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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赫雨田）3月25日，
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刘海泉深入察哈尔
高新技术开发区调研企业运行、项目建
设、招商引资、安全生产等工作，并现场
办公。

刘海泉先后来到悦科数据、嘉玉农
业、数道智算、尤佳医用材料、远景能
源、常友科技等企业及项目施工现场，
详细了解项目建设、生产经营和安全生
产等情况。他叮嘱企业要抢抓施工有
利时机，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速提质提
效。要求高新区和相关部门主动用心
用情用力服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
化要素保障，千方百计帮助项目企业开
工复工、满产增效。

办公会上，听取高新区和市大数据
局工作情况汇报后，刘海泉与企业负责
人围绕大数据产业发展进行深入交流，
研究解决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他说，全
市上下要跑起来、抢时间、争一流，突出
重点、靶向施策，坚决有力抓好经济运
行、项目建设、产业发展、招商引资、助
企服务等工作，坚定不移完成各项目标
任务。要把握大势、乘势而上，充分发
挥要素保障、区位交通、自然生态、产业
集聚等优势，加强战略规划引领，加速
集聚多元算力，大力拓展应用场景，全
力把大数据产业打造成乌兰察布市的
旗帜产业。

方泽、柴悦、于海成参加。

刘海泉深入察哈尔
高新技术开发区调研□本报记者 邓秀秀

化德县长顺镇刀拉胡洞村连片的
沙化土地上人头攒动，机械统一挖坑整
地，干部群众挥锹培土围堰，现场一派
繁忙景象；四子王旗查干补力格苏木白
音补力格嘎查的防沙治沙和风电光伏
一体化项目种草现场，伴随着马达阵阵
轰鸣，拖拉机、挖掘机、免耕播种机等大
型机械穿梭其中……

一个个生动的画面是我市深入实
施防沙治沙和风电光伏一体化工程，全
力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的真实写照。

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
是我们必须牢记的“国之大者”。2024
年，全市完成林草生态建设和巩固拓展
任务142.3万亩，草原综合植被盖度增加
至36.7%，察汗淖尔国家湿地公园及周边
植被盖度提高4.9个百分点，达到64.9%。

防沙治沙 打造生态宜居新环境

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深入推进
“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事关我国
生态安全、强国建设以及中华民族永续
发展，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
高事业。自治区党委提出的“防沙治沙
和风电光伏一体化工程”，对全区经济
发展和民生改善具有支撑性、牵引性、
撬动性作用。

乌兰察布作为京津冀地区的重要
生态屏障，肩负着黄河“几字弯”攻坚战
和浑善达克沙地歼灭战两大标志性生
态建设战役任务。

2024年3月初，我市防沙治沙与风
电光伏一体化工程在四子王旗、化德县
正式拉开帷幕，吹响全市防沙治沙造林
绿化战斗号角。

在卓资县卓资山镇麻迷图村的浑
善达克沙地综合治理项目柠条种植现
场，司机们操作着不同类型的挖掘机
沿着山体等高线挖树坑，工人们一手

拿着小铲子、一手拎着装满柠条籽的
袋子，井然有序播种着柠条。

“我们共有12个造林工作组，分布
在‘三北’工程任务区的山头地块。”卓
资县林业和草原局林业工作站站长张
成宏介绍，2024 年卓资县承担浑善达
克综合治理项目和非沙化土地生态修
复9.59万亩，林草湿荒一体化保护修复
13 万亩。截至目前，浑善达克综合治
理项目已全部完成，林草湿荒一体化保
护完成1万亩。项目全部完工后，将有
效提升植被覆盖率，防止土地荒漠化和
沙化，提高水源涵养能力，减少自然灾
害，维护生态平衡。

绿色是希望的颜色，也是高质量发
展的底色。

截至2024年8月13日，在卓资县十
八台镇泉脑子村的“三北”工程防护林
建设工程现场，已集中连片造林绿化面
积3万亩，绿油油的柠条苗随风摇曳。

“你们看，这漫山遍野的柠条是我们
6月份种植的，坑里栽的是苗，垄上种的
是籽。经过一个多月的雨季，柠条籽已
经破土长出了枝干和叶子，柠条苗也比
之前栽种时长得更高、更壮了！”卓资县
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贾慧笃定地说，用
不了几年，这片山一定是绿茵茵的，到时
将彻底把黄沙牢牢锁在原地。

火热的场面不止于此——位于丰
镇市的内蒙古东部草原沙地综合治理
项目（双重二期）现场，漫山遍野的造林
大军刨坑、种树，勾勒出一幅植树造林

“大会战”的场景；在察右前旗乌拉哈乌
拉乡的一片柠条林地，各种大型柠条平
茬机、大货车在林地里穿梭。随着平茬
机的启动前行，一株株柠条被卷入机
器，只剩下几厘米长的根，被机器粉碎

后的柠条被直接输送到大货车上；在位
于丰镇市隆盛庄镇的内蒙古隆顺庄农
牧业开发有限公司加工车间，一套先进
的柠条加工设备正满负荷运行，伴随着
一阵阵轰鸣，一袋袋柠条颗粒饲料被输
入指定存放处……从热火朝天的植树
造林现场到防沙治沙与风电光伏一体
化工程启动，再到机器轰鸣的柠条加工
车间，全市上下正在齐心协力为筑牢北
疆生态安全屏障贡献力量。

我市以防沙治沙为重点，坚持以
水定绿、量水而行，全地域、全要素构
建布局合理、结构稳定、功能齐备、管
理高效的林草湿生态防护体系。2024
年，防沙治沙与风光一体工程、东部草
原沙地综合治理项目、阴山北麓生态
综合治理项目全部提前高质量完成。
计划到 2030 年完成林草生态建设和
巩固成果任务1189.14万亩，包括生态
治理 280.54 万亩、巩固拓展 908.6 万
亩。此外，黄河“几字弯”攻坚战任务
568.47 万亩，浑善达克沙地歼灭战任
务620.67万亩。

“光伏＋”走出“绿富共兴”新路子

初秋时节，走进兴和县鄂尔栋镇
海窝村光伏帮扶电站项目现场，一排
排光伏板整齐排列犹如“蓝色海洋”。
该项目充分利用当地闲置土地资源，
将光伏发电与乡村振兴有机结合，彻
底改变了村民主要依靠发展农牧业增
收致富的单一状况，蹚出一条振兴乡
村的“阳光大道”。

“项目总规模50.902MWp，共建设
村级光伏帮扶电站35个，涉及全县9个
乡镇，87个脱贫村，6749户脱贫户。根

据并网以来的运行情况看，村级光伏帮
扶电站年发电量 8600 多万千瓦时，每
年纯收益 4700 万元左右，每个脱贫村
年均增加集体经济收入54万元。”兴和
县乡村发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朱汉兵表示，这片占地 1800 多亩的光
伏板不仅可以带来经济效益，还可以带
来生态效益。

曾经一刮风就扬尘的荒地上，一排
排光伏板通过物理拦截、遮挡形成了屏
障，有效减少土地水分流失，发挥了锁
沙涵水的作用。蓝绿交织，赋予乡村发
展新的底色。

“光伏板的铺设减小了风对植被的
影响，清洗光伏面板的水会下渗到草地
里，对草地有一定的滋养作用。因此，
就有了光伏板下绿意盎然的景象。今
年，我们割了 80000 斤草，全部用于喂
养牲畜，帮助村民节省了养殖成本。”兴
和县乡村发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长朱汉兵告诉记者。

茫茫沙地上，光伏板绿色发电，板
下种植孕育生机，“光伏+治沙”的政策
红利正惠及着千家万户，生态效益、经
济效益、社会效益正在这里释放，让荒
地焕发出新的生命和活力。

绿色多了，环境美了，空气好了……
这些实实在在的变化，让群众的幸福指
数不断攀升。从过去的“沙进人退”到
如今的“绿进沙退”，一代代乌兰察布人
用持之以恒的努力，创造了生态治理的
绿色奇迹。

眼下，从热火朝天的植树造林现场
到光伏项目的火热推进，乌兰察布上下
正在齐心协力为建设北疆生态安全屏
障贡献力量。面向未来，乌兰察布将继
续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
系统治理，大力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
工程建设，全面加强荒漠化和沙化综合
防治，加快推进防沙治沙和风电光伏一
体化工程，为建设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
全屏障贡献乌兰察布力量。

绿 —— 生 态 向 好 产 业 富 民

□中新网记者 张林虎

近年来，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前
旗立足建设祖国北疆重要生态安全屏
障的战略定位，经实地调研、专家论证、
公开征求意见，确定了“减少人为干扰、
推动自然修复”工作思路，成立黄旗海
自然保护区修复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制
定了总体方案和 9 个配套子方案，以

“优、拆、围、禁、收、疏、补、管”八项举措
为抓手，共投入资金3.17亿元，实施项

目33个，从河道疏浚、生态修复、农业
四控、污水垃圾处理及保护管理基础建
设等方面，实施全方位、多层次的生态
保护举措，让黄旗海重现草丰水美的动
人景象。

整合“优”化，推进自然保护地体
系建设。察右前旗对保护区范围进行
合理调整优化。同时，组织力量编制
完成了黄旗海自然保护区总体规划
（初稿），为保护治理工作提供了科学
可持续依据。

“拆”除退出，减少生态环境污
染。察右前旗按照“拆除退出与促进
发展相结合、解决老问题与化解新矛
盾相结合、整治违法违规与引导合法
经营相结合”原则，先后投资 3500 余
万元，对保护区内16家养殖场（户）进
行了拆除退出。同时，区域化布局划
定50个肉牛发展重点村，新规划42平
方公里肉牛集中养殖区，及时出台了
肉牛扩群倍增奖励扶持政策，引导养
殖业有序外迁，既保护了生态，又保障

了民生。
为最大限度降低人为因素对生态

环境的影响，促进保护区内野生动物、
森林草原植被和湿地资源休养生息，察
右前旗实施了核心区围封并对已建成
网围栏进行破损修复工作。目前，保护
区核心区围封网围栏达到71.24千米。
同时继续流转围封区域内耕地10653.9
亩，统一种植牧草，实现了禁膜、禁肥、
禁药和“水改旱”。

（下转第四版）

察右前旗——

“优拆围禁”组合拳 打出黄旗海生态新活力

□本报记者 于江琦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3月
12日早晨，记者跟随工作人员的脚步，走进集宁区泉山
街道为老惠民康养中心。还未及近，阵阵充满活力的
口号声便传入耳中，让人不由精神一振。

上午九时，阳光正好，音乐悠扬。在宽敞明亮的活
动大厅里，老人们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正伴着节拍，
一丝不苟地练习着养生操。阳光透过窗棂，斑驳地洒
在老人们布满岁月痕迹的脸庞上，为那抹发自内心的
笑容镀上一层温暖而柔和的光辉。

“大娘，您输液后痒不痒，痒就给您调慢点。”“大
爷，今天血压正常，之后把晚上的药停了，只吃早上的
就行。”医护人员忙碌而有序地穿梭于各个房间。

“我在这儿快住一年了，来的时候这里刚建成，我
是第二个入住的。刚开始只有五六个人，现在已经有
三四十个人了。听说这里吃得好、管理好，我就来
了。”84 岁的方端老人说，“这里养老和医疗结合得
好，我们平时有点小毛病马上就能治疗。每餐都是自
助餐，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挑选，想吃啥吃啥。业余
活动也非常丰富，象棋、书法、画画、台球……只要自
己愿意动弹就能挑选感兴趣的活动。”

从日常的健康监测到疾病的及时诊治，从康复训
练到长期护理，集宁区泉山街道为老惠民康养中心自
建成以来，一直积极构建医养康护食综合体，为老年人
的健康保驾护航，满足老年人多样化的健康需求。

对于许多老年人来说，做饭逐渐成为一件力不从
心的事情，社区餐厅的开设无疑为老年人的生活提供
了便利。

泉山街道为老惠民康养中心院长尚勇介绍：“我
们中心可以为周边5公里以内的老人提供居家上门服
务，服务内容丰富多样，涵盖生活照料、送餐、助浴、家
政等项目，旨在让老年人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贴心便
利的养老服务，安享幸福晚年。”

泉山街道为老惠民康养中心是我市康养机构的典
型代表。自2021年国家养老政策实施以来，我市通过

“新建小区配套建设+老旧小区改造”的模式，系统整合
社区闲置用房资源，全面推进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站点转
型工作。经过三年的建设，已形成“13个街道综合养老
服务中心+74个社区养老服务站”的多层级服务体系，
构建起覆盖全市城镇区域的养老服务网络。

这些站点秉持“嵌入式”“小而精”的改造理念，面向老年群体提供助餐、助洁、
助浴、助急等多元化生活服务，且均配备标准化医务室或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建立
合作协议，有效推动医疗资源与养老服务深度融合。

“相比于城市，我们农村地区的养老服务也在不断提升。”市民政局副局长魏君
毅介绍，针对农村人口流失及留守、空巢、贫困老人增多的情况，我市于2012年实
施了大规模农村互助幸福院建设，目前共有426处幸福院，提供3.4万套房屋，成功
推行了“集中居住、分户生活、统一管理、互助服务”的新型养老模式，农村地区的养
老服务水平显著提升。

“前年我来到医养院的时候，因为心衰坐着轮椅，拄着拐杖，在医护人员的贴心
照顾下，现在这两样都已经扔掉了，还能和大家一起唱歌跳舞呢！”商都县七台镇居
民闫文裕高兴地说。

“我们医养院专门聘请了坐诊医生对老人进行日常诊治，对常见慢性病进行
监测管理，并为每位入住老人建立了完整的健康档案，医护人员通过档案和日常
护理，及时掌握老人身体状况并适时开展医护，有效缓解社会养老压力，实现老
有所依、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商都县医养院莲德养老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陈浩
然介绍。

日暮时分，记者走进兴和县大同夭乡幸福院。老人们正在下象棋、唠家常，一
派其乐融融的气氛。正在练习书法的兰向阳老人，因为无儿无女，无人照顾生活起
居，乡政府安排他入住到幸福院。

“我们这幸福院有食堂、活动室，可全了。我平时喜欢在活动室写毛笔字，这里
吃住条件非常好。”兰向阳说，幸福院的生活环境很好，像自己的家一样。

“自2023年以来，兴和县整合各类项目资金2462万元，用于农村养老服务设施建
设和服务能力提升。在互助幸福院建设食堂和活动室，满足老年人就餐和文娱活动需
求。”兴和县民政局养老股股长姚学慧说，兴和县整合了各类服务资源，统筹社工、志愿
者等力量，为老年人提供助洁等服务，还探索出“低龄健康老人帮助高龄半失能老人”
的模式，让老人们结对进行帮扶，将互助幸福院打造成老年人的幸福家园。

为“老”筹谋，步履不停。2024年，我市稳步推进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集体补助试
点工作，建成了养老服务设施102个、长者餐厅183个，适老化改造惠及4393户特殊
困难老年人家庭，互助幸福院养老服务典型经验全国推广。下一步，我市将进一步
聚焦老年群众关切，以更高标准、更大力度扩大养老服务供给、完善养老服务功能、
提高养老服务质量，创新探索养老服务新模式，为老年群体提供全方位、多层次的养
老服务平台，让辖区老人的获得感更加充实、幸福感更加持久，安享幸福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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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六个工程落地落实

3月26日，记者在察哈尔高新技术开发区内蒙
古运达能源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看到，工人正在有
条不紊地组装风力发电机组核心部件。

据了解，内蒙古运达能源有限公司自投产以
来，凭借风电主机制造这一主营业务，产值已达60
亿元。目前，该公司在内蒙古自治区装机台数达
2403台，装机容量14.36GW。其中，在乌兰察布地
区装机台数 663 台，装机容量 4.41GW，装机台数、
装机容量在自治区各盟市中排名第一。

本报记者 郭小燕 摄

▲生产车间井然有序。

▶工人精准安装机组部件。

新华社北京 3 月 26 日电（记者
姜琳）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
部26日消息，我国将实施“技能照亮前
程”培训行动，从 2025 年起到 2027 年
底，面向有就业和培训意愿的农村转
移就业劳动者、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
生、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等重
点群体和企业职工，积极开展职业技
能培训。

据介绍，行动主要围绕康养托育、
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新职业等重点领
域市场需求和职业技能要求，推行“岗
位需求+技能培训+技能评价+就业服
务”四位一体项目化培训模式，推动培
训和就业协同联动。

在支持政策方面，两部门要求统
筹用好各类培训资金，差异化给予培
训补贴。统筹就业补助资金、失业保

险基金以及其他渠道资金资源，支持
开展重点群体职业技能培训，按规定
落实补贴政策。

职业技能培训是劳动者提技增收
的重要途径，也是加强技能人才培养、
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的关键所在。近
年来，我国职业技能培训工作蓬勃发
展，每年有 1000 多万劳动者得到补贴
支持。

我国将连续三年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

锚定现代化 改革再深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