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贯彻落实市委十三届七次全会暨全市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抓产业 谋布局 聚焦聚力办好两件大事
——访清水河县委书记张科灵

定思路 明方向 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访武川县委书记杨星晟

“清水河县将全面贯彻落实中央
经济工作会议，自治区党委十一届七
次全会暨全区经济工作会议和市委十
三届七次全会暨全市经济工作会议精
神，聚焦聚力办好两件大事，全力以赴
推动清水河县高质量发展。”清水河县
委书记张科灵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我们将牢固树立‘二产强才是真
的强’思想，大力实施‘工业强县提质
工程’。全力构建以现代化工为主导、
新材料为优势、新能源为特色、煤炭水
泥等传统产业为支撑的‘一主一优一
特色多支撑’现代化产业体系。突出
主导产业，加快推进碳基新材料全产
业链一体化发展示范基地项目建设，
到 2026年重点打造 5条产业链、16条
产业线，投资 300亿元建设 33个重点
项目。突出优势产业，重点布局煤系

高岭土和硅基新材料两条线，全力推
进超牌等高岭土项目和旭阳集团硅材
料项目建设，加快建成百万吨级高岭
土新材料产业研发制造集散中心和大
宗固废综合利用示范基地。突出特色
产业，加快推进旭阳集团绿电替代项
目、蒙西托克托外送200万千瓦风光项
目、中电储能绿电替代等项目建设，全
力打造‘清洁能源大县’。突出支撑产
业，科学开采煤矿、白云岩矿、石灰岩
矿、石料矿，做大做强金属镁、水泥等
传统产业。深入实施‘物流活县畅通
工程’，打造以清水河县为中心，辐射
全域、通达全国的现代物流大格局。”
张科灵说。

绿色是清水河县发展的底色。张
科灵表示：“我们将深入实施‘生态立
县固本工程’。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

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深入实
施‘三北’工程，坚决打好黄河‘几字
弯’攻坚战，计划投资 724亿元，实施
127个项目，全力建成生态文明建设示
范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
新基地。”

同时，张科灵说：“我们还将同步
实施‘七大工程’，全面推动市委确定
的目标任务落地见效。实施‘文旅优
县畅游工程’，将老牛湾黄河大峡谷建
设成为首府首家5A级景区，作为全县

‘一号工程’，持续丰富文旅业态，形成
以5A级景区为引领、以农文旅融合为
特色的文旅新格局。实施‘农牧兴县
强基工程’，依托传统种养殖业和育种
业，发展精深加工产业，加快建成全产
业链现代化示范农牧业科技产业园。
实施‘民生兜底保障工程’，扎实推进

‘孝扶共助’‘双扶一固’工程，大力发
展‘八大富民产业’，持续深化教育和
医疗事业改革，全力办好民生实事。
实施‘北疆文化示范工程’，推出更多
彰显时代特征、北疆文化、清水河特
质的原创文艺精品，切实讲好‘清水
河故事’。实施‘文明城市提升工
程’，持续巩固全区文明城市创建成
果，深入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加快建
设山清水秀、蓝绿交织、人文美丽的
生态宜居县。实施‘依法治县护航工
程’，扎实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抓牢抓
实普法工作和执法队伍建设，切实提
高依法治县水平。实施‘党的建设领
航工程’，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
扎实开展‘比武争星’‘赛场选马’‘五
面红旗村’创树行动，切实提升基层
党组织战斗力。” （梁婧姝）

“市委十三届七次全会暨全市经
济工作会议，全面系统回顾了一年来
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成就，进
一步明确了未来一年经济工作的目
标任务。武川县将全面贯彻落实好
本次工作会议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
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市委部署要求，
进一步细化完善 2024 年的发展思路
和工作举措，持续推进‘四个产业基
地’建设，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为首府建设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贡
献力量。”武川县委书记杨星晟接受
记者采访时表示，武川县将重点从四
个方面发力。

一是持续推进高原特色农牧业基
地建设。按照高原特色农牧业规模
化、产业化、品牌化发展思路，大力发

展“两麦一薯一羊”、中药材、冷凉蔬菜
等优势特色产业，推进薯元康二期、华
莱士、中健宝、金草原、信华国际冷链
物流等重点项目全部建成投产，洁泰
诺一期扩建、5000万只白羽肉鸡全产
业链等新项目开工建设。打造高原特
色农畜产品加工区，全力争创国家级
现代农业产业园。推动西乌兰不浪镇
申报“中国藜麦之乡”，争取“武川土
豆”获得中国驰名商标。

二是持续推进文化旅游体验基地
建设。依托绿色生态资源，高标准打
造哈达门、淖尔梁景区，推进后山精品
草原、春坤梁、享飞就飞航空飞行营地
等项目建设；依托历史文化资源，北魏
博物馆2024年国际博物馆日建成投入
运营，开工建设北魏生态园项目，同步

谋划建设坝顶遗址、金界壕长城遗址
等项目；依托红色文化资源，推动红色
旅游景区提升改造，打造国家级红旅
融合示范点；依托民俗文化、特色饮食
文化资源，实施五道沟村等5个乡村旅
游项目，以农文旅融合发展赋能乡村
振兴。

三是持续推进清洁能源输出基地
建设。抢抓政策机遇，在现有建成300
万千瓦总装机容量的基础上，进一步
发展壮大清洁能源产业，打造自治区
重要清洁能源输出基地。推进实施远
景38万千瓦清洁能源取暖、高登赛（国
润）30万千瓦风光电、双杰电气 20万
千瓦风电等项目，谋划实施武川县抽
水蓄能项目。开工建设武川至鸿盛
500千伏输变电工程，不断完善地区电

网网架结构，打通清洁能源外送通
道。着力引进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在
源网荷储、风光制氢、绿电就地消纳等
方面寻求突破，提升清洁能源产业附
加值。

四是持续推进矿产资源开发利用
基地建设。围绕县内丰富的矿产资
源，统筹生态保护与安全生产，加快盘
活现有矿业权，推动后卜子铁矿、赵井
沟铌钽矿、硅石矿等项目开工建设，花
岗岩矿、后石花金矿投入生产。加强
与内蒙古地矿勘察公司合作，在武川
县实施新一轮探矿找矿行动。大力发
展绿色建材，布局中下游产业项目，打
造绿色工业集聚区，推动建设上石原
石材循环经济产业园。

（云艳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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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2023年全区“绿色版图”不断扩大

新年音乐会，将青城文化氛围推向新高度

短评

舞台前铺满鲜花，人们着装整
洁，安静等待。1月1日晚，在乌兰恰
特大剧院，伴随着施特劳斯家族作品
集锦、施特劳斯家族圆舞曲集锦，以
及乔治·比才《斗牛士之歌》、女高音
独唱、交响序曲《红旗颂》《那达慕序
曲》等在音乐殿堂的回荡，一股美好
的新年气息弥散开来。这是呼和浩
特爱乐乐团奉献的 2024 呼和浩特新
年音乐会。

新年音乐会始于维也纳。近年
来，新年音乐会在我国也成为人民群
众广泛参与的公共文化活动，每年在
北京、上海、南京等各大城市的新年音
乐会备受关注，往往一票难求。如今，
聆听新年音乐会也成为青城人最为期
待的跨年仪式感之一。

有网友说，这个跨年夜，让呼市
有了一线城市的感觉。当呼和浩特

爱乐乐团 2024 呼和浩特新年音乐会
上演时，大家的这种感觉愈发强烈。
一位观众说，作为呼市一分子，他感
觉自己特别幸运，不仅能看到网络直
播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还能在家门
口观看属于自己城市的具有世界水
准的爱乐乐团现场演出，这种感觉很
美好。

每个国家乃至每个城市，都以拥
有一支水平精湛的交响乐团而感到
自豪。正如一位音乐家所言，一座崇
尚音乐的城市，一座拥有自己出色交
响乐团的城市，肯定是一个有着高贵
追求的城市，一个高品位的城市。

2024呼和浩特新年音乐会，古典
与现代交汇、东方与西方相融，美妙旋
律下流淌出的，是首府对建设现代化
区域中心城市这一目标的执着追求。

（李海珍）

我市开展三八红旗手、三八红旗集体争创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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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累计接待国内游客135.35万人次
接待游客人数和总接待数均排名自治区第一

本报讯（记者 云艳芳）记者从
市交通集团获悉，2023 年 12 月 31
日 6∶00—2024年1月1日22∶00，呼
和浩特地铁连续运营40小时期间，
完成客运量103.04万人次，其中，地
铁1号线完成客运量49.71万人次，
地铁 2号线完成客运量 53.33万人
次。加开临客114列次，全天线网共
计开行列车802列次。

连续运营期间，呼和浩特地铁
多措并举，全线网行车组织安全平
稳，客运组织井然有序，各项安全措
施落实到位。为满足跨年夜乘客出

行需求，呼和浩特地铁提前部署、周
密谋划，结合以往组织大型活动经
验，详细摸排跨年夜地铁周边商圈
活动，提前对客流进行预判分析，首
次提出通宵运营方案，并制定完善
的保障方案，全力以赴保障乘客安
全便捷出行。

此次连续运营 40小时保障工
作结束后，呼和浩特地铁马上进行
汇总复盘，对发现的问题及时进行
监督落实，全方位提升常态化组织
体系能力，为今后各项大型活动保
障工作提供宝贵经验。

本报讯（记者 刘丽霞）记者从
市文旅广电局获悉，元旦假期三
日，我市累计接待国内游客 135.35
万人次，同比增长 205.70%；累计
实现国内旅游收入 8.91 亿元，同
比增长 336.06%。

节日期间，我市日均接待国内
游客人数和总接待数均排名自治区
第一，收入占全区总收入（44.08 亿
元）的20%，排名全区第一。

据介绍，元旦假期前两日，我市

累计接待国内游客82.87万人次，同
比增长 177.00%；实现国内旅游收
入5.50亿元，同比增长298.18%。

元旦假期第 3日（1月 1日），我
市接待国内游客52.48万人次，同比
增长 265.49%；实现国内旅游收入
3.41亿元，同比增长414.97%。

市区参加跨年活动（2023年 12
月 31日）的客流人数累计约 165万
人次（其中回民区87万、新城区18.5
万、赛罕区43.2万、玉泉区15.8万）。

本报讯（记者 云艳芳）记者从
市公交公司获悉，2023 年 12 月 31
日至 2024年 1月 1日凌晨，呼市公
交累计运送乘客 72万人次。1月 1
日，公司继续根据乘客出行需求，加
大运力配置、加密商圈、景区等重点
区域运力，充分保障市民乘客假日
出行，元旦假期累计运送乘客约
152.8万人次。

元旦期间，呼市公交结合节日
期间市民出行特点，提前制定了运
营方案，加大公交运力配置，加密
主干道、新华广场等重点区域发车
间隔。跨年夜围绕重点区域有 23

条公交线路延时运营至凌晨 1 点
发末班车，部分线路延至凌晨 1∶30
左右发末班车。实时观测道路通
行能力和客流动态，灵活调度车
辆，多措并举做好运营保障工作。
派出志愿者 146人，全力为市民提
供更加优质的出行服务。同时，应
敕勒川乳业开发区管委会的要求，
116路公交车延时运营至凌晨12∶30，
并临时开通伊利公园到健康谷地
铁口公交摆渡车，共计延时 25 条
公交线路，配车 495台。为各活动
场地运送维稳民警出车 8台，运送
约400人。

本报讯（记者 梁婧姝）记者从
市妇联获悉，为践行“永远跟党奋
进新征程 青城巾帼建功新时代 ”
的使命担当，市妇联决定即日起在
全市范围内开展争创呼和浩特市
三八红旗手、三八红旗集体活动。

据悉，动员创建时间为 1月初至
2月底，各地区、各单位、各行业按照
创建方案开展各具特色争创活动，
并将活动开展情况及时报送市妇
联。评选发布时间为 3 月初，各地
区、各单位、各行业根据创建成效，

择 优 推 荐“ 呼 和 浩 特 市 三 八 红 旗
手”“呼和浩特市三八红旗集体”候
选对象。经市妇联组织相关人员评
审后，选树发布市级三八红旗手 20
名、市级三八红旗集体 10 个。成果
展示为 3月至 5月，各地区、各单位、
各行业要积极宣传创建成果，发挥

“创建一个典型、树起一面旗、带动
一群人”的示范引领作用，充分展现
当代女性敬业奉献、追求卓越、奋发
有为的昂扬面貌，在全市营造干事
创业浓厚氛围。

呼和浩特地铁交出连续运营40小时喜人成绩单
完成客运量103.04万人次

为市民提供更加优质的出行服务

呼市公交累计运送乘客约152.8万人次

本报讯（记者 刘丽霞）记者从1月2
日召开的“回眸 2023”自治区林业和草
原局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23年，全区
林草系统紧紧围绕办好两件大事，聚焦

“闯新路、进中游”目标，高质高效推进
林草各项工作，取得了较好成效。

国土绿化成效显著。全面打响“三
北”工程攻坚战和三大标志性战役。规
划的 5个治理区域和 11个重大工程全
部纳入国家“三北”工程规划，全区 103
个旗县（市、区）全部纳入“三北”工程实
施范围。2023 年，全区累计完成造林
556万亩、种草1743万亩、防沙治沙950
万亩，分别为年度计划的 149%、134%、
151%，防沙治沙面积较2022年增加100
万亩以上。新建扩建义务植树基地124
个，义务植树 3519万株，参与绿化美化
的乡镇苏木 370个、嘎查村 700个。完
成浑善达克规模化林场建设近28万亩、
累计达 204万亩，全区“绿色版图”不断

扩大。
资源管护全面加强。以林长制为

抓手，建立“林长制+重点工作”机制，大
力推行“林长+检察长”协作机制。扎实
开展林草湿荒生态综合监测工作，划定
调整基本草原 7.3亿亩，形成全区基本
草原“一张图”。继续落实第三轮草原
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全区 3.8亿亩
草原落实禁牧制度，5.9亿亩草原落实
草畜平衡制度。乌梁素海成功入选国
家重要湿地名录，察汗淖尔湿地公园建
设任务全部完成。新建扩建四合木自
然保护区两处，建成野生动物收容救护
站 51 个，全年救助野生动物 1281 只。
实现重点地区重点时段防火督查全覆
盖。

林草改革不断深化。推动国有林
场与种苗基地、林草产业、森林旅游、乡
村振兴融合发展，有效盘活林场资源，
增添发展活力。森林保险参保 3.67亿
亩、草原保险试点参保达 2900多万亩，
投入保费6.94亿元，不仅有效保护了林
草资源，还保障了林农牧户经济利益。

产业发展提质提效。围绕森林食
品、特色林果、木本粮油和林草中药材
四大优势产业链，明确产业链链长，整
合安排产业资金 3.13亿元进行集中扶
持，新增国家林业龙头企业3家，总数达
到16家，全年林草产业总产值为835亿
元，较2022年增加232亿元。

林草碳汇扎实推进。组建了林草
碳汇工作专班，建立了碳汇交易工作联

席会议机制，在健全制度体系等方面取
得积极进展。推动包头市、阿尔山市成
功入选国家首批林业碳汇试点市，指导
鄂尔多斯市启动碳汇本底调查和碳储
量评估项目等，全区林草碳汇工作由点
到面逐步铺开。

支撑保障显著提升。优化审批流
程、压缩审批时限，林草地审批时限由
20个工作日压缩到 10个工作日，重大
项目平均 5个工作日办结，有力保障了
全区重大项目落地。2023年，累计投入
林草专项资金 166.9亿元，较 2022年增
加 9.8亿元。启动实施“森林草原生态
系统数字化监管与服务平台”建设。完
成国家林草种质资源设施保存库内蒙
古分库主体工程和附属工程建设，建成
后将有保存林草种质资源80万份、植物
标本6万份的库容。培育各类良种苗木
1.15亿株，为“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
设提供苗木支撑。

元旦期间

日前，市文化旅游投资集团在内蒙
古艺术剧院音乐厅盛大举办“绽放北
疆——我们这十年”专场文艺晚会。

晚会全面总结呼和浩特市文艺院
团2013年到2023年转企改制十年辉煌
历程，全景回顾十年改革文艺创作的丰
硕成果和卓越成就。众多耳熟能详的
知名艺术家和优秀青年演员参与演出，
现场配合现代化的舞美设计和音效技
术，为观众呈现了极具震撼力的艺术盛
宴。

■本报记者 苗青 摄

文艺绽放北疆


