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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25日电 6月25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莫桑比克总统查波
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

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
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莫桑比克都
彼此信赖、相互支持，两国友好坚如磐
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
携手并进，两国关系就必将迎来更加

光明的未来。我高度重视中莫关系发
展，愿同总统先生一道努力，以建交50
周年为新起点，弘扬传统友谊，在高质
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
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共同书写中莫
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

查波表示，两国建交50周年恰逢
莫桑比克独立50周年，彰显两国传统

友好和兄弟情谊。感谢中方在莫争取
独立道路上给予的无条件支持。莫方
将继续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中国
政府为实现国家统一所作一切努力，
支持中方重大倡议，愿同中方在相互
尊重、互利共赢基础上持续深化双边
关系，拓展务实合作，共同捍卫多边主
义，促进世界和平、安全与繁荣。

习近平同莫桑比克总统查波
就中莫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6月26日，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第二十九批群众信访案件
涉及我市共5件（来电1件、来信4件）。本批信访件涉及四子王旗1件、卓资县
2件、凉城县2件。

本批信访件涉及水污染问题2件、生态破坏问题3件。
当日，上述信访件已交办相关旗县调查处理。

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乌兰察布市
交办第二十九批5件群众信访举报件情况

督察进驻期间：2025年5月28日—6月28日
专门值班电话：0471-4819165
专门邮政信箱：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A980号邮政信箱
受理举报电话时间：每天8：00—20：00

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值班电话和邮箱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内蒙古

□本报记者 吕沛璇

近日，由中国冷凉蔬菜院士工作站
关慧明团队研发的智能节水灌溉系统，
正在四子王旗大黑河乡和商都县小海
子镇的万亩农田上进行试点推广。该
系统通过“芯片+太阳能+大数据”的创
新组合，在水肥一体化技术的基础上，
为乌兰察布地区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
了更加先进的解决方案。

今年，乌兰察布紧紧围绕“六个行
动”要求，大力落实节水行动，在广袤大
地上展开了一场场由科技引领的“智慧
节水”行动。

在四子王旗大黑河乡的试验田里，
埋设在土壤中的传感器芯片24小时监
测作物需水状况，数据实时传输至指挥
中心，系统根据作物生长阶段、土壤墒
情、气象条件等参数，自动生成最优灌
溉方案，实现“按需供水、精准到株”，太
阳能供电系统则为整套灌溉系统提供
清洁的电力保障。

“传统灌溉存在滞后性和盲目性，
而智能系统能预判作物未来72小时的

需水量，变被动灌溉为主动调控。”关慧
明介绍，相比传统滴灌，智能系统能提
升30%节水效率，实现每亩地每个生长
季节水60—80吨。如果全市300 万亩
水浇地全面应用该系统，乌兰察布地区
农业单个生长季可节水2.1亿吨，相当
于 2024 年全市灌溉用水总量的 72%，
或是全市城乡居民3年生活用水总量。

这项智能节水灌溉系统，是关慧明
团队以智能节水为突破口，推动农业从
传统模式向科技驱动模式转型的突破，
更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有力实
践。关慧明表示：“节水关乎生态安全，
也关乎农民生计。我们的目标是让每
一滴水发挥最大价值。”

在自治区“节水行动”引领下，按照
《乌兰察布市节水控水行动方案》要求，
乌兰察布正以“会思考”的节水技术全
面建设节水型社会，筑牢北方生态安全
屏障，为干旱地区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
可复制的“乌兰察布方案”。相信，随着
智能节水灌溉系统试点的持续扩大，这
项融合创新与实用的智慧节水技术，有
望在更广领域绽放光彩。

正在试点推广、关慧明团队研发——

智能节水灌溉系统让作物按需“喝水”

□本报记者 于江琦

“这条路漂亮吧，每次进村看到
路两边绿莹莹的树，心情都会变好。”
仲夏时节，记者在柏宝庄村党支部书
记、村委会主任闫朱润的带领下，来
到了丰镇市隆盛庄镇柏宝庄村。驱
车进村，一路平坦，道路两旁高大的
柳树、杨树、榆树为热气蒸腾的土地
撑开一顶顶天然凉伞。一路上绿意
盎然、微风浮动，打开车窗，空气中植
物的气息混杂着阳光和泥土的味道
涌入鼻腔，乡村质朴简单的幸福瞬间
扑面而来。

走进柏宝庄村党群服务中心，墙上
悬挂的“最强党支部”“民族团结进步示
范村”等荣誉映入眼帘。“我们柏宝庄村
下辖13个自然村组，有533户931名常
住村民在此安居乐业，50 名党员扎根
乡土。”闫朱润向记者讲述道，柏宝庄村
曾是典型的农业村，过去发展滞后，文
明建设基础薄弱，土地盐碱化严重，村
民收入微薄。

产业兴旺，农民收入才能稳定增
长。这些年，柏宝庄村党支部积极带领
村民发展产业，成立了柏兴种养合作
社，为社员及周边农户提供葵花、玉米
等优良品种，增加了农户的收入，村民
直接受益3-5万元。

柏兴种养合作社的成立，不仅向农
户提供经济实惠、安全放心的农资产
品，降低了农户的种养殖成本，还让农
户生产的农特产品通过合作社进行销
售。目前，受益农户已达80户，为柏宝
庄村乡村振兴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种植搞好了，养殖也得跟上。我
们引入了丰隆牧业万头肉牛养殖基地，
发展肉牛养殖产业，走出‘养殖＋交
易＋加工’的全产业链发展之路，集体
经济达到 20 万元。”跟随闫朱润的脚
步，记者来到了丰镇市丰隆农牧业开发
有限责任公司。

丰镇市丰隆农牧业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办公室主任赵佳乐向记者介绍：
“我们公司于 2019 年在柏宝庄村投资
建设，村集体经济向牛场投资，公司在
年末向他们进行分红。同时，每年秋收
的时候，我们会收购周边农户种植的玉
米，减少了村民们向外销售的烦恼，也
提高了村民收入。”

丰镇市丰隆农牧业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充分发挥龙头带动作用，通过“订
单种植、订单收购”带动当地村民种植
青储玉米2万亩，实现年人均增收3000
多元，带动4个乡镇20多个村集体经济
发展，通过生产务工、资产收益、土地流
转等形式持续促进当地村民增收。

“今年，我们投资3000多万元建设
了活畜交易市场，并投资1.2亿元建设
屠宰场和冷库，现已开工。活畜交易市
场的建设，一方面能带动当地老百姓对
外销售农特产品，另一方面能够就近进
行活畜交易，增加老百姓的收入。”赵佳
乐表示，下一步，公司会继续扩大产业
投入，加强和周边村民的合作，为乡村
经济发展贡献力量。

走出养殖场的大门，漫步于村庄屋
舍间。脚下是平坦的道路，抬头是湛蓝
的天空，阳光穿过厚厚的云层洒落下
来，一间间砖瓦房错落有致，道路两边
整齐有序的农田，承载着丰收的愿景和
对未来的期望。

在和村民孟三奎交谈的过程中，记
者得知，曾经的柏宝庄村，道路泥泞、垃
圾乱堆，每逢下雨天，村民出行就是一
大难题。

孟三奎笑着说道：“我一直生活在
这儿，最能感受村里的变化。以前出门
一脚泥，现在出门都是水泥路，路边也
看不到垃圾了，环境好了，人们住得也
舒心，不忙的时候就喜欢出来散步，唠
唠家常。”

近年来，为改善村里人居环境，村
庄专门为脱贫户设立了保洁员岗位，每
人每年给予 3000 元补贴，既能带动脱
贫户增收，又充实了保洁力量。此外，
还对“脏乱差”区域和公路沿线进行全
面整治，村容村貌变得整洁有序。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闫朱润
介绍，为全力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
公里”，村党支部积极协调，为南十二号
自然村硬化通村公路，彻底解决了村民
雨天出行“一脚泥”的难题，并与市交通
局对接，完成邢山沟土路硬化，实现“村
村通”全面硬化。如今的柏宝庄村，民
生底色愈发鲜亮，正以绿美新颜迎接八
方来客。

说到迎客，闫朱润又来了精神，兴
致勃勃地向记者讲起村里的传统民俗
活动“四脚龙舞”。

“我们村是传统村落，‘四脚龙舞’
是村里传承下来的民俗活动，现在已
经是自治区级的非遗项目了。”在闫朱
润的讲述中，记者了解到，“四脚龙舞”

作为一项传统民俗活动，已有 300 余
年历史。为传承这一文化瑰宝，村里
成立了非遗保护小组，邀请老艺人授
课，培养年轻传承人，在每年正月十
五、二月二、六月二十四等节日，开展

“四角龙舞”秧歌、高跷等活动，吸引周
边游客上万人次，既丰富了村民的精
神文化生活，也为村子的文旅发展注
入新鲜活力。

除了非遗传承，柏宝庄村同样注重
精神文明建设。开展政策宣讲、慰问帮
扶等活动，累计服务群众超千人次。同
时，柏宝庄村积极开展“讲文明、树新
风”活动，推动形成向上向善的村风民
风。如今，村里打牌赌博的少了，读书
学习的多了；邻里纠纷少了，互帮互助
的多了，文明新风随处可见。

在今年的全国精神文明建设表彰
大会上，柏宝庄村获“全国文明村镇”称
号。“获评‘全国文明村镇’，是对我们村
过去工作的肯定，也是对未来工作的鞭
策。”闫朱润表示，接下来，柏宝庄村将
继续以党建引领凝聚合力，以产业升级
增强动力，以文明乡风激发活力，努力
绘就“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壮美
乡村画卷。

产业兴旺富乡村 文明花开香满园
——丰镇市柏宝庄村获“全国文明村镇”称号

□本报记者 郝帅鹏

从过去“满城奔波找部门”的无奈，
到如今“进一门办所有事”的畅快；从

“隔空望而却步”的忐忑，到“不见面轻
松成事”的惊喜；从“反复跑腿耗心力”
的疲惫，到“最多跑一次省时力”的愉
悦……在乌兰察布发生的这一系列显
著变化，让企业家们深刻感受到营商
环境的持续改善，让企业办事由“难”
变“易”，更让企业在高质量发展道路
上轻装上阵、阔步前行。

“一站式”开启高效办事新体验

“我原本只打算补办身份证，在服
务大厅的‘一窗通办’事项公示栏前惊
喜地发现，还能在同一窗口办理交通违
法业务。”走进兴和县政务服务大厅，张
先生满脸笑意。以往，办理这两项业务
至少要让他奔波于两处，耗费大量时间
和精力。而如今，仅用10分钟，张先生
就顺利办妥所有事项，实现了从“来回
跑”到“一站办”“一窗办”的转变。

张先生的经历并非个例，这是市行
政审批和政务服务局推行“四集中”改
革取得的显著成效。为解决企业办事
面临的部门多、事项分散等难题，市行
政审批和政务服务局大力推进集中到
一局、集中到一厅、集中到一窗、集中到
一件的“四集中”改革。

“我们深度整合审批服务资源，划
转承接了13个部门的92项审批服务事
项，打破部门壁垒，将1.8万个事项集中
到各级政务服务中心，有效解决企业多
头奔波、重复提交材料等问题，审批效
率大幅提升。”市行政审批和政务服务
局政务服务中心主任刘晓冬表示，全市
设置了 564 个综合受理窗口，实行“前
台统一受理、后台分类审批、统一窗口
出件”，将多个相关联的“单项事”整合

为企业和群众视角的“一件事”，自主创
新推出“新能源充电桩报装”等涉企“一
件事”业务3项。

“云端办”打破时空限制

“作为餐饮行业的从业者，我深知
健康证的重要性。以往，办理健康证需
要员工多次往返市卫健委、市场监督管
理局、市疾控中心和医院等多个部门，
不仅耗时长，也让员工疲惫不堪。如
今，只需在网上提交申请，再去医院进
行体检，1 天后就能拿到证件，且全程
免费。”集宁区馨香居三部店长李靖对
健康证办理的变化深有感触。

这一变化得益于我市强化跨域办
理、网上办理、掌上办理、视频办理组成
的“四办理”服务模式，以远程服务为抓
手，有效减少了群众往返奔波次数。

“我们实现了政务服务互联互
通，达成 643 项事项在呼和浩特、包
头、鄂尔多斯及本市间的互认通办。
一季度完成‘呼包通办’288 项事项标
准复用，推动 306 项事项在各盟市间
通办。”市行政审批和政务服务局政
务服务科科长银利文表示，通过打破
地域限制，大力推进政务服务事项的
跨区域办理，让企业和群众在不同城
市间办事更加顺畅，有效减少了办事
成本和时间。

此外，在数字化政务服务方面，市
行政审批和政务服务局依托“全区一体
化政务服务平台”构建四级网络，因地
制宜发布 5.8 万项政务服务事项。同
时，打造了 14 个掌上办理专区，汇聚
743项特色应用，“蒙速办”移动端访问

量累计达 1.40 亿次、日访问量超 6000
次。视频办理借助“乌兰察布·云上政
务”直播间，以“实时答疑+主动服务”
模式推动服务转型，累计为企业实时解
答问题超百条，进一步提升了政务服务
的便捷性和高效性。

“贴心办”化解特殊难题

“平时特别忙，一直抽不出时间来
办理，今天好不容易有空，紧赶慢赶还
是踩着下班的点才赶到，幸好有延时服
务，为我省去了很多麻烦。”3月6日18
时 10 分，市民王先生在市政务服务大
厅交通运输窗口顺利完成出租车从业
资格证考试报名。

延时服务机制是市行政审批和政
务服务局践行“四机制”温馨服务的关
键举措之一。市行政审批和政务服务
局推出公休日预约与自然延时服务，今
年一季度已累计提供延时服务160次，
打破了企业和群众办事的时间限制。

“‘四机制’还包括绿色通道、容缺
办理与电子证照机制。绿色通道针对
不动产历史遗留问题，大幅压缩出证时
间。容缺办理破解了‘材料不齐不能受
理’的困境。电子证照机制逐步实现纸
质证明‘免提交’，极大便利了企业和
群众。”银利文表示，目前，15 个部门
49个事项的69个材料可容缺受理，电
子证照库已汇聚 165 类、267.3 万件电
子证照。

“全程办”畅通办事流程

“从注册、项目选址，到供地、审批、

开工建设仅仅用了2个月时间，乌兰察
布市、察右前旗政务服务等相关部门为
我们提供了大力支持。全流程服务帮
助企业跑办对接，让我们没有后顾之
忧，这样的效率和服务真是出乎意料！”
中联数据集团乌兰察布区域公司总经
理骆西永，接过市、旗两级行政审批局
工作人员送去的帮办代办政策优盘后
感慨道。

骆西永的经历，得益于市行政审批
和政务服务局推行有专区阵地、有政策
体系、有个性化服务、有兜底措施的“四
个有”帮代服务，为企业提供的全方位
支持。

“我们组建了一支293人的企业服
务专员队伍，入驻12个企业服务专区，
为企业提供市场准入、投资建设审批等
全方位服务。同时，制定了《助企惠企
业务联动协同制度》等32项机制，梳理
并公布了涵盖‘审批帮代办、增值化服
务、政策服务’3 类共 244 项涉企服务
清单。”市行政审批和政务服务局投资
项目代办服务中心主任于锦川向记者
介绍。

此外，市行政审批和政务服务局还
聚焦数字经济等产业，差异化梳理审
批、中介等要素，为23家招商引资企业
推送从企业开办到竣工验收及政策享
受的全过程服务包，并建立问题“收集
—转办—反馈—跟踪”机制，针对56个
重大项目、159 个项目的 449 个审批事
项，提供审批前置辅导、全过程咨询等
服务，助力各类审批项目提速增效。

以敬民之心，行简政之道，开便利
之门。市行政审批和政务服务局通过
系列改革举措，在政务服务优化与企业
服务保障上成效显著，有力推动了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下一步，市行政审批
和政务服务局将持续深化改革创新，以
更优质的服务为企业发展赋能，为地方
经济腾飞注入持久动力。

聚焦优化营商环境，乌兰察布——

政务服务“微改革”助企行动“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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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知道燕麦也能‘讲故事’吗？
在察右中旗的阴山优麦旅游区，游客
不仅能尝到燕麦美食，还能亲手制作
莜面窝窝、莜面鱼鱼等燕麦系列美
食！”近日，察右中旗阴山优麦旅游区
这座以燕麦文化为核心的 4A 级景区
入选“内蒙古网红打卡地”，其背后的
操盘手——内蒙古阴山优麦食品有限
公司，正以一粒燕麦为支点打造文旅
产业新IP。

走进阴山优麦旅游区的燕麦博
物馆，800 平方米的空间里，科技与
历史交织：3D 幻影成像还原百年前
草原驼队运输燕麦的场景；电子翻
书展示着《齐民要术》中燕麦的种植
记载；陈列柜中的古法石磨与现代
六道碾磨技术对比，诉说着“一粒麦
的千年进化史”。游客王女士感叹：

“原来燕麦不仅是餐食，更是草原文

明的活化石！”
在体验区，游客可以亲手研磨燕麦

粉制作莜面鱼鱼，也能通过透明工厂的
观光走廊，全程观看燕麦从脱壳到成品
的工艺流程。“我们让文化可触摸、可品
尝，去年仅研学团队就接待了 2 万人
次。”内蒙古阴山优麦食品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卢继兵说。

这种让文化可触摸的实践，只是
阴山优麦全产业链文化赋能的缩影。
国风元素的燕麦礼盒在电商平台成为

“会说话的伴手礼”，卡通餐杯上的草
原纹样随快递送往全国……2024 年
1.2 亿元的销售额背后，是投资 5 亿元
建成的国家燕麦标准化示范区里，将
文化符号嵌入每一道生产线的生动
诠释。从《齐民要术》的古籍记载到现
代智能车间的机械臂，燕麦完成了从
粮食到文化 IP 的蜕变，更实现了从原
料输出到文化输出的战略转型。

（下转第四版）

阴山优麦

以一粒燕麦为支点打造文旅产业新IP

按照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以下简称“中央督察组”）工作要求，
6月26日，全市已对中央督察组交办的第二十批3件信访举报件进行调查处
理，其中已办结2件、阶段性办结1件，问责2人。

截至6月26日，全市已对2-20批56件信访举报件进行调查处理，其中，
已办结34件、阶段性办结20件、未办结2件，责令整改28家，立案处罚40家，
罚款金额364644.6元，立案侦查8件，约谈6人，问责15人。

相关信访举报案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督察组边督边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
整改工作。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第20批）》（详情见第二版）

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乌兰察布市
第二十批 3 件群众信访举报件办理情况

抓好六个行动 赋能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