，也是检验全县森林防火
应急预案科学性、提升多部门协同作战能力
的实战化练兵。通过模拟真实火情场景，重
点测试指挥调度、火情研判、扑救处置、后勤
保障等全链条响应机制，确保关键时刻队伍

“拉得出、顶得上、打得赢”。
此次森林草原防灭火应急演练，有力夯

实了兴和县应对火险灾情时的应急处置能力，切实有效提高了森林火险防
范的整体水平，为全力做好辖区森林草原防灭火应急救援工作奠定了良好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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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锦鹏）3月26日，
2025 年全市防汛抗旱专题培训班开
班，旨在切实提高全市防汛抗旱管理
人员业务素质和思想认识，增强风险
意识和底线思维，提升洪涝、干旱灾害
应急处置能力。

“近年来，全球气候变化异常，洪
涝干旱灾害的突发性和危害性日益加
剧。2024 年，我市部分地区不同程度
遭受洪涝、渍涝、干旱等灾害，造成直
接经济损失 35.93 亿元。这些教训时
刻警示着防汛抗旱工作容不得半点疏
忽和懈怠。”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
主任、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张文广表示，
希望全体参训人员提高认识，增强学
习主动性，学以致用，提升工作能力，
以更加扎实的业务知识和更加饱满的
工作热情，投入到防汛抗旱工作中。

“要依据区域综合旱情统计信息，

根据《预案》及时启动抗旱应急响应。”
培训班上，防汛抗旱专家张然、张利荣
分别以《强化旱情信息共享，加强抗旱
设施建设，有效减轻旱灾损失》《洪涝
灾害及其应急抢险技术》为题，围绕防
汛抗旱基础知识、暴雨洪涝灾害应急
决策、应急抢险救援的组织实施、城市
洪涝灾害险情处置以及防汛抗旱应急
预案等方面进行专业授课。

参加培训的人员纷纷表示，此次
培训针对性强、实用性高，对实际工作
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返岗后，要把
所学知识转化为实际工作能力，扎实
做好防汛抗旱各项准备工作，为保障
全市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培训期间，全体参训人员还围绕
专家授课内容进行集体讨论，并来到
市防汛抗旱物资储备库参观学习。

去年直接经济损失 35.93 亿元！
这个防汛抗旱培训很有意义

本报讯（记者 李璟）2025年3月24日是第30个
“世界防治结核病日”。当天，市卫生健康委、疾控
中心、第四医院，集宁区卫生健康委、疾控中心和桥
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市中心广场联合开展“世界
防治结核病日”宣传活动，提升公众对结核病的认
知，强化全社会防控合力。

活动现场，义诊咨询台的医务人员为往来群
众量血压、测血糖，工作人员向周边群众发放宣传
手册，并不时呼吁发现咳嗽、咳痰两周以上相关疑
似症状，要及时到市第四医院就诊，做到早发现、
早诊治。

宣传活动后，市疾控中心相关工作人员走进泰
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和市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开展
结核病防治知识专题讲座，向企业职工和高校学生
详细讲解结核病的主要症状、传播途径和易感人群
防控措施，同时发放了宣传手册。

“企业工厂、学校作为人员密集场所，是结核病
防控的重点区域，要加强宣传教育，降低结核病的
传播风险，以有效的措施来降低感染和传播风险，
保障员工健康和学生安全。”市疾控中心性病、艾滋
病和结核病预防控制科工作人员王佳敏说。

“今年‘世界防治结核病日’的宣传主题是‘全
面行动 全力投入 全民参与 终结结核’。为倡导
全社会关注结核防治，市卫生健康委积极组织各地
医疗卫生机构开展‘六进’系列宣传活动，倡导全民
参与，构建防治网络，用爱与生命筑起生命防线，迎
接无结核病的健康未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传染
病防控科科长刘剑介绍，市卫生健康委将进一步完
善结核病防治服务体系，开展结核病专项防治行
动，全面落实强化主动筛查、规范治疗管理、加强预
防措施等综合防治措施，持续提升防治服务质量，
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健康。

据了解，活动前夕，市疾控中心还联合集宁区
疾控中心在集宁区第七中学举办了校园结核病防治专题讲座，现场专家结合学校
特点，围绕结核病病因、传播途径和临床症状向学生们作了深入浅出的讲解，工作
人员还与学生们进行了互问互答。学生们纷纷表示，通过活动增强了守护自己和
他人健康的责任感，今后要从自身做起，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积极参与结核病防
治宣传，争做全民健康的守护卫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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猎隼成功放飞猎隼成功放飞。。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郭小燕郭小燕 摄摄

人人讲安全 个个会应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